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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人 口 变亿

对海洋资源影 响 的研究

陆杰华 王广州

【内容摘要】 本文在借鉴国 内外相 关研 究文献的墓础上
,

建立 了人 口 变化对海洋资源影响的理论框架
,

并利用数据资料从动态上 比较了全 国与沿海地 区人 口 变化的特点以及 考察和分析 了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沿海

人 口 变化 对海洋资源影响的方式
、

特征
。

研 究结果特别提示
,

人 口 增长 对海洋资源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人均国

民收入 的增长上
,

即人们消费水平 的增加是影响我国海洋资源 变化 的最直接 因素之 一
。

因而
,

寻求一个适度

人 口 规模和经济增长速度既是保护海洋资源 的必 要前提
,

也是我们达到人 口 与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 目标的

最佳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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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
,

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人心
,

政府和学界对于沿海地区人 口对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及海洋环

境质量影响等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 ( 国务院
,

1 9 9 4 ;

咄大道
,

1 9 9 7 )
。

人们普遍意识到
,

人 口变化
,

特别是

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促使对海洋资源需求的日益增加
,

虽然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

但也从

另一个方面引起了海洋资源的衰竭
。

因此
,

人 口
、

经济发展与海洋资源之间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当前面临的

重大现实问题之一
。

本文将在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
,

系统地就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与全国总

体人 口变化作一比较分析
,

然后通过经济变量来考察人 口变化对海洋资源影响的方式和程度
,

最后就分析结

果作简单的讨论
。

2 相关文献回顾与评述

7 0 年代后期及整个 80 年代
,

学界和一些国际组织对海洋资源迅速衰竭的问题给予了初步的关注
。

早期

海洋资源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是过度捕捞
。

联合国粮农组织 ( 1 9 8 1 ) 通过数据证实
,

鱼类捕捞低增长率现实

表明鱼类总量的衰竭
,

而这种状况对发展中国家低收入消费者的影响最大
。

lE 一 iH mr
a

w i ( 1 9 82) 认为
,

过快

的城市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

例如
,

由于海洋污染
,

发展中国家城市中越来

越多的居民不得不饮用不干净的水源
。

尽管 80 年代中期人类环境问题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

但是诸如内陆水

资源
、

海洋环境等方面问题仍然是影响人类生存的重要问题
,

因此我们在提倡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注重 自然

环境的保护
。

iV lle
e ( 1 9 85) 是学界比较早的探讨人 口增长和海洋资源关系的学者

,

他通过实证向人们显示
,

增长的人 口规模导致海洋收成的下降是世界性的问题
,

其中人 口增加与过度捕捞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
,

因而

从经济
、

法律
、

政治
、

城市规划以及其他人文学科角度来努力制定出世界范围的原则是解决当前生态环境问

题的主要出路
。

90 年代初
,

随着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引入及逐步被世人所认同
,

不仅是学者和非政府组织
,

而且政府决策

者也开始关注人 口增长对海洋资源使用的影响问题
。

G oo d fa dn ( 1 9 9 2 ) 强调
,

以人均资源消费增加为主要特

点的人 口严重破坏了人类正常的生态系统
,

其中最主要的后果是由于人们经济活动频率的加快带来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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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费
,

因此他断言
,

人 口增加和人类活动已经导致地球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 同时
,

他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和发

达国家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是不尽相同的
,

前者是发展中国家人 口规模大且增长过快
,

已超出其承受的能力
;

后者是发达国家消费了世界总能源的 70 % 以上
。

因此
,

人类不应当简单地鼓励以资源数量增加为特点的生活

质量提高
,

以便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

近几年
,

所谓
“

控制的增长
”

