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承载能力相适应　确保生态安全

潘 家 华

建设美丽中国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我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不能超出生态系统的承

载容量范围。地球资源环境容量是一定的，也就是说，生态供给是固定的，对生态

的需求如果超出地球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生态的退化就不可避免，自然美就会受

到破坏。建设美丽中国，使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按照

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原则，尊重、顺应、保护自然，不仅要使生态的天然供给处于最

佳状态，更重要的是要控制对生态的需求，也就是我们的生态足迹必须低于生态承

载能力，确保生态安全，才能实现我们的宏伟蓝图。

一、改变消费方式，降低生态足迹

所谓生态足迹，是指依赖自然的人所消费的自然生态系统直接或间接提供的各

种商品和服务，以及生产和消费这些商品和服务所产生的废弃物被生态系统吸纳而

需要占用的具有生态系统生产力的土地 （或水域）面积。① 因而，生态足迹就是生态

需求，与生态系统生产能力或生态承载力，即生态供给，构成一种供求关系。生态足

迹和生态承载力都用 “全球公顷”单位度量，１全球公顷代表全球平均生态系统生产

力水平下１公顷土地利用面积。对于一些关键生态因子，例如温室气体的生态足迹和

水资源消费占用的生态足迹，则分别用碳足迹和水足迹表示，单位仍然是全球生态系

统平均生产力的单位土地面积。生态足迹是用来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与消耗的

有效工具，它将生态系统可再生资源供需状况加以量化，为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生

产、消费模式的选择提供理性依据，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客观标准。

生态系统的供给，多受自然容量的限制，即使通过投资和技术手段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改进承载能力；但是，自然容量本身不会得到根本改变。而生态足迹则不然，

它考察的是人的消费对生态 系 统 的 需 求。例 如 食 品 消 费 的 生 态 足 迹，如 果 是 粮 食，

需要一定面积的耕地来生产；如果消费中含有动物性食品如牛羊肉，则所需的土地

面积要多于谷物生产所需要的生态足迹。对于一些工业制造品和基础设施投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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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 概 念 最 早 由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Ｒｅｅｓ 于 １９９２ 年 提 出。见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Ｅ．Ｒｅｅｓ，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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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ｎｏ．２，１９９２，ｐｐ．１２１－１３０．



接或间接源于或用于人的消费，也存在一个消费选择，例如选择公共交通还是小汽

车，生态足迹可相差十数倍。通过相应的测算，可以得到这些消费相应的生态足迹。

例如钢铁，需要消耗能源、排放污染、占用土地、消耗水。根据生态系统固定转换

的能量、土地使用量，可以测算出单位钢铁生产和消费占用的全球公顷数量。温室

气体二氧化碳排放，也可以通过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固定吸收而测算碳足迹。

无论科学技术如何发达，人类始终依赖自然获取水、食物和能源。自１９７０年代

以来，人类每年对地球生态系统的需求已经超过了其可再生能力。根据２０１２年的核算

数据，① ２００８年全球生态足迹达１８２亿全球公顷，人均２．７全球公顷。同年，全球生

态系统承载力为１２０亿全球公顷，人均１．８全球公顷。② 也就是说，２００８年全球生态

赤字率达５０％，人类需要一个半地球才能生产其所利用的可再生资源和吸收其所排放

的二氧化碳。按照这一趋势，到２０３０年，即便两个地球也不足以支撑人类的消费需

求。中国脆弱的生态系统，正在承受着巨大并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发展压力。根据世界

自然基金会的测算，③ ２００８年中国人均生态足迹为２．１全球公顷，是全球平均水平

的８０％ 左右。但是中国生态系统相对脆弱，生态系统生产力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已经超过生态系统生产力的两倍。进入２１世纪，中国大量进

口石油、铁矿石等自然资源，也可见一斑。而且，２０２０年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更

高水平的城镇化率，更高品质的消费。现有的生活与生产模式，长期超负荷利用生

态系统，生态欠债式的发展，已经威胁到并正在失去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生态

系统的安全。

建设生态文明，从人的能动性考察，在保证人的生活品质情况下，选用不同的

消费模式，生态足迹迥异。例如美国与欧盟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致相当，但是，美

国人均碳的排放是欧盟的２．４倍，④ 原因就在于生活方式的不同。因此，建设美丽

中国，必须调整和改变消费方式，缩减生态足迹，使我们对生态系统的需求在其容

量范围内，维护美丽中国的自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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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世界自然基金 会 汇 集 中 外 科 学 家 对 全 球 和 中 国 的 生 态 足 迹 进 行 了 更 新 和 匡 算，并 于

２０１２年发 布 有 关 数 据。见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会：《中 国 生 态 足 迹 报 告２０１２》，第６４页，

