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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部干旱带相对资源承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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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选取宁夏中部干旱带盐池县、同心县、红寺堡区、海原县为研究区，以宁夏为参照区，运用相对资源承

载力理论测算中部干旱带研究区各县、各乡镇的相对资源承载力。研究表明：以宁夏为标准，宁夏中南部地区和研

究区的综合承载力都处于超载状态，而且研究区超载更严重；就各单项资源的承载力来看，耕地资源承载力＞经济
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就各县区来说，同心县和海原县均处于超载状态，海原县超载更严重，盐池和红寺堡
区处于基本平衡状态；就各乡镇来说，处于富裕状态的乡镇面积占所有乡镇面积的５０．０５％，基本平衡的乡镇面积
只占８．７５％，处于不同程度的超载状态的乡镇面积占４１．２０％；超载的乡镇主要分布在区域北部边缘的防沙治沙
区、东部边缘的水土流失治理区、西南边缘的山区林草保护生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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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力”出自种群生物学，是人类生态学家

Ｐａｒｋ和Ｂｕｒｇｅｓｓ在 １９２１年最早提出来的，用来衡量
某一区域内特定环境条件下能维持某一物种个体的

最大数量［１］。承载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资源承载

力、环境承载力、生态承载力。资源承载力是指一区

域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区域内满足人口基本生存和

发展的支撑能力［２］。近几十年以来，国内外对资源

承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和一些

主要矿产资源等方面，尤其是对土地资源承载力开

展了大量研究［３］，资源承载力的概念和测算方法也

不断地丰富和改善。传统的资源承载力研究把区域

看成封闭系统，测算区域的绝对承载力大小。然而，



任何生态系统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之间

的交流决定了承载力的开放性。对于一定区域来

说，其自然资源的总量是一定的，但是通过与外界物

质、能量及信息的交流，区域承载力会提高［４］。因

此，测算封闭系统的绝对资源承载力大小对资源总

量有限、人口庞大的我国来说实际意义不大。２０００
年黄宁生、匡耀求［５］首次提出了相对资源承载力的

概念，即以比具体研究区更大的一个或数个区域（参

照区）作为对比标准，根据参照区的人均资源的拥有

量或消费量、研究区的资源存量，计算出研究区域的

各类相对资源承载力。相对资源承载力考虑了生态

系统的开放性，在实证研究中更具指导意义。此后，

相对资源承载理论得了广泛的借鉴与应用。陈英

姿、方智明等［６－７］在原来的指标中（耕地资源、ＧＤＰ）
增加了水资源的指标。张虹等［８］在自然资源（耕地

资源、水资源）和经济资源（国内生产总值）的基础上

增加了社会资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教育医疗支

出），进一步完善了指标，同时改进了权重算法，使相

对资源承载力理论更加成熟。高孝伟、黄常锋、瞿秀

华等［９－１１］在相对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中为克服原模

型中权重任意取值的不足，提出了基于优势资源牵

引效应和劣势资源束缚效应原则下的相对综合承载

力模型。李泽红等［１２］在相对资源承载力模型的改

进及其实证分析中提出了几何相对资源承载力模

型。这些研究逐渐丰富了相对资源承载力内涵，同

时改进权重算法。但实证研究多以省、县为基本单

元，缺乏以乡镇为单元的研究。

宁夏中部干旱带地处我国半干旱黄土高原向干

旱风沙区过渡的农牧交错带，干旱少雨，土地瘠薄，

资源贫乏，生态脆弱，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

是宁夏生态环境高度敏感区［１３］。区域内人口、资

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协调。干旱的气候环

境使得水资源的瓶颈制约长期存在，生态退化短期

内不可逆转，土地荒漠化的危机依然存在，人口超载

压力持续增加，长期贫困激化社会矛盾的风险依然

存在。为协调区域人地关系，摆脱贫困，区域内部长

期进行旨在扶贫和生态恢复的移民工程，人口在县

外县内持续、快速、大规模调整。在人口调整过程