概念较为流行
,

提出这种概

念的一个理论初衷是促使决策者接受这种观念
,

并最终实现适度人 口的目标 ( B ur k e ,
1 99 6 ) ; 他同时认为

,

根

据工业化国家的生活标准以及可持续发展对土地
、

水资源
、

能源
、

森林和海洋资源的要求
,

地球可容纳的人

口总量仅为 10 ~ 20 亿
,

否则无限制的人 口增加将会超过自然资源的承受力
。

s ar ak
: ( 1 9 9 6) 利用实证研究证

明
,

世界范围内沿海地区人 口集聚正在对兰色的海洋带来威胁
,

因为世界人 口的 “ %居住在沿海地区
。

90 年代之前
,

国内学界对于沿海地区的人 口变化特征有所研究
,

包括生育
、

死亡
、

迁移等方面 (贾秀篙
,

1 98 9 , 蒋正华
,

198 9 )
,

不过
,

客观地讲
,

这些研究大多关注人 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

而没有关注到

人 口变化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

之后
,

F an ( 1 9 9 1) 以我国大陆为研究对象比较全面地分析了经济增长与海洋

污染之间的内在联系
,

他指出
,

经济过快发展正为海洋环境带来压力
。

基于纵向研究数据
,

吴殿廷和葛岳静

( 1 9 9 6 ) 认为
,

沿海地区存在着海洋资源供给和再生能力不足的矛盾
,

尤其是掠夺性的开发方法是造成海洋环

境恶化的主要原因
。

而邓春朗 ( 1 9 9 7) 建议
,

要实现我国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

我们必须实施海岸带

综合管理方法
。

国内学界对沿海地区海洋环境问题研究的比较深入的是陆大道 ( 1 9 9 7) 主编的 《中国沿海地

区 21 世纪持续发展 》 一书
,

该书认为
,

加重的海洋问题为沿海地区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

尤其是大量

移民为该地区承载能力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

我们从上述国内外文献回顾中不难看出
,

学界在过去 20 年里对于人 口增长和海洋资源的关系研究取得

了长足的进步
。

其中最突出的是
,

不论是政府决策者还是学者都充分认识到较快人 口增长对海洋资源的威

胁
,

并致力于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

尽管如此
,

笔者认为
,

现有研究文献的一个明显不足是多数分析都缺少

系统的数据资料支持
。

即使一些实证研究也仅是使用了一个时点的数据资料
,

而不能动态地反映人口变化对

海洋资源的影响
。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

我们国家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转型时期
,

这

一时期人 口变化对海洋资源影响的模式更需要学界给予充分关注
。

3 理论框架
、

研究区域与数据资料来源

根据前面的研究文献
,

我们可以 比较清晰地勾画出人 口变化和海洋资源之间的相互关系
。

从理论上讲
,

上述二者关系包括两个层面
:

一个是人 口通过生育和迁移来影响海洋资源的变化 ; 另一个是海洋资源同样映

射着人 口变化的状况
。

不过
,

从实际上讲
,

人 口变化对海洋资源的影响往往通过其他因素来作用
,

也就是说
,

人口增长对海洋资源的作用一般是间接的
。

基于上述假设
,

我们在构建人 口变化与海洋资源模拟关系时加入

了经济发展变量
。

生育和迁移两因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 口增长变化
,

而人 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着直接的

影响
,

后者则是海洋资源变化的最直接驱动力
。

与此同时
,

一些政策
、

法规等同样通过对人 口增长和经济发

展的作用间接地影响着海洋资源
。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

我们所假设的上述因素之间的关系仅是单一作用方

向
,

这主要是为了分析便利的原因
,

而在实际中上述因素之间的变化并非全部是单一方向的
。

目前
,

我国有 12 省
、

市
、

区属于沿海地区
,

包括天津
、

河北
、

辽宁
、

山东
、

江苏
、

上海
、

浙江
、

台湾
、

福建
、

广东
、

海南
、

广西
,

另外香港和澳门行政特区也同属沿海地区
。

不过考虑数据的可得性
,

本文的研究

区域仅涵盖大陆 n 个省
、

市
、

区
。

本文所利用的数据资料包括 1 9 8 2 年和 1 9 9 0 年人 口普查
、

统计年鉴 (包括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海洋统计

年鉴 ) 以及中国人 口信息中心的用户数据等
;
此外

,

也间接采用了一些公开发表论著中的权威数据资料
。

4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与沿海人 口的比较分析

1 9 7 8 年后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对我国人 口特征的变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重大影响
。

政策不仅通过生育

调节的干预影响着人 口规模
,

也通过迁移和城市化作用着省际人 口分布的变化
。

鉴于此
,

我们有必要对改革

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和全国人 口特征变化作一系统的比较分析
。

4
.

