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邬沧萍/穆光宗 

  1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基本现状的判定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应当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成熟的范式，即基本的

概念、理论和方法。目前，这门新兴学科所通用的概念基本上来自人口学、生态学以及相关

学科原有的东西，尽管这是必要的，但无疑又是不够的，发展属于新兴学科自己独有的范式

恐怕是今后的一个重点。实事求是地讲，目前国内的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研究刚刚起步，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显然还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虽然有学者捷足先登地出版了这样那

样的著述，取得了一批成果，但总的来说，具有原创性的成果依然寥若晨星。人口、资源、

环境经济学大一统的理论还没有形成。这是我们对人口、资源、环境学发展现状的一个基本

判断。事实上，大家也都承认：生态经济学也好、资源经济学也好、环境经济学也罢，都是

十分年轻的学科。国内一些学者最近也认为："尽管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在

各自的领域都已得到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但作为一个整体，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并非

以上三门学科的简单组合，它应该是这些学科在一个系统体系中的有机组合，这方面几乎没

有现成的工作可资参考"。研究者的这种自白多少说明了研究的现状和我们所处的环境。 

  从研究现状来看，目前似乎更多地停留在引进国外的理论和案例，而对国内问题的研究

还缺乏理论和方法上的努力。本土化的理论不多足以证明这一点。研究上"两张皮"的状态还

比较突出：一方面罗列人口的状况，另一方面展示资源环境问题的表现。很显然，这种做法

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正是这个原因，恰恰是作为一

门科学的人口、资源、环境学的生长点所在，同时也是现在的盲点所在。进一步地，我们认

为，立足于本土情形的深入研究，譬如，非常生动的案例分析，恐怕是建立本土化理论的必

要途径。 

  2 人口、资源、环境的基本关系：一个认识 

  可持续发展的命题提出之后，有关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研究便成为国内学界的一大热

点。在过去，人口问题和资源环境问题是分而治之的。这往往使我们只看到问题的表象而看

不到问题的症结。因为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里，有太多的事实让我们相信：人口问题和资源

环境问题绝对是紧密相关的。在理论上，我们认为：它们的联系主要是通过生产、消费和分

配等诸多中介环节实现的。从中介变量以及社会影响来看，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主要是一

种经济现象，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必然是主要的。由于它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和

边缘学科，所涉的一组变量并不完全是经济变量，因此也就并不为经济学家所专美。我们试

图用下面这个框架试图说明人口、资源、环境的基本关系（附图）。 

  自古以来，"资源环境系统"就扮演着人类社会生存资源、生产资源的提供者和活动环

境、排泄环境的提供者的角色。这一点可以说是亘古不变的事实。当然，正如框图所示，人

口系统和资源环境系统是彼此作用、共存于一个复合之生态循环中。 

  需要解释的是："生产环节"中的"获取生产资源"可以有多种方式、多种性质。譬如，毁

林开荒以增加耕地和粮食产出，只是在获取非商品性的资源，自给自足而已；而利用土地资

源种植和生产绿色产品，并拿到市场上去换取经济收益，就是在获取商品化资源了。生态环



境系统当然是任何社会生产必须依赖的场地，所以资源环境系统还有一个"提供场地"的功

能。此外，任何社会生产在创造财富的同时，都是要产生废物的。这样，资源环境系统就成

了排污的场所。如果生产废物没有经过处理就排入环境，就可能危害生态的平衡，继而影响

人口的生命素质，从而增加医疗卫生资源的消费并降低或者抵消生产的收益、减少人类的福

利；相反地，经过科学处理达到无害生态标准的排泄行为则不会破坏环境的自净能力。 

附图 

  在消费环节上，人口系统和资源环境系统发生关系的路径主要有："提供环境"、"获取食

物"、"获取能源"、"生活排污"四个方面。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基础性资源：一是空气和水环

境；二是食物；三是能源。在任何条件下，这三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人类的消费并不完全是

