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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7生态足迹是一种定量测量人类对自然利用程度的新方法J通过跟踪区域的能源和资源消费3将它们转化为提供这

种物质流所必须的各种生物生产型土地类型的面积3并同区域能提供的生物生产型土地面积进行比较3能定量判断一个

区域的发展是否处于生态承载能力的范围内J介绍了生态足迹的概念及生态足迹计算模型3分析总结了生态足迹模型的

优缺点等3在此基础上3对张掖地区"##G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实证计算和分析3结果表明"##G年张掖地区人均生态赤字

为 $K>FL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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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定量评价方法研究是当前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前沿和热点QID世纪 FD年代以来*国际上

提出了一些直观的R较为易于操作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及其定量评价和计算的方法及模式*如世界银行

的S国家财富T指标体系RU$()和 V.’’HCFLFJ年 提 出 的S可 持 续 经 济 福 利 指 数THWXYZJRV.’’等HCFF[J提

出 的 S真 实 发 展 指 标TH\MWJRM2,!/.##EP((,&HCFF[J提 出 的 S可 持 续 性 的 晴 雨 表TH]$2.0,#,2.@

X"!#$%&$’%(%#)J模型 Ĉ_Q这些新的指标体系及其定量计算方法和模型已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评

价中得到了应用Q至今已有很多研究结果表明*发展的可持续性主要取决于自然资产 Î‘K_Q但是由于很难定

量测量生态目标*这方面的研究进展一直较缓慢Q
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自然*该生态准则的涵义是明显的Q人类社会必须生存于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范围

内Q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而言*就是人类社会要取得发展的强可持续性*人类必须维持自己的自然资产存

量Q但地在 CFLO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HZVYUJ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至今*世界人口R贫困R消费日

益增加*生物多样性R森林面积日益减少*人类生存在一个更加危险的世界中Q这些证据表明*人类正在远

离可持续性Q为了将可持续发展变成现实的可操作的目标*人类必须知识自己目前所处的状态以及还有多

远的路要走Q因此需要一个可可操作的工具去测量人类的需求是否仍在自然资产能提供的范围内 [̂_Q以前

已有很多科学家在这方面做过尝试*如 a%#."!,bCFLN年测算的人类利用自然系统的初级生产能力等QN̂_

比较这些研究方法*它们的研究目的都一样*都是为了使生态状态可测量*为了将强可持续性转化为具体

的指标来测量人类是否生存于生态系统承载力的范围内Q对于这类研究目标*生态足迹方法是一种简单但

综合的研究学尝试 Ô_Q

c 生态足迹研究方法介绍

cdc 生态足迹概念和模型

由于任何人都要消费自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Q均对地球生态系统构成影响Q因此*测量人类对自然生

态服务的需求与自然所能提供的生态服务之间的差距具有重要的意义Q只要人类对自然系统的压力处于

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范围内*地球生态系统就是安全的R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就处于可持续的范围内Q
但如何判定人类是否生存于地球生态系统承载力的范围内呢ef,,人 Z$/b,2&$4,(等在 CFFI年 Ĉ_提出并

在 CFFN年由 Z$/b,2&$4,(完善的生态足迹HY/.(.4%/$(@..#12%&#J模型 L̂_就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它通过测

定现今人类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而利用自然的量来评估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Q生态足迹的计算是基于以

下两个基本事实?g人类可以确定自身消费的绝大多数资源及其所产生的废弃物的数量Ah这些资源和废

弃物流能转换成相应的生物生产面积H]%.(.4%/$(()12.-"/#%3,$2,$JQ因此*任何已知人口H某个个人R一个

城市或一个国家J的生态足迹是生产这些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所产生的所有废弃物所

需要的生物生产总面积H包括陆地和水域JQ其计算公式如下 Ĉ_?

ijk lmno* nokp
q

rkC
HssrJkp

q

rkC
HtruvrJ

其中*r为消费商品和投入的类型Avr为 r种消费商品的平均生产能力Atr为 r种商品的人均消费量Assr为

人均 r种交易商品折算的生物生产面积Al为人口数Ano为人均生态足迹Aij为总的生态足迹Q生态足迹

模型主要用来计算在一定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条件下*维持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需的生物生产面积Q
由上式可知生态足迹是人口数和人均物质和能源消费的一个函数*生态足迹是每种消费商品的生物生产

面积的总和Q生态足迹测量了人类的生存所需的真实生物生产面积Q将其同国家和区域范围所能提供的生

物生产面积进行比较*就能为判断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生产消费活动是否处于当地生态系统承载力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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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定量的依据!

