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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承载力影响因素及拓展途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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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分析农地承载力内涵的基础上，指出农地资源承载力的影响因素众多，概括为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农地承载力是动

态变化的，改变农地所处的条件和影响因素可以拓展其承载力；从系统耦合，开放条件，农地制度，农地结构方面探讨农地承载力的拓

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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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the meaning of farmland carrying capacit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many factors influence farmland carrying
capacity,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Farmland carrying capacity is dynamic. Changing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and
conditions can increase farmland carrying capacit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approaches of increasing farmland carrying capacity, such
as system coupling, open condition, the institution about farmland and the structure of farm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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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土地承载力研究一般围绕“耕地—粮食—人口”而

展开的，它以耕地为基础，以粮食为中介，以人口容量为测算目

标[1]，并在土地承载力的研究中占据主流位置。这种研究受传统

食物观（主食 = 谷物 = 粮食 = 食物）[2]的影响，将人类食物承载

体统一归于耕地，忽视了其他重要食物来源地，如草地、园地、林
地等。人类的食物来源于整个农地系统，传统的土地承载力研究

本身就带有局限性。
区域光、热、水、土、气、肥等要素配比的差异及动态变化造

成土地生产潜力的不同，加之区域技术、投入、人口消费的变化

性使农地资源承载力具有一定的“弹性”。由于农地系统这一生

态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决定了影响这种“弹性”的因素有很多，传

统影响因素研究中除考虑人口消费水平外将注意力集中在土地

生产潜力的分析上。有些学者主张土地承载力的研究应考虑其

他因素和条件，如贾绍凤认为开放条件对区域承载力具有重要

影响[3]，但关于农地承载力影响因素方面缺乏系统全面的总结。
1 农地承载力的内涵

“农地”包括耕地、园地、草地、林地和养殖水域等。W.Allen

于 1949 年给出了较规范的区域人口承载力的概念：一个区域在

一定的技术条件和消费习惯下，在不引起环境退化的前提下，可

以永久支撑的最大人口数量[3]。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

员会给土地资源承载力下的定义为：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土地

资源的生产能力和一定的生活水平下，所承载的人口限度[1]。在

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农地承载力是：一定时期，一

定开放区域，一定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下，在保障生态系统

物质能量良性循环及不断满足人口消费水平提高的前提下，用

于农业生产的各种类型的土地资源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及其承

载的各种人类活动的规模和强度的阈值。此概念有 4 个要点。①

时间、地域、条件的限定性。农地资源承载力具有动态可变性，不

仅随时间和地域的改变而不同，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如开放程

度、制度、农地结构等，都会引起农地资源承载力的变化。②可持

续发展的原则。③农地的承载物不仅包括人口，还包括人类的各

种社会经济活动，这弥补了以往承载力研究单纯以人口数量作为

承载指标的不足。④农地资源承载力是一个阈值，超出此阈值将

破坏农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最终会作用于人类，造成水土流

失，环境恶化等不良后果。
2 农地资源承载力的影响因素

2.1 自然环境因素

2.1.1 水、土、光、热、气、肥等自然资源因子

这些资源因子的数量质量以及他们的耦合程度都将影响农

地的生产力。传统的土地承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光温水土气

候生产潜力的分析上，目前的研究已相对成熟并在承载力的研究

中占有主流地位[4]，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土地承载力研

究的基础。
2.1.2 区域的环境状况

土壤盐碱化、水土流失、气候及地质灾害等对农地的生产力

形成环境制约。农地生产力并不是由各因素的平均状况决定的，

它遵循“短边法则”，受制于区域稀缺或最差要素的制约。
2.2 社会经济因素

2.2.1 技术条件

资金、农业科技、物质投入等因子与农地承载力在一定范围

内呈正相关。现代科技特别是农业科技的发展使人类改造自然

的能力大为增强，随着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的使用，农地的生

产能力大大提高。这种以消耗大量不可再生能源的“石油农业”
通过将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引入农业领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满足了社会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但是随着农作物大面积连年单

作和化学肥料、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壤的肥力不断下降，

同时伴随着农业环境的污染和农业生态的破坏[5]。
2.2.2 人口因素

包括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区域人口迁移，人口的偏好、消费

习惯及社会文化、风俗等。人作为农地的最终承载对象及承载力

的重要衡量标准，受制于农地所提供的食物数量的的限制，也对

农地的承载力产生重要影响，这主要表现在：①在农地生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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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条件下，农地承载力的大小与人口的消费水平呈负相关；

②随着农民素质及职业化水平的提高，他们将掌握更先进的技

术提高农地的利用效率和生产能力；③人口的区际流动特别是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使城市的供容压力变大，必然向