1 人 口规模与人 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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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
,

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大陆人 口分布不平衡的问题
,

如在 1 9 4 9 至 1 9 7 8

期间
,

政府多次鼓励人们从沿海地区迁徙到内陆边远地区
,

不过其收效却甚微
。

例如
,

1 9 5 2 年
,

占全国土地

面积 1 3
.

5 % 的沿海地区却居住着全国总人 口的 40
.

6 %
;
而到了 1 9 7 7 年

,

沿海地区人 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

仍然为 40
.

。%
,

表明 25 年中沿海地区人 口 比重的变化不到一个百分点
。

1 9 7 8 年之后
,

不论是全国总人 口规模还是沿海地区总人 口规模都在增加
,

但是前者增加的速度却快于后

者
。

例如
,

在过去的 2。 年里
,

全国总人 口规模的增加为 28
.

6 %
,

而沿海地区总人 口规模的增加为 2 6
.

3 %
。

尽管如此
,

沿海地区占全国总人 口的比重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 1 9 9 7 年沿海地区总人 口比重为 39
.

3 %
,

为过

去 20 年最低 )
。

这表明
,

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人口地域分布的不平衡性至今仍然存在着
。

与内陆地区相比
,

沿海地区人 口高度集聚
。

按省区划分
,

上海
、

北京
、

天津
、

山东和江苏是人 口密度最

高的地区
,

平均每平方公里居住 50 0 人以上
,

除北京以外
,

其他省区均为沿海地区
。

人 口密度在 2 00 ~ 5 00 人

之间的有 13 个省区
,

这其中包括辽宁
、

河北
、

浙江
、

福建
、

广东和海南六个沿海地区
。

广西是沿海地区人

口密度最少的省区
,

但人口 密度也在每平方公里 1 00 ~ 20 0 人之间
。

不过
,

需要说明的是
,

在过去 20 年里
,

由

于各个省区的社会
、

经济
、

自然条件的明显差异
,

沿海省区人 口密度的增长速度并不相同
,

其中广东
、

福建
、

上海
、

广西
、

天津和河北人 口密度的增加水平超过了 20 %
,

其主要原因是这些省区的迁入人 口总量远远高于

其他地区
。

4
.

2 生育水平

自 7 0 年代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
,

我国人 口 自然增长率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

不过
,

将全国和沿海地区

作一 比较分析
,

我们发现
,

它们的自然增长率变化模式有着某种差别
。

1 9 7 8 ~ 1 9 8。 年间
,

沿海地区平均 自然

增长率水平比全国总体高出一个千分点之多
,

分别为 13
.

33 %
。
和 1 2

.

0 %
。 ; 1 9 8 1 ~ 1 9 9。年间

,

由于经济发展

和人 口政策执行力度等因素的差异
,

全国人 口 自然增长率明显高于沿海地区平均水平
,

分别为 14
.

39 %
。

和

1 2
.

23 %
。 ; 而 1 9 9 1 ~ 1 9 9 7 年间

,

沿海地区和全国人 口 自然增长率分别为 6
.

23 %
。
和 1 0

.

06 %
。 ,

二者的差异在这

一时期有拉大的趋势
。

总和生育率由于消除了人 口年龄构成的影响
,

因此比人 口 自然增长率更能反映出地区间生育水平的差

异
。

图 1对比了全国总体和沿海地区总和生育率的不同
,

结果表明
,

在 1 9 7 8 至 1 9 9 2 年间
,

沿海地区平均总

和生育率水平一直低于全国
,

而且两者的差异同样有逐渐拉大的趋向
。

1 9 9 2 年
,

沿海地区平均总和生育率已

低于 1
.

