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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首批批准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出于学科建设的
需要，我们组织编撰该书，深感该项工作的挑战性和艰巨性，尽管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
济学在各自的领域部已得到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但作为一个整体，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并非以
上三门学科的简单组合，它应该是这些学科在一个系统体系中的有机组合，这方面几乎没有现成的工
作可资参考。
我们认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研究人口发展、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与经济
发展相互之间关系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学科。
它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揭示、分析人口经济过程以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基本规律　　
和辩证关系、评价和指导制订相关政策。
内容不仅覆盖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中主要的、已经成型的概念、体系、逻辑和理论
，而且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主线，将人口发展过程与资源配置、环境政策、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内容紧
密结合起来，以此形成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框架。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只是我们初步探索的成果，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编写组由刘思华、陈浩、刘传江、熊维明、严立冬、杨云彦等同志组成。
最初按各自专业领域分别写出初稿，之后由杨云彦统稿。
由于在编写过程中内容的反复修改与融合，已经很难分出某一部分是哪位作者个人的成果，这部书稿
真正成为编写组集体劳动的结晶。
　　该书参阅了彭松建、张帆、张世秋等的研究成果，这里特向他们致谢。
我们还要感谢王寿安副校长、张中华副校长对本书编撰的关心和支持，感谢财政部“跨世纪学科带头
人培养基金”以及林汉川教授代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对本书出版提供的支持和资助
，感谢刘一玲编辑精心细致的工作。
　　杨云彦　　1999年6月　　于中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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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研究人口发展及其怀自然资源、环境关系的一个经
济学分支。
它运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揭示、分析人口经济过程以及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基本规律和辨证关
系、评价和指导制定相关政策。
内容不仅覆盖人口经济学，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中已经成型的概念、体系、逻辑和理论，而且以
可持续发展理论为主线，将人口发展过程与资源配置、环境政策=可持续发展战略等内容紧结合起来
，旨在形成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框架。
全书30万字，结合案例分析，深入浅出，内容新颖，可读性强，既可作为该不科教材，也中作为知识
性读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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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　人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人类对自身发展前景关注的深度和广度是一个逐步丰富的过程
。
在马尔萨斯之前，主流的观点认为人口是国力和财富的象征，人口的增长受到鼓励，可以将这一阶段
看作是乐观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时代。
重商主义者，无论是英国的托马斯·曼(ThomasMan，1571—1641)，还是法国的让，巴蒂斯特·柯尔
培尔(Jean Baptiste Colbed，1619-1683)，都认为随着国家的人口增加，国家征收的贡税也增多；人口多
，国内生产的商品多，用于出口的商品也就多，因而能换回外国货币，即金银也多；人口多，兵源丰
富，可以用武力去占领殖民地，从殖民地获得更多金银，掠夺更多的财富。
英国的托马斯·曼认为，人口密度大、人口众多是国家富强的源泉。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提出了“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
”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生产要求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如果人口数量过少或不足，对
一个国家来说是不利的。
弗朗斯瓦·魁奈(F．Quesnay，1694-1774)强调人口在财富生产中的作用，主张采取稳定农村人口和鼓
励农村人口增长的政策，这一观点构成其重农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部分。
　　但是，经济社会条件的改变，以及人们认识上的逐步深入，人口增长的合理性受到怀疑。
由马尔萨斯开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人口自身的增长以及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给的相互关系，由
此形成现代人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在马尔萨斯所处的年代，英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产业革命，机器大工业代替了以手工为主的作坊
工场手工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
随着生产方式的大变革，机器大工业排挤了工人、小生产，使大批工人、农民和小手工业者陷于贫困
、破产境地，大批失业人口流落街头，社会矛盾十分突出。
马尔萨斯把这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归因于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正常比例被打破，是所谓“人口法则”
在发挥作用，并认为在“自然条件”下食物产量增长永远赶不上人口数量的增长，人口过剩是“绝对
过剩”。
因此对人口增长和人类前景持悲观态度。
对这种悲观主义的“人口决定论”，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人口发展经历了若干重要的变化，40年代末50年代初全球人口的快速
增长，引发了新一轮对人口增长前景持悲观态度的理论思潮；而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　　业化国家
或地区的人口增长率下降，使人们能更加理性地分析自身的繁衍行为；战后日益加强的人口迁移和城
市化趋势，则为人口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总的来看，从二战以来的半个世纪是人类对自身发展高度关注的时期，也是人口经济学走向成熟的阶
段。
　　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体系中，人口经济学是较早起步、其理论和方法比较完备的分支之一
。
人口经济学主要研究人口经济关系，阐明人口经济运动过程中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及其变化的客观规
律，即人口经济规律(张纯元等，1983：1)。
人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自经济学领域，在传统的经济福利最大化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内，人口
经济研究始终将人口与发展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由于人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常常被当作一个外生变量，因此，在主流经济学中人口经济学长期处
于一种无足轻重的地位。
有一位人口学家注意到，如果什么时候所谓的“人口问题”受到了特殊的关注，那么一定是社会经济
的其他部分，而不是人口出了问题(安川正彬，1977)。
确实，我们发现人口学的若干高潮或进展大多是在某种社会性的危机或人类发展的重要关头取得的。