乡村索取更多的食物，农业生产由于从业人员的减少，导致生产

能力的下降，势必影响农地承载力。
2.2.3 制度条件

包括农地产权制度，农地流转制度，农地的配置关系和利用

结构，区域开放程度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是农地所有

权和使用权的统一到分离，这一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极大地激

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地的生产水平。区域越是开

放，越可充分利用区外的资源拓展其承载范围，如国土面积狭

小、资源贫乏的日本，从国际上购买本国所需资源，从而拓展了

生存空间。农地的利用结构和配置关系只有与区域的自然禀赋

相协调，才有利于发掘农地的生产潜力。
传统土地潜力及承载力的分析多数只是理论值，农地生产

力的发挥，是现实中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在区域土地承载力的

分析中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3 农地资源承载力的拓展途径

面对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水平及食物多样化的需求，

农地承载力迫切需要拓展———改变农地所面临的条件和影响因

素，从而激发农地的生产潜能，并调整相应的农地内部结构、农
业生产结构和人口的消费结构，使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与农地

达到良性耦合。在技术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改变过去单靠物质投

入提高农地生产力的方式，从全新的角度去拓展农地承载力：

3.1 增强农地内部子系统耦合程度，提高农地生产能力

系统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性质相近的生态系统具有相

互亲和的趋势，当条件成熟时，他们可结合为一个高一级的结

构—功能体。农地系统耦合在微观上表现为农业资源内部光、
温、水、土、气、肥等资源间的耦合，宏观上表现为农地内部耕地

子系统，草地子系统，林地子系统等子系统在一定范围间的耦

合。各子系统通过催化潜势，位差潜势，多稳定潜势，管理潜势等

解放农地系统的自由能，提高系统的生产水平[6]。任继周以草地

生态系统为例，将其分为前植物生产层，植物生产层，动物生产

层和外生物生产层，只把植物生产层与动物生产层这两个系统

初步耦合，就可以成 10 倍甚至 100 倍的提高生产水平[7]。系统耦

合对农地生产力的提高具有巨大的潜能，是今后农地承载力拓

展的研究重点。
3.2 提高开放程度，充分利用区外资源

经济全球化，商品经济将世界连为一体，这为农地承载力拓

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拓展不是通过侵略扩张领土，而是利

用贸易等形式购买本区稀缺资源，利用区外资源承载本区人口

及经济活动。“虚拟土（水）”，及“虚拟土（水）战略”便是这种

思想的集中体现，在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过程中所需要的土地

（水）资源的数量以虚拟的形式隐含于产品中，而非真正意义上

的土地（水）。虚拟土（水）战略是指贫乏土地（水）国家通过贸

易的形式从土地（水）富足的国家和地区购买土地（水）资源密

集型农产品来获得土地（水）和粮食安全的战略[8]。实际上这种

战略早已在有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日本、新加坡）中实施，也

说明了此类国家的农地何以承载如此高密度人口的原因。
3.3 探索农地制度改革，促进农地集约利用

农地的流转一方面可增加使用者的增值预期，使农户给予

农地更多的投入，另一方面，可促进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这些

都将增强农地的生产能力。
3.4 优化人口消费结构，农业产业结构及农地内部结构

我国传统的食物观将粮食混同于谷物，又把谷物混同于食

物，形成了我国单一的植物性农业系统[9],这将农业系统人为阉

割。“以粮为纲”的观念片面追求粮食生产，不仅加重了耕地的

负担，也造成了毁林，垦草等现象。这种以生态系统破坏为代价

的粮食产量的提高，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其次，我国人口消费结

构中食粮家畜的比例过高，而草食性家畜比例过低，形成了

“粮—猪”农业格局，更加剧了耕地的负担。种植业的比例过高，

林、牧、副、渔的发展不足，使农业资源的利用率不高。因此，合理

调整消费结构和耕地、草地、林地等的比例，协调农林牧副渔各

业的发展，在可持续前提下，提高农地综合生产能力和承载力。
4 结论

农地的是人类食物的来源，一直以来是土地承载力研究的

重点，农地承载力呈动态变化性，表现出一定的 " 弹性 "，它受多

种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其概括为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

并且每个因素都包含若干个因子。
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地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虽然农地在人们不断增加化肥、农药

等物质投入的条件下，其生产能力得到巨大提高，但造成的负面

影响也非常显著。提出了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拓展农地承载

力的途径，包括：农地系统的良性耦合，增加开放程度，创新农地

制度，优化农地利用结构。
农地承载力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点，然而遵循耕地—粮

食—人口的传统研究方法已不能很好的解释现实的承载状况，

全面考虑农地承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性定量评价是今后

农地承载力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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