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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 

系统的持续发展 
一 一 伊春市人 口的系统分析与调控对策 

(中 国科 

擅 耍 

奉 文讨论丁人口与杜喜·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关系， 指出了人口伺题是冼定复合生毒 

景统持续发展的美髓目蠢．R有人口与复合生巷系统的各十方面辐互适应， 复合生鑫景统持续震晨的目 

标才售得】；【宴理．车文El伊春市为实蜘，系统地势析了伊春人 口的发展过程，采用蒜统动力学的方{盏， 

建立了伊春人口的景境动力学模型，井阱此模型对伊春人口进行丁系筑仿真和卸蔼， 随时提出了解击伊 

春人口伺题的调控对 策． 

关■蜀 t人口，复合生态蒜统，持续蛊晨，系统动力学，调控对策． 

一

、 人口与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关系 

社会系统 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是三个性质各不相同的系统，有着各自的结构、功能 存在 

条件和发展规律，但它们各自的存在和发展又受其它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制约。因此，不能将 

这三个系统割裂开来，而必须将它们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即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加以分析和研究⋯ 。社会 经济、自然三个子系统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通过人这一 耦 

合器 耦合成为复合生态系统 人口问题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直接影响着各子系统之间的关 

系和物质、能量、价值．信息和传递 与交换，从而影响复合生态系统的结构变化和功能发挥 

以及持续发展的能否实现。 

所谓持续发展，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 

展模式 。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人类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和所追求并在探索的发展模式。持 

续发展是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以其自身的文明和进步不断丰富和改变自己的思想 

观念，在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 表现出理性的和长远 的协调。 

持续发展要求人口的发展既要与生态系统的生产潜力相协调，又要与复合生态系统的发展规 

律 相 适 应 “ 。 

事实表明，人口问题是决定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人 

口问题是能源、资源、粮食和生态环境等问题的根源所在，人口直接作用、制约和影响着复 

合生态系统的发展方向，复古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首先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然而，人口 

问题的解决是非常困难 事情，这是由人的双重属性所决定的，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更重 

本文 于|990年 口月 4日收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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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是人又具有社会属性。^ 口问题不仅涉及人口再生产问题的本身，而且还涉及到目益复 

杂的社会、经济、环境问题。人类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科学技术都在不断地发展、不断地 

趟于多样化和复杂化，使复合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目益复杂。社会因素、经济因素和自然 

因素，进步的和落后的生产方式等因素扭结在一起，使得分析和解决当代人 口问题非常艰难。 

由于人口再生产的周期长，发展的惯性大，所以人口对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 

压力一旦形戚，若想解决就需要花费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同时还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来 

承受调整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难以避免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问题。人口的巨增和人们消费水平 

的不断提高，必然导致资源消耗的加剧，从而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和进一步加深资源本 

身的危机 这样的恶性循环极大地影响和阻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必须把人口问题放在 

复合生态系统的宏观框架中加 以研究，从持续发展的高度来分析并慎重地对待人口同题的各 

个方面，尤其是要严格控制人 口数最，使人 口与复合生态 系统的各个方面相互适应 要切实 

有效地控制人口，首先必须对人口的动态发展过程有一清晰的了解，并根据对未来人口的科 

学预测结果提。出适时的调控对策，使撺制人 口的目标得以实现，从而保证复合生态系统的持 

续发 展。 ． 。 

二、伊春市人口发展历史和现状分析 

伊春市地处黑龙江省东北部，纵贯小兴安岭山系，是美丽富饶的林区和国家的重要木材 

生产基地，素有。红松的故乡 和。祖国的林都 之称 

对伊春林区的大规模开发建设是从1948年开始的。随看对伊春林区的不断开发，伊春人 

口数量不断增加，人口增长速度较决，从1949年的72，859人增加到1如8年的1281，572人，年 

平均增长速度为76．3％。伊春人口变化过程是由高速增长到剧烈渡动，再到人口增长率迅速 

下降，最后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上 (见表 1)。 具体地可分为四个阶段， 即 1949--1962年， 

i963—1972年，1973—1979年，1980--1988年 

在1949～1962年这一时期中，伊春人口增长幅度很大，机械迁移率高为这一时期的主要 

特点 据一些材料介绍，1950年至1960年间伊春机械净增人口近58万，占同期人口增长的8O 

左右，这是开发伊春林区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所引起的。1961年和1962年，由于国家处于经 