5 个
,

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经济发展可以有效地降低生育率
。

曰

, ` ` 沿海地区

19 78 197 9

图 1

1980 19 8 1 1982 19 83 1984 198 5 19 86 19 87 19 88 198 9 19 90 199 1 19 92

1 , 7 8一 1 9 , 2 年沿海地区平均总和生育率和全国的比较



人口 研究 2 4卷

4
.

3 人 口迁移与流动

前面对生育率的分析显示
,

沿海地区与全国有着明显的差异
,

但是为什么沿海地区总人 口在全国的比重

在近 20 年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

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 口迁移与流动所造成的
,

即沿海地区在过去 20

年中吸引了许多迁移者
。

由于缺少完整动态的省区迁移数据
,

我们选择个别年份来反映沿海地区和全国净迁

移率的不同 (见表 1 )
。

无庸置疑
,

改革开放以来
,

沿海地区对于迁移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

这尤其反映在改

革初期
,

如 1 9 8。 年沿海地区平均净迁移率高出全国 1
.

35 个千分点
。

事实上
,

在现实生活中
,

沿海地区城市

对众多迁移者而言有着更大的吸引力
。

例如
,

1 9 9 3 年
,

深圳
、

珠海
、

威海
、

北海和秦皇岛的净迁移率分别为

9 0
.

9 4 %
。 、

4 5
.

1 2%
。 、

4 8
.

1 9%
。 、

4 5
.

2 6 %
。
和

·

2 9
.

2 6 %
。 。

表 1 沿海地区平均净迁移率水平与全国的对比 %
。

年份 1 9 7 8 1 9 8 0 1 9 8 4 1 9 8 7 1 9 9 3

沿海地 区 1
.

9 5 2
.

3 3 1
.

9 2
.

8 2
.

0 9

全国 1
.

0 6 0
.

9 8 1
.

3 5 2
.

8 4 1
.

4 3

资抖来源
:

庄亚儿
.

中 国人 口迁移数据集
.

中国人 口 出版社
,

1 99 5
。

除了迁移之外
,

人 口 流动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 口变化的一个特有现象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

许多

流动者的流向区域多为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
。

以深圳为例
,

自 1 9 7 9 年以来
,

该城市的流动人 口数量已增加了

1 6 0 0 多倍
。

1 9 9 5 年
,

深圳市流动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高达 71
.

3 %
。

据笔者推断
,

随着户籍管理的松动及社

会
、

经济等方面的优势
,

流向沿海地区的人 口势必会大幅度增加
。

4
.

4 城市化水平

总体而言
,

自 1 9 7 8 年以来
,

我国城市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

然而
,

由于对于城市化界定的模糊以及行

政区域界限变化较大
,

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符合实际的城市化标

准
。

为了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 80 年代后的城市化发展趋势
,

我们

利用权威学者计算的城市化指标来 比较沿海地区和全国之间的

城市化水平差异
。

表 2显示
,

80 年代之后
,

沿海地区的城市化水

平与全国一样一直处于比较平稳的增长时期
,

但是二者的差异仍

然 十分 明显
。

例 如
,

1 9 8 0 年
,

沿海地 区 平均城 市化水平 为

2 6
.

4 4 %
,

全国仅为 17
.

6 %
,

两者存在着 9 个百分点的差异 ; 而

到了 1 9 9 2 年
,

二者分别为 3 5
.

9 2%和 2 7
.

7 %
。

如前述
,

由于沿海地区一直保持较低的生育水平
,

那么迁入

规模较大是这一地区城市化水平发展较快的一个主要原因
,

这种

状况是与沿海地区较好的经济环境
、

就业机会以及城市建成区面

积扩大是有直接联系的
。

5 人 口变化对海洋资源需求的影响分析
`

如前面理论框架所示
,

与人 口增长模式紧密相关的收入水平

增加有可能带来海洋资源消费需求的增加
。

种种迹象表明
,

随着

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居民购买力水平的提高
,

人们的消费水平在直

线上升
,

这在沿海地区表现得更为突出
。

不过
,

需要提醒的是
,

对

海洋资源需求的大幅度增加直接威胁着海洋环境
。

为了能够比较

客观地分析沿海地区人 口变化对海洋资源的影响
,

我们将从下面

三个方面入手
:

5
.

