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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中国生态足迹报告 2010 

4.1 人类生态足迹：全球与亚太背景 

4.1.1 全球背景 

2007 年，人类生态足迹达到 180 亿全球公顷，人均为 2.7 全球公顷。而地球的生

物承载力是 119 亿全球公顷，人均生物承载力是 1.8 全球公顷。这意味着生态系统已超

载 50%，人类需要一个半地球以满足需求，或者说，地球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产生

出人类 2007 年一年中消费的可再生资源和吸纳掉该年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 

不同国家的人口对地球生态服务的需求具有明显的差异。2007 年，中国人均生

态足迹 2.2 全球公顷，较全球平均水平低 0.5 全球公顷，在核算的 153 个国家中居

第 74 位。 

4.1.2 亚洲背景 

亚洲的生物承载力合计为 28.7 亿全球公顷，占全球生物承载力的 24%。亚洲人均

生物承载力仅 0.72 全球公顷，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是人均生物承载力最低的地

区。2007 年，亚洲人均消费生态足迹是 1.8 全球公顷，与全球人均生物承载力相当，

显著低于全球人均 2.7 全球公顷的消费生态足迹水平。但由于人口规模庞大（约占全球

总人口的 60%），亚洲的生态足迹总量相当庞大，占到全球生态足迹总量的 40%，相

当于全球生物承载力的 60%。 

目前，亚洲的生态足迹总量是其生物承载力的 2.5 倍。主要通过进口资源、利用

其他地区的生物承载力与占用全球 CO2 吸收空间来补偿生态赤字。在亚洲区域水平上，

生态超载与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系统服务损失具有紧密的联系。整体而言，亚洲是生

物承载力净进口地区，从其他地区进口的生物承载力占其总消费足迹的 12%（数据来

源：Global Footprint Network）。 

在全球各大洲中，亚洲是生态足迹增长规模最大的区域。1961—2007 年，亚洲生

态足迹总量增长了近 3.5 倍，约 40 亿全球公顷，人均生态足迹增长了约 46%，同期，

亚洲人口总量增长了 138%。可见，虽然人口增长是亚洲总消费足迹增长的主要原因，

但人均生态足迹增长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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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与全球大多数地区一样，碳足迹也是亚洲生态足迹中增长最快的组分。2007 年，

亚洲的碳足迹占区域生态足迹的份额与全球水平接近，为 53%，而 1961 年时亚洲的碳

足迹份额尚不足 5%。亚洲人均生态足迹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亚洲的人均碳足迹也低于

全球人均碳足迹。 

亚洲人均消费生态足迹的国别变化幅度高于其他地区。反映了亚洲各国富裕程度

和消费类型的巨大区域差异。阿联酋人均生态足迹居全球首位，为 10.3 全球公顷，而

巴基斯坦的人均生态足迹仅 0.75 全球公顷。由于人口规模大，中国与印度成为全球生

态足迹总量最大的两个国家。 

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总生态足迹大于其生物承载力，说明它们可能通过超额排放

CO2（相对于本地生态系统的 CO2 吸收能力）或通过进口将压力转移给外部生物承载

力，也可能发生了本地生态资本退化，或者同时面临上述两种情况。新加坡是亚洲生

态超载最严重的区域，生态足迹较其生物承载力高 70 倍；科威特居次，生态足迹是其

生物承载力的 12.3 倍。 

4.2 中国的生态足迹和生物承载力 

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轨迹是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的轨迹，也是生态系统的承载

