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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用南充市2002年统计数据，计算和分析南充市3个城区：顺庆、高坪、嘉陵的生态占用和生态承载力，

比较判断南充市生态消费是否处于生态承载力的范围内。结果显示，南充市三区2002年的人均生态占用为

1．1016 hm2·a_。，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1742 hm2·a～。南充市是生态赤字区，人均生态赤字达到了0．9274

hm2·a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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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biocapacity of districts of Shunqing，Gaoping，，Jialing in

Nanchong city，Sichuan pr。ovince，southwest China aie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Yeaz’book of Nanchong City in 2003．The per capita ecological footpIint is 1．1 01 6 hm2·a～，and

the pel capita bio—capacity of land is 0．1 742 hm2·a～in Nanchong city．It shows that the per

capita ecological deficit is 0．9274 hm2·a～1 in Nanchong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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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定程度的产物，也

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象征。但是，随着农村眉民转

变为城市届民，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届民生活水平提

高和消费观念变化，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生态系统

的占用已经超出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影响到城

市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1]。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理

论依据。但是，如伺有效地对个人、国家或地区的同

持续发展进行客观的定量评估是当前可持续发展研

究的核心问题。近年来较流行的生态占用(生态足

迹)就是众多定量测定方法中的～种。本文利用南充

市2002年统计数据计算南充市的3个城区：顺庆、

高坪、嘉陵的生态占用和生态承载力，分析南充市三

区的生态系统占用情况，为城市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量化依据。

1研究区域概况

南充市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嘉陵江中游，介于

2004—03—12收稿。

北纬30。35 7～31。51 7，东经105。277～106。587之间。南

北跨度165km。东邻广安，南连重庆，西通成都，北

接广元。年平均气温为16．5～17．9。C，日照时数

1191．2～1559．3 h，无霜期301～326 d，总降水量

706．0～858．9 mm。南充市三区特指顺庆、高坪、嘉

陵的建成区和三区的农村。三区面积2527 km2，人

口182．49万，市区．人口50．89刀，达到大城市规模。

2研究方法

采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流行的生态

目标测度方法——生态占用(生态足迹)模型[21计算

南充市三I区生态占用，依据南充帝现有生物生产土

地计算在目前情况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然后将生

态占用与生态承载力进行比较，判断南充市生态消

费是否处于生态承载力的范围内。

2．1 南充市三．区生态占用

首先计算南充市三区的生物资源占用。南充市

生物资源占用的计算采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1999年有关生物资源的世界平均产量(使计算结可

以比较)，将南充帝三区2002年主要消费转化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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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这种消费品必需的生物生产面积，其计算公式为：

A：一X。／?

式中，i为消费品类型；A。为第i种消费项目折算的人

均生物生产面积；X。为第i种消费项目的人均消费

量；罗为统计世‘界上i种生物资源的平均产量。

其次计算南充帝三区能源占用。南充市三区．能

源占用计算是将南充市主要消费的能源：煤炭、焦

炭、汽油、煤油、柴油、石油气、重油、水电等，归为原

煤、石油、天然气、水电并折算为标准煤。将能源消费

折算成化石燃料生产土地面积的计算公式为：

X。一A。／B。，

式中，X。为i种能源的人均生态占用分量(hm2／a)；

A。为i种能源的人均消费量(GJ／kg)；Bi为z种能源

的年世界平均产出率(G丁．hmq·a_)。

各种生物资源和能源消费的占用构成了’南充帝

三区的生态占用，计算公式如下[2]：

EF—Ne／一N2(aai)=N2(C。／P。)

