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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耕地人口承载能力现状

与发展趋势分析

周 伟
,

杨改河“ ,

陈 勇“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资源环境学院 农学院
,

陕西 杨凌

摘 要 」 对内蒙古自治区 年和未来 年 年 的人 口
、

耕地面积和耕地生产率进行了

分析
。

结果表明
,

未来 年
,

在现有耕地面积 万 和生产率 不变的情况下
,

全区 叮养活 比

预测还多 。 万人 当粮食需求量为 人
·

时
,

可退耕 的耕地
。

由此 可知
,

内蒙古自治区耕地人 口 承载能力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 “

退耕还林 草
”

生态环境建设对策切实可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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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 口 的迅速增长与人均耕地面积的急剧下

降
,

有关人 口 增长与耕地 承载能力的研究 已成为当

今国际上最为关注的热点课题之一
。

一个区域耕地

面积和质量决定 了区域粮食的生产水平
,

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了其可供人 口 的规模
。

不少学者已对我国

各地 区耕地人 口 承载能力和耕地的可持续利用进行

了研究
,

提出了一些耕地人 口 承载能力模式〔’
一

〕。

但

以往有关耕地人 口 承载力的研究中
,

多数是从耕地

粮食产量和人 口 粮食需求量角度进行分析
,

缺乏对

耕地面积 和 质量 与人 口 的动态变化关系研究
。

为

此
,

本研究采用反映耕地面积和质量与人 口动态关

系的人 口 一 土地关系平衡模型
,

对建国以来

年 及 未来 年 年 人 口增长胁

迫下 内蒙古 自治区土地利用变化进行分析
,

并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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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年内蒙古 自治区的耕地承载能力
,