能力不断提高与面临更大的生态需求压力的轨迹。目前，中国的生态足迹总量仅低于

美国，居全球第二位。同时，中国也拥有总量丰富的生物承载力，生物承载力居全球

第三位，仅次于巴西与美国。碳足迹是中国增长最快的生态足迹组分，其占生态足迹

的份额在 2007 年达到了 54%。 

在中国，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在省份（包括省、直辖市、自治区）之间

均具有明显的差异。分析各省份生态足迹与生物承载力的时间序列变化，有助于更详

细地认识中国的生态压力及其变化。本报告采用 2005 年这一固定年份的全球生产力水

平，来核算 1985—2008 年中国各省的生态足迹与生物承载力，并假定 23%的碳排放依

靠海洋吸收，其他 77%碳排放由森林中和。火电碳排放由全国平均发电能耗法确定，

热力碳排放根据各地区供热实际能耗核算。在此计算模式下，消费足迹、生产足迹与

生物承载力的时间序列核算结果反映的是消费格局与生产格局的变化。 

中国生态足迹的空间分布非常不均衡。2008 年，中国总生态足迹较大的区域（该

省份占全国总生态足迹 4%以上）有广东、山东、江苏、河南、四川、浙江、河北、湖

南、湖北，合计占全国生态足迹的 53%；总生态足迹居中的区域（该省份占全国总生

态足迹的 2%～4%）有安徽、辽宁、广西、福建、上海、江西、黑龙江、北京、云南、

陕西、重庆、贵州、吉林、内蒙古和山西，合计占全国生态足迹的 41.1%；总生态足

迹较小的区域（该省份占全国总生态足迹的 2%以下）有新疆、甘肃、天津、海南、宁

夏、青海和西藏，这 7 个总生态足迹较小的地区生态足迹合计仅占全国的 5.9%，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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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着全国 12.3%的生物承载力。 

与生态足迹相比，中国的区域生物承载力在省份水平上的分布更不均衡。2008 年，

总生物承载力较大的区域（该省份占全国总生物承载力的 4%以上）有山东、河南、四

川、河北、黑龙江、云南、内蒙古和新疆，合计占全国生物承载力总量的 48%；总生

物承载力居中的区域（该省份占全国总生物承载力的 2%～4%）有广东、江苏、浙江、

湖南、湖北、安徽、辽宁、广西、福建、江西、陕西、吉林和西藏，合计占全国生物

承载力总量的 42%；总生物承载力较小的区域（该省份占全国总生物承载力的 2%以下）

有上海、北京、重庆、贵州、山西、甘肃、天津、海南、宁夏和青海，合计占全国生

物承载力总量的 10%。 

碳足迹已经是中国各省份最大的生态足迹组分。2008 年，31 个省份中，有 29 个

省份的碳足迹占其区域生态足迹的比重超过 50%（图 4-1）。其中，上海、北京、天津

与山东 4 省的碳足迹比重超过 65%。1985—2008 年，中国各省份的人均碳足迹增长幅

度为 0.4～2.0 全球公顷，而生物质足迹（生物质足迹是碳足迹以外的各类足迹组分的

总称）的变化幅度不超过 0.25 全球公顷（西藏计算起点为 1990 年）。由此可见，在未

来的一定时期内，中国及其各省份生态足迹的增长仍将主要取决于碳足迹的增长幅度。 

各省的人均生态足迹差异也非常显著（图 4-1）。2008 年，北京人均生态足迹最

大，云南人均生态足迹最小，前者是后者的 2.7 倍。1985—2008 年，虽然中国各省份

的生态足迹及其变化幅度不一，但它们对生态服务的总需求都是增长的。31 个省份中，

有 11 个省份的人均生态足迹倍增或倍增有余，有 10 个省份的人均生态足迹增长了

85%～95%，另外的 10 个省份的人均生态足迹增长了 40%～84%。同期，人均生态足

迹增幅居前 5 位的省份是上海、北京、天津、广东与重庆。 

一个可喜的趋势是，与 2000—2005 年相比，2005—2008 年中国大多数省份人均

生态足迹的增长速度逐年下降，代表省份如北京。北京人均生态足迹增幅的下降主要

是城市化水平相对稳定以及节能措施成效显现的结果，也与经济活动向服务业而非物

质生产行业转型具有密切的联系。但一些省份（如山东），由于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当

