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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初，国务院印发了《全国国土规划纲

要（2016 ～ 2030 年）》（以下简称《纲要》），

这是我国首个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的战略性、综合

性、基础性规划。而《纲要》的贯彻实施，资源环

境承载力是刚性约束，因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

价在国土资源开发和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基本原则

评价资源环境承载力，必须要有一套明确的量

化指标。指标体系的建立是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

核心部分，关系到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及可信度。构

建科学合理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

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层次性、区域性、动态

性等基本原则。

科学性原则。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采用科学的方法

和手段，确立的指标必须是能够通过观察、测试、

评议等方式得出明确结论的定性或定量指标，结

合资源环境承载力定量和定性调查研究，指标体

系要能够较为客观真实地反映环境资源承载力发

展演化的规律。

系统性原则。要求国土规划须坚持全局意识、

整体观念，把资源环境看成人与自然这个大系统中

的一个子系统来对待，指标体系要综合地反映区域

资源环境系统中各子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的方式、

强度和方向等方面的内容。

综合性原则。国土规划是由资源、环境等多

种要素构成的综合体，这些要素是多种结构联系、

领域交叉、跨学科综合。国土规划应综合平衡各要

素，要考虑周全、统筹兼顾，通过多参数、多标准、

多尺度分析、衡量，从整体的联系出发，注重多因

素的综合性分析。

层次性原则。资源环境承载力是多层次、多

因素综合影响和作用的结果，因此评价体系也应具

有层次性，能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反映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的实际情况。

区域性原则。不同区域之间资源环境承载力

在不同空间、时间上具有较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间在资源环境承载力上的不

同，资源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应包含和反映这种区

域特色和区域间差异。

动态性原则。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动态发

展的变量，由于影响区域和城市地质环境容量的因

素始终随时间及周围条件的变化而随机变化，并具

有非线性变化规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应因

地因时地反映出评价目标的动态性特点。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量化

目前，关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还没有统一的

理论和方法体系，缺乏一致的综合指标体系和评价

模型。笔者认为，依据研究目标和指标体系结构，

评价指标体系大致可分为：单一性指标，侧重于描

述一系列因素的基本情况；专题性指标，即选择有

代表性专题领域，制定出相应的指标；系统化指标，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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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信息集合度最高的指标。区域资源环境承载

力应衡量以下两种需求的差量关系：现有的资源供

给量与社会经济对资源的需求量及现有环境质量与

当前人们所需求的环境质量。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定量化筛选是资源环

境承载力评价的关键步骤。针对一个具体的综合评

价问题，指标筛选的合适与否，直接影响到综合评

价的结果。目前，不少研究者都创立了指标定量化

筛选方法，如：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相关分

析法、变异分析法等。其中，前两种方法是近年来

应用比较广泛的综合评价方法，后两种方法是统筹

学理论中常用来判断相关性大小的方法。现实中对

评价指标的筛选仍没有普适的方法。

笔者认为，国土规划中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体现的是按照一定标准对要素客体的价值所做出的

判断。首先要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的数量和质量

进行空间评价，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经济发展对资源

环境的需求进行承载力分析，并对区域发展规划进

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承载力评价方法涉及的基

本数据与处理过程如下图：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定量化筛
选——以环渤海的津唐秦为例

研究区概述。津唐秦地区包括天津（15区3县）、

唐 山（2 市 6 区 6 县）、 秦 皇 岛（3 区 4 县），

总面积 3.32 万平方公里，占环渤海西部地区的

23.1%。该区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海路兼备，

区位条件良好，人口密集，工农业发达，经济处

于全国前列。随着交通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

京津、京唐、津秦城镇发展走廊和沿海生态经

济走廊为骨架，形成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空间

格局。由于海岸带是环渤海地区重点的开发区

位和共同的排污末端，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环

境保护压力，资源环境承载力正从相对富余状

态向快速透支状态转变，其城市化水平、港口

竞合关系、产业发展阶段、环境本底条件以及

灾害影响程度等对于资源利用和环境容量将产生

较大压力。

评价方法。研究选择了自然背景要素、水土

资源要素、人口交通要素三方面的指

标，指标权重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

并以此为基准探讨高、中、低 3 种情

景方案（保护耕地和生态空间、按现

状趋势、促进经济和交通发展）下的

适建空间容量（见表）。

基于国土资源环境有效空间容量评

价结果。津唐秦地区属中等偏下适宜

性生态区。天津市生态区分布除北部

蓟县山区外，主要在天津市区及其东

南部的平原区绿化带，人均标准生态

面积为 0.036 公顷 / 人，承载力关系属

高度亏损，可承载的国土资源环境总

有效空间容量 8481.2 平方公里。唐山—

秦皇岛地区的生态区主要分布在北部

山区和秦皇岛市区及南部的平原区绿化

带，人均标准生态面积为 0.066 公顷 /

人，承载力关系属中度亏损，可承载的
资源环境承载力量化指标评价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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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环境总有效空间容量 15617.8 平方公里。

从人均粮食生产能力、人均标准生态面积和人均

水资源量等综合承载力指标分析来看，天津市为

综合承载力高度超载型，唐山—秦皇岛为中度超

载型。

津唐秦地区国土规划空间管制策略。未来的国

土规划必须提出明确的国土空间有效约束管制。根

自然背景要素

-10%

评价因子 权重 不适宜 限制 适宜

高程（米） 0.25 >2000 1000~2000 <1000

坡度 0.07 >15度 5～15度 <5度

地貌 0.36
极大起伏山地、

沙丘

中丘陵、台地、中

台地、微高地

低 丘 陵 、 低

台 地 、 起 伏

平原、倾斜平

原 、 平 坦 平

原、微洼地

积温

（大于零摄氏度）
0.11 <500 500～1500 >1500

湿润度 0.21 >-10 －49～－10 <-50

水土资源要素

-42%

多年平均降水量 0.22 <50毫米 50～200毫米 >200毫米

河网密度 0.11 <10 10～100 >100

土地利用 0.67
沙地、盐碱地、

沼泽地、水体

有林地、高覆盖草

地、滩涂
其他

人口交通要素

-48%

铁路 0.25 0 1～30 >31

公路 0.13 0 1～50 >51

人口密度 0.62 0 1～100 >101

生态环境要素

（校核）

湿地保护区、河湖水体、水源涵养区、水源地保

护区、重点水土流失防治区、河口与海岸保护

区、近海海域保护区、海岸防护林与河口湿地、

崩滑流地质灾害区

重点河流水污染防

治区；地裂缝为

主、水土流失强

烈、地面沉降、矿

区塌陷型地质灾害

区

津唐秦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因子权重

据国土资源承载力评价结果，权衡不同开发和保护

水平下的空间管制方案情景分析。借鉴国外“城市

增长边界”的经验，以精明增长的思维进行土地和

资源管理，在规划期限内设置“区域增长边界”及

弹性的调控区域，控制开发规模和节奏。

（作者供职于国土资源部高级咨询研究中心和宣传

教育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