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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水资源与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区域配置状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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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州省地处喀斯特山区, 地表水渗漏严重,水资源开发利用困难, 开发利用率较低, 水资源总量和

利用量差别较大。两个不同指标下水资源与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区域匹配差异显著。贵州省虽然水资源总

量丰富,但喀斯特的强烈发育, 使其水资源开发利用量远不能满足人口需求; 同时, 其经济发展落后, 经济

水平亦远不能满足人口的需要。人口因素是贵州省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喀斯特环境与人口压力和落后

的经济发展相耦合,导致贵州省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与其人口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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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izhou Prov ince is located in the karst mountain area and a large quant ity o f surface w ater leaks

because o f the karst environment . It is dif ficult to develop its w ater resources and thus its w ater resource

availability rate is very small. It is known that the populat ion and the GDP that w ater resource availability

can car ry are far beyond w hat the g ross w ater resource can car ry. The amount o f g ross w ater resource in the

pro vince is abundant , but the populat ion that w ater r esource availability can carry is far beyond its ability.

The provincial economy can not sat isfy the needs of people because of it s underdevelopm ent . Populat ion is a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at rest ricts the developm ent o f Guizhou Pr ovince. T he large populat ion and the un

developed economy m atching w ith the karst environment lead to the unsuitable matching condit ions of w ater

resources, populat ion, an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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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 其面积约占全国

面积的 13% ,主要分布在贵州、广西、云南、四川、湖

南、西藏等省区,是世界最大最集中的连片喀斯特区。

贵州省地处该区的中心地带, 喀斯特强烈发育, 其面

积达 1. 3  105 km2 , 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73% , 形成

95%的县(市)均有喀斯特分布
[ 1]
。土壤瘦薄, 人口

3 700余万,人均耕地少, 经济相对落后。全省气候温

和,雨量丰沛,多年平均降雨量约为 1 100 mm, 但由

于喀斯特的发育,形成了特殊的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

分布与变化规律,山高水深,水资源开发利用困难,水

资源开发利用率低。同时该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脆

弱,少数民族聚居,人口复杂,经济发展落后。研究该

区水资源与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区域配置状况, 有助于

区域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配置,同时也能为贵州

省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理

论参考。

1 区域配置建模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经

济发展的重要保证。目前许多学者也把一个地区水

资源承载该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最大容量作

为水资源承载力的量化标准
[ 2- 6]
。本文就依据水资



源承载区域人口和经济规模论,并参考朱宝树先生的

! P E R∀模型[ 7]来对水资源承载力与人口和经济

发展区域配置来建模。现定义 P 为现实人口数量, E

为现实经济量 (以 GDP 表示) , P#为水资源人口容

量, E#为水资源经济容量。其中

P# =
研究区水资源量(或利用量)

参考区人均水资源量(或利用量)

E# =
研究区水资源量(或利用量)

参考区单位 GDP 水资源量(或用水量)

( 1)

由以上变量可求出水资源人口压力指数 ( p )和

水资源经济压力指数( e)

p = P / P#; e = E / E# ( 2)

在求得了水资源承载的人口和经济状况后,为进一步

明确水资源承载的人口和经济的协调关系。定义 PE

为经济人口容量, p e 为经济人口压力指数,则有

PE =
研究区经济收入总额( GDP)
参考区人均经济收入( GDP)

( 3)

p e = P / P E ( 4)