1 人 口增长
、

国民收入与海洋水产业总产值变化分析

表 2 1 , 5 0一 1 9 , 2年沿海地区和全

国城市化水平的比较 %

年份

1 9 8 0

1 9 8 1

1 9 8 2

1 9 8 3

1 9 8 4

19 8 5

19 8 6

19 8 7

1 98 8

1 98 9

1 9 9 0

1 9 9 1

1 9 9 2

沿海地 区

2 6
.

4 4

2 6
.

7 7

2 7
.

1 4

2 7
.

6 8

2 9
.

4 6

3 1
.

1 1

3 1
.

4 8

3 2
.

5 2

3 3
,

5 2

3 4
.

3 5

34
.

4 9

34
.

9 1

3 5
.

92

全 国

17
.

0 6

18
.

0 3

18
.

2 8

18
.

97

20
.

77

22
.

30

22
.

98

2 3
.

95

24
.

8 3

2 5
.

63

2 5
.

57

2 6
.

0 0

2 7
.

7 0

资料 来源
:

王嗣均主编
.

中国城市化 区域

发展问题研究
.

北京
:

高等教

育出版社
,

1 9 9 6 年
,

第
.

15 6 ~

15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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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 口增长率相比
,

1 9 7 8 年之后的人 口收入水平有了极

大的提高
。

例如
,

1 9 7 7 年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为 556 元
,

而

1 9 9 7 年同一指标上升到 2 0 0。 元 (国家统计局
,

1” 8 )
。

不过
,

全国各省区的收入水平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

其中一个突出的

特点是
,

人 口密度较高的省区
,

其收入水平也高
。

由于现有统计资料并没有给出个人可支配收入
,

为了分

析的便利
,

我们利用了人均国民收入来反映各省区在收入水
一

平上的差异
。

我们从表 3 中可以看出
,

沿海地区和全国的人均

收入水平有了可观的提高
,

不过
,

后者增长的速度显然超过了

前者
,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

二者的差异在不断缩小
。

如 1 9 7 8

年沿海地区人均国民收入 比全国高出 77
.

1 %
,

而 19 92 年差

异缩小到 42
.

3%
,

说明中国政府在减少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

衡方面作出了有效的努力
。

那么人 口增长和收入水平是如何影响海洋资源的呢 ? 我

们下面将海洋水产业总产值的变化看作人 口和收入增长的函

数来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
,

因为海洋水产业总产值既在一定

程度上制约着海洋产品的价格
,

同时也是人们对海洋产品需

求的反映
。

图 2 描述了我国 80 年代人 口增长率
、

人均国民收

入增长率和海洋水产业总产值增长率的变化状况
。

与国民收

入和海洋水产业总产值增长率相比
,

我国人 口增长率速度在

整个 80 年代一直较为平缓
,

年均增长速度在 1
.

3~ 1
.

7%之

间浮动
。

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则在迅速增加
,

从 1 9 8 2 年的
6

.

3 %到 1 9 8 8年峰值 24
.

1 %
,

这也说明国民收入的增加与经

济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
。

有趣的是
,

海洋水产品总产值增长率

变化曲线与人均国民收入变化十分相似
,

这从一个侧面暗示

表 3 沿海地区和全国人均国民收人

的动态差异比较 元

沿海地 区

( 1 )

全 国

( 2 )

差异 ( % )

( 3 ) ~ ( 2 ) / ( l )

门r二J工J工̀J48
内b408

ō了门了内了月了月了ó卜é舟bōO内勺ù乃óO内bōb月I,山几JtOR一仃
古
OU1止

月

任一了O曰,曰ōb任̀比勺nJ口沙八J八jCJ八OA
`J任产aù卜,̀只éSR

ù
O
内08
,
1哎J叹Uùù卜55160166(69(731伙905093618

1 9 7 8

1 9 7 9

1 9 8 0

1 9 8 1

19 8 2

19 8 3

19 8 4

19 8 5

19 8 6

19 8 7

19 8 8

19 8 9

19 9 0

19 9 1

19 92

1 6 7 2 1 0 6 6

1 8 1 4 1 1 7 8

5 6

5 4

1 8 9 9 1 2 6 7

2 1 4 1 1 4 3 9

4 9

4 8

2咬2 8 1 70 3 4 2

资并 来源
:

国 家统 计局
.

