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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述了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特点和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经济条件。 土地生态经济系统是

土地生态系统与土地经济系统耦合而成的复合系统 ,土地可持续利用与生态经济平衡存在着内在联系 ,

生态经济平衡是实现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前提条件 ;土地可持续利用目标是在土地开发利用过程中 ,实现

生态、经济和社会三效益的协调统一 ;遵循生态经济规律是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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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 eco-economic system is a compound sy stem tha t combines land ecolog ical system and

land economic sy stem. An interna l relationship lies in be tween sustainable land use and eco-economic

balance. The la tter is th e premise o f th e r ealiza tion o f the fo rmer. The objectiv e of sustainable land use

is to achiev e harmoni zation and integ ration o f ecolog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in th e cour se of

land exploitation. Th erefo re, it is essential to fo llow the principle of eco-economy in sustainable utiliza-

tion o f land r 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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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是人类最基本的可循环再生的生态经

济资源。
[ 1 ]
土地可持续利用就是使土地资源得

到科学合理的利用、开发、整治和保护 ,实现土

地资源的永续利用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协调发

展 ,不断满足社会经济长期发展的需求 ,达到最

佳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2]可持续土地利用

的目标是在社会上具有公平性和可接受性 ,在

生态环境上具有可持续性 ,在经济上具有充分

性。[3 ]

1　土地资源生态经济系统的特点⒇

土地资源生态经济系统是在一定的地域空

间中的土地生态系统和土地经济系统相互耦合

而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 [4 ]在

这种复合的土地生态经济系统中 ,人类的劳动

力和土地的自然力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有机结

合 ,这就使得土地资源生态经济系统具有以下

3方面的特点。

1. 1　人类对土地资源的依赖性

人类诞生于土地 ,并长期依赖于土地进行

生产、生存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土地

是一个大实验场 ,是一个武器库 ,既提供劳动资

料 ,又提供劳动材料 ,还提供共同居住的地方 ,

即共同体的基础”。土地经济系统对土地生态系

统的依赖性表现在以下 3个方面。

一是依赖土地的养育功能。土地在一定深

度和高度内 ,特别是在土壤之中含有各种营养

物质以及水分、空气等 ,使其具有能滋生地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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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 (包括人类 )的能力。而土地对万物的养育

能力 ,正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二是依赖于土地的承载功能。土地由于其

物理特性 ,具有承载万物的功能 ,因而成为人类

进行一切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场所和空间 ,成为

人类进行城乡住房、道路、厂矿及城市建设的地

基。

三是依赖于土地的蕴藏非生物资源的功

能。土地不但能养育生物资源 ,而且蕴藏着大量

的金属和非金属矿物资源及矿物能源 (石油、

煤、天然气等 )。

1. 2　土地资源持续利用的可能性

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料 ,“只要处理得当 ,

土地就会不断改良。”在合理使用和保护的条件

下 ,农用土地的肥力可以不断提高 ,非农用土地

可以反复利用 ,永无尽期。这已被中国几千年的

农业土地利用史所证明。[ 5]