以上模型建立的前提条件都是认为参考区水资

源人口承载力、水资源经济承载力和经济人口承载力

都处于基本平衡状态,即对参考区来说, p , e , p e 都等

于 1; 计算出来的各量值都是相对指标, 不具有绝对

意义。按照 p , e, p e 组合关系对水资源与人口和经

济的区域配置关系进行分类如表 1所示。

表 1 水资源与人口和经济的区域配置模式

配置类型
水资源人口

压力指数

水资源经济

压力指数

经济人口

压力指数

水资源人口

承载力

水资源经济

承载力

经济人口

承载力

A 1

A 2
p < 1 e < 1

p e > 1

p e < 1
富裕
富裕

富裕
富裕

不足
富裕

B1

B2
p < 1 e > 1

p e > 1

p e < 1
富裕
富裕

不足
不足

不足
富裕

C1

C2
p > 1 e < 1

p e > 1

p e < 1
不足
不足

富裕
富裕

不足
富裕

D1

D2
p > 1 e > 1

p e > 1

p e < 1
不足
不足

不足
不足

不足
富裕

p= 1, e= 1, p e= 1分别表示水资源人口承载力、

水资源经济承载力和经济人口承载力处于临界状态,

对这些情况不再做详细划分。

2 区域配置分析

现以全国为参考区, 认为其水资源人口承载力、

水资源经济承载力和经济人口承载力都处于基本平

衡状态,对贵州省各地区水资源与人口和经济的配置

状况进行分析。根据∃贵州省统计年鉴%、∃贵州省水

资源公报%、∃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水资源公报%统

计并计算 2003年贵州省各地区及全国水资源、人口

和经济相关指标如表 2所示。

把表 2中的数据代入( 1) , ( 2) , ( 3) , ( 4)式, 分别

计算出水资源总量基础上,水资源总量的人口压力指

数( p 总)和水资源总量的经济压力指数( e总) ;在水资

源利用量基础上,计算出水资源利用量的人口压力指

数( p 用)和水资源利用量的经济压力指数( e用) , 并计

算出经济人口压力指数( p经) , 如表 3所示。

通过表 3所得数据我们对贵州省水资源与其人

口和 GDP 的配置状况分析如下。

表 2 贵州省各地区及全国水资源与经济状况相关指标

分 区
人口/

104 人

水资源总量/

108 m3

水资源利

用量/ 108 m3

GDP/

108 元

贵阳市 348. 70 42. 68 13. 92 380. 82

遵义市 733. 80 172. 99 21. 62 307. 53

安顺市 260. 00 45. 76 7. 02 78. 75

黔南州 390. 43 125. 81 10. 35 126. 68

黔东南 434. 78 166. 06 12. 40 104. 73

铜仁地区 386. 34 129. 66 7. 94 85. 98

毕节地区 712. 17 86. 61 7. 46 157. 62

全 国 129 227 27 460 5 320 116 694

首先, 从其配置类型来看, 水资源总量指标下, 各

地区以 A 1 型和 C1 型居多, 即其水资源总量的经济

承载力和人口承载力都相对比较富裕或人口承载力

略显不足; 但其水资源利用量指标下,除贵阳市外, 其

它地区均为 C1 型, 充分暴露了其水资源的人口巨大

压力; 从整体来看,其配置类型除贵阳市为 X2 型外,

其它地区都是 X 1 型( X代表 A , B, C, D) ,这又显示

出贵州省的水资源在承载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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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经济水平相当落后,远满足不了人口增长的需