中，人均生态足迹年均增长幅度依然呈上升趋势。 

各省份产生的净生态压力取决于其生态足迹与生物承载力的对比关系。1985—

2008 年，中国只有西藏、内蒙古、新疆与青海 4 个省份一直是生态盈余的，即其生物

承载力大于生态足迹；福建、海南、黑龙江在某些年度是生态盈余的，其他 25 个省份

长期是生态赤字的。这 25 个省份中，仅新疆的人均生态赤字有所缩小，其他 24 省份

的人均生态赤字总体上不断扩大。从生态赤字的组分构成看，中国 70%的生态赤字省

份是 CO2 吸收用地赤字，而生物质是承载力盈余的，另外 30%的生态赤字省份在 CO2

吸收用地和生物质承载力用地两方面都是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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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各省份的人均消费生态足迹（1985/2008 年） 

注：在 1985 年，海南与重庆不是独立省份，二者的生态足迹分别取值 

                  其隶属省份广东省与四川省的平均水平。 

4.3 城市化与生态足迹的挑战 

城市不仅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也是未来更多人口的居住地。1900 年至今，全

球城市人口规模增长为初期的 20 倍，而同期乡村人口规模增长仅为初期的 2.5 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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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最初的 10%提高至 50%左右。城市已经成为对自然资源

产品与服务需求比例最大的地域空间单元。 

全球范围内城市面临高生态压力与高生态赤字这一现实预示着，中国在城镇化发

展过程中，会产生或面临同样的生态压力和生态风险。不过，城市在降低生态压力方

面也可能会有一定的贡献。东京、首尔、巴黎、伦敦等大城市的设计在降低碳排放方

面均值得称赞。而加拿大城市温哥华通过发起生态密度计划增加市中心人口居住密度，

改善公共交通系统效率，也成功地降低了人均生态足迹。 

在生态足迹方面，中国的城市目前情况尚好。但是，中国城市在发挥集聚效应、

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产生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生态赤字等一系列问题。一

些城镇的生态环境出现了缓慢衰退的征兆。 

相对于农村，城镇是中国高收入人口的集聚区，是物质消耗与碳排放发生的主要

地区。尽管中国各地区的气候和饮食偏好存在差异，区域人均生态足迹对城镇化水平

具有明显的依赖特征。一般而言，某一省份的城镇化水平越高，其人均生态足迹也越

高，反之，若省份的城镇化水平低，其人均生态足迹也相对较低。 

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均生态足迹差异非常显著，并具有快速拉大的特征。目前，各

省份城乡人均生态足迹之差为 0.9～1.8 全球公顷，城镇居民人均生态足迹约为乡村居

民的 1.4～2.5 倍，并具有快速拉大的特征，其中碳足迹的贡献率平均为 74%，这主

要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消费差距和能源利用结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伴随城镇化

发生的居住模式与生活模式的改变，中国面临生态足迹快速增长的挑战与风险可能会

增大。 

中国正处于城镇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最强的快速发展阶段。自 1996 年以来，中国

的城镇化水平每年以 1%～1.5%的速度增长。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是未来中国生态足迹

特别是碳足迹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之一。挑战也是机会，坚持低碳化与生态化的城镇化

发展方向，塑造协调的城乡关系、设计合理的城镇模式与推行自然友好的消费行为，

也可以使生态足迹增长的速度低于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伦敦的经验已昭示，待一个城

镇发展成熟以后，经济生态化的发展还可以进一步降低生态足迹和碳足迹。 

4.4 中国生态足迹的国内影响 

在市场机制与贸易的作用下，人类对生态资源与服务的消费不再局限于行政边界，

包含在商品与服务之中的生态服务，因贸易而出现产销空间分离和跨区域流转。中国

省域空间经济开发度的不断提高，促进生物承载力的跨区域流转在规模上不断扩大，

在距离上不断延伸。整体上，中国生物质足迹组分的满足主要依赖国内生态系统，碳

足迹的满足途径与全球很多国家一样，需要依靠全球公地。 

由于省域之间贸易数据的限制，尚难以准确估量中国跨省份流动的生态足迹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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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假设不考虑区域商品（包括服务）生产与消费间的品种差异，区域生产生态足迹与消

