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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战略思考

罗元文
（辽宁大学人口研究所�沈阳�110036）

摘　要　本文以辽宁为例�分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状况�并提出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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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辽宁人口与资源的分析
辽宁人口与资源的关系�按照资源的性质�分别对土地和粮

食资源、水资源、能源资源作下列分析：
（1） 人口与土地、粮食资源的分析。辽宁省人均占有土地

与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分别由解放初期0．73hm2、0．11hm2降到
1996年的0．37hm2、0．10hm2。其中�人均土地面积明显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人均耕地面积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但仅及世界平
均水平（0．37hm2）的24％。人均土地资源逐年减少的原因�除
了人口增长外�一是非农业占地日益增多（1990年辽宁省非农
业用地多达118733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8．1％�远远高于全
国平均7％的水平）。目前辽宁的非农化、城市化正处于迅速发
展时期�非农占地还将继续增长。各种政策措施可以减缓非农
占地的增长速度�却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其增长趋势。二是农业
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范围和程度将进一步加大�辽西、辽东水土
流失、土地沙化严重。三是辽中及沿海工业废水污染土地�耕地
质量下降。一方面耕地面积减少和质量下降�另一方面这些有
限的耕地却仍在被粗放式的经营�这就更加重了人口与土地、人
口与耕地的矛盾�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已经稀缺的耕地资源的绝
对量与人均占有量还将不断下降�耕地资源供应紧缺日益突出�
进而加重了人口与粮食的矛盾。

这个问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严重困扰辽宁的现代化进

程。鉴于此�切实保护好每一寸土地�特别是耕地资源�并进一
步搞好人口控制�有效地降低由于人口增长而带来的对粮食需
求的增加�使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相协调。

（2） 人口与水资源的分析。全国多年河川径流量为27157
亿 m3�辽宁为324．7亿 m3�是全国的1．2％。全国多年平均地
下水补给量为8187．7亿m3�辽宁为111．2亿m3�是全国的
1．3％。辽宁有大小河300多条�而可作为水资源使用的不到
1／10。辽宁人均水资源量910m3�居全国倒数第3位�只相当于
全国人均水平的1／3�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12。而人口相对
集中�工农业发展相对密集的辽河流域大中城市人均水资源占
有量还不足全国人均值的1／5�只有468．6m3。全省无论总量还

是人均水平�水资源都相对贫乏�是中国北方严重缺水的省份之
一。目前�全省平均每年约缺水15亿～16亿m3�其中辽河流域
中下游地区缺水已达14亿 m3。沈、鞍、本、抚、辽、营、铁、盘锦8
市被列入全国100座严重缺水城市。以沈阳为中心�包括鞍山、
抚顺、本溪、辽阳、铁岭的中部城市群年均缺水5亿 m3。辽东年
缺水3亿 m3�辽西农业缺水更为严重。因缺水全省经济发展已
受到严重制约�每年减少工业产值近百亿元�利税近20亿元。
同时�为了缓解城市和工业用水矛盾�大量超采地下水�致使沈
阳、辽阳、鞍山等城市地下水下降漏斗的面积不断扩大。辽河流
域地下水层相对较浅�近几年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由于长期
超量开采�地下水位下降明显。水资源贫乏的加剧�将进一步影
响辽宁老工业基地工业化进程、特别是辽宁中部城市群工业优
势的发挥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提高。

（3） 人口与能源的分析。目前�全省境内已探明的煤炭、石
油、天然气和水电等一次能源的储量为56亿 t 标准煤�仅占全
国能源资源总储量的6295亿 t 的0．95％�每平方公里平均含
能源资源量为3．84万 t 标准煤�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9％。人
均能源占有量为142t 标准煤�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4左右�
因而辽宁也是全国能源比较缺乏的地区之一。而全省能源年消
耗总量占全国1／10。全省能源资源明显不足�消耗总量又大�
所以每年都要由省外大量调入。据初步统计�1988年净调入量
即达2800万 t 标准煤�占本省可供消费能源总量的38％。
1994年增到5019．7万 t�占本省可供消费能源总量的55．3％。
预计到21世纪需要调入量达8000万～10000万 t 煤炭�占全
省消费量的50％。

晋煤出关�固然能在一个时期内缓解辽宁能源的供求矛盾�
却加大了企业甚至整个社会的成本和负担�全省年燃煤量平均
占全国燃煤量的1／10�高耗型重化工业与能源不足之间的矛盾
加剧。