"#$ 生态足迹模型中使用的生物生产型面积的类型

在生态足迹账户核算中%生物生产土地面积主要考虑如下 &种类型’化石燃料土地(可耕地(林地(草

场(建筑用地和水域)*%+,!

-./化石燃料土地 人类所有的生态足迹反映了对自然的竞争性索取%012浓度的变化对人类的生存

至关重要%人类应该拿出一部分土地-化石燃料土地/吸收 012!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将 012吸收所需要

的生态空间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林地分开并非意味着重复计算!因为老年林同新生林在吸收 012的能力

上存在较大差距%而且在多样性上也存在区别!同时用于 012吸收的林地如用于木材的生产%则在木材的

加工过程中也会排放 012!因此在处理化石燃料土地类型时将它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面积和林地面积分

开来!另外化石原料的消费在排出012的时候可能还会排放有毒污染物造成其它生态危害%这些在目前的

生态足迹计算中未能考虑!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那个国家专门拿出一部分土地用于012的吸收%出于生态

经济研究的谨慎性考虑原则%在生态足迹的需求方面%考虑了 012吸收所需要的化石燃料的土地面积!

-2/可耕地 从生态角度看是最有生产能力的土地面积类型%在可耕地面积上生长阒人类利用的大部

分生物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只-341/的调查%目前世界上人类总共耕种了大约 .5#6亿 782的优质可耕

地!而每年由于严重退化而放弃耕地有 .999万782左右!这意味着%现今全人类人均不到 9#26782的优质

耕地!

-5/林地 林地包括人工林和天然林!森林除了提供木材以外还有涵养水源(稳定气候状态(维持大气

水分循环(防止土壤流失等诸多功能!目前在地球上有 6.亿 782的林地%人均 9#+782左右!其中有 .:亿

782的面积上林木的覆盖率不足 .9;!由于人类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全世界除了一些不能接近的热带

丛林外%现有林地的生物量生产能力大多较低!

-</草场 人类主要用草场来饲养育牲畜!相比较目前的 55#6亿 782的草场-人均 9#66782/的生产

能力比耕地要低得多!草场积累生物量的能力比可耕地要低得多%从植物转化为动物生物量使人类损失了

大约 .9;的生物量!

-6/建筑用地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目前人类定居和道路建设用地面积大约人均 9#9&782!由于人类

定居在最肥沃的土壤上%因此建筑面积的增加意味着生物生产量的明显降低!

-&/水域 目前地球上的海洋面积在 5&&亿 782左右%人均超过 &782!其中 *#5;-人均 9#6782/提供

了全海洋 +6;的生物产品!目前海洋的生物产量已接近最大!

"#= 生态足迹研究简介

>?@ABCD?EBF等)*%+,应用生态足迹模型对世界上 62个国家和地区 .++5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实证计算

研究%结果表明%要维持目前的消费水平 %每个普通加拿大人需要近 :782生物生产土地面积和 .782生物

生 产海域面积-合计人均生态足迹为 :#:782/%而其人均生态承载力为 +#&782%尚有 .#+782的生态盈余G
相应地%普通美国人的生态足迹要比这个数字大 59;%为 .9#5782%但其人均生态承载 力 为 &#:782%其 人