中，根据乡镇间资源存量来调整乡镇人口规模至关

重要。因此，根据相对承载力理论，测算每个乡镇的

相对资源人口承载量，可以为研究区的人口调整提

供一个科学、具体的依据，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１ 研究区概况

宁夏中部干旱带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南部，

包括中卫沙坡头区、中宁县、利通区、红寺堡区、灵武

市、盐池县、同心县、海原等县（区），土地面积占宁夏

总面积的 ５２％［１４］。选取背景相似的中部干旱带核
心区盐池县、同心县、红寺堡区和海原县为研究区

（如图１所示），共包含４０个乡镇。研究区地处宁夏
干旱带内部，呈现典型的温带大陆性气候，多年年均

降水量２００～３００ｍｍ，年蒸发量２２００ｍｍ以上，具有
明显的干旱性；地下水贫乏，地表水资源缺乏，河流

稀少，径流量小，主要的灌溉水源来自黄河盐环定扬

水工程和扶贫扬黄红寺堡、固海扩灌工程，灌溉面积

６．６万ｈｍ２，占研究区面积的 ３．１６％，水资源仍然是
研究区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地形以丘陵台地为

主，土地利用以草地、农田和未利用土地为主要类

型，耕地多以旱地为主。

图１ 盐同红海地区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ＹＴＨＨＲｅｇｉｏｎ

２０１３年末，盐池县总常住人口１５．０９万人，总耕
地面积 ８．８９万 ｈｍ２，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１．３５万
ｈｍ２，农业灌溉水资源 ０．９６亿 ｍ３，地区生产总值
５０．８８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５５２１元。同心县总常
住人口３２．５８万人，总耕地面积 １３．９２万 ｈｍ２，农田
有效灌溉面积２．５７万ｈｍ２，农业灌溉水资源１．５６亿
ｍ３，地区生产总值 ４０．３９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５１７２元。红寺堡区总常住人口 １７．９４万人，总耕地
面积３．２４万 ｈｍ２，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２．８８万 ｈｍ２，
农业灌溉水资源１．２７亿ｍ３，地区生产总值１２．８５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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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５３０５元。海原县总常住人口
３９．３８万人，总耕地面积 １５．２８万 ｈｍ２，农田有效灌
溉面积２．１２万ｈｍ２，农业灌溉水资源０．９６亿 ｍ３，地
区生产总值３３．９７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４８３８元。

２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背景区宁夏各项指标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

２０１３年《宁夏经济要情手册》、２０１３年《宁夏水资源
统计公报》；研究区盐池县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３年《盐
池经济要情手册》、盐池县水务局，红寺堡区的数据

来源于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红寺堡区国民经济和社会事
业发展统计情况手册》、红寺堡区水务局，海原县的

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４年《海原县经济要情手册》、海原县
水务局，同心县的数据来源于同心县统计局、水务局

等。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及统计口径的原因，宁

夏中南部地区、盐同红海地区及各县的实际人口采

用了常住人口，而各乡镇的实际人口采用了户籍人

口。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指标选取 区域可持续发展是由自然—经

济—社会三个子系统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由于人

是社会子系统的主要组成因素，是承载力中的承载

对象，选取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作为主要的承载资

源［１５］。土地资源是自然资源中与人类关系最为密

切的一种资源，２０１３年盐同红海地区城镇化率仅为
２８．９％，以农业人口为主，对土地依赖性大，而水资
源又是中部干旱带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选取土地中