以期为区

域耕地 人 口 承载能力 的可持续发 展 和
“

退耕还林

草
”
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

人 口 一 土地关系平衡模型

土地利用模型可以对土地利用变化情况进行历

史及现状的描述
,

对未来状况及其变化趋势进行预

测
。

谢高地等川 在研究全球土地利用变化时认为
,

人 口
、

耕地
、

草地和林地 个因子构成一个理论上

的
、

以人为中心 的全球人 口 一 土地关系系统
。

在该

系统中
,

人 口增长引起耕地
、

草地和森林面积的相互

转化和数量增减
,

从而构建了一个人 口 一 土地关系

平衡模型
。

即
。

式中 尸 为人 口 总量
,

为保障食物安全 的人均粮食

需求量
,

为耕地面积
,

为耕地年生产率
。

现实情况下人 口 一 土地关系是不平衡的
,

这种

不平衡的程度可以表示为

“ 一
。

式中 为人 口 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压力
。

在特定的

耕地生产率条件下
,

当 一 时
,

人 口 一 土地关系处

于平衡状态
,

现有土地利用格局保持不变 当

时
,

人 口增长胁迫耕地 面积
,

耕地 面积扩大
,

草地和

森林面积减小
,

导致环境恶化 当 时
,

土地利

用格局向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
。

根据式 和 可作如下理论推算 ① 一定人

口 和耕地生产率条件下
,

第 年的耕地面积为
。

一
, , , 。

式中
。

为第 年的耕地面积
,

尸
。

为第 年的人 口

总量
, 。

为第 年的保障食物安全的人均粮食需求

量
, 。

为第 年的耕地年生产率
。

② 第 年的耕地面积需求压力为
。 、 一

,

一
。

火
。 。 。

式中 为第 年的实际耕地面积
。

土地利用结构及耕地承载能力现状

土地 自然结构
一

, ’〕

内蒙古 自治区位于我国北部边疆
,

土地总面积

万 , ,

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

人均土

地 面积
,

远 远 高于 全 国人均平均水平
, 。

其中山地
、

丘陵
、

高原
、

平原与滩地 和

沙地面积分别为 万
,

万
,

万
,

万

和 万
,

分 别 占 内 蒙 古 土 地 总 面 积 的
, , ,

和
。

土地利用结构 川

年末
,

内蒙古 自治 区耕地 面积 为

万
,

占土地总面积 的
,

人均耕地 面积为
,

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倍
。

内蒙古 自治

区质量好和较好的耕地面积为 万 , ,

占全

区耕地面积 的 “
,

质量劣质和较差的耕地 面

积是 万 , ,

占全区耕地面积的
,

而

且全区还有 。 的耕地因质量极差不宜耕种卜川
。

此外
,

内蒙古 自治区耕地利用率低
,

多为一年一熟

制
,

每年均有部分耕地闲置
。

耕地承栽能力现状

计算耕地承载力
,

首先要确定人口的生活标准
,

因为其直接影响耕地承载力的高低
。

一般人 口生活

标准与耕地承载力成反 比关系
,

在同一土地生产力

条件下
,

生活标准越高
,

耕地承载力越低川
。

生活标

准是随国家或地 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的
,

因此在确定生活标准时
,

要充分考虑我国及内蒙

古自治区 目前已达到的生产力水平
。

根据我国一些

已有的研究结果及中国营养学会制定的食物结构标

准
,

选 择 粮 食消费水平 人 每天 约

热量
,

蛋 白质
、

八人
·

每

天约 热量
,

蛋白质
、

人
·

每天约 热量
,

蛋白质 作为宽裕型
、

小康型和富裕型 级不同的消费标准阁
。

年
,

内蒙古 自治区粮食总产量为 万
,

总人 口

万人
,

人均粮食占有量约
,

按宽裕型

生活标准计算
,

全 自治 区 目前的粮 食产量可承载

万人
,

负载人 口 万人
,

粮食富余

万 若按富裕型生活标准计算
,

现可承载人

口 万 人
,

负 载 万 人
,

粮 食 富余

万
。

建国以来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人口变化
一

‘ ,

据统计
,

年
,

内蒙古 自治区人 口 急

剧增 加
,

年全 区 共有 万 人
,

在
、

、

和 年 次全国人 口普查时
,

内蒙古

自治 区 全 区 人 口 依 次 是 万
,

万
,

万 和 万 人 年全 区 人 口 为

万人
。

第一次人 口普查至第二次人 口普查

期间平均每年增加 万人
,

第二次人 口普查至第

三次人 口普查期间平均每年增加 万人
,

第三次

人 口 普查 至 第 四 次 人 口 普查 期 间平均 每年增 加

万人
。

自 年代以来
,

全 区人 口 以平均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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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左右的速度增长
。

至 年全 区人 口 总

数为 万人
。

·

耕地面积变化 ‘
一

, ’

建国初期
,

内蒙古 自治 区 共有耕地 面 积

万 左右
,

人均 占有耕地 面积
,

之后 内

蒙古 自治区耕地 面积发展迅速
,

经历过 次垦荒高

潮
,

第一次是在建国初期经济恢复时期

年
,

开垦的耕地面积为 万 ,
第二次是在三年

困难时期 年
,

其中 和 年开

垦的耕地面积为 万
,

此次是规模最大的一

次 第三次是十年动乱时期 年 最后

一次是 年代中期到 世纪末
。

年内蒙古

自治区耕地 面积达 万 ,

年 以后
,

由

于国家
“
退耕还林 草

”