均生态赤字为 5#&782G普通意大利人的人均生态足迹为 <#2782%其人均生态承载力仅为 .#5782%人均生

态赤字为 2#+782G普通瑞典人的生态足迹为 6#+782%其人均生态承载力供给为 :#9782%尚有 .#.782的生

态盈余!需要指出的是%据>?@ABCD?EBF等的计算%中国 .++5年的人均生态足迹为 .#.2782%而其人均生态

承载力仅为 9#*782%人均生态赤字为 9#<782!这些数据可能仍然低估了这些国家的人维持其现今的生活

水平所实际需要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6%&,!生态足迹的赤字部分主要靠进口和枯竭自然资源获得!
就 全 球 平 均 而 言%.++5年 人 均 生 态 足 迹 为 2#*782%而 人 均 生 态 承 载 力 为 2#.782%人 均 生 态 赤 字 为

9#:782%所计算的 62个国家和地区中的 56个国家和地区存在生态赤字%只有 .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生

态足迹低于全球人均生态承载力!这 62个国家和地区的人类消费已超过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生态承载力总

和的 56;!按 .++:年世界上 6*#+2<*亿人口计算%全球现有生物生产土地和海洋面积%人均生态承载力仅

为 2#5782%如果按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0HI/的报告J我们共同的未来K所建议的%留出 .2;的生物

生产土地面积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即保护地球上的其他 5999万个物种的话%则实际人均生态承载力减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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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人均生态赤字增加为 %&’"#!(因此人均 !"#!的生物生产面积就是 )**+年全球人均生态承载力

底 线,-.//.#012345或生态阈值,67.1.82791:437"#9;<5=))>(从全球范围而言$人类的生态足迹已超过了全

球生态承载力的 ?%@$也就是说$人类现今的消费已超出了自然的再生产能力$即在耗尽全部的自然资产

存量(

A 张掖地区 BCCD年生态足迹的计算和分析

张掖地区 )**E年的生态足迹计算主要由 F部分组成GH生物资源的消费,主要是农产品和木材5,表 )
和表 !5IJ能源的消费,表 ?5IK水资源的消费,表 F5IL贸易调整调整部分,表 E5I由于贸易的影响$各种