最关键的耕地资源代表土地资源，可利用的农业灌

水量和饮用水量代表水资源，农民纯收入代表经济

资源。由于研究区的耕地资源包括旱地和水浇地，

二者在产出效益上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本研究以参

照区的耕地生产力为标准将研究区的耕地统一修订

为标准面积。具体计算方法为［１６］：

耕地面积标准化处理：农作物复种指数＝全年
播种农作物的总面积／耕地总面积×１００％

耕地生产力＝播种面积粮食单产×农作物复种
指数

耕地标准系数＝研究区耕地生产力／参照区耕
地生产力

耕地标准面积＝耕地标准系数×耕地面积
２．２．２ 参照区的确定 研究区域相对资源承载力，

关键是参照区的选择。宁夏地区人口空间调整主要

以政策性移民为主，即根据全区的资源存量合理进

行跨县区和跨乡镇生态移民。因此，以整个宁夏的

人均资源拥有量为对比标准来计算研究区的相对资

源承载力更具现实意义。

２．２．３ 相对单要素资源承载力计算 以耕地面积

和水资源总量以及农民纯收入作为主要分析对象，

选取宁夏为参照区，根据参照区的人均资源拥有量

或消费量以及研究区资源存量，计算出研究区相对

土地资源承载力、相对水资源承载力和相对经济资

源承载力。

相对资源承载力计算公式［１７］：

Ｃｉ＝
Ｒｐ
Ｒｉ
×Ｑｉ

式中，Ｃｉ为相对某资源承载力；Ｑｉ为研究区某种资
源总量；Ｒｐ为参照区人口总量；Ｒｉ为参照区某种资
源总量。

２．２．４ 相对综合资源承载力计算 通过加权求出

研究区相对综合承载力，其计算公式如下

Ｃ＝∑Ｗｉ×Ｃｉ

式中，Ｗｉ为某种资源权重；Ｃｉ为相对某资源承载力。
为了使评价结果更科学合理，各级指标的权重

都采用客观赋权法———熵权法来计算，熵权法是一

种根据各指标所含信息有序程度来确定权重的一种

方法。当评价对象在某项指标上的值相差较大时，熵

值较小，说明该指标提供的有效信息量较大，该指标

的权重也应较大；反之，若某项指标的值相差越小，

熵值较大，说明该指标提供的信息量较小，该指标的

权重也应较小，信息熵越小，指标权重就越大［１８］。

（１）数据标准化：

Ｙｉｊ＝
ｙｉｊ

∑
ｍ

ｉ＝１
ｙｉｊ

（２）指标信息熵值 ｅ和信息效用值ｄ：

第 ｊ项指标的信息熵ｅｊ＝－
１
ｌｎｍ∑

ｍ

ｉ＝１
ＹｉｊｌｎＹｉｊ

信息效用值 ｄｊ＝１－ｅｊ
（３）指标的权重：

ｗｊ＝
ｄｊ

∑
ｎ

ｊ＝１
ｄｊ

分别以地区、县域、乡镇为评价对象，运用熵权

法步骤，分别计算不同层次的评价对象在相对耕地

资源承载力、相对水资源承载力、相对经济资源承载

力这三项指标上的权重。最后，根据加权法分别进

行地区、县域、乡镇综合承载力计算。权重结果如表

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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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不同区域层次各指标权重

Ｔａｂｌｅ１ Ｅａｃｈｉｎｄｅｘｗｅｉｇｈｔｆｏ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ｌｅｖｅｌｓ

指标权重

Ｉｎｄｅｘｗｅｉｇｈｔ

耕地资源

Ｌ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水资源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经济资源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０．２２４ ０．５０１ ０．２７５

县域 Ｃｏｕｎｔｙ ０．４７５ ０．１３８ ０．３８７

乡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０．２２０ ０．５６９ ０．２１２

２．２．５ 承载状态类型的划分 根据综合承载力指

数（综合承载力指数＝综合承载力人口／实际人口），
可将承载状态划分为五种类型，如表２所示。

３ 研究区相对资源承载力分析

３．１ 盐同红海地区相对资源承载力分析

盐同红海地区属于宁夏中南部山区的一部分，

选取宁夏中南部地区和盐同红海地区进行对比研

究。以宁夏为参照区，估算２０１３年中南部地区和盐
同红海地区的各指标相对资源承载力及综合承载

力，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２ 承载状态类型的划分

Ｔａｂｌｅ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ｔｙｐｅ

承载状态

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ｅ
承载类型

Ｂｅａｒｉｎｇｔｙｐｅ

综合承载力指数／％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超载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

严重超载型

Ｓｅｖｅｒｅｏｖｅｒｌｏａｄｉｎｇｔｙｐｅ ＜７５

超载型 Ｏｖｅｒｌｏａｄｔｙｐｅ ７５～９５

平衡 Ｂａｌａｎｃｅ 基本平衡型

Ｂａｓｉｃ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ｔｙｐｅ ９５～１１５

富裕 Ｒｉｃｈ 富裕型 Ｒｉｃｈｔｙｐｅ １１５～１３５

相当富裕型 Ｑｕｉｔｅｒｉｃｈｔｙｐｅ ＞１３５

表３ 宁夏中南部地区与盐同红海地区相对资源承载力（２０１３）
Ｔａｂｌｅ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ＮｉｎｇｘｉａａｎｄＹＴＨＨＲｅｇｉｏｎ（２０１３）