费生态足迹的差值可以保守估算出该区域生态足迹流动的最小规模。 

2008 年，据保守估计，中国发生跨省份流转的生态足迹最低为 6.78 亿全球公顷，

占全国消费生态足迹的 27%，其中，电力及商品与服务跨省份使用所包含的生态足迹

分别占 60%与 40%。城镇化水平高、人口分布密集、工业化生产密集、能源资源相对

匮乏的省份，是中国生物承载力跨区调入使用的主要成员，典型省份如广东、浙江、

上海、北京，在人口规模大、人均生态足迹高的共同作用下，这 4 个省份大规模跨区

净调用了界外生物承载力，其中浙江省大规模跨区净调用界外生物承载力，还与该省

高密度的工业化大量占用生态用地，导致区域生物承载力下降具有重要的关联。 

相对于全国消费生态足迹的总规模，中国发生跨省份流转的生态足迹规模并不算

高。这与中国靠近终端产品消费地安排产品制造、靠近煤炭与土地资源丰富的省份分

别安排电力与农业生产的经济决策具有密切的联系。某种程度上，中国资源富裕区承

担着过重的生物承载力供给功能，使得这些区域普遍存在生态退化问题以及人均收入、

人均公共设施与社会保障相对较低的发展问题，非常有必要创建生态服务市场，对生

态服务供给区实施生态补偿，促进区域间生态贸易与经济贸易的公平发展。 

4.5 发展与生态足迹 

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人人都享有机会，在生态系统承载力范围内高质量地生活。国

家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可以用人类发展指数（HDI）与生态足迹两个指标对比，来评价

生活质量/发展水平和人类消费对生态系统需求的关系（图 4-4）。由图 4-4 可见，在一

些区域和国家，生态足迹随着当地的快速发展而变得不可持续；而一些国家虽然已经

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但其生态足迹依然接近人均可得生物承载力的临界值。 

1975—2004 年中国的 HDI 显著提升（图 4-4），同期，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一直

低于全球人均生物承载力。2007 年，中国的 HDI 已经提高到了 0.772，尚未达到高度

人类发展水平的阈值（0.80），但是人均生态足迹为 2.2 全球公顷，已经突破了可持续

发展的生态标准界限值。 

人均消费增长与人口增长是驱动全球生态足迹增长的两大因子。在中国，人口增

长趋于平稳，而人均生态足迹增长在近年变得相对更快，已经取代人口因素，成为驱

动中国生态足迹增长的首要因素（图 4-2）。 

根据对 2008 年各省 GDP 与生态足迹的初步分析，一旦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

人均 GDP 可能成为人均生态足迹增长的主要驱动因子（图 4-3）。2008 年，在那些人

均 GDP 低于 30 000 元的省份，人均生态足迹在 1.8 全球公顷左右，省份之间生态足迹

的差异主要是地理、气候及膳食偏好造成的。而在那些人均 GDP 超过 30 000 元的省份，

人均生态足迹与人均 GDP 呈现非常明显的正相关，显示人均生态足迹依赖富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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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地理、气候与区域膳食选择偏好对人均生态足迹的影响不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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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各省份的生态足迹与发展水平的关系（2008） 

注：人均 GDP 是代表区域人均收入水平的可靠指标。图 4-4 意味着一旦区域发展到一定程度， 

        人均生态足迹主要依赖富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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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人类发展与生态足迹以及中国自 1971 年至 2007 年变化轨迹 

注：人类发展指数高于 0.8 被认为是高人类发展水平，而人均生态足迹水平低于全球人均生物承载力（2007 年为

1.8 全球公顷）被认为是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概括而言，这两个指标共同构成了一个“可持续发展工具箱”，用来

指明全球、区域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程度。使用该工具箱时应注意，全球人均生物承载力不是固定的，当世界

人口增加时，人均生物承载力会减少。 

4.6 中国生态足迹的全球影响 

作为以工业制成品出口为主的净出口国家，中国是碳足迹净出口国。不过对于中

国碳足迹的净出口规模，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在本研究中，我们估算，每年中国净出