生物资源和能源的净消费的足迹构成了整个地区的生态足迹(
表 B 张掖地区生态足迹计算生物资源账户

MNOPQB MRQQSTPTUVSNPWTTXYZV[X\]PQ̂UQZTWXRQOVTXVSZQ]T_ZSQ]V[‘RN[UaQYZQWQSX_ZQ

分类

b9/48.;24c

全球平均产量=*>

d241e,81.:91

9f4;9845,<8g"#!5

生物量

-2.1.82791

h;.ei7/,/5

毛足迹

j;.cck../h;23/

,"#!5

人均足迹

l../h;23/h4;79h

,"#!gh4;79h5

生产型面积类型

-2.1.82791

h;.ei7/2f49;49
m谷物 b4;491c
mm小麦 n"49/ !+FF F!?+’op+% )EFFF)p!) %p)!’*F’ 耕地面积H

mm蚕豆 -;.9e:493 ’E! ’*+)p!% )%E!*pE’ %p%%’+*) 耕地面积

mm水稻 q274 !+FF *!E’po% ??+Fp)? %p%%!’)+ 耕地面积

mm谷子 r2114/ !F)E !F!+p*% )%%Ep?F %p%%%’?* 耕地面积

mm糜子 -;..#:;.9e#2114/ !F)E )E+op*% oE!p*o %p%%%EFE 耕地面积

mm玉米 r92s4 !+FF !+**Eop%% )%!%!Fp+’ %p%’E)’F 耕地面积

mm洋芋 t./9/. )!o%+ )’*!+po% )E%)p?o %p%%)!EF 耕地面积

mm大豆 u.v9 )’Eo +!o%p!% ?*))p+E %p%%?!oo 耕地面积

mm高梁 b"234c4c.;8"i# ?!%% F?!pE% )?Ep)E %p%%%))? 耕地面积

mm其它 w/"4; ?’%% Foo’p?% )!!’pE% %p%%)%!o 耕地面积

m蔬菜和瓜类 x484/9:1493e#41.3
mm蔬菜 x484/9:14 )’%%% ?*!E+p!E !)’%p*o %p%%)’!) 耕地面积

mm瓜类 r41.3 )’%% ?o?opE? !%!p%? %p%%%)o* 耕地面积

m其它作物 w/"4;h193/
mm棉花 b.//.3 )%%% )%?Fp%% )%?Fp%% %p%%%’o? 耕地面积

mm油料 w21 )’Eo E)F+’po% !++?op?) %p%!?)E’ 耕地面积

mmm油菜籽 q9h4c44e )’Eo ?*F’op)% !)!+Fp’F %p%)++o? 耕地面积

mmm胡麻籽 l19yc44e )’Eo ))’?Fp!% o?+op)* %p%%E?!F 耕地面积

mm葵花籽 ui3k1.z4;c44ec )F!o) !oo!p)% )’opo+ %p%%%)Eo 耕地面积

mm甜菜 -44/ )’%%% !?)?)FpE% )!’E%p’) %p%)%+?% 耕地面积

mm辣椒干 b"212h.z4; *FE +EEp’% +**p+* %p%%%oo’ 耕地面积

m水果 l;i2/ )’%%% +)!*Fp?% F%)%p+* %p%%??F* 林地面积J

m动物产品 {32#91h;.ei7/
mm猪肉 t;.< ?? F!)??p)F )!+o+o)p’! )p%oop)) 牧草地K

mm牛肉 -44k ?? F)+op%! )!oEFop%o %p)%EoE’ 牧草地

mm羊肉 ri//.3 ?? o?+Fp%’ )*?)E?p*F %p)o)!+) 牧草地

mm皮毛 li;
mmm山羊毛 j.9/ki; )E ’!pE? EE%!p%% %p%%FE*F 牧草地

mmm绵羊毛 u"44hki; )E ??*+pFF !!oF*op%% %p)’*)%* 牧草地

mmm山羊绒 j.9/79c"#4;4 )E ?!pE+ !)+)p?? %p%%)’)? 牧草地

mmm骆驼毛 b9#41"92; )E ?Fp*) !?!+p?? %p%%)*F? 牧草地

mmm鲜鸡蛋 688 F%% ))%)Ep!? !+E?’p%’ %p!!**! 牧草地

mmm牛奶 r21< E%! +!!op)! )F?*Fpoo %p%)!%)* 牧草地

H{;9:14193eIJl.;4c/;vIKt9c/i;4

表 )中生物资源的消费分为谷物|蔬菜和瓜类|其它作物|水果|动物产品四大类$各大类下层还有细

分类(分类的递阶结构以,&5的多少表示$,&5表示最上层$,&&5表示所在,&5的下层$据此类推(由于表 )中

的消耗值不是净消耗$故计算结果仅为一种毛足迹(在计算中使用 )**?年世界生物生产面积的平均水平

作为标准=’>(采用这一公共标准主要是为了使计算结果可以进行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比较(具体计

算使用联合国粮农组织计算的关于生物生产面积的平均的生物产量资料$将张掖地区 )**E年的消费转化

*’F)*期 徐中民等G生态足迹方法G可持续性定量研究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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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供这 消费需要的生物生产面积!生物资源消费采用的计算方法如下"#$%&

’()*
+)
,-./0-1/

其中2’()为 )种资源的消费的足迹3+)为 )种生物资源的总生产量3,-./0-1/为世界上 )种生物资源的平均

产量!
表 4 木材消费足迹账户

567894 5:99;<8<=>;68?<<@AB>C@DE89F=9B<?G<<F;<CEHIA@><C

分类

J-K/1L0M/N

全球平均产量"O%

PM/QRS1QLT-Q

-./0-1/USVWXYVZU

消耗量

JL[N\V]KML[

SVWU

人均足迹

L̂LK]0M[K]/0_-]

SYVZX]/0_-]U

生产型面积类型

‘MLQL1M_-Q

]0LR\_KM./-0/-
原木直接消费 aM0/_K0L\[RbLLR_L[N\V]KML[ #c$ OdZ $c$$$WOOe 林地 L̂0/NK0f
锯材 g-b[bLLR #cd Zh$ $c$$$#iOO 林地 L̂0/NK0f