地区

Ｒｅｇｉｏｎ

现状人口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万人

耕地
承载力

Ｌａｎ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万人

耕地承载
力指数

Ｌａｎ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水资源
承载力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ｅａｒｉｎｇ
／万人

水资源承
载力指数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ｄｅｘ／％

经济
承载力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ａｒｉｎｇ
／万人

经济承载
力指数

Ｅｃｉｎｏｍｉｃ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综合承载力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万人

综合承载
力指数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中南部地区

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Ｎｉｎｇｘｉａ

２２９．４０ ３１２．９３ １３６．４１ １３３．４１ ５８．１６ １７３．９０ ７５．８１ １８４．７６ ８０．５４

盐同红海地区

ＹＴＨＨＲｅｇｉｏｎ １０４．９９ １５１．７２ １４４．５１ ４３．０８ ４１．０３ ７７．５５ ７３．８６ ７６．８９ ７３．２４

由表３可知：（１）以宁夏为标准，中南部地区和
盐同红海地区的综合承载力都处于超载状态，而且

盐同红海地区超载更严重。中南部地区以山地丘陵

为主，耕地产出低而不稳，经济发展落后，随着人口

不断增加，贫困程度加深。盐同红海地区地处风沙

区与黄土丘陵区的过渡带，水资源极度短缺，耕地面

积较大，但多以中低产田为主，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

区域的资源承载能力。（２）就各单项资源的承载力
来看，耕地资源承载力＞经济资源承载力＞水资源
承载力。中南部地区的耕地资源呈富裕状态，耕地

资源在数量上有一定的优势，经济资源和水资源严

重不足。盐同红海地区按照宁夏的标准，水资源和

经济资源都不足以承载其较多的人口，尤其水资源

严重不足。在自然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要解决超载带

来的问题，一方面可进行人口调整，另一方面适当发

展一些重点城镇的二、三产业，提高经济承载能力。

３．２ 以县为单位相对资源承载力分析

以宁夏为参照区，估算２０１３年盐池、同心、红寺
堡、海原各县（区）的相对资源承载力，对比的实际人

口以各县常住人口为标准，如表４所示。

表４ 盐同红海各县区相对资源承载力（２０１３）
Ｔａｂｌｅ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ｅａｃｈｃｏｕｎｔｙｏｆＹＴＨＨＲｅｇｉｏｎ（２０１３）

县（区）

Ｃｏｕｎｔｙ
（Ｒｅｇｉｏｎ）

耕地

承载力

Ｌａｎ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万人

耕地承载

力指数

Ｌａｎ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水资源

承载力

Ｗａｔｅｒ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ｅａｒｉｎｇ
／万人

水资源承

载力指数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ｄｅｘ／％

经济

承载力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ａｒｉｎｇ
／万人

经济承载

力指数

Ｅｃｉｎｏｍｉｃ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综合承载力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万人

综合承载

力指数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盐池县 Ｙａｎｃｈｉ ２３．０２ １５２．５７ ８．７１ ５７．７５ １２．０２ ７９．６５ １６．７９ １１１．２５

同心县 Ｔｏｎｇｘｉｎ ４０．５０ １２４．２９ １０．７６ ３３．０２ ２４．３１ ７４．６１ ３０．１３ ９２．４６

红寺堡区 Ｈｏｎｇｓｉｂｕ ２４．４９ １３６．５１ １１．５４ ６４．３１ １３．７４ ７６．５７ １８．５４ １０３．３４

海原县 Ｈａｉｙｕａｎ ４６．８４ １１８．９４ ８．７４ ２２．１８ ２７．４９ ６９．８０ ３４．０８ ８６．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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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４可知：（１）从综合承载力来看，这四个县
（区）中同心县和海原县均处于超载状态，海原县超

