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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每年召开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中央先是召开计划生育座
谈会，计划生育与环境保护座谈会，后是召开人口、资源、环境座淡会，中央领导同志都要发表重要
讲话，表明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在2003年召开的座谈会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对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作
出新的重要指示。
实践表明，中国政府忠实履行对联合国1992年环境与发展国际会议通过的《决议》的承诺，率先颁布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启动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国际
社会中产生良好影响。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的发展战略之一，备受瞩目，胡锦
涛总书记在今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更加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
　　为了推动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学习和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我们编写了《人口、资源、环境
勺叮持续发展干部读本》一书。
特将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座谈会卜的讲话放在卷首，作为本书代序言。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K解振华出任
主编。
著名人口学家、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资源经济学家、国土资源部经济研究院院长关风峻
和环境科学家、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彭近新担任副主编。
　　本书撰写分工如下：绪论：田雪原；第一篇：田雪原、周丽苹、杨文庄、朱尧耿；第二篇：关凤
峻、贺冰清、尤孝才、贾文龙、孟祥舟；第三篇：彭近新、舒庆、凌江、原庆丹、冯妍。
　　全书最后由田雪原研究员统一协调，李嘉岩博士前期协助做了一些事务性工作，浙江人民出版社
社长、总编辑楼贤俊和副总编辑杨林海，以及责任编辑等做了细致的工作。
由于水平有限，书中不妥之处，诚请领导、专家和各界人士，给予批评和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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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
华任主编，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常务副会长田雪原，国土资源部经济研究院院长关凤
峻和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彭近新任副主编。
     该书具有三个显著特点：一是首次全文刊登《胡锦涛同志在2003年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的讲话》
，并作为本书代序言。
胡锦涛同志的讲话总揽全局，高屋建瓴，深刻阐述了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中的重要战略位置，对于强化我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少和环境保护压力大的国情意识，强化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效益意识，强化节约资源、保护生态和资源循环利用的可持续发
展意识，进一步增强人口资源环境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是该书由国家三个部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共同担任主编，这在我国是少有的。
这三个单位是国家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主管部门。
该书的出版既体现国家积极宣传人口、资源、环境工作重要性，又为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领导干
部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材料。
三是该书注意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资料全面新颖，力求图文并茂，又紧密结合实际，提出许多解
决问题的好建议新办法，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读者全面了解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
发展密切关系具有很大帮助。
     与会者认为，该书的出版，对于全面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的重要
讲话精神，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的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
绩观，实现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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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人口对发展的制约与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中国人口学界讨论“两种生产
”得出的基本结论是：物质资料生产具有决定的作用，人口生产也有一定的作用，促进或者延缓着物
质资料生产的发展。
如今讨论可持续发展，仅仅考虑人口因素对物质资料生产的影响显然是不够了，还必须考虑到对科技
、社会、文化等的影响。
与此同时，尽管人口对发展的制约和影响涉及许许多多领域和方面，但是对社会经济以及同社会经济
相关联的社会进步的影响依然是基本的方面，具有基础的性质。
本书主要立足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结合中国实际进行考察。
　　上述世界特别是我国的人口现状，对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产生二重的作用和影响：一方面，由
于控制人口增长取得了巨大成绩，人口素质提高和结构的调整也有显著进展，减少了许多来自人口方
面的压力，创造了不断改善的人口条件；另一方面，必须明确，仅仅是“减少压力”、“改善条件”
而已，人口压力还没有从根本上解除，人口条件也远未完成由不利到有利的转变，还存在许多制约发
展尤其是可持续发展的人口问题。
结合“十五”计划和2010年规划，着眼于21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三
步走”第三步发展目标，对制约发展的人口问题，分几个方面作出阐述。
　　(一)对消费的制约与影响　　人口作为居住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地域的总体人群，其作用、影响
和问题首先在于它的数量，在于总体人口的数量变动。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活动分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环节，消费为经济活动的终点，消