中国统 计 年 鉴

1 99 3
,

中国统计 出版社
,
1 9 9 3

注
:

人均国民收入指标按当年价格计葬

,

国民收入增加直接影响着对海洋资源的需求
。

也就是说
,

收入水平的增加刺激了人们对海洋食品的消
。

不过
,

这并不意味
,

我们就可以忽视人 口增长对海洋资源的影响 ; 相反
,

这再一次暗示
,

我们在研究人

着费

1 3 00

1 2 50

1
.

2 00

增 1
.

150

长

率 ]
.

10 0

. 川卜- 人 口

, 山- 人均国民收人

.叫 . -
.

海洋水产品总产值

1 0 50

1
.

0 00

0
.

9 50

0月 0 0 L-

es se
19 8 1

图 2

198 2 198 3 19 84 1985 1986 19 87 19 88 19 89 1990

80 年代人 口
、

人均国民收人与海洋水产品总产值增长率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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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要素对海洋资源的作用时需要更多的考虑除人口总量以外的其他人 口特征
,

如城市化
、

迁移与流动
、

工业

化等
。

事实上
,

数据证实
,

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消费更多的海产品
。

至于上述要素之间的更深层次之间关系

则需要后续研究来揭示
。

5
.

2 渔业就业人 口与海洋水产生产总量变化分析

考察人 口增长对海洋资源影响的另一个途径是观察从事海洋业的劳动力资源与海洋产出之间的内在关

系
。

我们所关注的焦点是
:

是否渔业就业人 口与海洋水产生产总量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为了准确地估计渔业就业人 口增长情况
,

我们计算了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渔业就业人 口占该地区总

人口的比重指标
,

其计算方法如下
:

、
、

.

`
. 、 ,

二 _
. ,

~ F
.

_ _ _

但业就业人 曰 比里 ~
~
万 X I U U

f

其中 P 和 F 分别表示某一时期沿海地区总人 口和渔业就业人 口规模
。

图 3储楚地显示
,

我国沿海地区渔业就业人口增长速度已从 1 9 7 8 年的 0
.

31 %增加到 1 9 9 7 年的 0
.

55 %
,

说明我国渔业就业人 口总量比改革初期增长了 70 %
,

这一增长速度大大快于沿海地区及全国人 口规模的增

长水平
。

伴随着渔业就业人 口规模的增加
,

海洋水产生产总量同样呈上升趋势
,

尤其是 90 年代以后
,

其增长

速度更为加快
,

例如
,

1 9 9 5年的生产总量比 1 9 9 6年增加了 39
.

9 %
,

这暗示着
,

90 年代之后人均渔业劳动力

生产率在大幅度增加
。

因此
,

90 年代之后海洋水产生产总量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归结于生产率水平的提高
,

这从图 3 中不难看出
。

增百长分比

70060050040030006

{ 尸瘫
显骊吓丽

氢 ,

帅

…竺逻兰竺翌
。 4卜 J沪

ǎ次à侧妇

00oo2
1.1

OD 11芍而
J

而雨
J

了死言两丽
J

两丽
J

两丽怡芍斌 i硫
J

而豆扬舒西丽
J

i万丽
J

j万灰六芍杯两茹翁舅万耐俞

图 3 19 7 8一 19 , 7年间沿海地区渔业就业人口和海洋水产生产总 , 之间的比较

注
:

图 中海洋水产生产总圣增长指数计算的方法是以 1 97 8 年为 100

5
.