1. 3　土地资源持续利用的必要性

土地是地球的陆地部分 ,而陆地是在地球

长期自然演变过程中形成的 ,其面积具有相对

的不可再生性。人类可以改良土地 ,但不能增加

土地面积。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经济社会的

不断发展 ,人类对土地的需求与土地日益稀缺

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种土地需求和土地供给

的矛盾 ,特别表现在由于土地位置的固定性和

质量差异性所导致的某些城镇地区和经济文化

发达、人口密集地区的农用土地或城镇用地的

特别稀缺上。

2　土地资源生态经济平衡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 ,土地的本质是土地生

态系统和土地经济系统在时空上耦合而成的土

地生态经济系统。 土地资源生态经济平衡是相

对的动态平衡 ,它表现为土地资源生态经济系

统在物质循环、能量流动、信息传递、人口以及

价值流动过程中实现的一种动态平衡。
[6 ]
土地

可持续利用实际上是在保持土地生态经济系统

平衡的前提下 ,使生态、经济和社会三效益得到

同步提高。

2. 1　土地资源生态经济平衡的相对性

土地资源生态平衡和土地资源经济平衡之

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 ,两者之间的对立和

矛盾是绝对的、经常的 ;而两者之间的统一是相

对的 ,有条件的。土地资源生态平衡和经济平衡

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 4种组合

情况:第一种是土地资源生态和经济都处于不

平衡状态 ,由于土地资源生态经济系统的结构

严重不合理 ,结果使系统功能衰退 ,土地资源生

态平衡和经济平衡长期处于对立状态 ,最终导

致土地资源生态经济平衡的全面失调和土地荒

漠化的发生。 第二种是土地资源生态平衡得到

保持而经济平衡暂时未能实现。第三种是土地

资源经济平衡得到保持 ,但生态平衡不同程度

地受到损害 ,表现为土地资源的衰减和区域生

态环境质量的下降。 第四种是土地资源生态平

衡和经济平衡同时得到保持 ,使自然生态系统

和社会经济系统能长期协调发展 ,达到了相得

益彰的状态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才能实现土地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 2　土地资源生态经济平衡的动态性

由于土地资源生态平衡是由长期的营养物

质小循环或生物地球化学大循环过程中形成的

一种动态平衡 ;而土地资源经济平衡是土地被

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生态系统中分离出来的 ,

在经济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中 ,土地经济系统同

样保持着供求相互协调的动态平衡。所以 ,由土

地生态平衡和经济平衡统一而成的土地生态经

济平衡也具有动态性的特征。 由于土地资源生

态经济系统是由人调控的大系统 ,因此 ,表现为

人调控下的动态平衡。人类可以运用生态经济

规律使土地资源生态经济系统与其外界环境之

间合理地交换物质、能量、信息、人才、劳力和价

值 ,通过系统的自组织过程 ,使系统从比较不协

调发展到比较协调 ,从无序发展到有序 ,从低水

平的生态经济平衡发展到高水平的生态经济平

衡。

由于土地生态经济系统是在人类开发利用

土地资源的过程中形成的 ,所以土地资源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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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系统的生产者、消费者和还原者的功能都

是人工形成的 ,这就使得其经济生产系统、社会

消费系统和生态环境保护系统分别进行着经济

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生态环境 (包括自然资

源 )再生产这 3种不同的再生产。如果土地资源

生态经济系统的上述 3个层次的循环都很健全

和配套 ,则整个系统的反馈调节能力就比较强 ;

否则 ,系统的反馈调节能力减弱 ,在受到自然和

人类不利因素的扰动下 ,系统的结构失调 ,整体

功能降低 ,土地生态经济系统向退化的方向发

展。[7 ]

3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经济条件

土地资源生态经济系统平衡会为人类带来

综合效益 ,而生态经济系统失调又会给人类带

来各种灾害。 所以 ,如何实现土地资源、生态环

境、经济和人口之间的可持续发展 ,就成为当代

各国政治家和科学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也就

成为生态经济学所需要研究和解决的理论问

题。要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就必须遵循生

态经济规律。

3. 1　土地可持续利用同其人口承载力相协调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同其人口承载力之间

的相互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除了表现为一定区

域内土地的农业资源系统、农业经济系统、人类

食物消费结构系统和人口再生产系统之间存在

着的错综复杂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关系外 ,

在其每个子系统中也存在着若干因素之间的相

互制约关系。

( 1)在土地的农业资源子系统中 ,决定土地

的食物产出总量的主要因素有:区域内水资源

(地面水和地下水 )状况、气候资源 (温度和降雨

量 )状况和土地资源 (数量和质量 )状况。这 3种

农业生态资源是农业生产的天然物质基础 ,也

是一定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 ,决定

着该区域内土地的自然生产潜力 ,对土地可持

续利用、人口承载力的大小有重大影响。

( 2)在土地的农业经济子系统中 ,决定土地

食物产出总量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 区域内种

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结构及其布局状况 ,这

4种农业产业自身的结构及其相互结合而成的

区域大农业结构是否合理 ,直接影响着区域内

土地资源所能生产的食物总量的潜力发挥水

平。 如在平原地区和沙漠化威胁地区 ,实现林、

农、牧结合的产业结构 ,比单一的种植业结构有

更大的农林牧产品增产潜力 ,而且能较好地改

善区域农业生态环境。

( 3)在人类食物消费结构子系统中 ,决定着

一定区域人类食物需求总量变化的主要因素包

括:人类食物消费中的热量需求结构状况、蛋白

质消费结构状况、以及脂肪需求结构状况。随着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类对这 3种食物要素