口包含的碳足迹不低于 0.8 亿全球公顷，折合人均 0.06 全球公顷，约是净进口生物质

生物承载力的 2 倍，约占中国当年人均生态足迹的 3%。 

关于生物质生物承载力，与 2008 年出版的《中国生态足迹报告》中使用的 2003

年的数据相比，本次报告细化了贸易产品项目，将参与核算的产品类型由原来的 43 项

增加到 132 项。2008 年，中国在贸易中输入的生物质生物承载力为 1.60 亿全球公顷，

输出的生物质生物承载力为 1.16 亿全球公顷。可见，在生物质产品贸易方面，中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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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承载力净输入国，2008年净进口生物质生物承载力 0.44亿全球公顷，折合人均 0.03

全球公顷，约占中国当年人均生态足迹的 1.5%。 

林地是中国跨国流动最活跃的生物质生物承载力组分，也是决定中国生物质生物

承载力净进口幅度的最主要组分。2008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包含的林地承载力分别为

0.66 亿全球公顷与 0.34 亿全球公顷，分别占中国进出口贸易生物质生物承载力总量的

41.3%与 29.1%；净进口规模为 0.32 亿全球公顷。这主要是中国林业资源相对匮乏，大

量进口原木和纸浆，同时又大规模出口纸张与印刷品综合作用的结果。 

耕地是中国跨国流动第二活跃的生物质承载力组分，也是影响中国生物质生物承

载力净进口规模的第二大组分。2008 年，中国进出口包含的耕地承载力依次为 0.64 亿

全球公顷与 0.37 亿全球公顷，分别占中国相应总量的 40.2%与 37.0%，净进口规模为

0.27 亿全球公顷。耕地承载力进口主要是由于中国油料供需矛盾导致大量进口油料，

而出口主要伴随水果、蔬菜与棉纺制品贸易而发生。 

畜牧生产能力的提升推动中国成为全球草地承载力的净输出国。2008 年，中国在

国际贸易中净输出草地承载力 0.03 亿全球公顷，主要系毛纺织品贸易的结果。 

中国也是水域生物质生物承载力的净输出国。2008 年，净输出水域承载力 0.13 亿

全球公顷，缩减了中国净进口生物质生物承载力的规模。 

进口集中程度高于出口，是中国生物质生物承载力国际流动的一大显著特征。国

际贸易再分配是中国生物质生物承载力国际流动的另一大显著特征。输入到中国的生

物质生物承载力或直接流向国内终端用户，或流向产业部门作为中间投入，然后其成

果产品服务于中国境内消费与国际贸易，形成直接消费、国内贸易再分配与国际贸易

再分配三大生物质生物承载力流转路径，其中国际贸易再分配在三大生物质生物承载

力流转路径中居主导地位，中国进口包含的生物质生物承载力中约 20%用于直接消费，

35%用于国内贸易再分配，45%用于国际贸易再分配。参与国际贸易再分配的生物质生

物承载力主要通过林木产品、水产品、棉毛产品的加工制成品的国际贸易而发生。 

综上所述，如果将生物质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进出口进行完全生态足迹核算的话，

中国不仅是商品贸易净出口国，也是生物承载力净出口国。上述分析表明，在全球生

物承载力流动中，中国应当制定与实施一定的贸易管制政策，约束高耗能、高碳足迹

产品的进出口贸易，避免从生态退化区进口生物质资源，以促进全球贸易的生态公平，

维护中国及全球的生态安全。 

4.7 水足迹 

水是生态系统与人类经济社会系统发展不可缺少的资源要素，是决定生物承载力

的重要因子。对于人类发展而言，水资源与土地资源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特

定区域的人类生产与生活活动对水资源的需求如何，可通过水足迹评价来定量分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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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足迹能够显示出人类生活与生产所消费物品和服务所消耗的水资源总量。它的