表 j 生态足迹的能源部分账户

56789j 5:99;<8<=>;68?<<@AB>C@DE89F=9B<?9C9B=k;<CEHIA@><C

分类

J-K/1L0M/N

全球平均能源

足迹"O%l

SmnXYVZU

折算系数"#$%

JL[./0NML[

_L/ooM_M/[K

SmnXKU

消费量

JL[N\V]KML[

p\-[KMKf

SKU

消费量

JL[N\V]KML[

p\-[KMKfSmnU

人均足迹

L̂LK]0M[K

]/0_-]

SYVZX]/0_-]U

生产型面积类型

‘MLQL1M_-Q

]0LR\_KM./-0/-

煤 JL-Q dd Z$cO$ e#$iee hc#idq $c#W$ZO 化石燃料土地r

焦炭 JLs/ dd Zqce$ #qqqi $ceehq $c$$q#e 化石燃料土地

燃料油 \̂/QLMQ h# d$cZ$ i$# $c$ZdZ $c$$$Wd 化石燃料土地

原油 J0\R/LMQ OW e#cqh #OhZ $c$iqO $c$$$he 化石燃料土地

汽油 m-NLQM[/ OW eWc#Z WZ#e $c##dh $c$$#Ze 化石燃料土地

柴油 aM/N/QLMQ OW eZch# #Zi$ $c$eeO $c$$$eq 化石燃料土地

电力 tfR0Lu/Q/_K0M_ #$$$ Wci$ Zq$ddv dhiZicOW$$ $c$$$qh 建筑用地w

/[/01f

lg]/_MoM_/[/01foLLK]0M[K1QLT-Q-./0-1/M[SmnXSYVZx-UU2r L̂NNMQQ-[R-0/-2w‘\MQKu\]-0/-yv 单位千千瓦时2在计

算时按能源转化系数"#$%折算为 mncv \[MKNMN#$Wz{t2MKY-NT//[_L[./0K/RKLmnTf/[/01f_L[./0NML[_L/ooM_M/[K

表 W中 的 能 源 平 衡 账 户 部 分 根 据 资 料 处 理 了 如 下 几 种 资 源&煤|焦 炭|燃 料 油|原 油|汽 油|柴 油 和 电

力!计算足迹时将能源的消费转化为化石能源生产土地面积!采用世界上单位化石燃料生产土地面积的平

均发热量为标准"O%2将当地能源消费所消耗的热量折算成一定的化石燃料型生产面积!
表 } 生态足迹的水资源消费

56789} 5:99;<8<=>;68?<<@AB>C@DE89F=9B<?G6@9BB9E<HB;9E;<CEHIA@><C

分类

J-K/1L0M/N

西北干旱区

单位面积

水资源量l

SVWXYVZU

水资源消耗量"#W%

{-K/00/NL\0_/N

_L[N\V]KML[

S#$qVWU

人均水资源

足迹需求

{-K/0oLLK]0M[K

R/V-[SYVZX_-]U

水资源供给量

~Y/N\]]QfLo

b-K/00/NL\0_/N

S#$qVWU

水资源足迹供给

~Y/N\]]QfLob-K/0

0/NL\0_/NoLLK]0M[K

SYVZU

生物生产型

面积类型

‘MLQL1M_-Q

]0LR\_KM./-0/-
水资源

{-K/00/NL\0_/N
#ZWcd #Wc$i qcqZO #Zced qce#h 水域

l{-K/00/NL\0_/Np\-[KMKf]0/Y/_K-0/M[-0MR-0/-Lo[L0KYb/NK/0[LoJYM[-

由于目前关于水资源消费的账目不清楚2这里只是一种粗略的估算!表 e中水资源消费足迹的计算是

以采用西北干旱区单位面积的水资源量为标准2其中西北干旱地区的面积采用中国国土面积的 #Xe"#Z%2可

利用量水资源量取西北干旱地区完成地表水和地下水资源联合长发利用阶段完成后的可利用水资源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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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供一量取张掖地区完成在 !((%年向下游额济纳旗分水 "$.&’()*+后/且完成地