商品性的，其实我们天天在消费空气和水这些自然产品，即便是这样基本的日常消费也已经

有了一定的商品化程度。从品质到形式多种多样的"水商品"的出现足以说明这一点。人类的

消费模式基本上有两种，即可持续的和不可持续的；从程度说，则有强持续和弱持续的区

别。 

  在分配环节上，我们认为，大致有这么两类，即地理性分配和政策性分配。所谓地理性

分配，是指地理环境的演变所造成的资源分配的地区差异性具有先天的特性。这种上苍的安

排使得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匹配关系出现了多样化的组合。有的地方人口过剩，而另外一些地

方则是人口过少、资源过剩。自然造化总是偏爱一些地方，而忽视对另一些地方的恩泽。显

然，好的"政策性分配"正是为了纠正或者弥补不恰当的"地理性分配"之不足，简单说，也就

是要发挥人类的能动精神，发挥政策"调剂余缺"的功能，以弥补地理性分配的先天缺陷。譬

如，"南水北调"的宏大设想就是为了缓解北方地区人口与淡水资源的紧张关系。"政策性分

配"要扮演的就是"以人力补天力之不足"的角色。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可能来自不

恰当的"地理性分配"。事实上，这种情势是常常发生的，也可能来自违背了初衷或者产生了

意料之外的负作用的"政策性分配"、"社会性分配"。 

  在交换环节上，一方面是通过"利用和索取自然"，人口系统才得以维系和运转；另一方

面，通过"养护和回馈自然"，来获得自然-社会复合的生态平衡。这种人口与资源环境的交换

是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当利用多于养护、索取大于反馈时，就出现了不可持续的发展势头；

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我们对自然的养护和反馈要多于对自然的利用和索取。 

  3 重视系统方法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 



  我们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定位是：这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是经济

学、社会学、人口学、生态学、环境管理等诸多学科的一个综合。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和

人文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的趋势不断增强，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相互统一，研究方法相互交

融，研究成果相互吸收。譬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1969年实施了一个名叫"与我们的社会

问题有关的跨学科研究"这样的计划。到1977年，进一步演变成"应用于国家需求计划的研

究"，表明其重点是放在解决问题的研究上。"跨学科研究"之所以在一开始就受到人们的重

视，与它的一大特点有关：这就是创造了以"问题解决"(problem-solving)研究为中心、为

导向的研究模式，这种取向有效地推动了许多重要的实际问题的解决。 

  在方法论上，"跨学科研究"特别崇尚系统的思想。20世纪发展起来的信息论、系统论和

控制论所提供的方法论指导具有已经证实的普遍性（王雨田，1986；沈小峰等，1987；魏宏

森、曾国屏，1996）。1982年系统科学哲学家、清华大学教授魏宏森先生就提出："如果说

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中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达尔文进化论）是创立辩证唯物

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那么，一百年后系统理论与系统科学的产生和应用，与相对论、量子

力学一样为丰富、发展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现代科学的根据。"1985年，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

森提出：建立和发展系统学"在科学史上的意义不亚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系统科学在人

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上的巨大作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譬如，生态系统、生物圈、食物链、

人口系统等等的说法足以说明系统思维和系统方法在探究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时的应用痕

迹。系统思想是这么一种尝试：就是在跨学科的层面上来整合特殊学科所获得或所确立的理

念。1969年，一般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展望了系统论的趋势：①总的趋势是整合各种科

学；②这种整合可能是以一般系统论为核心；③系统论更有可能使我们实现科学统一的理

想；④系统论将引致科学教育中极其重要的整合。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普朗克在谈到科学的统一时曾阐发过这么振聋发聩的远见卓识："科

学本身是一个内部统一的整体。我们把科学分为独立的部门，并不是由于自然现象的条件所

决定的，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造成的。实际上有一条从物理学和化学，经过生物

学和人类学一直到各种社会科学的连锁环节，这条环节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割裂开来，除非是

仅凭个人的主观臆断。"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在21世纪到来之前，也已经拉开了一个大科学新时代的序幕。正如

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先生早在1985年所呼吁的：迎接交叉学科的新时代。中国科学家的