三个组分中，蓝水足迹和绿水足迹主要衡量水资源的利用和消耗情况，而灰水足迹是

从水质角度评估我们对水环境污染的情况。水足迹综合考虑了水资源利用的三类途径

——利用、消耗与净化水污染，与传统水资源评价体系相比，外延和内涵更为丰富，

因此在功能上能更好地反映人类对水资源的需求和占有状况。 

4.7.1 生产水足迹 

生产水足迹是指支持一个国家（地区）在其本地产品生产与服务供给过程中所需

要的淡水资源量，无论产品与服务在哪里被消费。 

生产水足迹可用于衡量国家或地区生产系统对水资源系统产生的压力大小。水资

源压力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生产需要消耗的地表或地下水资源量（等于区域总

生产水足迹高于绿水足迹的差值）占该地区可更新水资源总量的比重。总体来说，中

国水资源利用现状不容乐观。2007 年在中国 31 个省份中，有 5 个省份的水资源压力

程度因其巨大人口数量、农业在当地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气候条件而处于重度压

力（＞100%），它们是北京、天津、河北、宁夏、上海；有 4 个省份处于高度压力（＞

40%），7 个省份处于中度压力（20%～40%），12 个省份处于轻度压力（5%～20%），

只有云南、青海和西藏 3 个省份基本不存在水资源压力（＜5%）。可见，中国处于高

度及重度水资源压力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华北、华中等黄河和长江下游地区。 

绿水相对于蓝水来说一般机会成本相对较低，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很小，在水资源

安全和粮食安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在传统水资源评价体系中，绿水资源多被忽

视。对 31 个省份的研究表明，2007 年中国有 26 个省份的绿水足迹占总生产水足迹

的份额超过 30%，其中 11 个省份的绿水足迹份额大于 50%（图 4-5）。绿水足迹在生

产水足迹中占如此大的分量，这意味着绿水管理可能是今后解决水资源问题的一个重

要途径。 

灰水足迹衡量的是居民生产、生活活动排放水污染物对水环境造成的影响，灰水

足迹越大，意味着对水环境的污染越重。2007 年，中国约 2/3 省份的灰水足迹占区域

总生产水足迹的份额超过 25%。种植业施用化肥和农药产生的灰水足迹占有很大的分

量，例如，华北地区小麦、玉米生产水足迹中灰水足迹分别占 22.5%与 26.1%。如何提

高肥料和农药的施用效率，不仅在农业经济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水环境保护方面也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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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不同省份的生产水足迹（2007） 

4.7.2 消费水足迹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水足迹指生产本区域居民消费的物品和服务所需的水资源

总量，无论产品与服务是在哪里生产的。根据来源，消费水足迹包括内部水足迹与外

部水足迹两部分，其中内部水足迹是指本国/本地消费的物品和服务在本国/本地区生产

所需要的水资源量，外部水足迹则指本国/本地进口的用于消费的产品与服务在其他国

家/地区生产所需要的水资源量。 

2007 年中国 31 个省份的人均消费水足迹是 679 m3/（人·年），仅为 2004 年全球平

均水平［1 564m3/（人·年）］的 43%。人均消费水足迹的空间分布非常不均衡（图 4-6）。

新疆人均消费水足迹较高，接近全球平均水平；上海、广东、江西、福建与北京等的人

均消费水足迹虽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明显高于中国的平均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生活

习惯和农产品生产的水资源利用方式，是影响中国区域消费水足迹的主要因素。 

中国及其大部分省份的消费水足迹主要是内部水足迹，水资源自给率处于较高水

平。2007 年，中国约 2/3 省份的水资源自给率大于 90%（图 4-7），但需要指出的是，

一些省份的消费水足迹对外依赖性很高，例如，北京约 50%的消费水足迹属于外部水

足迹，广东、上海、天津、江西 18%～26%的消费水足迹属于外部水足迹。由于中国

水资源的空间分布极不均匀，水足迹的外部化对于水资源匮乏的地区来说，可能是机

会也有可能是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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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各省人均水足迹（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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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各省消费水足迹及内部、外部水足迹组成比例（2007） 

4.8 中国：向可持续发展转型 

在资源总量及其可再生能力有限的世界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福祉的提

高，就要求我们在地球的生态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生活与发展。本报告对生态足迹和

生物承载力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在全球尺度上，生态足迹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到