而且，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们耗费终身心血研究的主流经济成果湮没于漫漫时光中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他们在人口研究方面的“副产品”，往往青史留名，流传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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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戏剧性的效果证明了人口经济学在人类命运前途问题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价值。
　　1．2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发展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地球表层的资源分
布和环境状况。
环境改变明显提高了人类福利。
例如，人造环境大大改善了人们的居住和生活条件，降低了发病概率，人类可以更健康地生存更长的
时间；人们跨越空间、快速旅行的能力也大大提高，可以享受更为舒适的生活方式。
但这些变化明显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成本。
　　资源消耗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使得人类将对自身发展前景的关注从单纯的人口与经济关系扩展
到人地关系、资源的稀缺性和有效利用，环境问题等。
在人类对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关注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浪潮，每次浪潮分别集中于不同的主
题(Ruttan，1993)，如下页表1．1所示。
　　　　2．14　“过剩人口”与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经济规律　　马克思主义关于“过剩人口”的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的原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
为出发点的。
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
”　(全集，卷24：44)二者之间就必然形成一定的比例。
这种比例关系就是生产的技术构成，它反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时，生产技术构成变化迅速，生产的发展表现为生产资
料的数量增长较快、对劳动力的数量要求相对减少、对劳动力的质量要求提高，就会出现劳动人口过
剩。
人口过剩归根到底是人口与生活资料再生产条件相比的过剩，亦即人口与整个社会所能提供的生产资
料相比的过剩。
马克思认为，“马尔萨斯愚蠢地把一定数量的人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硬联系在一起”，其实，过剩
人口“同并不存在的生存资料绝对量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同再生产的条件，同这些生存资料的生产条
件有关”(全集，卷46下：108)。
马克思还认为，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过剩人口是生产力不足造成的，这些过剩
人口又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是“人口压迫生产力”。
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
求减少人口”，所以是“生产力压迫人口”　　(全集，卷8：619)。
　　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理论的先导，第一个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中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
他1845年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阐明了经常存在于资本主义劳动市场的失业的工人后备军的形
成过程。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根据李嘉图的旧机器论和机器排除说的观点，对过剩人口的形成过程作
厂以下的说明。
如果把劳动力人口的增加限制到资本积累水平以下，就会促使劳动力供给减少一劳动力的价格昂贵一
使用机器一流动资本向固定资本转化，其结果人为地形成人口过剩。
这样的人口过剩并不是生活资料不足的产物，而是由于对劳动的需求不足。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理论与恩格斯的过剩人口论相结合，发展了相对过剩人口论与产业后备军
的理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构成有两重含义，首先，从价值来看，资本是由不变资本(生产资料)的价值与可变
资本(劳动力)的价值、亦即工资总额的分配比例来决定的。
另一方面，从生产原料来看，是根据生产资料(机器及其他生产设备等)的量与劳动量的比例来决定的
。
前者是资本的价值构成，后者是资本的技术构成，这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马克思把由技术构成决定，又反映技术构成的资本的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
资本的有机构成随着资本的积累而变化，资本积累既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果，同时也是它的前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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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劳动力来说意味着生产资料相对增加，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上升就是与可变
资本部分相比、不变资本部分不断增大(即资本的有机构成高度化)，这意味着雇佣劳动力的必要工资
总额相对减少(绝对量是增加的)，而购买生产资料的资本部分相对增大。
　　于是，随着总资本的增大，劳动力增加，但其增长的比例不断减少，结果，就形成了失业的过剩
人口。
这种由于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的比例相对下降而产生的劳动力人口叫做“相对过剩人口”，表现为以
下四种状态：(1)流动的过剩人口；(2)潜在的过剩人口；(3)停滞的过剩人口；(4)需要救济的贫民。
流动的过剩人口是近代产业中的失业者，他们随着景气循环的局面反复出现暂时失业和暂时就业。
潜在的过剩人口是由于资本主义渗透农业而产生的，他们经常等待着流向城市工业的时机。
停滞过剩人口是现役劳动军的最底层，他们的劳动条件最差。
最后的范畴是失业的工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是绝对过剩人口。
　　这样，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的条
件之一。
资本家为了资本增殖活动，自由地利用这部分过剩人口，形成可供他们随时榨取的产业后备军。
资本主义经济使资本的有机构成高度化，其结果造成大批的失业者。
通过对产业后备军的利用和榨取进一步促进资本积累，工人既是资本积累的推动力，同时又是牺牲者
。
而且，马克思的结论是：“这就是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并且同它的特殊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人
口规律。
实际上，每一历史的社会生产方式都有它特有的人口规律，这一规律只适用于它，同它一起存亡，因
此只具有历史意义。
抽象不变的人口规律只对植物和动物来说才存在，而且还只有在这些植物和动物不受别人的影响的情
况下才存在。
”　　2．15　从“两种生产“到“三种生产”理论　　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理论关于“两种生产”的
学说，对我国利：会主义条件下的人口控制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从“两种生产”到“三种生产”，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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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克服诸多问题，人口、资源、环境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之
间的关系问题自始至终成为人们讨论的核心问题，并日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这已经不再仅仅
是关系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人类、全世界的生死存亡问题。
本书既可作为该学科的教材，也可作为知识性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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