80年代之前�全省重化工业的规模扩张�主要依靠不断强
化开采省内有限的煤炭资源来支撑和维持发展�经过几十年的
深度开采�本溪和北票煤炭资源已近枯竭�抚顺煤田已经进入开
采晚期�阜新煤田也只剩30年开采期。如果辽宁省不能兴建新
的能源基地�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即使在21世纪也很难改
变能源不足状况。继续增长的人口总量�将使之雪上加霜。

2　辽宁人口与环境的分析
辽宁是全国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每年由于环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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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生态恶化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多亿元。一是废气排
放量居全国第一位。目前全省大气总悬浮微粒年日均值为
1997年9582标m3�超过国家二级标准0．5倍左右；SO2年日均
值为0．08mg／m3�超过国家二级标准0．3倍左右。全省14个城
市大气降尘月平均为27．4t／月·km2�超过省内控制标准8t／月·
km2的1．4倍�1998年各市大气质量综合指数表明�鞍山市大
气质量综合指数最高�污染最严重。全省没有一个城市是大气
清洁的城市�中部城市群尤为严重�大气质量只有一半能达到维
持人类生存最低限度的国家三级标准。二是全省废水排放量
218565万 t�低于江苏、湖南居全国第三位�其中工业废水排放
量为122140万 t。据监测统计�以枯水期为例�全省13个河段
有12个河段化学耗氧量超标�有5个河段石油类超标�有10个
河段生化需氧量超标�有6个河段挥发酚超标。目前�省内有
80％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其中以浑河污染最重�太子河
次之。同时�水库和地下水的污染也日趋加剧�给以地下水渗漏
为主要来源的城市饮用水造成很大威胁。三是废渣排放量居全
国第一位。1998年全省产生废渣7325万 t�人均1．8t。其中工
业废渣6992万 t�综合利用率只有35．3％。

然而�未来一个时期�人口仍将继续增加。这将进一步加重
对资源利用的强度�削弱治理环境、保护生态的经济实力�资源
减少和退化、生态失调的趋势将很难改变�资源、环境对人口的
承载力和容量将继续下降。21世纪�人口与环境问题将是一个
长期限制辽宁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

3　辽宁人口与资源、环境现状与趋势
人口与资源、环境、教育、文化的关系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

自然数量关系。社会生产方式不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不同�
同样的资源、环境和消费水平�对人口的承载力能力或容量也不
同�人口与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的社会经济后果也不同。社会经
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改革与调整�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管理
体制的改革、经营方式的转变、科技水平的提高�社会法律、法
规、制度的健全�环境资源的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的加强�对辽
宁改进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关系有着十分特殊的重大意义。辽
宁目前尚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以城市为中心的
环境污染和以农村为中心的生态破坏仍相当严重。未来人口与
资源环境的社会经济关系如何�将取决于社会经济管理体制改
革的进程、经营方式转变和科技文化水平进步的速度。因此�在
辽宁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已经十分严峻的情况下�树立环境
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严格执行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合理控制

人口的数量增长�继续保持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率�把继续做好
计划生育工作落实到由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做到责任落实�
政策落实�保证计划生育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无疑对缓解二者
矛盾�改善二者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　辽宁省实现可持续发展途径
随着辽宁重工业基地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人口

迅速增长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消除资源浪费严重、生态日渐
恶化等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实现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现建议采取如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1） 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人
口产业结构更滞后于经济产业结构�直接影响了经济体制的转
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环境质量的改善。对人口计划生育
与素质教育要两手抓不可畸轻畸重或只紧抓一方面放松另一方

面。
（2）正确处理资源开发与节约的关系�逐步实现资源的合理

利用。对人均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严格节省使用�不可有
丝毫浪费�建立奖励节约、惩罚浪费制度。

（3）进一步调整和实施有利于节约资源的产业政策�严格限
制那些能耗高、资源浪费大、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和企业的发
展�大力发展质量效益型、科技先导型、资源节约型企业�减少资
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

（4）加强污染治理�从根本上扭转环境恶化的趋势。必须充
分利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环境保护�对
工业化过程中结构性污染及高新技术发展中新的污染等方面强

化遏制和治理�杜绝企业向社会转嫁污染负担�推动环境保护产
业、清洁生产和生态农业的发展。

（5）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同步进行�严格制止人为的资源浪
费与环境破坏�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人类的生存环境�是实
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

（6）健全法制�加强执法�对破坏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等
和环境者从严从快惩处。 （编辑：徐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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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f Liaoning
province and offers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s for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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