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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人口与环境关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综述 

作者:童玉芬      

   摘要 人口与环境关系的研究和论争已经持续了200 多年,近年来这个问题进一步引起重视。

但是,由于这个领域研究的多方面复杂性,因此,在人口与环境关系研究中,不仅存在各种思想流派之

间的巨大分歧,也存在研究内容上和方法上的不同。本研究在大量阅读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国

外人口与环境研究的思想理论、研究方法、研究的热点问题等方面进行回顾和评述,从而为有关方

面提供一个国际社会对人口与环境领域研究的基本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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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口与环境研究的主要流派、思想渊源 与理论观点 

   自从200 多年前开始出现有关人口与环境关系的讨论以来,这个研究领域就开始逐渐形成了各

种不同的观点和流派,有些是针锋相对的论争。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大流派: 

   1. 1  从马尔萨斯主义到当代马尔萨斯主义悲观论派马尔萨斯主义思想体系最早的代表人物

可以追溯到罗伯特•华莱士(Robert Wallace ,1697～1771) 。早在1761年,他就在《人类、自然和上

帝保佑的各种前景》这本书中,提出人口如果不受限制将会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土地、肥力、气

候、瘟疫以及战争、贫困等会限制人口的增长,从而人口会得到控制。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 ,1766～1834) 沿袭了华莱士的观点,在1798 年出版的著名的《人口原理》中提出了两个

级数增长的理论,即人口如果不受限制,将会按照几何级数增长,而食物生产则按照算术级数增长,因

此,食物生产永远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并由此来解释社会中出现的贫困、失业等问题。他认为自然界

将通过饥饿、疾病、灾荒、战争等制约人口的增长,并提出了晚婚、不婚、节欲等控制人口的措施,

即所谓道德的约束。自从马尔萨斯的观点和论述问世以来,遭到了包括社会主义者乃至资本主义学

者的各种质疑和批评,并从此拉开了人口与环境关系长期论争的序幕。19 世纪20 年代开始,以英国

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 、R•卡莱尔(R Carlile) 等为代表的学者,继承了老马尔萨斯的

基本思想理论,宣扬马尔萨斯的观点,并成立了马尔萨斯主义联盟。普雷斯试图用人口统计数字来证

明“贫困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过快繁殖”。与马尔萨斯一样,他也把人口增长“有比生活资料增长更

快的趋势”看作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并认为不抑制人口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就不可能得到根

本的改善。但在控制人口增长的方式上,他主张采用避孕节育措施,因此,被称作“新马尔萨斯主

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出现了一大批当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作品和人物,例如美国的

威廉•福格特(W. Vogt) 的《生存之路》(1956) 、美国的赫茨勒(J . O. Hertzler)的《世界人口危

机》(1956) 、艾利奇( P. R. Rhrlich) 的《人口爆炸》(1968) 、英国学者泰勒( G. Taylor ) 

的《世界末日》(1970) 以及丹尼斯•梅多斯(D. H. Meadows) 的《增长的极限》(1972) 等。他们普

遍认为,世界人口如果按照原有的速度增长下去,势必造成粮食危机、自然资源枯竭,甚至面临“世

界末日”。他们都把人口增长看作是目前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之一,认为要解决这些问

题,必须减少人口的增长,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虽然他们研究的对象已经从早期的

人口与土地、粮食等转到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方面,采用的方法也进一步复杂化,但是他们的基本

观点和思想与新老马尔萨斯主义却是一脉相承。 

   1. 2  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马克思并没有专门论述过人口与环境问题,但在与马尔萨斯主义

长期论争过程中,也曾多次涉及到人口与物质资料关系,并形成与马尔萨斯主义者针锋相对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与物质资料生产关系的论争,可以追溯到威廉姆•葛德文(William Godwin ,1756



～1836) 的思想。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葛德文,1793 年在其《政治正义论》中,严厉驳斥了华莱

士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永远不可能增长到生存能力以上。他认为人类社会不平等、犯

罪和战争等才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解决社会贫困等问题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制

度而不是减少人口。卡尔•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人口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则基本上是在对马尔萨斯

人口论的批判中形成的。他把马尔萨斯的观点叫做“对人类的诽谤”,认为并不存在真正的人口过

剩,人口过剩是资本家在机械上投资造成工人失业后形成的相对过剩。因此,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制

度的结果,并不是什么自然法则。恩格斯进一步继承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认为失业和贫困是资本主