费品为最终产品，因而总体人口增长与消费水平的变动，可以在宏观上概括地反映出人口数量与社会
经济发展之间的基本关系。
　　1．人口增长与消费水平　　人口作为一种抽象，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
不过，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而作为消费者则是无条件的，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必须生产满足可供全
体居民需要的消费资料，都必须使总体人口需要同物质生活资料保持一定的比例。
这个比例，首先依赖于人口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比例。
衡量人口变动的指标是确定的，衡量国民经济增长指标则可借助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
收入等多种价值指标，它们均可同人口增长速度进行比较。
不过在这种比较中，一般情况下总是经济增长速度高出人口增长速度许多。
那么，两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就协调了呢?不一定，它还取决于固定资产投资系数。
如目前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系数在3．0左右，这个投资系数即成为人口投资增长的倍率，即保持原有居
民消费水平的增长率。
1999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O．88％，要使居民生活水平不致下降，人口投资增长速度应在2．64％
左右。
实际国民收入等指标的增长速度远高于此，才有居民生活水平的继续提高。
我们在进行人口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比较时，还应注意到原有的基础和已形成的水平。
在一个人口平均消费水平较高的国度，即使消费资料增长速度低一些，人口增长速度稍高一些，两者
之间的比例很可能还是适当的；相反，在一些人口平均消费水平较低的国家，短期内消费资料增长速
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也不能改变人口过剩的态势。
一般说来，不经历一个与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相仿的时间，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由人口过多所带来的一
系列问题的。
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这是基本国情的主要特点。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但仍不能改变人口过剩的基本现状，人口增长对消费水平的制
约还将长期存在。
　　其次，要注意生活资料增长的实物形态，特别是关系到人口再生产正常进行的基本生活资料的生
产。
以粮食为例，1980年中国生产粮食32056万吨，1999年增加到50839万吨，增长58．6％；然而，由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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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人口增长27．6％，致使人均占有粮食仅由325千克提高到404千克，仅增长24．3％。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World Watch Institute)1994年和1995年接连在其年刊《世界状况》(State of the
World)发表该所所长布朗(Lester R．Brown)等人的文章，对20世纪50年代末直到2030年的世界人口、粮
食、水产品、经济增长作出分析和预测，提醒21世纪将面临食物无保障危机。
布朗还专门撰文提出“谁来养活中国”，说2030年中国将在粮食生产与消费之间出现2．16亿—3．78
亿吨的缺口，这一缺口是人口增长、食物构成改变引起需求增长过快而粮食生产又面临下降这一涨一
落造成的必然结果。
世界观察研究所这些文章的发表在各国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中国有关方面的重视。
　　人口增长引起的粮食问题，早为世人所关注。
众所周知，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中，提出了在无妨碍条件下食物按算术级数增长，人口按几
何级数增长的“规律”，尽管当今世界早已使“两个级数”增长的神话破灭，但是阴影犹在，人口与
粮食不断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
影响食物供给的因素颇多，直接取决于粮食、蔬菜、水果、鱼、肉、蛋、奶等的生产量，基础是粮食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在农业生产上的应用，世界粮食产量增长很快，但是近10
年来发生减慢现象。
　　资料来源：《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6)》，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统计年
鉴(1986)》，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统计年鉴(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其中苏联1995年的数字为俄罗斯的数字。
　　1950—1965年世界粮食产量年平均增加1233万吨，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44％；1965—1975年年平
均增加3107万吨，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84％；1975—1985年年平均增加5714万吨，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
．78％。
1950—1985年世界粮食产量年平均增加3049万吨，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50％。
同期世界人口增加232659万，年平均增加6647万，年平均增长率为1．89％，，低于粮食增长速度0．61
个百分点。
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由307千克提高到389千克，提高了26．3％，取得了在人口较快增长情况下人均
占有粮食产量的提高。
1985年以后情况则有很大不同，1985—1995年世界粮食年平均增加仅为406万吨，年平均增长率只有O
．22％；同期世界人口增加87010万，年平均增加8701万，年平均增长率为1．66％，高出粮食增长率1
．44个百分点，致使世界人均粮食占有量跌至1995年的330千克，较1985年下降15．2％，出现某种程度
的粮食紧张状况。
　　在欧洲，1996年1月5曰法国《回声报》载文《欧洲小麦的决斗场》，称小麦价格上扬创15年来纪
录，源于世界小麦减产，库存量山1992年的1．36亿吨减至当今的9300万吨，仅够6个星期的消费。
　　在美国，1996年1月17日美联社播发美国农业部的报告，称1995年美国玉米产量要比1994年的101亿
蒲式耳降低27％，大豆比25．2亿蒲式耳降低14％，而这两种谷物的库存量分别比上一年度降低24％
和13％。
　　在俄罗斯，1995年第51期《经济与生活》周报载文《俄罗斯农村年终形势》，指出俄农村正处于
艰难时期，农业生产下降10％至12％，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农业都是极其危险的。
全年谷物产量6209万吨，降到30年来最低点。
各地储备粮几乎用光，而收购任务仅完成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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