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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地区土地资源人口承载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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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青海湖地区土地资源和人口现状与特点的描述,估算了该区及各县现实条件下土地资源极

限人口承载量和最大适宜人口承载量、草地和耕地所能承担的人口承载量及其比重。结果表明, 青海湖地

区土地极限人口承载总量为 69. 597 3万人, 其中耕地为 48. 372 0万人,草地为 21. 270 3 万人,承载比率分

别为 69. 44%和 30. 56% ; 区域土地最大适宜人口承载总量为 32. 462 0 万人, 其中耕地为18. 121 9 万人,草

地为 14. 341 0 万人, 承载比率分别为 55. 82%和 44. 18%。此外, 区域各县土地最大适宜人口承载总量和

承载量存在较大差别,适宜人口承载量(万人)从大到小依次为: 共和县 ( 7. 017 6) > 海晏县( 6. 004 9) > 刚

察县( 5. 964 0) > 天峻县( 0. 03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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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 f land resources and current population status and the characterist ics in the

Qinghai Lake area, the ult imate and the max imal populat ion carry ing capacity of land, and populat ion car ry-

ing capacity o f cult iv ated land and grassland and its pr opo rt ion in each county ar e estimat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ultimate populat ion carry ing capacity o f land in the Qinghai Lake area is 695 973, in which the capac-

ity for cult ivated land is 483 720 and fo r grassland, 212 703, w ith the capacity rat io being 69. 44% and

30. 56%, respect ively. The total max imal populat ion carry ing capacity of land is 324, 620, in w hich the ca-

pacity for cult ivated land is 181 219 and fo r grassland, 143 410, w ith the capacity r at io being 55. 82% and 44.

18% , respectively. T he max imal population carry ing capacity is found to be dif f ident in each county : Gonghe

county is 70 176, Haiyan is 60 049, Gangcha is 59 64 0, and T ianjun is 332.

Keywords: Lake Qinghai area; land resource;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人口承载力问题是人口发展变化规律研究中十

分敏感和重要的问题,对于人口承载力的认识程度将

直接影响到对人口态势、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确定、人口与环

境、资源协调发展以及对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认

识水平
[ 1-2]
。

土地人口承载量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根据土地

资源的自然生产潜力及不同的投入(物质的、技术的)

和管理水平所生产的食品,能够持续供养一定生活水

平的人口数量
[ 3-4]
。本研究通过对青海湖地区土地资

源和人口现状与特点的描述,对该区及各县现实条件

下土地资源极限人口承载量和最大适宜人口承载量、

草地和耕地所能承担的人口承载量及其比重进行估

算和分析, 并结合相关战略措施和政策法规, 分析各

县人口承载量存在的差异和原因,为区域粮食安全和

制定综合开发建设的各种规划和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青海湖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 行政区划包括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共和县、海北藏族自治州的

海晏县和刚察县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天峻县。

1. 1 土地资源概况

据土地利用详查资料和 2000 年 TM 卫星遥感

影像解译结果, 青海湖地区土地总面积约为

5 173 026. 78 hm
2
,其中耕地面积 89 851. 54 hm

2
, 占

区域面积的 1. 74%; 牧草地面积为 2 945 509. 83

hm 2 ,占区域总面积的 56. 94%, 主要为天然草场; 林

地面积 225 832. 08 hm
2
, 主要为疏林及灌木林地, 占

区域面积的 4. 37%;河流及湖泊 108 213. 38 hm
2
, 占

区域面积的 2. 09%;未利用地 1 797 117. 88 hm2 , 占

区域面积的 34. 74%; 建设用地 6 502. 07 hm2 , 占区

域面积的 0. 14%。该区总的概貌是高山、草原、疏林

地和湖泊自然景观[ 5] 。

区域内土地类型多样,垂直分布明显;草地分布较

广,占区域总面积的 54. 94% ,是青海省主要的畜牧业

基地。农地和林地占地区总面积的 6. 11%。海拔

3 200~ 3 350 m地区主要种植青稞、油菜等耐旱作物,

部分天然草地和林地集中分布在湖东南地区; 海拔

3 350~ 3 900 m 主要为牧草地;海拔3 900 m 以上地区

为未利用土地。

由于青海湖地区自然地理环境条件差异比较大,

土壤、植被、地下水和地表组成物质等由区域边缘向

湖盆中心呈现规律性变化,土地资源利用格局大致呈

同心圆状,由湖面随海拔升高土地利用大致分布为:

湖面 沙地 以牧为主的农牧地、疏林地 牧草地、

疏林地 冰川积雪。

1. 2 人口概况及基本特点

1. 2. 1 人口概况 湖区为青海省重要的畜牧业生产

基地之一,种植业、旅游业和工业生产均有一定的发

展规模,是青海省境内人类活动相对较为集中的地区

之一。据统计, 区域内总人口 20. 353 5万人, 其中农

业人口 13. 658 3万人,占区域内总人口的 67. 11%,

是该区域的主要人口源。

湖区属多民族居住地区, 区内有汉族、藏族、蒙古

族、回族、土族、撒拉族、满族等 12个民族。整个湖区

人口以少数民族占多数, 汉族与少数民族人口之比为

1 2. 51, 少数民族人口为 12. 81万人, 约占人口总数

的 62. 94%, 在少数民族中则以藏族为主, 占人口总

数的 53. 73% ,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90. 60%。

1. 2. 2 人口特点 青海湖地区人口主要呈现以下特

点: ( 1) 人口集中分布 湖区人口主要集中分布在环湖

的狭长地带以及湖周交通相对较为发达的湖盆地带,

特别是以刚察县为中心的青海湖北岸湖滨三角地带和

共和盆地, 人口密度相对较大, 使得该区域人口压力

大。湖区四周的山地,主要是牧民群众夏季利用的放

牧草场,基本未建定居点。( 2) 少数民族集聚且在区

域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湖区少数民族占主导地

位,约占湖区人口总数的 62. 9%,其在区域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历

史等原因,作为以少数民族人口为居住主体的湖区社

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目前急需解决少数民族群众脱

贫致富等问题。因此需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传统习惯

和实际利益,发挥他们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3)

劳动力产业分配不合理 湖区以畜牧业生产为主体,导

致大量劳动力集中在畜牧业上, 不仅难以获得较高的

经济效益和个人收入,而且对湖区的天然草场造成巨

大压力,而对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的行业,如旅游业由于

缺乏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而受到限制。

2 土地资源人口承载量

对青海湖地区这个特定的地域来说,承载人口所

需能量主要是由粮食和畜产品转化而来。因此以在

不同时段耕地和草地两大资源所能提供的粮食和畜

产品折合的总能量来估算该区人口承载量。

2. 1 极限人口承载量

极限人口承载量也被称为生物生理性人口承载

量,它是指从远景和区域土地资源在特定的光温条件

下所能生产的粮食和畜产品为最大潜力,在维持人体

的最低正常生理活动所需要消耗的食物标准下估算

出的人口承载量[ 5] 。它是一个地区土地资源所能承

载的人口数量的理论极限
[ 6]
。

2. 1. 1 分解估算与分析 将耕地和草地极限人口

承载量分解计算,结果如表 1 2。从表 1可以看出,

( 1) 按最低生理需求标准计算,青海湖地区耕地极限

人口承载总量为 48. 327 0 万人。( 2) 各县耕地极限

人口承载总量从大到小依次为共和( 22. 396 0 万

人)、刚察( 20. 481 3万人)、海晏( 6. 318 7万人)。各

县人口极限承载量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 首先, 由

于各县耕地面积多少不同, 3个县耕地面积从大到小

为刚察 ( 7 776. 0 hm 2 )、共和( 5 109. 7 hm2 )、海晏

( 1 406. 5 hm2 ) ; 其次,由于自然环境地域差异, 各县

的耕地光温生产潜力大小不同,粮食光温生产潜力从

大到小依次为共和县、海晏县、刚察县; 最后, 由于各

县作物种植结构布局的不同(刚察主要以种植油菜为

主,而共和主要种植粮食为主) ,因而粮食极大人口承

载量要比油菜高,是最基本的供养人口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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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青海湖地区耕地生产潜力及极限人口承载量

县区

作物播种

面积/ hm 2

粮食 油菜

光温生产潜

力/ ( kg hm - 2)