2007 年达到了 2.7 全球公顷，目前人类对资源的需求需要一个半地球才能满足，或者

说地球生态系统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够生产人类在一年内所消费的可再生资源和

吸收其产生的二氧化碳；在中国，2007 年的人均生态足迹达到了 2.2 全球公顷，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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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低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但生态足迹总体上已是生物承载力的 2 倍，生态赤字还在

逐年扩大。 

地球是全人类的共同家园，地球的命运关系到全人类的共同命运，不断降低生态

赤字是全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责任。综观影响生态赤字的 5 大因素（图 4-8），

未来中国的生态足迹更多地取决于消费水平和消费的生态足迹强度，生物承载力则取

决于生态用地的规模与产出能力。 

本地生产的生态足迹
净进口生态足迹

（来自外地与未来）

人口
资源
强度

人均
消费

=生态足迹
（需求）

××

×
土地
面积

生产力
=生态承载力
（供应）

供需差额=生态赤字

 

图 4-8  决定生态赤字幅度的 5 大因素 

本报告分析表明，中国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中，实现了人类发展指数（HDI）的快

速提高，到 2007 年接近高度发展的水平，人均收入提高了 50 多倍，而在同样时间段

中人均生态足迹仅增加了大约 4 倍，中国刚刚突破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人均生态承载力

界限值（1.8gha），比全球总体上突破这一界限的时间晚了 30 年。种种迹象预示：中国

正处于可持续发展的转折点，从趋势来看，亦喜亦忧，令人欣慰的是 2005—2008 年与

之前 5 年相比，中国 2/3 省份的人均生态足迹增长速度开始下降；依然令人担忧的是，

中国人均生态足迹对城镇化水平、人均富裕水平呈现出明显依赖性，生态盈余省份与

很多资源富裕省份还存在以生态退化为代价消耗生态资源的状况。当前，中国正在大

力倡导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同时提高生物承载力，降低生态

足迹，使发展与生态足迹增加脱钩。为此，基于本报告的分析内容，提出如下建议： 

4.8.1 将生态足迹与生物承载力的对比关系作为衡量生态文明的指标之一 

继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生态文明作为一个全新的文明形态，已成为中国未

来发展的战略选择。减少生态足迹和提高生物承载力都是实现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

通过生态足迹需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进行比较，即生态盈余或赤字，可以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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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1
33 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类活动与自然禀赋的和谐状况。建议将生态足迹与生物承载

力的对比关系作为衡量生态文明的指标之一，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生态足迹和

生物承载力全国核算、监督体系，形成系统的核算账户，实时跟踪当地生态资源发展

变化和利用情况，为制定产业政策和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4.8.2 加强生态系统管理，提高生物承载力 