载更严重，盐池和红寺堡区处于基本平衡状态。同

心县和海原县大部分处于黄土丘陵沟壑区，水资源

严重缺乏，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落后，贫困人口

众多，这些因素严重制约着其资源承载力。盐池县

大部分属于干草原区、生态恢复区，人口调整以县内

调整为主。红寺堡区为“十二五”生态移民的迁入

区，在迁入大量人口以后，目前基本上处于饱和状

态。（２）就各项资源来看，这四个县（区）的耕地承载
力都处于富裕状态，水资源和经济承载力严重不足，

但各县之间又存在差异。这四个县（区）中耕地承载

力和经济承载力最大的是盐池县，水资源承载力最

大的是红寺堡区。盐池县地广人稀，为半农半牧区，

畜牧业较发达，农民纯收入相对较高。红寺堡区是

主要的扶贫扬黄灌区，区内耕地以水浇地为主，水土

资源匹配度较高。

３．３ 以乡镇为单位相对资源承载力分析

虽然盐同红海四县（区）都处于中部干旱带，但

有些乡镇处于灌区，耕地生产力较高。有些处于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县域内部还存在差异，因此

以乡镇为单元，估算２０１３年的各乡镇相对资源承载
力，如表５所示。

根据承载状态的划分标准，把各乡镇综合承载

力指数进行归类，可得到各乡镇的相对资源承载力

状态分布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研究区各乡镇相对资源承载状态

Ｆｉｇ．２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ｉｎｅａｃｈ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１）承载力的空间分布
相对综合资源承载力富裕的乡镇主要有三个集

中区，东北部即盐池县中部盐环定灌区，红寺堡扬黄

灌区，清水河流域的固海灌区。盐池县地广人稀，是

典型的农牧交错带，人口密度为宁夏最低。红寺堡

灌区和固海灌区水资源丰富。超载的乡镇主要分布

在人口众多、生态脆弱的边缘区，即北部边缘防沙治

沙区、东部边缘强度水土流失治理区、西南边缘山区

林草保护生态区。基本平衡的乡镇分布比较分散。

（２）具体承载状态分类
严重超载的乡镇有大水坑镇、太阳山镇、下马关

镇、预望镇、贾塘乡、树台乡、李俊乡共７个；超载的
乡镇有高沙窝镇、红寺堡镇、南川乡、豫海镇、马高

庄、张家塬乡、高崖乡、西安镇、曹洼乡、九彩乡、关庄

乡，共１１个；基本平衡的乡镇有麻黄山乡、河西镇、
海城镇、甘城乡，共４个；富裕的乡镇有韦州镇、丁塘
镇、七营镇、关桥乡，共４个；相当富裕的乡镇有花马
池镇、王乐 乡、冯记沟乡、青山乡、惠安堡镇、大河