粮食 油菜

生产总量/ kg

粮食 油菜

种子用量/ kg

粮食 油菜

可供能量/ MJ

粮食 油菜

合计/

M J

人口承

载量/人

共和 3 432 1 678 15 268 7 414 52 393 669 12 441 433 857 900 203 718 700 886 456 158 111 290 858 997 746 223 960

海晏 1 023 383 15 069 7 414 15 415 587 2 843 269 252 417 46 556 206 219 117 36 133 532 242 352 649 63 187

刚察 519 7 257 14 663 7 414 7 610 097 53 803 398 124 609 880 983 101 802 642 683 757 601 785 560 243 204 813

全区 4 974 9 319 14 663 7 414 72 927 897 69 088 100 1 194 130 1 131 257 975 579 231 878 002 423 1 853 581 653 483 270

注: 耕地土地光温生产潜力按春小麦、青稞播种面积加权平均取值。 种子用量粮食为粮食为 250 kg/ hm2 ,油菜为 245 kg/ hm 2。 粮

食可供能量= (粮食总产量- 种子用量) 80% 能量系数,能量系数为 16 MJ/ kg, 80% 为出粉率。 油菜可供能量= ( 油菜籽总产量 - 种子总

量) 38% 34 MJ/ k g, 38%为出油率。 平均每人每年维持最低正常生理需求的热能标准是 3. 832 5 GJ。

表 2 青海湖地区草地最大畜产品产量及极限人口承载量

县区
可利用草

地面积/ hm2

气候生产

潜力/ kg

最大气候

潜力量/ kg

最大潜力

利用量/ kg

最大载畜

量/只
肉/ kg 奶/ kg 肉/M J 奶/MJ

肉奶可供

能量/ MJ

人口承

载量/人

共和 1 218 373 5 667 6 905 165 529 5 524 132 423 3 783 652 22 701 914 2 553 965 272 422 969 7 661 896 280 084 865 73 081

海晏 241 333 6 199 1 496 025 680 1 196 820 544 819 740 4 918 441 553 325 59 021 287 1 659 974 60 681 261 15 833

刚察 627 793 6 231 3 911 916 297 3 129 533 038 2 143 515 12 861 095 1 446 873 154 333 136 4 340 619 158 673 756 41 402

天峻 1 296 773 5 502 7 134 845 046 5 707 876 037 3 909 504 23 457 025 2 638 915 281 484 298 7 916 746 289 401 044 75 512

全区 3 384 274 5 938 20 097 508 180 16 078 006 544 11 012 333 66 073 999 7 433 325 792 887 994 22 299 974 815 187 969 212 703

注: 最大潜力利用量= 可利用草地面积 草地气候生产潜力 80% ,其中 80%为草地综合利用系数,以该地区最大水平设定的。 每标

准绵羊单位的年食鲜草量为 1 460 kg。 平均每只出栏绵羊提供 15 kg,每只母畜的奶品除育仔外,平均每年提供 1. 5 kg 奶;绵羊出栏率按 40%

计算,这是由于超载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将导致牲畜出栏率增高;繁殖母畜占总存栏数的比例按 45%计算(以上有关数据从青海湖地区

各县 1952 2002年统计数据中分析得出)。 肉和奶的折能系数为 12和 3 MJ/ kg。

从表 2可以看出, ( 1) 青海湖地区草地极限人口

承载总量为 21. 270 3万人。( 2) 各县草地极限人口

承载量从大到小依次为: 天峻县( 75 512 人)、共和县

( 73 081 人)、刚察县 ( 41 402 人)、海晏县 ( 15 833

人) ;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是各县可利用草地面

积数量的不同, 各县草地面积从大到小依次为: 天峻

县、共和县、刚察县、海晏县。

2. 1. 2 综合估算与分析 综合分析以上估算的耕地

和草地极限人口承载量, 结果如表 3所示。

从表 3可以看出, ( 1) 青海湖地区极限人口承载

量为 69. 597 3万人, 目前区域人口总数为 20. 084 9

万人( 2002年统计) , 极限人口承载量是人口总数的

2. 479倍,这似乎说明在青海湖地区土地人口承载量

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然而, 这仅仅是个期望值, 是

个理想状态。可以通过以下几点认识这个问题: 第

一,这一估算结果是以土地生产潜力的开发度为

100%为前提的。而实际上土地生产潜力的开发度很

难达到这个数字。而且要提高土地生产潜力开发度

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财力、物力;第二,在估算时人

均热能需求水平时以最低的生理需求为前提,而实际

上目前地区人口生活需求已远超过此数据; 第三, 无

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区域土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始终