卓越代表钱学森先生则认为：交叉学科是一个非常有前途、非常广阔而又重要的科学领域。

开始时可能不被人理解，或者有人不赞成，但终究是会兴旺起来的。人口、资源、环境经济

学正是这么一门大有前途的新学科。 

  人口总是一定生态系统中的人口，人口的增长、结构和分布特别是人群的行为模式必然

要对生息其中的环境产生种种影响。当然，人类事实上生活在一个复合的、人性化的生态系

统中。而这样的生态系统必然包括两个子系统：一个是生命系统，就是动物、植物、微生物

各种生命有机体的集合；另一个是环境系统，就是光、热、气、水、土以及各种有机和无机

元素的集合。在气象万千的自然界，生物与环境、生物与生物时刻进行着物质的循环、能量

的流动和信息的传递。其中，人类的地位和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在整个食物链中，人类是最

重要、最高级的消费者（刘思华等，1998）。在生态系统遭遇的诸多问题当中，"人口"天然

地成了一个内生变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看来，"人口"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总量或者

结构的概念，最重要的是在社会学的视野当中，"人口"是人的一个集合概念。我们要看到作

为森林的"人口"，同时还需要看到作为树木的"人口"的存在。因为问题十分显然，没有千姿

百态的"树木"，哪来层林尽染、错落有致的"大森林"？ 

  人口资源问题和人口环境问题的出现意味着单纯的人口学研究或者生态环境学研究已不

足以解决以整体面目出现的、互相交融的大人口问题和大生态问题。虽然也存在相对纯粹的

人口问题和资源环境问题，但实际上我们所见较多的还是边缘性、交叉性和综合性的人口问

题和资源环境问题。特别在人口压力增大的情形下，人口因素和资源环境因素的相互影响就

更为强烈，相互渗透就更为经常。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需要研究的重点恰恰就是人口、资源和环境相互作用网络中的

机制、路径和影响程度。人口、资源和环境经济学的提出也表明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

的，而任何一方面问题的解决同时需要其它方面问题的解决。 

  大问题的时代呼吁着大学科的时代，问题的复杂化也推动着研究的综合化，这就是我们



所处的学科环境的基本特点。 

  4 研究中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极其纷繁复杂，需要搞清楚但又没有搞清楚的问题特别多。在可

预见的未来，这类问题还会不断涌现。毫无疑问，问题的存在就是科学生长的土壤。从60年

代全球性"三P"问题--人口问题(Population)、污染问题(Pollution)和贫困问题(Poverty)

的提出，到可持续发展的提出，不仅说明了问题本身的演变，而且说明了人类社会认识的深

化。科学的天职就是不断地发现问题和探究问题。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的兴起就切合了

这样的时代需求--为什么我们需要新的科学？因为我们有新的问题。 

  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共识，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21世纪唯一正确的共同的战略性选择。在

理论建设上，"三种生产理论"的提出也说明我们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建设方面迈出了可贵的

步伐。 

  从问题解决的途径看，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而从问题发生的路径看，人口问题

的实质又是需求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人口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人口不断地消耗或者再生资

源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建设或者破坏环境的过程。在人类历史上，人口、资源、环境从一开

始就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们愿意提出一些问题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第一，资源环境的人口承载力问题。这涉及人口分布的合理性问题。1998年，长江流域

的洪水在根本上反映的就是人口的超载问题。因为人口分布的实质是人口在一定的生态系统

中与一定的资源和环境发生匹配关系。人口分布问题就是人口超载或者不足的问题，就是区

域人口的行为模式有害生态的问题。 

  第二，人口的活动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态意识问题。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是通过一定

的活动方式和消费方式进行的。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建立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人类活动方

式、消费方式和生态意识，这实际上触及了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个关键。人类对于自然不

同的行为取向和价值取向事实上决定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决定着人类自己的命

运。 

  第三，小区域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研究需要引起足够的关注。协调发展和可持续

发展关系的揭示告诉我们，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之上（穆光宗，

1996；王黎明，1998，等）。有人认为，所谓协调发展是指一系列横向关系的平衡状态。正

如著名的《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报告所指出的："从宇宙中，我们可以将地球作为一个有机

整体加以认识和研究，它的健康取决于它的各组成部分的健康"。整体的不可持续实际上正是

区域的不协调逐步造成的。譬如，长江上游区域性的"木头财政"这种做法对下游的"生态安

全"祸害无穷。也就是说，一个地区问题的产生可能是另一个区域潜在的问题所带来的。这

样，在研究方法上，系统的方法就特别值得研究者们重视。 

（摘自《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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