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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
学科发展, 由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

心承办的第四届全国 �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理

论与学科建设研讨会于 2006 年 4 月 28~ 29 日在武汉

大学召开,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

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安交通

大学、西北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云南大学、黑

龙江大学、山东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福建师范

大学、福建农林大学以及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华中师

范大学等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 40 多位专家学者出

席了会议。

会议分为两部分, 理论专题研讨以及学科建设的

讨论。

一、理论专题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翟振武教授利

用教育统计数据对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漏报水

平、漏报的性别和年龄模式进行了评估, 认为2000年

人口普查 0~ 9 岁人口漏报估计在 3000~ 3500 万, 其

中男性漏报 1400~ 1700 万, 女性漏报 1600~ 1900 万,

2000年总和生育率 ( TFR) 在 1� 63~ 1�72 之间。实际

出生性别比平均要比普查的性别比低 5~ 9 个百分点,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部分中, 有高达 50%是女婴漏报所

致, 另外 50%才是真正的性别选择性流产所致。在此

基础上, 推算出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各个年份的出生

人口数量和生育水平, 并对现行政策、单独和全面二

胎不同生育政策下的出生人数与老龄化趋势进行了预

测。翟教授认为今后生育水平稳定在 1�8 左右比较合

适, 过高和过低都不利于社会经济和人口发展, 生育

政策导向应根据地区和阶段的不同而调整, 应本着投

资于人的原则, 综合治理、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复旦大学王桂新教授做了题为 � 中国东部地区三

大都市圈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 �极化� 研究� 的演

讲。王教授以长三角都市圈为例, 指出人口迁移对长

三角地区都市圈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极化效应, 且这

种极化效应具有显著的 � 同步即时� 效应和 � 异时累

积� 效应。王教授认为, 三大都市圈的经济增长将进

一步趋向极化, 但三大都市圈的极化强势及其影响将

可能从南向北转移, 且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扩散效

应; 三大都市圈增长极发展战略应从调整产业结构、

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户籍制度等方面促

进其极化发展, 并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互动并举。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陆杰华教授以舟山为案例,

深入研究了人口变化、消费方式转变对海洋资源的影

响。陆教授采取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了人口与海洋渔

业资源系统仿真模型。通过模拟评估发现, 人口要素

通过收入水平这个中间变量来直接影响渔业资源变

化; 经济增长方式是影响海洋渔业资源变化的重要驱

动力之一; 水产品价格是影响海洋渔业资源供给的市

场要素之一。陆教授认为渔业生产的技术进步关系到

海洋渔业资源的枯竭程度以及海洋环境恶化的程度,

制度性因素同样影响到目前以及未来海洋渔业资源战

略的实施, 渔民消费和生产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

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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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认

为我国人口发展将要发生五大转折: 一是总人口从低

增长向零增长的转折; 二是从人口红利期向人口负债

期转折; 三是人口轻度老龄化向重度老龄化转折; 四

是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向总人口性别比偏高转

折; 五是从农村人口大国向城镇人口大国转折。原教

授指出我国人口发展的这种前景已经基本定格, 这是

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

社会和全面实现现代化不可逆转的人口背景, 是我们

规划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发点, 必须有充分的认识。不

能再一味地坚持以 � 控制人口数量� 为主旨, 单纯强

调控制人口数量的一贯方针, 应该树立 � 适度调控人

口增长� 为核心的新理念, 同时兼顾人口数量和人口

结构, 以求实现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协调发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杨云彦教

授就当前我国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面临的理论

与现实问题做了发言。杨教授指出人口、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学科发展取得长足进展, 特别表现为学科点迅

速增加、学术著作不断出新和学术交流走向持续和深

入。但作为我国一门新兴的学科 , 人口、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仍然面临着如何理清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的内在逻辑、如何更好地与现实联系, 开展实证研

究, 使用规范经济学分析框架, 以及如何确定这门学

科合理的内涵与外延等一系列问题。同时, 在全球

化、市场化和信息化大背景下, 我国又提出科学发展

观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为我们研究人口、资源

与环境协调发展问题, 提供了众多鲜活的材料, 这个

学科的建设事业大有可为。

二、学科建设讨论

1�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概况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为一个新兴专业, 自

1997年被列入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

学科、专业目录� 起至今, 已经获得蓬勃发展。迄今

为止, 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培养单位已超过 20 家:

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

林大学、西南财经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青岛

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云南大学、辽宁大学、东北财

经大学、新疆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拥有硕

士授予权的单位有 40多家。

2� 理论体系的建立以及学科发展

会议上, 武汉大学刘传江教授受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刘思华教授委托, 宣读了刘思华教授的书面发言,

刘思华教授认为 �21 世纪议程� 提出可持续发展的要

求,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之

间的关系需要明确。目前学科的理论研究尚落后于实

践, 而实践需要理论的创新, 因此, 在教学和科研方

面要有创新的精神。

与会代表讨论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如下 3个方面:

( 1) 关于教材建设。面对目前人口、资源与环境

经济学的教材有多种版本, 并且无法统一的局面, 大

部分院校呼吁能够规范本学科的理论体系, 委托几家

学校设计教学方案 , 组织编写核心教材, 讨论交流,

并根据本校和本地区的特点办出特色来。南开大学的

原新教授认为, 统一教材很有必要, 但不必要实行统

一的大纲, 比较倾向于做成开放型的教学。

( 2) 关于学科定位。武汉大学简新华教授认为人

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在实质上

是相同的, 可持续发展对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

展提出要求, 资源优化配置和成本 � 收益原则贯穿整

个学科研究始终, 同时将人口、资源与环境纳入经济

增长模型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福建师范大学朱宇研究

员则强调了该学科中人口经济分析、资源经济分析和

环境经济分析的均衡和整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严

立冬教授和西南财经大学的刘家强教授认为人口、资

源与环境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 是研究资源配置问

题的学科, 应突出经济学的特征。首都经贸大学童玉

芬教授针对本学科研究对象、内容等都不统一的现

状, 提出应以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

象, 嵌入经济学的框架内分析。

( 3) 关于学科发展。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主张,

学科的建设应 �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 即以人为

本, 教学和科研为基本点。以科研带动教学, 加强实

证研究, 学科边界不宜太清楚。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

学院李忠民教授提交了本院的教学计划并在本次会议

上进行了讨论。西北大学杜跃平教授提出学科设置应

考虑学生群体党政干部多及跨学科占大多数的特点,

西部大开发也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重要

论题。

3� 成立学会的提议

为了更好地进行学科建设和交流, 武汉大学简新

华教授在多次会议上曾提出在中国人口学会下设立

�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二级分会的设想, 这次

会议上再次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中国人民

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

武教授就分会设立申报和审批的进展情况向与会专家

进行了通报。与会专家建议进一步呼吁, 争取建立

�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二级分会, 认为这是本

学科建设的重要举措, 并希望该学会早日成立, 以带

动本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发展, 为各个学校和研究机构

之间的交流搭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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