存在, 这将会对区域土地系统的结构、生产功能产生

很大的影响,从而导致区域土地生产潜力降低, 土地

生产潜力利用率降低; 第四, 本研究没有考虑食物链

的转化规律,用一定的粮食直接供养人口, 这无形夸

大了土地人口承载量, 因为, 如果粮食转化之后供养

人口所需粮食比直接供养要多。( 2) 区域内粮油是

供养人口的最基本的食物。在极限人口承载总量中,

粮油的贡献率为 69. 44%,畜产品为 30. 56%。所以,

在青海湖地区实行退耕还林还草的战略,就必须考虑

人口食物安全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要实现退耕还林

还草战略,就要从别的地区调拨大量粮食,才能保证战

略顺利实施; ( 3) 除天峻县外, 其它 3县均以粮食供养

人口占绝对主体,比例均在75%以上;而青海湖地区退

耕还林还草工程主要在这 3县进行,这就意味着今后

区域内大部分人口只有靠国家供应粮为主, 如果粮食

和现金补贴不到位或低于土地现有产品供应量,就会

导致耕地的复垦,退耕还林还草战略难以保障。

2. 2 适宜人口承载量

由于经济、社会技术的进步,土地利用结构和土

地利用率的变化,将导致土地人口承载量也发生相应

变化[ 7]。

仅以土地人口总量预测一个地区未来人口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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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预测结果的有效性将会受到极大影响 [ 8]。因此,

本文只对青海湖地区现状条件下最大适宜人口承载

总量和地区最大适宜人口承载量加以估算和分析。

计算结果如表 4 5。

表 3 青海湖地区土地极限人口承载量

县区

耕地

可供能量/

M J

人口承

载量/人

承载百

分比/ %

草地

可供能量/

M J

人口承

载量/人

承载百

分比/ %

总计

可供能量/

M J

人口承

载量/人

共和 858 997 745 223 960 75. 40 280 084 864 73 082 24. 60 1 139 082 609 297 042

海晏 242 352 649 63 187 79. 96 60 681 260 15 833 20. 04 303 033 909 79 020

刚察 785 560 243 204 813 83. 18 158 673 755 41 402 16. 82 944 233 998 246 215

天峻 289 401 043 75 512 100 2 142 982 696 75 512

全区 1 853 581 653 483 270 69. 44 815 187 968 212 703 30. 56 815 187 968 695 973

表 4 青海湖地区土地最大适宜人口承载总量

县区

耕地

可供能量/

M J

人口承

载量/人

承载百

分比/ %

草地

可供能量/

M J

人口承

载量/人

承载百

分比/ %

总计

可供能量/

M J

人口承

载量/人

共和 287 108 219 71 509 59. 20 197 837 872 49 275 40. 8 484 946 091 120 784

海晏 67 574 186 16 830 61. 55 42 209 340 10 513 38. 45 109 783 526 27 343

刚察 370 562 787 92 295 71. 39 148 525 237 36 993 28. 61 519 088 023 129 288

天峻 0 171 752 546 43 027 100 171 752 546 43 027

地区 727 596 018 181 219 55. 82 575 790 094 143 410 44. 18 1 303 386 112 324 629

表 5 青海湖地区土地最大适宜人口承载量

县区
草地最大适宜承载

量/ (人 hm- 2 )

耕地最大适宜承

载量/ (人 hm- 2 )