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ｗｆｃｈｉｎａ．ｏｒｇ／ｗｗｆｐｒｅｓ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ｆｔ／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２０１２ｅｎ．ｐｄｆ．
世界自然 基 金 会：《中 国 生 态 足 迹 报 告２０１２》，第１６８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ｗｆ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ｗｗｆｐｒｅｓ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ｆｔ／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２０１２ｅｎ．ｐｄｆ．
世界自 然 基 金 会：《中 国 生 态 足 迹 报 告２０１２》，第６４页，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ｗｆｃｈｉｎａ．ｏｒｇ／
ｗｗｆｐｒｅｓ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ｆｔ／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２０１２ｅｎ．ｐｄｆ．
欧盟和美国的人均碳排放水平均已过峰值，多稳中有降。欧盟进入２１世纪人均下降幅

度较大。此处为２０１１年数据。ＢＰ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ｅｒｇｙ　２０１２，世界银

行 ＷＤＩ数据库。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



二、顺应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生产力

如果生态系统生产力受到人为干扰破坏，生态系统伤痕累累、满目疮痍，美丽则

无从谈起。自然生产力是美的基础，宽松生息，美丽天成。维护生态系统生产力，需

要遵循生态文明的理念，顺应自然，而不是逆自然而为，以改造自然的名义破坏自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大规模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开启之初，就

明确提出要保护 “生态平衡”。当时的生态平衡，更多的是从保护自然的角度，维护

自然生态供给的稳定性。新中国成立后，社会趋于安定，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快速

增长，客观上需要更多的生态供给。我国１９６０年代全国兴起的 “农业学大寨”运

动，围湖造田、毁林开荒，旨在利用自然空间得到更多的生态系统产出，结果造成

水土流失、河道淤塞、旱涝灾害频发；许多情况不仅没有增加生态系统产出，反而

造成生态系统退化，生态系统生产力下降。此时的生态平衡，主要是自然恢复，环

境污染并不构成主要的生态系统威胁。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将经济和劳动就业的重心转向工业制造业，

大规模开采、使用矿产和化石能源，大量的工业废弃物进入环境。此时对自然的破

坏，除生态系统生产力退化外，一些生态系统受到毒化。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单位产

量增加了，物质产品丰富了。但是，水受到了污染，大气不再清新，食品供给数量可

能有保证，但是质量不再安全。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农药残留、大气颗粒物ＰＭ１０和

ＰＭ２．５，① 影响的不仅仅是生态系统物质量上的产出，更是生态系统和产品的质的

变化———受到毒化。受到影响的，不仅是生态系统的健康，而且包括人类自身的健

康。相对于生态系统退化，生态系统受到毒化对生态系统生产力的破坏，对生态安

全的危害更为深远。

如果说尊重自然是一种伦理道德理念的话，那么，行为准则就是顺应自然。如

果不按自然规律行事，有悖于对自然的尊重，结果只能是破坏生态系统生产力。顺

应自然的关键在于与生态系统的容量空间相适应。建设生态文明，实质上就是要建

设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维护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承载能力的最终制约是生态系统生

产力。我国地域辽阔，气候差异大，区域生态系统生产力空间分化明显，形成了我

国相应的社会经济基本格局。西部地区环境容量低，生态系统生产力低下，难以承

载大规模城镇化、工业化。同等面积的生态系统生产力，东部地区可能超过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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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ＰＭ，即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即颗粒物。ＰＭ１０和ＰＭ２．５指的是粒径小于等于１０微米

和２．５微米的颗粒。ＰＭ１０为可吸入颗粒物，ＰＭ２．５为可入肺 颗 粒 物。这 些 颗 粒 物 多

含有化学成分和重金属，是重要的致病因子。



区数倍甚至更多。顺应自然，需要评估的，不是地区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而是基

于生态系统生产力的资源环境承载力。

三、尊重自然，与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相适应

自然美，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资金投入，加以生产或创造吗？生态系统有其自

身的空间格局和时间变化。如果通过工程技术手段，改变这种天然格局，可以增加

局部地区或整个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吗？

工业文明认为技术和投资可以改善环境容量，增加生态系统的 生 产 力。但 是，

局部生态系统生产力的改善，并不意味着自然容量空间的扩大。而且，技术和投资

造成表象上的容量空间的扩 大，人 为 放 大 了 生 态 系 统 的 风 险 和 脆 弱 性。投 资 越 大，

风险也可能越大。例如黄河下游的一些引黄工程，可以人为提高受益地区的生态系

统生产能力，但是，一旦黄河断流，另一些依靠黄河水改善的灌区或城市的环境容

量和承载力，将不复存在。因此，引黄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零和博 弈：此 处 引 水，

彼处的水量就减少了，因为黄 河 源 头 或 流 域 的 自 然 降 水，是 一 种 刚 性 的 气 候 容 量，

所形成的水量是一定的。如果超出自然承载能力，水量的分配只能是此消彼长。另

一个例证是北京的用水管理。由于华北地区降水较为有限，水源短缺。为保证北京

供水而限制北京周边用水，用水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可能大幅提升，但从水环境容量

上来看也是一种典型的 “零和安排”。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将汉水流域的气候容量用来