乡、田老庄乡、王团镇、兴隆乡、李旺镇、郑旗乡、三河

镇、史店乡、红羊乡，共１４个。
超载的乡镇中，大水坑镇、下马关镇、预望镇、贾

塘乡、树台乡、李俊乡、马高庄、张家塬乡、西安镇、曹

洼乡、九彩乡、关庄乡为水资源极度短缺的乡镇；太

阳山镇、南川乡、高崖乡属于经济发展落后的乡镇。

尽管豫海镇、红寺堡镇数据显示超载，但其为县级行

政中心所在地，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就业机会较多，

吸引了较多的人口。虽然计算的农地资源承载力严

重不足，使得综合承载力呈现超载状态，但是由于豫

海镇和红寺堡镇分别有 ５８．２％和 ７３．１％的人口主
要从事二、三产业，主要依赖经济要素，对土地依赖

性小，因此其实际的承载能力较高。基本平衡的乡

镇中，麻黄山乡、海城镇、甘城乡为生态移民迁出区，

河西镇属于生态移民迁入区。经过生态移民的调

整，资源组合能容纳目前的人口，承载状态基本平

衡。富裕的乡镇中，花马池镇、韦州镇、丁塘镇、七营

镇、王乐 乡、冯记乡、惠安堡镇、李旺镇水土资源相

对都比较丰富，能承载目前的人口。关桥乡、田老庄

乡、王团镇、兴隆乡、郑旗乡、三河镇、史店乡、红羊乡

在经过“十二五”生态移民人口迁出后，减轻了对耕

地资源的压力。青山乡和大河乡本身人口较少，耕

地承载力较大，但由于罗山自然保护区处于该区域，

人口迁入的可能性不大。在富裕的乡镇中，只有部

分乡镇处于灌区，大部分乡镇由于生态移民大规模

的人口迁出，减轻了对资源的压力，才使得综合承载

力呈现富裕状态，因此其承载潜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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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盐同红海地区各乡镇相对资源承载力（２０１３）
Ｔａｂｌｅ５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ｅａｃｈＴｏｗｎｓｈｉｐｉｎＹＴＨＨＲｅｇｉｏｎ（２０１３）

县（区）

Ｃｏｕｎｔｙ
（Ｒｅｇｉｏｎ）

乡镇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耕地

承载力

Ｌａｎ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万人

耕地承载

力指数

Ｌａｎ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水资源

承载力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ｅａｒｉｎｇ
／万人

水资源承

载力指数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ｄｅｘ／％

经济

承载力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ａｒｉｎｇ
／万人

经济承载

力指数

Ｅｃｉｎｏｍｉｃ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综合承载力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万人

综合承载

力指数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盐

池

县

Ｙａｎｃｈｉ

同

心

县

Ｔｏｎｇｘｉｎ

红寺

堡区

Ｈｏｎｇｓｉｂｕ

海

原

县

Ｈａｉｙｕａｎ

花马池镇 Ｈｕａｍａｃｈｉ １３．１５ ３９５．４１ １．４１ ４２．３９ ４．７３ １４２．３５ ４．６９ １４１．０６
大水坑镇 Ｄａｓｈｕｉｋｅｎｇ ４．２５ １６９．７２ ０．０４ １．４６ １．９９ ７９．５４ １．３８ ５４．９４
惠安堡镇 Ｈｕｉａｎｂｕ １２．７０ ６６０．６２ １．５９ ８２．６１ １．５３ ７９．５８ ４．０１ ２０８．８５
高沙窝镇 Ｇａｏｓｈａｗｏ ３．７７ ３３３．３５ ０．０２ １．４６ ０．８９ ７９．０４ １．０３ ９０．７５
王乐 乡 Ｗａｎｇｌｅｊｉｎｇ ５．２７ ２４２．８０ ４．３８ ２０２．０９ １．７３ ７９．８０ ４．０２ １８５．１１
冯记沟乡 Ｆｅｎｇｊｉｇｏｕ ９．１２ ８４０．２６ ０．９５ ８７．９９ ０．８７ ７９．７８ ２．７３ ２５１．３８
青山乡 Ｑｉｎｇｓｈａｎ ５．８９ ４７８．５９ ０．３１ ２５．１２ ０．９８ ７９．７２ １．６８ １３６．２３
麻黄山乡 Ｍａｈｕａｎｇｓｈａｎ ４．３４ ３８６．５７ ０．０２ １．４６ ０．８９ ７９．６３ １．１５ １０２．５６

豫海镇 Ｙｕｈａｉ ０．５３ １６．１５ １．５７ ４８．１９ ８．８３ ２７０．７６ ２．８８ ８８．３２
河西镇 Ｈｅｘｉ １４．７３ ２６２．３２ ３．６７ ６５．３５ ４．５３ ８０．６８ ６．２８ １１１．８４
韦州镇 Ｗｅｉｚｈｏｕ ７．８８ ３１０．９５ ２．１３ ８４．１５ ２．１４ ８４．３１ ３．３９ １３３．９７
下马关镇 Ｘｉａｍａｇｕａｎ ６．１９ １０２．４９ １．１９ １９．６７ ４．４７ ７４．１１ ２．９８ ４９．３９
预旺镇 Ｙｕｗａｎｇ ４．１３ １３５．７８ ０．０４ １．４６ １．８２ ５９．８０ １．３２ ４３．３１
王团镇 Ｗａｎｇｔｕａｎ ２６．５３ ６０４．０９ ２．１９ ４９．９０ ３．１０ ７０．６４ ７．７３ １７５．９５
丁塘镇 Ｄｉｎｇｔａｎｇ １１．５６ ２７７．５１ ２．６０ ６２．４４ ３．７１ ８８．９９ ４．８０ １１５．２７
田老庄乡 Ｔｉａｎｌａｏｚｈｕａｎｇ ９．８５ ７９９．１０ ０．０２ １．４６ ０．６１ ４９．１５ ２．３０ １８６．６６
马高庄乡 Ｍａｇａｏｚｈｕａｎｇ ３．９９ ２９９．６０ ０．０２ １．４６ ０．８２ ６１．７６ １．０６ ７９．６８
张家塬乡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ｙｕａｎ ４．４９ ３２７．５２ ０．０２ １．４６ ０．８５ ６２．０７ １．１８ ８５．８８
兴隆乡 Ｘｉｎｇｌｏｎｇ ７．２８ ４５９．０７ ０．６６ ４１．８２ １．１３ ７０．９９ ２．２１ １３９．６０