合计/

万人

共和 0. 040 443 13. 994 73 7. 017 6

海晏 0. 043 562 11. 966 18 6. 004 9

刚察 0. 058 925 11. 869 16 5. 964 0

天峻 0. 033 180 0. 033 2

全区 0. 042 375 10. 034 14 5. 038 3

注: 表 5是通过耕地和草地分别计算然后综合而成,方法类似

于土地极大人口承载总量的计算; 粮油和畜产品的折能系数同表

1; 由载畜量计算畜产品时,有关出栏率等参数同表 2;温饱水平的

热能标准是 4. 015 GJ/ (人 a) ; 计算草地最大载畜量时,全区草地

综合利用系数定为 80% (以上有关数据从青海湖地区各县 1952

2002年统计数据中分析得出)。

从表 4可以看出, ( 1) 区域最大适宜人口承载总

量为 32. 462 9 万人, 这个数字比 2002 区域人口

( 20. 0849万人)仅高出 12. 378 0万人, 这说明区域目

前人口问题不容乐观,要尽快采取措施控制人口过快

增长。这是因为最大适宜人口承载总量是以土地光

温水土生产潜力的开发度 100%来估算, 实际上这种

可能性很小; ( 2) 耕地最大适宜人口承载量为

18. 121 9万人,所占承载人口总量百分比的55. 82%,

而草地最大适宜人口承载总量为 14. 341 0 万人, 所

占比例为44. 18%, 这充分说明区域土地生产潜力利

用率很低, 农业生产还处于广种薄收阶段, 土地利用

风险性很大,安全性低,草地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生产

功能紊乱, 草地生产潜力下降, 这种情况严重影响到

区域土地资源持续利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3) 各

县土地最大适宜人口承载总量存在较大差异, 最大为

刚察县( 12. 928 8万人) ,最小为海晏县( 2. 734 3万人) ;

( 4) 各县耕地和草地所承担的土地最大适宜人口总量

的比例也存在很大差异,共和、海晏、刚察以耕地为主,

承载百分比几乎都超过 55. 82%的全区平均比例, 而

天峻草地占绝对优势( 100% ) , 这说明退耕还林还草

工程实现的人口压力主要来自以农业为主农牧结合

的共和、海晏、刚察 3 县。建立表 5的目的是为了比

较各县土地最大适宜人口承载量,为区域土地利用规

划和布局提供依据,从表 5可以看出, ( 1) 草地最大

适宜承载量 ( 人/ hm
2
) 从大到小依次为: 刚察县

( 0. 058 925) > 海晏县 ( 0. 043 562) > 共和 县

( 0. 040 443) > 天峻县( 0. 033 180) ;从中可以看出热

量条件和水分条件是影响青海湖区草地最大适宜人

口承载量的主要因子, 因为湖区 4个县中, 刚察县水

热条件相对较好, 而刚察县主要受到热量条件的限

制,其承载量相对较低; ( 2) 耕地最大适宜承载量从

大到小依次为: 共和( 13. 994 73) > 海晏( 11. 966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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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察( 11. 869 16) ;造成各县耕地最大适宜承载量

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除了水热条件外,农业基础设

施建设和农业科技投入也起到很大作用, 湖区 3 县

中,共和县除了水热条件相对较好外, 该县的农业基

础设施和科技应用比较广泛, 因此该县的耕地承载量

相对较高;另外,该结果也充分说明在刚察县应全面

实施退耕还草措施, 将有利于生态、经济、社会的可持

续发展。而在共和和海晏两县,除实施还草还林战略

的同时,应保留一部分旱涝保收的生产潜力较高的耕

地,这一方面协调保护生态环境和发展当地经济发展

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可缓解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战

略措来的人口压力, 使退耕还林还草战略得以进行并

顺利实现; ( 3) 各县土地最大适宜人口承载量(万人)

从大到 小依次为: 共和县 ( 7. 017 6) > 海晏县

( 6. 004 8) > 刚察县( 5. 964 0) > 天峻县( 0. 033 2) ;从

中也说明水热条件对当地土地生产力和经济、社会发

展有较大影响。

3 小结

由以上分析看出,在青海湖区,今后制定人口、土

地、环境保护和其它相关政策时, 一定要以该区及各

县的最大适宜人口承载量为基准和依据,否则就难以

实现生态、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区域粮食安

全;另外,在全球气候变化大背景下,该区土地生产力

和粮食安全势必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如何根据气

候变化趋势和规律制定出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案、

调整农业结构和转换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需要进一

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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