表水和地下水联合开发利用后的极限水资源可利用量,0’+1

表 2 生态足迹的贸易调整部分

345672 38779:6:;<946=::>?@<A>BC67D;7@:=>@4D75464A97

分类

EFGHIJKLHM

净出口额

NHGHOPJKG

QFRSHT’(%UVWX

比例

YKJPJKGLJZ

T[X

能源密度

\ZHKI]

LZGHZMLG]T̂ _‘GX

出口价值

\OPJKGQFRSH

T’(%aX

出口数量

\OPJKG

bSFZGLG]TGX

人均足迹

调整比例

cd‘eFPFfgSMGHf

PKJPJKGLJZ

粮油食品 hJJf/JLR ))ij(.## ’%jii ’(%j+."# (j((i+’.k

土畜产品 lPHeLFRLG] "i#j.%+( ’#j!# ’’%j))i% (j(()(.+k

FZfRLQHMGJemPKJfSeGM
医药类 VHfLeF*HZG ’!""j(.%( !’j#+ !(j( ’.!j)!"" .)j(.)’ (j((((’)
化工类 EnH*LeFRPKJfSeGM ..’j"++( "j’" %(j( #%j"+++ ).ji.!i (j((((.!
五金矿产类 oFKfpFKHPKJfSeGM’)#’ji")( +’j(( ’j. !’"j(+.’ .)’()j!’)! (j((’+!+
其它 qGnHK %!#j%’’) ij’( ’(j( .(j’##’ +!j.!%( (j(((((.

k 部分调整的生物生产型面积类型是耕地面积类型/其余部分调整的是化石原料土地类型 k rHZJGHGnFGFfgSMGHfsLJt

RJILeFRPKJfSeGLQHFKHFLMFKFsRHFKHF/GnHJGnHKLMuJMMLRRFZfFKHF

由于贸易的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足迹可以跨越地区界限/计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态足迹应

该计算净消费额,调整部分主要是考虑贸易对农产品和能源消费的影响而对当前的消费额进行调整,由于

张掖地区商品的进出口类型缺乏明细账/只有总分类账/在计算净消费额时采用了简化处理的方法/将贸

易中分类产品按价值比例换算成相应的生物生产面积比例/然后从该类型的生物生产面积中按比例进行

扣 减,如张掖地区’"".年粮油食品的净出口总额为))i万元/该年农业商品的产值为’!’!.)万元v/粮油

食品的净出口占农业商品产值的比例为 ($((i+’.,在计算农产品消费的足迹时从农产品总生产量的足迹

T耕地面积X中扣除 ($((i+’.部分以使计算结果更接近实际,由于专门建立了能源消费账户/各种资源利

用 过 程 中T加 工 过 程w运 输 过 程X所 消 耗 的 能 源 不 单 独 处 理,能 源 消 费 部 分 贸 易 调 整 采 用 的 计 算 方 法 如

下0"1x

yz{ |z&
}z

~! "z & #z

式中/#z为 z种商品贸易的净价值量$}zw~z为中国该类商品的净贸易的实物量和价值量$|z为该类商品

的能源密度0"/’’1$yz为 z种商品的能源携带量,如计算公式所示/能源的贸易调整首先需将贸易商品的比

值量转化为实物量/张掖地区的转化计算参考全国该类商品贸易的实物量和价值量的比例得到,采用实物

量乘上该类型的能源密度/能得到该类贸易商品的能源携带量,最后将能源消耗量除以化石燃料土地单位

面积的能源的产量就得到贸易中能源所携带的足迹/生物资源消费和能源部分贸易调整的结果见表 .,
各种生物资源和能源的净消费的足迹就构成了整个地区的足迹需求,
表 #是生态足迹的总结部分/由生态足迹的需求和能供给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两部分组成,由于耕