政策的实施
,

内蒙古 自治区

的耕地面积急剧减少
,

至 年全区现有耕地面积

为 万
,

人均耕地面积 , 。

耕地面积变化的机制

年
,

全区人 口增长

万人
。

根据式 可知
,

人 口 增长压力会胁迫耕地

面积相应地增加
,

但实际上全 区耕地面积

仅增长了 左右
,

并未大幅度的增加
。

维持耕地

面积相对稳定的措施有 推广使用高产品种
、

扩大灌

溉面积和增加有机肥料的施用量等
,

其结果是提高

了耕地生产率
,

年耕地生产率平均每年

提高约
’〕,

这抵消了由于人 口增长迫使耕地

面积增加
、

草地和森林面积相应减少的压力
,

从而使

得土地利用能够保持现状
,

甚至得到改善
。

许多研究表明〔’
一

〕,

森林面积减少主要是 由于人

类迫于粮食压力
,

盲 目伐林开荒
,

扩大耕地 面积造

成的
。

但实际上
,

年全区森林面积减少

了 万 , ,

而耕地 面积仅增加 万 , ‘ 。

可见森林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们过度追求经济

利益
,

砍伐森林
、

出卖木材
、

砍伐薪材 和过量放牧造

成的
,

而非扩大耕地面积所致
。

由以上研究结果可知
,

人 口 增加并不是使耕地

面积发生变化的必然原因
。

未来 年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未来 年人口增长的预测

总人 口是人 口 统计 中最基本 的指标
,

也是反 映

一个国家或地 区人力资源 的重要指标
。

在 年

第四次人 口普查中
,

内蒙古 自治区总人 口 为

万人
。

据预测
,

未来 内蒙古 自治区总人 口 在较 长一

段时期内
,

仍将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
,

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
,

总人 口 的增加幅度将逐 渐减少
,

增长速度减

弱
。 、 、 、

和 年内蒙古自治区

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 万
,

万
,

万
,

万和 万人 ’〕。

人 口增长胁迫下耕地面积的变化

在假定现有耕地
、

草地 和森林总面积 年

不再减少的条件下
,

至 年人均耕地面积将下降

到
。

这就向人们提出了如下问题 今后

年内内蒙古 自治区的耕地能否生产足够粮食供养约

以人 在迅速增长的人 口压力下
,

现有的土地利

用情况会发生何种么变化 现有耕地面积能否满足

不断增长的人 口需要
。

根据人 口 一 土地关系平衡公式
,

保持全 区现有

耕地面积不变
,

需将耕地 生产率提高
,

平均每

年提高近
,

这一数值低于过去约 年

年 的平均值 〔’〕。

但耕地生产率的增

长也是有限的
,

在达到一定极限后将不再增长
。

为

满足不断人 口增长所引起的对粮食需求量的增加
,

在耕地生产率不能提高的情况下
,

经计算可知
,

全 区

耕地面积需扩大 万 “ ,

相应地草地 和森林

面积将减少 万 , ,

这样又 将陷入 到毁林开

耕
、

严重破坏 自然资源的恶性循环 中
,

与国家的退耕

还林还草政策相违背
。

由上述分析可知
,

不久将来内蒙古 自治区可能

将面临耕地面积短缺
、

草地和森林面积锐减
、

人类不

能养活 自己的危机
。

但得出这一悲观结论的原因是

忽略了人 口 一 土 地 关系平衡式中的一 个重 要 因子
“

保障食物安全 的人均粮食需求量
” 。

事实上
,

上述

分析是建立在现有世界人均粮食消费量

的标准基础上 的
。

年粮食产量远 远

超过了满足人类基本营养标准 的粮 食需求量

人
· ,

这使在未来时间内通过改变土地利用

结构
,

来减少耕地面积成为可能
。

根据人 口 一 土地关系平衡模型
,

经过计算可知

如果按照最低基本生 活标准
,

即粮食需求 量为

人
,

在现有耕地 面积 万 和生产

率 的条 件 下
,

可 养 活 魂

万人 如果按 照宽裕 型 消费水平
,

即粮食需 求量 为

人
· ,

在现有耕地 面积 和生 产率的条件

下
,

可养活 万人 如果按 照 富裕 型 消费水

平
,

即粮食需求量为 人
· ,

在现有耕地面

积和生产率的条件下
,

可养活 万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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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内 , 古自治区未来 年 年 耕地面积的招求压力

年份
粮食需求

·

人 ’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由表 可知 未来 年耕地面积的需求压力
,

表明土地利用格局向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方

向发展
。

由此可知
,

未来 年
,

随着内蒙古 自治区

人 口 的不断增长
,

在保证耕地生产率不低于现有水

平的前提下
,

耕地面积是可以减少的
,

这也表明在内

蒙古 自治区实行
“

退耕还林 草
”

生态环境建设还有

一定的空间
。

假定内蒙古 自治区未来 年的耕地 面积

万 和生产率 维持现有

水平
,

年的耕地面积仍能养活 比届时全 区预测

的人 口还多 万 万人
,

表明减少耕地 面

积的
“

退耕还林 草 ”政策是完全可行的
。

不考虑耕地生产率的增加
,

按照宽裕型消费

水平 即粮食需求量为 人
·

计算
,

至

年可退耕 万 , 的耕地 按照富裕型消

费水平 即粮食需求量为 人
·

计算
,

至

年可退耕 万 ,

的耕地
。

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的顺利进行
。

同时
,

必须参照发

达国家和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律
,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

提高耕地生产率
,

以实现人 口
、

资源
、

环境和社会的

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

结束语

由本研究结果可知
,

内蒙古 自治区耕地人 口 承

载能力还有一定发展空间
,

但是随着人 口 的增长和

社会经济的发展
,

特别是随着快速城市化的到来
,

人

类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内蒙古 自治区的

耕地承载能力也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

内蒙古 自治

区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牧业
,

充

分发挥地理优势
,

制定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
,

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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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

「」 内蒙古统计局 内蒙古统计年鉴 【 〕北京 中国统计出

版社
, 。。

叼 内蒙古统计局 内策古统计年鉴 【 〕北京 中国统计出

版社
,

」 内蒙古统计局 内蒙古统计年鉴 。。 〔 〕北京 中国统计出

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