的需求总量在不断地提高。

( 4)在人口再生产系统中 ,决定着一定区域

人口总量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 区域人口的出

生状况、死亡状况、迁入及迁出状况。这 4种因

素决定了区域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和增长总

量 ,对区域内食物消费总量的变化产生直接的

影响。

所以 ,要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并使其

与人口承载力相协调 ,就要在保持必要的农业

生态环境质量的前提下 ,尽可能挖掘土地资源

的农业生产潜力 ,生产出尽可能多的食物 ;同时

又要合理地调节该区域的人口再生产规模和食

物消费结构 ,把区域内食物消费总量控制在同

其食物产出总量基本平衡的状态。

3. 2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同其生态经济系统

阈值相协调

由于土地资源生态经济系统是土地生态系

统和土地经济系统的复合系统 ,所以它在运行

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两个子系统自我调节机制问

题。两个子系统都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 ,以

保持自己的稳定性 ,但这种自我调节能力是有

限的。当外界的干扰程度在这个限度之内时 ,由

于系统的自我调节 ,系统的平衡仍能得到保持 ,

并能产生经济、社会和生态综合效益 ;当外界的

干扰超过这个界限时 ,土地资源生态经济系统

的平衡就会遭到破坏 ,生态系统内的营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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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循环或生物地球大循环就会受到阻碍 ,甚至

导致土地生态经济系统的严重瓦解。

土地资源生态经济系统内部承受力的极限

称之为该生态经济系统的阈值 ,它是土地资源

生态经济系统质变的临界点 ,主要包括数量聚

集程度方面的临界点和数量配比程度方面的临

界点两大类 ,即规模阈和配比阈。

( 1)土地资源生态经济系统的规模阈是指

系统的生态经济要素数量聚集程度的界限。如

土地资源总量、水资源总量、可再生生物资源的

自我更新能力、土壤环境容量、矿产资源的适宜

开发量及人口的集聚程度等都成为土地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制约因素。

( 2)土地资源生态经济系统的配比阈。在土

地资源生态经济系统中 ,各个生态和经济要素

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 ,这种比例关系的变

化超过一定的界限也会引起该系统生态经济结

构和功能的质变 ,这种比例界限就是其生态经

济系统的配比阈 ,主要包括:具有生态功能的植

物资源 (森林、草原等 )和具有经济功能的植物

资源 (经济林、农作物等 )之间的合理配比界限 ,

植物和动物资源之间的配比界限 ,土地资源开

发和区域基础建设之间的配比界限 ,土地资源

开发同国内外市场容量间的配比界限 ,土地资

源开发规模同财力、物力、人力等承受能力之间

的配比界限。

土地资源生态经济系统的规模阈和配比阈

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前者是后者的

基础 ,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必然产物。两者相互结

合构成了土地资源生态经济系统的生态经济阈

的内涵。

所以 ,人类在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过程中 ,

只有从生态经济系统的角度出发 ,遵循生态经

济规律 ,保持生态经济平衡 ,才能使系统的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同步提高 ,实现土地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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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区圈围起来 ,有利于养殖承包。围网养殖的
生态效益远远大于筑堤围池养殖 ,因为它不妨

碍湖泊调蓄洪水能力的发挥 ,此外它还具有比

筑堤围池养殖更高的经济效益。
[7 ]

3. 3. 3　控制污水排放保护湖泊水源

湖泊水质的优劣直接影响农田灌溉、工业
用水、生活用水以及水产养殖等。近年来 ,由于

里下河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和城镇人口

的急剧膨胀 ,大量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生活污
水直接排放入湖 ,导致研究区湖泊水污染日益

加重 ,湖泊污染对湖区水资源、水产资源和人民
健康都有百害而无一益。因此 ,对湖泊水源的保

护和对湖泊污染的治理已迫在眉睫 ,这也是事

关该区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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