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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口与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内在关系, 也是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然而在这个问题的研

究中 , 还有很多的概念和理解误区。本文从一些基本概念出发, 对人口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方式和影响

的机制进行了分析, 认为人口对环境的影响体现在人口的动态变化中, 而这种变化的后果将通过社会

经济的中间媒介对环境表现为两个基本作用 � � � 倍乘作用和激发作用, 最后给出了作者关于人口与环

境的相互关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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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G Yu_fen

(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26)

Abstract: There is a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factor and environment, which has been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academic field. However, there still are a lot of misunderstandings on concepts and

comprehension of the topic research. The paper begins with some basic concepts, and analyzes the mutual

effect style and influenced mechanism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population

impact on environment is reflect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population dynamic change, the result of the change

shows two basic funct ions towards environment through social and economic medium_multiple and stimulat ion.

Finally the paper gives a framework of interact ion between populat ion an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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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问题的提出
人口与环境的关系, 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 18世纪末马尔萨斯提出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物质

资料增长的悲观学说, 到 20世纪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口增长通过技术进步等可以促进环境容量

扩大等针锋相对的乐观观点, 可以说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很早以来就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重要话

题。从上个世纪中叶以来, 由于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全球环境退化, 资源短缺问题的出现, 与此

同时世界人口的加速增长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人口比重日益增大, 使得人们再次对人口与环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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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关注。以梅多斯为首的罗马俱乐部和以朱利安�西蒙为首的极端乐观学派,

再次就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展开了空前的大辩论, 也使得这样一些全球性问题, 受到了更多人的关

注, 可以说,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研究, 已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前沿论题。

人口问题与环境问题以及二者的关系, 近 20年来在中国也倍受关注, 我们从上个世纪 80年

代以来国家领导人主持召开的每年一度的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 就可以看到国家对该问题的

重视程度。而关于人口与环境的著作和研究论文, 更是可以用众多来形容, 并且出现了一批专门

研究人口与环境问题的学者群。但是, 尽管如此, 由于人口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跨学科性, 关

于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和机理等, 人们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很清楚, 甚至在一些基本的概念上也存在

大量的分歧, 总的看来, 在我国, 该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都进展缓慢。

纵观国内人口与环境研究的论著, 笔者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或者说研究的误区: 1� 很多研
究将人口对环境的影响等同于人对环境的影响, 题目和出发点是研究人口要素及变动对资源环境

的影响, 但是论述或者论证的时候讲的则是人或者人类对环境的作用, 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

念, 因此这样的研究也必然是有误的。2� 很少有研究定量地实证地分析人口要素对某些环境或
者资源问题的作用或者影响, 大多数研究都是直接认定在环境退化问题上, 人口就是重要的或者

主要的影响因子, 没有进行科学的求证。3� 一些研究对人口与资源和环境变量直接进行简单的
对比, 以此说明人口与环境的关系, 忽略人口与环境关系中社会经济文化等中介变量的影响和作

用, 孤立地看待人口与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这些研究的误区, 毫无疑问对本学科的健康快速发展

起到不良的阻碍作用, 需要加以分析和澄清。

出于对上述问题或现象的思考, 本文作者对上述问题的认识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和思考, 提出

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观点, 以供学术界讨论。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1�人口、人、人类的概念以及它们各自对环境的影响
按照 �人口学� 教程, 人口是指一定地域、一定时点的个体的总数或者集合

[ 1]
。人口与人或

者人类的角度不同, �现代汉语字典� 将人解释为: 能制造工具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

人类则是人的总称。由此看来, 人或者人类是非常抽象的概念, 强调的是与一般动物的区别, 没

有数量的含义在内, 更没有数量变动的含义在内。而 �人口� 则不然, 人口概念首先强调的是人

口是人的集合体, 其次人口是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之中, 人口的变动包括规模及其变动, 人口的结

构变动, 人口的分布和流动, 以及人口群体的质量变动等。这是人口学的独特研究视角, 与人类

学、人学等观察人与环境、人类与环境的角度有很大的不同。

笔者认为, 所谓人口对环境资源的影响, 应该是指人口的变动 (包括人口规模、结构、分

布、质量等变动状况) 对环境资源的影响, 即当这些人口要素在发生变化的时候, 所导致的资源

和环境的相应变化, 而不是简单指人口这个群体对环境意味着什么, 或者施加了怎样的影响。这

样很容易让人滑到人或者人类的环境影响的误区中。因此, 与其用 � 人口对环境的影响�, 不如
用 � 人口变动对环境的影响� 来的更明确。实际上在英文中, 人们往往是用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change ( or dynamics) on environemnt, 比较清楚地表明了人口的作用是通过人口变动发生

的这样一个事实。而这样的概念论述, 也非常容易让人们看到人口变动对环境的作用, 与人或者

人类对环境的作用有显著不同。

2�环境、自然环境、自然资源
环境是相对主体而言的。人类的环境, 就是围绕人这一主体, 占据一定空间, 构成主体生存

条件的所有客观世界总和
[2]
, 包括自然环境 (物理的和生物的各种因素构成, 也叫硬环境) 和社

会经济环境 (软环境)。在讨论人口与环境的关系时, 一般也主要指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包括各

种气候、地貌、水文、土壤、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

资源一般是指自然资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自然资源的定义为: 所谓自然资源, 是指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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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间、地点的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 以提高人类当前和将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和条件

的总称
[ 3]
。按照自然资源的性质, 可以分为: 恒定自然资源和非恒定自然资源, 非恒定自然资源

又分为可耗竭自然资源和可再生的自然资源, 前者包括矿产、能源等, 后者主要包括各类动植物

等生物资源以及局部的水资源等。

由此可见, 我们在谈到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时候, 二者在概念和内涵上是相互重叠和包容的,