补贴北京的气候容量而人为提升北京地区的生态系统承载力。但是，１２００公里的调

水距离，汉水流域的水循环，一旦出现变化，这样一种依靠外部容量扩展的生态系

统承载力，就表现出极高的风险和脆弱性。采用工业文明的技术手段和社会治理模

式，限制一个地方的美，或利用一个地方的美的资源，来换取或装饰另外一个地方

的美，如果超出一定限度，不是尊重自然的表现，也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美。

显然，工业文明理念下改造和征服自然的技术，并不完全符合生态文明和美丽

中国建设的需要。生态文明的原则，是要尊重自然，遵循规律。生态文明原则所要

求的技术，以尊重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为前提。例如，提高能效的技术，可再生能源

技术，对于生态系统容量空间，并不产生 “零和”效果，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容

量扩充或承载力提升。当然，提高能效，也不是没有止境的，可再生 能 源 的 生 产，

也不可能是无限的。例如光热 或 光 伏 利 用，太 阳 辐 射 到 地 球 表 面 的 总 量 是 一 定 的，

我们没有扩大地球表面积的技术。但是，对于有限的光能，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创新，

提高其利用效率。这就意味着，工业文明理念下的技术，一部分可以为生态文明建

设所兼容，一部分可以为生态文明理念加以提升和改造。顺应自然，需要遵从生态

系统容量空间的刚性约束。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所要求的，不是让生态系统容

量空间满负荷运行，而是要留有一部分空间余地，与其他生命共同分享；还要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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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可见，发展经济，需要建立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之上。依靠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

新增的承载能力，需要在整个生态系统层面进行生产力评估，承载能力的利用，需

要考虑生态系统的转移支付或代价，体现对自然的科学认知和尊重。

四、保护自然，提升生态安全水平

建设美丽中国，需要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按照生态系统容量空间范围，发

展经济，改善环境。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强度和水平已经超出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

地方，需要 “三管齐下”，减少生态足迹，逐步顺应自然，与生态系统容量相适应。

首先，要合理降低社会经济活动强度和水平。退田还湖、退耕还林、退田还草，

减少载畜量，效果最为直接，但是，受到的约束或阻力也可能最大。这是因为，一

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对生态系统产出的需求有一定的刚性额度。宁夏西海固地区的气

候容量有限，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这些人去往何处，也必须有相应的容量支撑。

北京用水量超出其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将一部分耗水产业转出北京，对北京的

地方财政和就业，显然也有不利影响。第二，要着力提升技术水平和改进体制机制。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使投入与产出之比不断提高。例如，在干旱缺水地区培育推广

抗旱品种，可在不增加甚至减少对资源环境压力的情况下，提高产出，满足社会需

要。第三，给自然生态系统以修复空间。长期以来的城镇化工业化，对自然过量的

索取和破坏，使得自然生态系统已经难堪重负，退化严重。保护自然，必须避免违

背自然规律的 “修复”。在缺水地区美化环境，显然不能选用高耗水的草坪。干旱地

区只适合草类植物生长，在这些地区植树造林，实际上是破坏环境。

顺应自然的美，才是真正的美，可持续的美。没有生态系统生产力支撑的人造

生态安全格局，看似保护，实际上是破坏。许多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城市，为了

“美化”环境，采用工程手段建设大面积人工湖，不仅成本高昂，浪费水资源，与自

然环境不协调，而且由于水源不能保证，这样的 “美”不可持续。许多地方，建超

大型广场、超宽马路，毫不吝惜地占用宝贵的生态系统容量空间，破坏自然美。人

工建筑物，具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可逆特性。具有涵养水源适合生物生存的土壤是数

以万年自然形成的产物；人工建造的钢筋混凝土，一旦形成地表景观，要恢复到自

然生态系统生产力水平，至少也要数百年时间。

从以上分析可见，构筑生态安全，需要从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生态足迹两方面

来考察。生态供给通过技术和经济手段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生态系统

容量或承载能力的有限特征，表明生态足迹不可能无限增加。降低生态足迹需要改

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消费方式的选择。如果选择奢华、浪费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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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无论生产方式如何改进，生态足迹超越生态系统承载能力将成为必然，生态

安全就难以实现，美丽中国的基础就会瓦解。由于生态足迹并不必然与生活质量呈

线性关系，遵循生态文明的理念和原则，追求健康、品质的生活方 式，适 度 消 费，

可以有效约束生态需求，提升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有序稳定推进美丽

中国的建设进程。

〔责任编辑：梁　华　责任编审：许建康〕

中国生态法治建设的路线图

吕 忠 梅

文明作为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

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状态，包括文明的理念、文明的制度、文明的运行三个部 分。

法治既是文明之果也是文明进步之因。十八大报告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

国理政的总体方略的同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 “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 “五位一体”，不

仅将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提高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时代高度，更为生态

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

一、确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法治系统

一般认为，人类文明发端于农耕社会。较之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

强调的是人类必须更自觉地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规律。法律和法治作为文

明的产物和维护并推进文明的手段，① 其变迁与文明的演进紧密相连。

在农耕社会，人类直接依赖生态系统生存，体验的是人世的恐怖和对自然界的

束手无策，意识到人作为整体的存在，开始从自己身上寻找根源。“人们殚精竭虑地

寻求人类能最和睦地共同生活，实行最佳统治管理的方法。”②法律和司法制度就是

其中的重要内容，其主要任务是处理业已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其主体是适应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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