地w化石燃料土地w牧草地w林地等单位面积的生物生产能力差异很大/为了使计算结果转化为一个可比较

的标准T依据相互之间生物量产量的差异X/有必要在每种生物生产面积前乘上一个均衡因子/以转化为生

物生产面积,均衡因子的选取来自中国生态足迹的报告0"1,在供给方由于各国或地区的各种生物生产面积

的产出差异很大/在转化成生物生产面积时分别乘了一个产出因子0"1,如张掖地区耕地面积的产出因子取

’"%’"期 徐中民等x生态足迹方法x可持续性定量研究的新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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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表明张掖地区耕地的生物产出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倍&同时出于谨慎性考虑%在张掖地区能

供给的生物生产面积计算时扣除了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面积&
表 ( 张掖地区 )**+年生态足迹计算的总结

,-./0( ,10023/3452-/6337895:7;<<=>>-9?36@1-:4?08906027=905:)**+

生态足迹的需求

ABCDCEFGDHIIHHJKLMGJ

能供给的生态足迹

ABCNOKKPQHIIHHJKLMGJ

类型

RFJCSHLMCN

总面积

AHJFPFLCF

TBE$UVFKW

均衡因子

XYOMZFPCGVC

IFVJHL

均衡面积

[D\ONJCDCYOMZFPCGJ

JHJFPFLCF

TBE$UVFKW

类型

RFJCSHLMCN

总面积

AHJFPFLCF

TBE$UVFKW

产出因子

]MCPDIFVJHL

均衡面积

[D\ONJCD

CYOMZFPCGVC

FLCFTBE$UVFKW
化石能源 _̂!‘̂ !_! _̂!a‘ Rb$的吸收 _̂̂^ _̂̂^
cHNNMPCGCLSQ Rb$FdNHLKJMHG

建筑用地 _̂̂ !̂ $_e _̂̂ f̂ 建筑面积 _̂̂‘ !_gg _̂̂gg‘
hOMPJFLCF hOMPJiOKFLCF
耕地面积 _̂$ĵ $_e _̂jag 耕地面积 _̂$f !_#$ _̂‘‘!g
[LFdPCPFGD [LFdPCPFGD

牧草地 !_aaf _̂a _̂jjj 牧草地 !_j! _̂f# _̂ggg#
kFNJOLC kFNJOLC

林地 _̂̂ ‘̂ !_! _̂̂ ‘̂‘ 林地 _̂f̂ _̂#! _̂$jf
cHLCNJ cHLCNJ
总面积 !_##! !_gea 总面积 $_fg !_a$$

AHJFPONCDFLCF AHJFPClMNJMGSFLCF
减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积 _̂!ef

mMGON!$’ IHLdMHDMZCLNMJQ

总的可利用面积 AHJFPFZFMPFdPCFLCF !_ff#

由 以 上 计 算 可 得%!##a年 张 掖 地 区 的 人 均 生 态 足 迹 需 求 为 !"geaBE$%而 实 际 可 供 给 面 积 为

!"ff#BE$%因此%人均生态足迹赤字为 "̂f‘gBE$&张掖地区的生物资源的产量比全球平均水平低%采用全

球平均产量数据将导致足迹需求计算结果偏小&因资料的原因%不能确定水资源的均衡因子和产出因子的

大小%故在表 j的生态足迹的总结表中未包括水资源消费的计算%如将水资源的均衡因子和产出因子均取

!%则足迹示字增加 "̂fg$BE$&显然上述实证分析结果是一种较乐观的估计%张掖地区的人均生态足迹赤

字比 "̂f‘gBE$要大得多&生态赤字的存在表明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超出了其生态承载能力的范围&从张掖

地区 !##a年生态足迹的计算过程来看%由于进出口贸易量不大%因而进出口贸易对足迹的影响并不大%因

此只能是通过消耗自然资本存量来弥补生态承载力的不足%因此%可认为张掖 !##a年的发展处于一种不

可持续的状态&
张掖地区生态足迹赤字的存在主要因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造成%可以在不降低人们生活水平的

前提下%减少生态足迹的需求&通常有如下 f种方法no采用高新技术%提高自然资源单位面积的生产产

量pq高效利用现有资源存量pr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消费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社会生产和消费体