要,这就可从经济的人口压力得到明显验证, p经 的

值甚至都达到了 2~ 4之间。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脆

弱,环境承载力低,再加上贵州省经济发展起步较晚,

自然和社会两大因素的限制极大地制约了其经济发

展水平的提高。

表 3 贵州省各地区的配置类型

分 区 p总 p 用 e总 e用 p经
水资源配置类型

总量 利用量

贵阳市 1. 727 9 1. 031 3 2. 099 7 1. 247 2 0. 826 9 D2 D2

遵义市 0. 897 1 1. 397 3 0. 418 3 0. 648 5 2. 154 7 A 1 C1

安顺市 1. 201 7 1. 524 7 0. 405 0 0. 511 4 2. 981 4 C1 C1

黔南州 0. 656 3 1. 553 0 0. 237 0 0. 558 0 2. 783 0 B1 C1

黔东南 0. 553 7 1. 443 5 0. 148 4 0. 385 0 3. 748 8 A 1 C1

铜仁地区 0. 630 2 2. 003 1 0. 156 0 0. 493 7 4. 057 4 A 1 C1

毕节地区 1. 739 1 3. 930 1 0. 428 2 0. 963 2 4. 080 2 C1 C1

六盘水市 1. 046 2 2. 079 4 0. 458 1 0. 906 2 2. 294 5 C1 C1

黔西南州 0. 615 9 2. 328 1 0. 191 9 0. 721 8 3. 225 4 A 1 C1

其次,从水资源总量和水资源利用量的人口承载

力和经济承载力的对比来看, 除贵阳市外,其它地区

水资源总量的人口承载压力和经济承载压力全都远

小于其水资源利用量的承载压力, 因而贵州省水资源

的配置和其利用状况不相符合。这正是由于贵州省

喀斯特的强烈发育, 山高水低, 使得其水资源开发利

用困难,开发利用率相当低所致。水资源利用量的指

标更能准确反映喀斯特地区水资源承载状况。

尽管贵州省水资源总量丰富, 其水资源总量的人

口承载压力大部分小于 1或在 1附近, 水资源总量的

经济承载压力绝大部分都小于 1甚至都小于 0. 5, 但

其水资源利用量的人口承载压力全都大于 1,而水资

源利用量的经济承载压力除贵阳市外却又都小于 1。

这再次证明了贵州省的人口因素是其水资源的最大

承载压力,同时人口对水资源的巨大压力又大大限制

了水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

第三,从地区间的对比来看, 贵州省内贵阳市单

极发展相当明显,其人口聚居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都

远高于其它地区。尽管其喀斯特面积占到全市面积

的 85% ,但其水资源总量的人口承载压力和经济承

载压力都大于其水资源利用量的承载压力。经济水

平的高度发展使得其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水平大大

提高,极大缓解了喀斯特自然因素对其发展的限制。

同时,它与贵州省总体状况不同的是, 其水资源利用

量的经济承载压力大于人口承载压力, 其经济承载人

口指数小于 1。在对水资源的压力方面, 其经济发展

因素要大于人口增长因素。

毕节地区水资源的人口承载压力最大,其水资源

利用量的经济承载压力全省仅低于贵阳市。其人均

水资源量与贵阳市相当, 但其人口众多, 再加上经济

发展相当落后,区内有大方、织金、赫章、纳雍、威宁国

家级贫困县,喀斯特的发育对其影响强烈, 人口对水

资源的承载压力和对经济的承载压力都相当突出。

由此可见, 贵州省水资源总量丰富, 与人口和经

济发展的配置优良,水资源承载人口和经济发展尤其

是经济方面都表现出一定的富裕。但由于喀斯特的

发育, 地表水渗漏严重,水资源开发利用困难, 开发利

用率相当低,水资源利用量上却表现出明显的与人口

配置状况的不足。经济发展落后,亦不能与人口配置

相适应。喀斯特环境与人口压力和落后的经济发展

相耦合,导致贵州省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与其人口

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因此,在研究像贵州省这样的

喀斯特地区水资源配置状况时,以水资源总量作为主

体未免会得出不合理的结论, 应以水资源利用量(或

供水量)指标进行分析。

3 总 结

( 1) 基于水资源承载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论, 把水

资源的人口压力指数、水资源的经济压力指数和经济

的人口压力指数相结合可对水资源与人口和经济发

展状况进行配置分类,以更加明确不同地区的水资源

承载状况。

( 2) 贵州省虽然水资源总量丰富,但喀斯特的强

烈发育,使其水资源开发利用率相当低, 水资源利用

量的人口承载力远远不足;同时,其经济发展落后, 经

济水平更是远不能满足人口的需要。人口因素是贵

州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下转第 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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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乡差距比较小, 城乡平衡指数在 0. 46~ 0. 64之

间波动,区域平衡指数在 0. 47~ 0. 54之间变化,外贸

依存度从 1990 年的 0. 08 逐年增长到 2004 年的

0. 19,增长速度较快。生态经济协调指数增长缓慢。

3 结论

本文依据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从全面、协调

和可持续三个维度构建了区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

指标体系框架的构建、指标的选择、指标权重的确定、

数据的量化处理方法、评价指数设计等进行了比较系

统的研究。

针对数据无量纲化处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的

!标准值法∀。标准值法试图为不同区域的评价提供

统一的数据无量纲化标准,从而使不同区域的评价结

果具有可比性。鉴于单一评价指数在评价中的功能

性缺陷,建立了指数群评价模式, 实现了研究对象的

多层次,多视角综合评价。实证研究比较客观地反映

了宁夏社会经济复合系统的发展状况,表明该评价体

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 参 考 文 献 ]

[ 1] 胡学锋. 坚持以人为本改进反映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

指标体系[ J] . 南方经济, 2004( 7) : 11 14.

[ 2] 李灿. 用科学的发展观构建新的政绩考核体系[ J] . 理

论新探, 2005( 1) : 4 5.

[ 3] 邵腾伟,丁忠民. 科学发展观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J] .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4( 2) : 145 149.

[ 4] 张林英,周永章, 杨国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简评

[ J] .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 2005, 17( 5) : 86 91.

[ 5] 乔家君,许萍, 王宜晓.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综

述[ J] . 河南大学学报, 2006, 32( 4) : 71 75.

[ 6] 张晨光, 吴泽宁. 层次分析法比例标度的分析与改进

[ J] . 郑州工业大学学报, 2000, 21( 2) : 85 87.

[ 7] 卞有生, 何军. 生态省、生态市及生态县标准研究[ J] .

中国工程科学, 2003, 5( 11) : 18 24.

(上接第 188页)

( 3) 从贵州省水资源与人口和经济发展的配置

来看,整体上贵州省处于水资源人口承载力不足, 经

济承载力有余, 但经济人口承载力又不足的状态。

( 4) 喀斯特环境与人口压力和落后的经济发展

相耦合,导致贵州省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状况与其人口

和经济发展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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