义私有制产生的恶果,人口压力并不来自于生存手段,而是来自于就业手段。因此,马尔萨斯所谓人

口过快增长超过生活资料,从而导致贫困和失业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1. 3  资源富饶论者的乐观主义观点与马尔萨斯悲观论者形成较大分歧甚至对立观点的,除

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外,在资产阶级学者中也大量存在。一些西方学者非常(甚至过分) 强调人口在促

进资源有效利用和资源替代等技术上的促进作用,对资源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这一派在西方被叫做

资源富饶论者( cornucopians) 。这一派比较早的代表性人物应当首推博斯拉普( Ester 

Boserup) 。大约在马尔萨斯观点出现一个世纪以后,博斯拉普在她的《农业增长的条件》一书中,

提出人口的增长能够促进农业的发展。她论证了在人口密度较大而生产水平较低的地区,人们是如

何通过改变耕作技术,例如:减少休闲期,采用轮作、灌溉、增加复种指数等增加粮食产量。她认为,

正是由于人口增长的压力,人们才会采用可以提高产量的农业技术,从而使人口的增长不会导致食物

短缺。新古典经济学则进一步扩展和推广了博斯拉普的观点,认为当人口增长导致土地资源出现短

缺时,土地价格将会上升,这样将会促使人们用更丰富的资源去替换土地资源,例如劳力、肥力、先

进的灌溉技术、高产作物品种等,来增加现有土地的生产力。因此,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由于技术

等的采用,土地生产力是上升的,不存在真正的资源短缺,除非市场不完善,或者政策出现扭曲,不能

及时正确反映这种短缺(Boserup ,1976) 。进入20 世纪60、70 年代,一些学者进一步从技术进步

等角度提出了有关资源环境的乐观观点,代表人物主要有美国的赫曼•凯恩(Herman Kahn) 、朱立安•

西蒙(Julian Simon) 等。凯恩1976 年在《下个200 年:美国和世界的方案》中,认为人口将按照

“S”型逻辑斯蒂克曲线增长,世界人口有望在22 世纪能够稳定下来。他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推迟资

源限制时间的到来,直到它们不再成为经济增长的限制为止(Kahn , et al ,1976) ) 。西蒙在《人

口增长经济学》中提出,越多的人意味着更多的智力资源,也意味着更大的市场和更大的经济规模

等。他认为人口增长使资源短缺能够刺激人们发明和采用新方法、新技术,因此,人口越多越好。西

蒙的观点是如此的乐观,以至于被称作马尔萨斯主义的极端对立派。总之,目前国外有关人口与环境

关系的思想论争,主要集中在新老马尔萨斯主义的悲观派和资源富饶论的乐观派之间。他们的分歧,

主要源自本身强调的方面不同。新老马尔萨斯强调了资源的有限性、人口的增长以及由此引起的资

源耗竭和污染水平的增长,却忽略了市场的作用和价格的影响以及技术的作用。乐观主义者强调了

人口增长在资源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效率提高和资源替代) ,却忽略了市场有可能失败的情况,从

而得出与悲观主义者完全相反的观点,甚至极端的观点。 

   2  当代人口与环境关系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就环境概念而言,它本身涉及到多个方面,包括各种自然环境条件和各类自然资源。但是到目

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综合性指标来表征环境的状况,因此,国际上对人口与环境关系的研

究,除了个别研究人口与整体环境关系的成果外,大多数集中在人口与环境某个方面的关系上。下面

对目前国外研究较多,也比较成熟的几个热点问题进行简单的概述。 

   2. 1  人口和土地利用国外对人口与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与土地利用方

式、人口与耕地面积变化、人口与土地退化之间关系的定性描述和定量关系的研究上。例如沃尔曼

(Wolman ,1983) 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 证明了在过去6000 年时间里,全球土地利用模式的确随

着人口的增长而变化。比尔鲍若与乔尔斯( Bilsborrow and Geores ,1993) 论证了人口密度与农

用可耕地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潘尼欧托( Panayotou , 1994) 通过分析证明了泰国在1960～

1990 年30 年的时间序列中,人口增长和土地利用变化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伊万逊(Evanson ,1993) 

分析了印度的情况,指出人口的增长导致人们耕种更多的土地,同时更集约化地使用现有土地。明克

(Mink ,1993) 也发现了人口的年增长率与农业土地面积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2. 2  人口与环境污染在人口与环境污染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人口变化是否引起环境污染的

加剧,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人口对哪些污染物质比较敏感等方面。例如寇尔(Cole et al . 1993) 