3 人 口与消费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目前
,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以 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
。

就海洋资源与环境而

言
,

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不是例外
。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认为
,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与工业化相伴相生的
。

换句话说
,

度量经济发展的一个重
要指标一工业化蒋吸弓队批移民迁徙封城市

,

最终提高城市人 口 的比重
。

不击 我们需要看到的是
,

帼
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

。

资料显示
,

随着人们购买力的增加
,

沿海地区废气
、

废水及其他

形式的海洋环境污染已逐渐加重
。

例如
,

1 9 9 1年
,

沿海地区直接排入海洋的工业废水总量为 5 6。。。 万吨
,

1 9 9 6

年同一指标上升到 6 3 0 00 万吨
,

五年间增加了 21
1.

7 % ; 而到了 19 9 7 年
,

又上升到 7 7 5 0 0万吨
,

比上一年又

有较大的增加
。

因此
,

我们有理由认为
,

我国海洋环境正在逐步恶化
。

表 4 有关我国部分海域的水质变化便

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

在过去的十年间
,

我国的辽东湾北部
、

杭州清
、

长江出 口海域
、

珠江出口海域正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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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污染的挑战
,

因为上述区域也是经济发展比较快
、

人 口密度较高及最能够吸引移民的地区
,

而其他水质较

好的海域均是人 口密度较小或者工业化发展较为缓慢

的地区
。

事实上
,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

展中都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
,

即如何实现人 口
、

经济
、

资

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不过
,

如果政府决策者在提高

人们购买力时及时地采取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
,

经济增

长并不一定会必然导致海洋环境的恶化
。

` 结论与讨论

我们前面分析表明
,

在过去 20 年里
,

虽然我国在生

育控制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

但沿海地区总人 口与全

国一样仍然在或多或少地增加 ; 与此同时
,

沿海地区与

内陆地区人 口分布不平衡的局面依然没有改变
,

即全国

4 0 %人 口居住在不到国土面积 14 %的沿海地区
,

这也使

沿海地区成为亚洲人 口 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

表 4 我国主要海域水质变化状况

海域

辽 东湾北部

杭 州湾

渤 海中部

长江出 口

珠仁 出 口

粤西 沿岸

北部湾

19 8 6 1 9 9 0 1 9 9 6

资料 来源
:

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1 9 9 2 和 1 9 9 7 年
。

注
:

1
,

2 和 3 分别农示水质状 况
,

数字越小
,

水

质越好
。

我们通过对人 口要素的进一步分析可以得知
,

暂且不考虑人口流动因素
,

同全国相 比
,

迁移人 口迅速增

加是沿海地区人 口增长较快的一个主要原因 ; 而沿海地区迁入率增加是与该地区全方位改革政策
、

良好就业

机会及较好生活水准有着直接的关系
。

分析还显示
,

人 口要素是影响我国海洋资源的最主要驱动力之一
,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我们前面的

理论框架
。

尽管如此
,

人 口增长对海洋资源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
。

在现实中
,

这种影响往往通过收入或者消

费等因素来作用的
。

也就是说
,

人 口增长对海洋资源的作用是通过人类活动来实现的
。

如果政府在经济发展

中忽视自然环境的保护
,

收入增加和消费水平提高就会带来诸如渔业过度捕捞和海洋环境恶化等方面的问

题
。

因此
, .

在这种意义上讲
,

我们忧虑
,

过快城市化和盲目性工业化有可能威胁现有海洋资源
,

并影响到我

国人口
、

经济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

我们研究结果还预示
,

中国正处在过快经济发展和海洋环境保护的两难境地之中
,

如何实现人 口增长
、

经济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不但是中国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

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觅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
。

一方面
,

我们需要在人 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中寻找到一个适度平衡点 ; 另一方面
,

我们需要降低为所谓经济奇

迹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

这意味着
,

政府在降低发展经济对海洋资源所带来的副作用方面应当起到不可替代的

角色
。

此外
,

由于海洋环境保护是一个国际性问题
,

需要国际共同的合作来解决
。

除此之外
,

我们在今后应当对人口增长
、

消费和海洋资源之 间的关系进行综合阵 多学科视角的研究
,

尤其是各变量之间的关系需要通过科学的定量方法来界定
,

以便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人 口增长和经济发展

对海洋资源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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