式中，i表示消费商品和投入的类型；Ci为i种商品的

人均消费量．；Pj为i种消费品的平均生．产能力；aai为

i中交易商品折算的生物生产面积；N为人口数；el

为人均生态占用；EF为总的生态占用。

2．2 南充市三区生态承载力分析

依据南充市现有生物生产土地计算在目前情

况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即生态承载力，生态承载力

计算公式[3]为：

8c—aj×7j×YJ (j=1，2，3⋯)，

式中，“为人均生态承载力(公顷／人)，口，为人均生

物生产面积，，，为均衡因子；y，为产量因子。

区域生态承载力：EC—N×(口c)，

式中，EC为区域生态承载力；N为人口数。

3结果与分析

南充市三区生物资源占用计算结果见表1，能

源占用计算结果见表2。根据表1和表2计算出南

充市三区2002年的人均生态占用为1．1016 hm2／

cap(表3)。表3显示各类生物资源占用比例不平衡，

耕地、建设用地和化石能源用地生态占用比例较高，

占了94．99％，而林地、草地和水域比例很小仅为约

5 oA，可见南充市三区生物资源生态占用比例极不平

衡。

南充帝三区2002生态承载力见表4。表4显示

南充帝三区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1742 hm2／cap，其

中以林地对城市生态占用的贡献为主，这是与城市

的自然环境状况相符合的。

表1 2002年南充市三区居民主要生活消费情况及人均生

态占用

*采用2001年四川省平均水平[“。

表2南充市。2002年能源消费项目情况”

*化石能用地当量总值：0 0762797×l l=0 8390767(hm2·cap叫

·a-1)原煤标准发热量为2 0908×lO一2GJ／kg；ICE表示吨标准

煤；TI／kg=3．03G]／kg=106 3MI／kg=3．09J／kg；表中数据来自南充市

科技局。

表3 2002年南充市三区各类生物资源人均生态占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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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南充市三区2002年现有人均生物生产面积

南充市2002年生态占用1．1016 hm2／cap，生态

承载力0．1742 hm2／cap，出于谨慎考虑，生态承载力

须预留12％的面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显然，南充

市三区就是生态赤字区，生态赤字达0．9274 hm2／

cap。高于1999年四川省生态赤字(o．566 hm2)∞]。

3 讨论

南充市地处川北丘陵地区，嘉陵江流域中游，具

有相对较优越的自然环境和耕作条件，致使人口密

度达569人／千米2。南充市区在嘉陵江冲积河谷上，

城区地势平坦，人口超过50万，达到大城市的标准，

人口密度约7360人／千米2(南充市统计‘局．南充市

统计年鉴．2003．)。近5年间，南充市城市人口激增，

由1998年的39．06万增加到2002年的50．89万，

增加30．92％(南充市统计局．南充帝统计年鉴．

2003。)，城市届民消费很大，增大了生态占用需求。

南充市农村化肥施用量(折纯)由1998年的

17．86万吨增加到2001年的19．24万吨，每公顷施

用量增加约18 kg(南充市统计局．南充市统计‘年

鉴．2003．)。工业和城市届民能源消费需求增大了生

态占用。1998年，南充市辖三区能源消费折合约135

万TCE，而2002年约消费能源188．47万TCE，增

长39．6％(表2)。而煤、石油、天然气消费主要依靠

外购输入予以满足。2000年人均能耗4．036TCE，

比2000年全国人均能耗1．028TCE高约4倍。总的

来说，南充帝经济属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为

主，技术含量低，主要是提供原料型的生产，因此，加

大了对资源的需求。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人口高度密集，较高的

生活和生产消费水平是南充市生态赤字的关键因

素，因此，必须控制南充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城市人口

数量。南充市市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消耗大量资

源，今后应注意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多种资源均衡利

用，提高产品科技含量j，提倡节约型的消费模式，减

少生态占用，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

影响南充市城帝生态占用指标计‘算和评价结果

的几大因素有：(1)生态占用计算的数据基础是统计

年鉴，因此，统计资料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计算结果

和评价的准确与可信度；(2)在消费品计算．中，因为

区域列外贸易和数据搜集困难，只计算了主要消费

品，所以不可避免的降低了生态占用的计算结果。

(3)在生态占用该方法的计算中，目前对消纳环境污

染物(如SO：，NO。)和水土流失造成土地退化等方

面占用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的计算还很难找到一种

可行的方法。本文列前两者尽量做到数据准确和全

面，如区域贸易影响，直接采用消费量，包括了贸易

影响因素。至于环境污染物和水土流失等环境因子

澍生态占用的影响，目前仍是该评价方法的难点和

研究热点，支：中鉴于生态承载力计算．中留出了12％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计‘算结果的失真，希望在以后研究中进～步探索和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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