红寺堡镇 Ｈｏｎｇｓｉｂｕ ４．１０ ９４．１３ ３．９７ ９１．２８ ４．５６ １０４．７４ ４．１２ ９４．７６
太阳山镇 Ｔａｉｙａｎｇｓｈａｎ ５．７３ １１４．７２ ２．６５ ５２．９９ ３．８２ ７６．５４ ３．５７ ７１．５３
大河乡 Ｄａｈｅ １９．３４ ７１０．５６ １．７０ ６２．５８ ２．０８ ７６．３４ ５．６５ ２０７．７３
南川乡 Ｎａｎｃｈｕａｎ ５．１１ １１８．８４ ３．２１ ７４．７０ ３．２９ ７６．４８ ３．６５ ８４．７７

海城镇 Ｈａｉｃｈｅｎｇ ２６．５１ ３９８．２８ ０．１６ ２．３８ ４．３１ ６４．８０ ６．８２ １０２．５１
三河镇 Ｓａｎｈｅ ２１．４５ ４８３．８６ ０．９８ ２２．０１ ３．４２ ７７．１４ ５．９９ １３５．０７
西安镇 Ｘｉ’ａｎ ６．４０ ２１４．６７ ０．８５ ２８．４１ １．８０ ６０．５４ ２．２７ ７６．１１
李旺镇 Ｌｉｗａｎｇ ２４．７７ ５６５．１９ ２．０５ ４６．７０ ２．８１ ６４．１９ ７．２０ １６４．２２
七营镇 Ｑｉｙｉｎｇ １３．７８ ３７７．４２ １．８３ ５０．０６ ２．４８ ６７．９５ ４．５９ １２５．７１
贾塘乡 Ｊｉａｔａｎｇ ６．１８ ２０７．８９ ０．１１ ３．５５ １．５７ ５２．９０ １．７５ ５８．８７
关桥乡 Ｇｕａｎｑｉａｏ １７．２９ ５３８．４１ ０．０８ ２．５９ １．６６ ５１．６７ ４．１９ １３０．６１
高崖乡 Ｇａｏｙａ ３．８９ １４６．５５ ２．０３ ７６．５６ １．９９ ７５．０３ ２．４３ ９１．６０
树台乡 Ｓｈｕｔａｉ ２．２９ ７６．９３ ０．１７ ５．６８ １．６３ ５４．７８ ０．９４ ３１．７３
红羊乡 Ｈｏｎｇｙａｎｇ １３．０４ ７０１．８０ ０．０３ １．６８ １．１４ ６１．３６ ３．１２ １６８．０１
关庄乡 Ｇｕａｎｚｈｕａｎｇ ３．１４ ３０６．３０ ０．０１ １．４６ ０．６３ ６１．９３ ０．８３ ８１．１９
甘城乡 Ｇａｎｃｈｅｎｇ ４．９２ ４３０．０１ ０．０２ １．４６ ０．５２ ４５．４２ １．２０ １０４．８５
郑旗乡 Ｚｈｅｎｇｑｉ １３．３８ ５５６．６５ ０．１１ ４．４０ １．２４ ５１．６２ ３．２６ １３５．６３
李俊乡 Ｌｉｊｕｎ １．６２ １２９．６０ ０．１２ ９．２４ ０．７１ ５６．６２ ０．５７ ４５．７０
九彩乡 Ｊｉｕｃａｉ ２．９２ ３１０．８０ ０．０１ １．４６ ０．５０ ５３．８０ ０．７６ ８０．４５
史店乡 Ｓｈｉｄｉａｎ １３．８５ ６３１．４９ ０．０９ ４．１６ １．２１ ５５．２６ ３．３５ １５２．７０
曹洼乡 Ｃａｏｗａ ２．６０ ２７９．９７ ０．１０ １０．９６ ０．４８ ５１．２９ ０．７３ ７８．５６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结论