发现硝酸盐类的污染程度与流域内的人口有十分密切的相关关系。他预计有55 %的硝酸盐类污染的

增加是由于人口倍增引起的。另有学者对美国纽约的人口与污染的关系进行过分析和检验(Tarr 

and Ayres 1990) 。研究表明,随着城市人口的增长,来自于人类固体废弃物的水体中的有机碳、

氮、磷与人口成比例增长。明克(Mink ,1993 ) 则发现人口的增长与氮的使用增长成比例。而且人

们发现,人口与污染,尤其与硝酸盐类污染程度的比例关系,在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管理无效或者低效

的时候更为明显。这说明,经济结构,环境制约规则等也对人口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有重要影响。 

   2. 3  人口与森林减少人口增加与森林减少之间的关系,正在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同时这

个问题与土地利用变化也密切相关。世界每年大约增加7 000 万人口,与此同时,有150 万km2 的森

林消失,因此,导致一个简单的置换公式:人口越多,森林越少(Allen and Barnes 1985 , Ehrlich 

and Ehrlich 1990) 。人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增长是否与森林的减少存在显著的关系,以及如

何影响森林面积的变化。例如扫斯给特(Southgate ,1994) 发现在24个拉美国家中,农业边界的扩

展与人口的增长和农业出口成正比,而与农产量成反比。克劳珀和格里非斯(Cropper and 

Griffith ,1994) 采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在1961～1988 年的数据,发现在森林减少与收入之间

存在倒U 型关系,与人口增长和农村人口密度之间存在正U 型关系,但后者的关系不太显著。巴比尔

(Barbier 1996) 分析了1980～1985 年21 个拉美国家的例子,发现农村人口密度、原木产量、农业

产量几个变量可以解释了大约一半的森林减少变量。塞克森那( Saxenaand Nautiyal 1997 ) 等发

现人口数量和社会经济状况对森林减少都有重要的影响,并得出结论说,在考虑其他因素下,人口不

得不被认为是森林减少的驱动因素之一,所有这些要素相互影响的作用是驱动森林减少的关键原

因。 

   2. 4 人口与气候变化地球上曾经经历过多次的气候变化,例如冰期和间冰期。但是,人们发现

近年来气候变化的幅度和形式已经超出了正常状态。有证据表明,这种变化与二氧化碳这种温室气

体在大气中的浓度增加有关( IPCC ,1995A) 。然而,许多研究表明,大气中二氧化碳气体的增加在

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引起的( Kaufmann and Stearn ,1997 ,Thee 等,1996) 。按照美国社会科学院

专家意见, “世界上人口越多,对提供食物、能源、衣服、住房的资源的需求越大,所有这些活动都

与CO2 气体排放有关”(NAS1992) 。纽威和马克斯(Newelland Marcus) 则发现从1958～1983 年,

世界人口增长和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之间存在99.8%的相关性,并把它叫做“几乎完美”的相

关。为了研究人口对气候变化上的驱动作用程度,保罗•艾利奇曾经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框架,得到广

泛的应用。这个框架假定环境影响I 是由人口规模P、人均消费水平A 以及技术决定的人均污染产

生量T 三者相互作用决定的,即I = PAT。这个方程被一些研究者用来检验人口规模在气候变化上相

对于其他要素的相对重要程度(Bonga2arts ,1992 , Dieta and Rosa ,1997 , Gaffin and O’

neill ,1997) 。总之,上述对人口与环境不同方面的热点研究,体现了下面一些共同的特点: ①大

多数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人口数量变动,尤其是人口规模及增长与环境关系研究,很少涉及到人口的

其他方面,例如结构,分布等。②目前大多数研究主要采用统计学方法对人口规模与某环境要素之间

进行相关性检验,比较少的涉及到相互作用的机制和因果关系的分析。③很多研究基本上都承认人

口与环境的关系受到其他媒介因素的影响,例如技术、政治体制、政策、经济发展水平等等。认为

人口与这些因素共同对环境某一方面的变化起作用。除了人口与上述环境侧面的关系研究以外,目

前还有不少研究集中在人口与水资源,人口与生物多样性以及人口与整个环境的关系方面。 

   3  人口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方法 

   从目前人口与环境研究方法上看,既有定性研究,也有定量研究。在定量研究中,一些是线性静

态研究,一些是非线性的动态研究。一些分析中有反馈,有些则没有。归纳起来,定量研究方法主要

有以下几种类型: 