只是研究的角度和目的不同而已。例如, 自然资源概念中, 实际上包括了我们所说的人类环境中

的自然环境, 而在自然环境的概念中, 则包含了各类的自然资源。二者实际上可以统一在一起。

从资源的角度来看, 自然环境可以被作为一种稀缺资源, 因为自然环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基

本的生存空间和维持人类生存的支撑作用, 同时提供了废弃物的场所, 优良的环境本身就是一种

稀缺的资源, 也可以叫做环境资源。从而统一在自然资源概念之中。

作为自然环境来说, 自然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物质环境, 因为自然资源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

供了基本的条件和基础, 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环境条件。

鉴于以上理解, 本文认为在论述人口与环境关系的时候, 一般是指自然环境, 其中包含了自

然资源。当然在研究具体的环境问题或者资源问题时, 可以分别对资源与环境进行研究。

三、人口变动对环境的影响机制和作用途径

人口的数量、结构、分布等范畴, 可以经过合理的抽象用人口规模影响加以说明。因为人口

的性别、年龄结构影响可以通过一套换算权数折算为人口数量, 因此人口在理论框架中成为其统

计学定义的人类数量总体。至于人口的地理分布, 实际上在缩小具体研究的地域口径时便可以得

到反映
[ 4]
。因此, 在研究人口变动与环境关系和作用机制时, 用人口数量变动与环境关系来加以

抽象概括是合理的。人口质量也是人口的一个范畴, 而且当涉及到与环境的关系时, 应该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范畴。但是因为人口质量与我们一般讲到的人口数量变动有着本质的不同, 因此在本

文的讨论中, 暂时不讨论人口质量的作用。我们将在另外的研究中进行专门有关的分析。

人口数量变动对环境的影响, 本文认为首先表现在对人类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引起的环

境后果的倍乘效应。这个倍乘效应可以表述为: 在假定人这种抽象的社会动物对环境的影响后果

为某个量时, 人口数量的作用表现为对这种抽象的人的作用的倍增 (当人口数量增大时) 或者倍

减 (当人口数量减少时)。这个作用可以借用下面这个著名的人口环境关系公式加以很好地说明:

I = PAT

� � 其中, I 是环境的影响后果, P 是人口规模, A 是人均产出或者人均消费水平, T 是单位产

出或者消费产生的环境破坏, 相当于技术水平。我们看到, A 和T 实际上代表了人们的行为方

式, 而 P 就是人口规模。

这个公式可以说明, 在同样的消费水平和行为方式下, 例如 A 和T 不变, 人口数量 P 越多,

对环境的总的作用强度越大, 因此, 人口规模增加对资源环境所起的作用, 就如一个放大器, 随

着人口规模增加, 将环境影响后果成倍地扩大了。

但是, 这个公式并没有考虑到人口 P、生活消费 A 和技术T 等之间的相互作用, 因此仅仅

认为人口变动的环境影响后果就是倍乘作用, 显然是偏颇的。实际上, 人口的作用, 除了对于后

面的人类活动方式起到倍乘的方法作用外, 还通过人口规模的压力, 对人类活动方式本身产生激

化的作用。例如, 在贫困地区, 在人口压力小的时候, 人们尚能与自然和谐相处, 但人口规模增

长到一定时期, 人们的行为方式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就可能会掠夺性和破坏性地使用资源。另

外, 就人类的社会发展来说, 很难说工业化的出现, 以及上个世纪的绿色革命等, 没有人口规模

增加的压力影响, 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早就提出人口的增长可以促进技术的发展和农业的变革,

并进一步影响到环境
[ 5]
。

由此可见, 人口变动对环境的作用, 一方面通过直接的乘积作用放大人类活动方式带来的环

境后果, 另一方面通过刺激人类活动方式来间接地影响环境。即人口数量的变化, 可以刺激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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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人均产出水平 A 和技术T , 然后综合地作用于环境。可见, 人口变动对环境的影响后果, 通过

两个途径起作用。笔者将一个称为是人口的倍乘作用, 另一个称为人口对行为影响的激发作用

(见图 1)。

图 1 � 人口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

目前发达国家资源的人均消耗水平高, 但由于人口本身进入低增长阶段, 人口总量小和增长

缓慢, 因此人口变动对环境资源的倍乘和激发影响都相对较小, 而发展中国家正好相反, 人均消

耗和排放水平虽然低, 但人口规模大和增长快, 人口转变尚未完成, 因此人口的倍乘和激发效应

相应也大。人口的作用正如上面分析的, 一方面产生乘积效果, 一方面刺激人们的行为方式, 双

重作用下, 使得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环境后果就很大。如果人类活动方式是在比较落后的生

产水平下, 落后的技术以及人口素质下, 则人口的作用就是强化环境的负面效果。认识到这一

点, 对于我们深刻理解西部地区人口与环境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于中国和西部来说, 限

制人口增长对于保护环境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四、几点结论

从以上分析, 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基本的认识:

1�人口与环境之间的确存在密切的关系, 这种关系既可以是直接的, 但更多的是间接的,

即通过社会经济活动起作用。

2�人口变动对环境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途径, 一个是人口增长后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激发作
用; 另一个是人口规模在该作用上的乘积作用, 二者合起来构成人口对环境的作用。

3�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不是简单的意义对比的关系, 人口与环境的协调, 也不是简单

的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要素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之间简单的意义对应的指标协调。人口与

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 必须要放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技术等大的系统中, 才能使

这些因子之间达到相互协调。那种试图通过寻求人均资源和人均排放量等简单指标, 达到人口环

境资源协调的做法, 是不足为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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