中国的自然生态资源数量有限，培育与增强可依赖的生态基础，是中国增进国家

生态安全与降低生态赤字的重要战略。总体做法是以生态用地为核心，保证生态用地

的数量并多途径地提高土地、水域的生产力，促进生物承载力不断扩大与提高。因此，

中国应继续强化生态系统管理，全面提高生物承载力，大力推升生态系统服务水平。 

（1）维持林地、草地等生态用地和生物承载力水平。要充分认识到中国是世界上

人均生态资源最为稀缺的国家之一，现有自然生态系统的继续存在关系到未来千秋万

代的生存与发展，建议政府继续实施积极而严格的土地利用政策，因地制宜实施生态

建设与恢复、保育工程，增加生态用地规模，优化生态用地结构；对重要的生态服务

孕育区、生物承载力净输出区进行适当的生态补偿；对存在不同程度生态退化的生态

盈余区与一些生物承载力输出区，应采用自然恢复的方法来恢复已退化的生态系统，

提高生态支持系统的资源供给与污染调节等服务能力。 

（2）多途径提高土地生产力，促进区域生物承载力提升。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

的生物承载力一直在提高，如近 30 年来，中国森林覆盖率有了较大提高，农牧产品与

水产品产出规模不断增加，目前全球 1/5 谷物、1/2 蔬菜与 1/3 肉产品产自中国。建议

政府继续保持对农业、林业、畜牧业与渔业的投入与扶持，合理布局农业生产，发展

精准、高效农业，促进立体化种植与养殖，在控制污染及富营养化的前提下，提高农

业生产集约化与机械化生产水平，实施科学休耕与轮耕，促进农业剩余物如秸秆的再

资源化利用，不断提高区域土地利用的生产力与健康质量。 

4.8.3 将减少碳足迹作为减少生态赤字、实现生态文明的重要手段 

鉴于生态足迹的增长主要由碳足迹快速增长所致，在中国现阶段经济快速增长过

程中，减少社会经济发展的碳足迹是减少生态足迹的重中之重。 

（1）建立和推广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按照生物承载力调整与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在生态盈余区加快生态经济化进程，在生态赤字区推动经济生态化进程；通过鼓励、

限制与禁止的产业选择导向政策，引导生产者采用低碳节能、生态友好、资源节约、

环境高效的生产模式；提高化石能源生命周期各个环节的利用与转化效率，提高新能

源、生物质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遏制碳足迹增长。对于那些人均生态足迹尚低、

人均 GDP 30 000 元以下、具有强烈发展需求的省份，重点引导投资、产业、消费模式

转变，防止生态足迹过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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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坚持低碳化和生态化的城镇化发展方向：中国城镇化进程应坚持低碳化和生

态化方向，合理规划、布局与管制城乡居住空间和交通模式，确立城乡发展的适度空

间规模，遏制城镇盲目扩展，遏制居住空间求大、求阔的势态，同时适当促进农村集

中居住与就地城镇化，提高城乡居所用地的生态效率，努力降低居住和交通的碳足迹。 

（3）引导和推广低碳消费方式：提倡和推行低碳与资源节约型消费方式，鼓励适

度消费，并尽可能选择环境友好物品与服务，刺激生态产品市场的形成与发展；政府

部门践行绿色采购、节能办公，为社会树立典范；提高基础设施的布局合理性与功能

长效性，尽可能降低因重复建设、低质量建设等浪费行为产生的生态压力；针对区域

发展与生态消费水平的差异，区别确立消费鼓励与调控的重点，对于那些人均生态足

迹与人均 GDP 呈现明显正关联的省份，要重点引导消费模式转变，努力促进生态足迹

减速增长甚至零增长。 

4.8.4 更好地运用资源配置手段平衡生态赤字 

正如我们在该报告中可随处看到的，生物承载力与水资源的分布无论在全球范围

还是中国国内都不均衡，有时与人们的消费需求存在明显的空间错位。因气候、地理、

资源禀赋等自然因素限制与经济社会因素影响，单靠本地资源通常无法完全满足本地

所有消费需求。贸易作为辅助性手段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实现了生态资源流动，

互通有无，促进生活水平提高。但无序的、单纯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的贸易流动可能造

成生态资源因过度开发而削弱当地赖以生产的自然资本。所以，应特别关注隐含在产

品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之中的生物承载力、虚拟水以及其他资源。 

（1）尝试制定促进生物承载力合理流动的国内贸易政策。中国有必要采取多样化

的经济与行政调控手段，促进生态资源区域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生态效率的不断提高，

合理输出与跨区调用生物承载力与水资源。例如，加快税收体制改革，促进税收向能

源资源税、二氧化碳等污染税转变，刺激企业节能减排与技术革新；制定促进生物承

载力合理流动的贸易政策，避免从生态退化区输出生物质资源，严格管制与惩戒不计

资源环境成本、单纯追求经济收益的贸易活动；有效实施生态补偿政策，对重要的生

态服务孕育区、生物承载力净输出区进行适当的经济和发展机会补偿。 

（2）加强国际合作，推动生物承载力和生态足迹通过国际贸易合理流动。生态问

题实际上是一个全球问题，全球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全球不同区域之间密切的

生态依赖关系。重视国际贸易中不合理的生态输入和输出问题，减轻贸易对中国和其

他国家的生态环境影响。通过国际合作，在对生态资源进行有效保护和提高生物承载

力的前提下，促进生态资源的有效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