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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口-资源-环境危机已在多个尺度上严重威胁到人类社会发展。
作为探索和实践可持续发展理念有效途径之一的生态承载力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旨在解决日益严重
的资源与环境危机，预警危机潜在的威胁。
　　尽管在生态承载力研究中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也获得了重大成功，但对开
展生态承载力研究的意义，目前仍存在分歧。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这种针对生态承载力研究的批评和反思一直延续至今。
生态承载力研究最终需要面对生态系统的价值判断和利益分配，这是该项研究面临众多困境与质询的
根本原因，因为“价值判断和利益分配”中掺杂了过多的主观因素。
　　在实践中，生态承载力研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即生态承载力值的置信度问题。
由于人们对生态系统内部社会经济价值产生与交换的认识模糊不清，出现众多的矛盾。
比如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研究机构／人员对生态承载力计算结果大相径庭，甚至相差数百倍。
如果生态承载力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该区域的生态承载力应是一定量，至少在某一时段内是一个定值
。
　　生态系统中的“系统”和物理学描绘的系统是本质相差很远的两个“世界”。
物理学里有很多现象在表面上看与生态系统中一些问题类似，这使得众多研究在建模过程引用或调换
物理学的定律和定义，变换模式以解决生态系统中的问题。
为量化研究生态系统，过多地借用物理世界里看似相同的概念，或简单地加以“概念的转换”以及“
概念的延伸”，这可能会将生态承载力研究引入另一个方向：即一个机械化的生态系统，一个按照抽
象且不为人全面掌握的机械规律运行。
尽管研究没有上述意图，但众多研究却在实质上把生态系统当作了一个机械系统，将复杂系统抽象成
一个按“结构化”与“模式化”方式运行的系统。
虽然上述研究思路对我们了解生态承载力过程的细节有着重大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得不承认
生态系统是一个比物理系统更具弹性与活力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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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藏高原生态承载力研究：以山南地区为例》系统地论述了西藏高原生态承载力研究过程。
全书共10章，回顾了承载力研究的发展状况；针对生态环境的整体不稳定性及其对外力干预的敏感性
，讨论了西藏高原生态承载力研究的内容与方法，通过“稳定与波动”模型分析了高原的环境一资源
状况、社会经济条件以及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与其生态承载力的关系。
特点是强调了不确定因素对生态承载力的影响，将人类负荷一生态承载过程理解为合理的随机过程和
稳定发展过程的叠加，引入了函数进行模拟，通过生态系统管理将生态承载力与生态风险联结在一起
，避免了同类研究“确定性”较强的不足。
　　《西藏高原生态承载力研究：以山南地区为例》适合从事西藏高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科研与教学
人员、政府官员、非政府工作者阅读，可作为相关领域研究生的教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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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4 资源承载力　　（1）基本概念　　资源承载力通常被定义为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资源（
自然和经济）能支持的人口数量。
根据国务院《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资源承载力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地资源、
生物物种资源、海洋与渔业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等8种资源承载力。
目前，资源承载力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等方面，旅游资源与森林资源承载力
只在局部地区开展得较多。
对资源承载力综合的研究已从静态转向动态，并扩展到以各种资源（土地、水、气候、能源等）对人
口数量的限制方面。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人口一资源一环境大系统进行剖析时，根据研究区
域的自然、社会及经济条件，分别探索了水资源承载力、土地资源承载力、矿产资源承载力、森林资
源承载力、旅游资源承载力以及水一土资源承载力。
这些领域的研究并不只是单一资源承载力的研究，而是以某一资源为主体的综合承载力的研究，以土
地资源承载力与水资源承载力最为突出。
　　（2）土地资源承载力　　①基本概念　　土地承载力等同于土地资源承载力。
关于土地承载力的定义，Allan（1949）将土地承载力定义为：“在维持一定水平并不引起土地退化的
前提下，一个区域能永久地供养的人口数量及人类活动水平”。
较为典型的土地资源承载力定义为：在确保不会对土地资源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土地生
产潜力能容纳的最大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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