   3. 1 简单计量方法 

   这一类研究涉及到比较简单的计算和说明。最简单的计量模型,是用人口预测数据和某个环境

变量的人均水平指标的乘积,来反映整个环境状况。例如用人口总量和人均污染排放水平数据来推



测未来总的污染排放量,然后比较没有人口增长和有人口增长的时候不同的排放水平,从而说明人口

在环境污染中的作用。 

   3. 2  IPAT 模型的直接使用 

   I = PAT 模型可以看作是上述简单计量模型的扩展,即在人口规模与人均水平之后增加了一个

技术指标T。目前IPAT 模型在环境污染问题和气候变化中应用非常多,主要用于确定人口因素在某

个环境因素中所占的分额和重要性,也可被用来进行未来的模拟分析。IPAT模型可以直接应用,方法

比较简便,但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转变为随机统计模型,进行统计分析。当直接应用时,主要是采

用以下三种形式:(1) 直接比较给定模型右侧各驱动变量P、A、T 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最初和最终

的数值比,观察各个驱动因子变化程度的大小,来说明他们对环境的影响。(2) 对公式I = PAT 两边

求微分,并以差分方式表达为: △IPI = △PPP + △APA + △TPT ,就可以将环境变量I 的增长率表

达成每一个驱动因子各自的增长率之和。(3) 假定某个感兴趣的变量保持不变,然后观察其他因子

变化下环境指标I 的增量变化;或者保持其他变量都不变,给定感兴趣的某个驱动变量不同的变化

量,观察和比较环境后果I 的变化。但是IPAT 模型在使用中也有一些非常明显的弱点:首先,这个方

程无法表达右边几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尤其当右边各因子对环境的作用方向相反的时候,将

会产生相互抵消的作用,方程无法反映这种状况。第二,将互相影响的各驱动变量当作相互独立因子

来处理,与现实不相符。第三,模型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体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而一

些学者将P、A、T 作为直接最临近影响因素,而社会经济等作为最终原因进行解释。 

   3. 3  统计分析模型统计分析模型 

   通过统计分析,建立人口要素与环境要素之间的相关关系。该分析一般需要识别出关键人口或

者环境变量,并且对相关函数形式有很高的限制,例如预先规定是线形还是非线形,或者预先规定某

种回归模型。最常见的统计模型是直接建立某些环境因子与人口、经济等驱动因素间的关系,例如

在人口与耕地面积,人口与二氧化碳排放等建立相关模型。另外,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将人口作为

诸多影响环境变化的要素之一,分析各种主成分以及构成主成分的要素对环境的贡献。这种方法在

环境或者地理学界采用较多。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则比较多地采用一种将固定模型I = PAT 的随机

统计转换,例如通过对该方程两边取对数,将乘积模式转变为相加的模型: I = PAT ——LnI = aLnP 

+bLnA + cLnT。然后采用历史数据,进行回归,计算出参数a 、b、c 的值,带入公式,建立环境I 与

其他人口、人均消费水平和技术等之间的相关关系。 

   3. 4 系统仿真模型系统 

   仿真模型是在人口与环境关系研究中比较受到关注的方法。它一般将人口与环境的各种因子,

以及影响二者关系的各种媒介因子都放在一个大系统内,建立各种因子之间相互作用和反馈的关系

模式,通过对系统内部主要反馈回路的对比分析,研究系统内部因子相互作用的机制,揭示系统的行

为。当将这些因子间的关系用数学方程表示出来,就成了定量的仿真模型。系统仿真模型在人口与

环境关系的研究中,可以通过模型对历史状况的模拟,在假定人口因素(或其他感兴趣的变量) 不变

或者以某种方式变化时,比较实际的环境状况与假定条件下可能的环境状况,从而判断人口或其他某

个变量在环境中的作用程度。但是,目前系统学模型存在一个缺憾,就是难以反映人口与环境要素之

间相互作用的空间分布与组合形式。它更适合于历史地纵向地分析。近年来在环境动态监测各评价

方面被广泛应用的遥感信息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结合,能够通过对不同地理单元内各种地理信息的

采集、转换和软件工具的集成处理,对环境演变的空间模式、要素间的统计关系以及时间变化进行

系统模拟,但是对于环境变量中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机制等未能很好地揭示。目前怎样将表达长期时

间序列和系统内部结构关系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与擅长反映空间动态变化的地理信息系统模型

结合起来,可能是人口研究未来发展过程中极具挑战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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