系set&

u 结语

由上述对生态足迹的概念以及计算模型的介绍%以及对张掖地区 !##a年生态足迹的实证计算和分析

可以看到%生态足迹的概念模型通过引入生物生产面积的概念为自然资产核算提供了一种简单框架s!‘t%提

供了测量和比较人类经济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之间差距的生物物理

测量方法set&
生态足迹模型紧扣可持续发展理论%是涉及系统性v公平性和发展的一个综合指标p将生态足迹的计

算结果与自然资产提供生态服务的能力进行比较能反映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一定的技术条件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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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与当时生态承载能力之间的差距!测算指标采用生物生产面积"不是使用金钱的测量使

人容易理解#$%&"而且容易进行尝试性测算!但是该模型由于提出时间比较短"还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该模型的计算结果只反映经济决策对环境的影响"而忽略了土地利用中其它的重要影响因素"如工业城市

化的推进挤占耕地"由于污染’侵蚀等造成的土地退化情况!更重要的是该模型仅注意了经济产品和社会

服务能的直接消费"未考虑经济资源之间的间接消费"而且也未考虑生态产品和生态服务能的消费!同时

生态足迹账户 模 型 并 没 有 设 计 成 一 个 预 测 模 型"它 只 是 一 种 关 于 现 实 情 况 的 衡 量"因 此 在 实 证 分 析 过 程

中"不能反映技术进步"人类活动方式等条件的变化!
同时在具体计算生态承载力时"各种生物生产土地面积的统计数据相当重要!由于在各土 地类型的核

算中缺乏一些标准的定义容易导致计算结果的偏差较大#(&"如计算过程中将产出率极低的荒漠草原与产

出率较高的湿地草原相提并论并简单相加"导致计算结果偏大!这些差异的来源主要是因为缺乏对用地类

型的定义标准"同时计算过程中消费商品对应单一土地利用类型的假设"没有考虑人类对消费商品的间接

利用!
当前张掖地区的足迹计算是基于人均国民消费和世界平均土地产出量!这是一个促进国与地区比较

的实用方法!但是土地生产率受人类的管理模式和自然条件影响较大"以全球平均的生产率数据为基础计

算生态足迹忽略了各地区之间真正的生态比较优势"计算的生态足迹结果不能反映各地区真实的生态生

产型面积需求的大小!因此"使用当地的生产能力意味着计算的面积是当地消费所需要的真实的土地面

积!对国家的政府来说"基于当地生产能力的土地利用可能与自身利益关系更密切一些"将足迹的计算程

序建立在当地的消费"生产和统计的基础上"可以揭示各自消费"生产和管理模式的变化对足迹大小的影

响"增加净消费额调整的准确度"同时有助于减少足迹计算中数据方面的一些误差"从而更好的为政府决

策服务!
为更好的改进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提出如下建议)

*$+建立反映环境信息的资源环境整合账户体系#$(&!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如何利用资

源的问题"同时还应考虑自然灾害*如沙漠化等+侵蚀耕地等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的一些关键问题!建立资

源环境整合账户的目的就是将这些问题纳入到一个可核算的框架下"为生态过程和经济过程的耦合提供

可解析桥梁!

*,+完善环境价值的估算方法和理论!由于目前的生态足迹研究方法仅处理资源类经济产品和社会服

务能的消费#$-&"因此完善环境价值的估算方法和理论能在生态足迹方法革新中为定量反映生态产品和生

态服务能的耗费做出贡献!

*.+研究未来资源和环境价值的折旧问题!由于生态足迹模型目前仅是一个静态模型"回避了可持续

发展的代际公平性问题"未来价值的折旧是处理代际公平性问题中的难点"因此需要加强该方面的研究"
来解决生态足迹模型的预测性问题!只有将生态足迹模型进一步改进成预测模型"才能在新的框架下考虑

技术进步’人类活动方式和市场情况等因素变化的影响!

*/+在当前应用的生态足迹计算方法中"还没有考虑到人类的生活质量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可持

续性评判中特别重要的方面"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考虑如何将生态足迹的指标同一些反映社会发展的指

标结合起来*如 012+"以便更综合的反映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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