（１）盐同红海地区实际人口数量远大于相对综
合承载力，处于严重超载状态。各资源中耕地资源

承载力大于实际人口，水资源承载力和经济资源承

载力远小于实际人口。经济要素和水资源要素是影

响该区域承载力的主要因素，尤其水资源短缺是关

键制约因素。

（２）同心县和海原县相对综合承载力均处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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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状态，海原县超载更严重，盐池和红寺堡区处于基

本平衡状态。众多的贫困人口对区域的资源利用形

成巨大的压力，应控制人口数量，合理调整人口分

布，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３）承载状态富裕的乡镇面积占所有乡镇面积
的５０．０５％，基本平衡的所有乡镇面积只占８．７５％，
处于不同程度超载状态的乡镇面积占所有乡镇面积

的４１．２０％。超载的乡镇主要分布在贫困人口众
多、水资源匮乏、丘陵沟壑地形发育并且经济发展落

后的中部干旱带的边缘地区。基本平衡和富裕的乡

镇主要分布在水土资源匹配良好的区域，但承载潜

力不足。

（４）由于水资源的限制，未来该区域农地资源
承载潜力不大。要提高资源承载能力，实现人口与

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加快小城镇建设，积极

发展一些重点城镇的二、三产业，吸纳大量农村剩余

劳动力，提高农民的非农性收入；另一方面加强对农

村人口的教育与培训，包括文化素质、思想观念、专

业技能等，提高人口素质，同时提供资金、技术、政策

支持，促进自发性移民的有效转移。

４．２ 讨论

人口的迁移是多因素综合影响下的活动，该研

究把人口生存最基本的耕地资源、水资源和经济资

源作为研究对象，探寻在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下迁入

区盈余的承载量的大小和迁出区超载量的大小，来

说明区域人口迁移的可能性，为区域生态移民提供

借鉴。宁夏的生态移民工程旨在生态脆弱区的生态

恢复、生态建设和扶贫，该工程主要根据区域内的资

源和生态环境条件对区域内的人口规模进行调整，

将资源相对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的贫困人口有计划、

有组织地迁移到资源、生态承载能力较大的区域以

缓解区域内人地矛盾。在整个人口调整的过程中，

移民区的人口主要以依附农地资源的农业人口为

主，人口的调整势必会影响区域的土地开发及水土

资源的配给等。人口的迁入、迁出要具体到每个乡

镇，为了在移民的过程中不再产生新的人地矛盾，乡

镇的人口规模必须依据乡镇内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

载能力来确定。对于严重超载的乡镇确定为人口迁

出区，对于已经饱和的乡镇进行内部调整，对于还有

承载空间的乡镇可适当迁入部分人口。但是由于区

域自然条件和生态环境的限制，区域内的人口调整

主要以非农化迁移为主。

将研究区域细化到乡镇单元，选取了最能体现

农民经济能力的农民纯收入代表经济资源，这些指

标能准确反映大部分乡镇的承载力，但对于个别县

级行政中心所在的镇，由于其非农人口比重较大，对

其承载力的测算还有待进一步改善。通过研究我们

发现，相对资源承载力的研究虽然扩大了资源承载

力的研究范围，考虑了区域的开放性以及自然资源

与经济资源之间的互补性，但是此研究方法还存在

一些不足，以参照区（一般以研究区的上级单元为参

照区）的资源存量或消费量来衡量研究区的承载能

力，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研究区的承载标准，从而降低

了其承载力能力，这与研究区的实际情况之间存在

着一些差异。因此，运用相对资源承载力理论研究

区域的承载力问题，选取合适的参照区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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