济困难时期，国家对经济进行调整，使伊春人口从1960年的78．87Y下降到68．7万。在1963～ 

1972年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人 口出生率高和人口增长率 上下波动幅度大。人口增长率波 

动大的原因是人口机械增长率剧烈振动，这一时期机械增长率的最高峰 值 和最低值分 别 为 

38．5‰和一37．1‰，峰谷差值为75．6％。1972年，伊春人口总数达到 103．2万。由图 1可以 

看出，由于这一时期的人口死亡率比较平稳，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趋势主要由人口出 

生率的变化趋势所决定。相对于人口机械增长率面言，人 口自然增长率比较平稳，所以人口 

机械增长率的剧烈振荡导致人 口增长率的大幅度波动，图 2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1973—1979年，伊春人口出生率和人口增长率保持同步下降，如图 1和图 2所示。1980年 

后，卣于伊春重视计划生育工作，所以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冉然增长率、人口增长率都 

保持在 比较平稳和比较低的水平(见圈 l和图 2) 

目前，伊春人口仍然在持续增长。伊春人口年龄构成轻，年龄中位数仅为22岁，每年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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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伊春^口变化情况 
Table 1 The development of Ihe population of Yichun City 

年 度 总^口 (̂ )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 机械增长率 (％) 人口增长卓 (％) 

Year Population【 Nat~ity M ortaIity Natural growth M echanical grow~  Growth rate 

● 

Ig4g 

Ig5o 515．4 

I951 545．6 

l952 290．S 

l953 248．g 

lg54 254．2 

l955 7e．5 

1956 49．5 

1g57 I'Z5．5 

1958 3融 ．9 

1g59 165．0 

1960 1(18．3 

196l —20．9 

1962 — 109．7 

1g63 58．6 7．e 51．0 一 37．1 2‘．7 

196‘ 56．7 9．I 47．e — 9．0 38
． 6 

1965 54．5 6．6 47．9 一 I1．8 36
． 1 

196B 7B28j0 44．9 6．6 38．2 — 4．5 33
． 7 

l967 38．6 5．4 33．2 5．6 38．8 

1968 37．4 5．0 42．‘ 38．5 r0
．
9 

1969 35．B 5．4 30．‘ —6．7 23
．
7 

1970 38．2 4．8 33．4 g．g 43
． 3 

tg?1 9B5690 34．9 4．6 30．4 29．4 59
． 8 

19T2 32．9 4．8 28．0 l9．2 47
． 2 

1973 29．3 4．9 24．4 5．3 2g
． 7 

lg74 1092 73O 24．g 4．3 20．7 7
． 4 28．1 

lg75 1l1‘21j 22．0 4．8 l7．1 2
． 6 19．7 

IgT6 1l44392 18．5 4．3 14．3 12
． 8 2'Z．1 

1977 1165037 17．8 5．0 I2．8 5
． 2 18．0 

1978 17．5 4．3 13．2 0
． 1 13．3 

1979 l7．8 4．3 13．5 — 6
．2 7．3 

1980 l1．5 4．4 7
． 1 — 2．4 4．T 

l981 l3．2 4．5 8．7 — 3．8 4
． 9 

l982 i0．9 

1983 11．5 4．1 7．4 

1984 12．1 3．9 8．2 一 e．4 1
．8 

1985 7．1 

198B 12．5 4．1 8．4 

l987 l5．1 4．5 10．e — 4．2 e
． 4 

l9B8 3．2 

有1．7万左右的女青年进入婚龄，预计生育高峰将落在 1992年。因此，伊春人口形势是非常 

严峻的，完成省里要求的在2000年将伊春人 口控制在147万以内的任务非常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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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l 春^ 口 自然 增长率 监绒 

Fig．1 Natural growth rate of the 

population of Yichun Cj竹 图 2 伊 春^ 口增长 率 血线 

Fig．2 Population growth rate of Yichun City 

三、伊春 “三危”现状 

伊春是～个以林业生产为主的林区城市，属林业资源输出型城市，这也是国家赋予伊春 

的使命 伊春 自1948年开发建设 来，共为国家生产木材 2亿多 In ，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很 

多贡献，伊春的社会经济各项事业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与此同时，种种原因使得伊春自身 

发展遇到了许多问题，各种矛盾逐步暴露和加剧，逐步陷入“三危”困境～ 森林资源危机、 

经济严重危团，生态环境曰趋危机。造成 “三危 的主要原因除了多年超量采伐和单一林业 

生 产 等 原 因外，伊春人口的迅速增加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而且人口的迅速增长加剧了 “三 

危 的速度和程度。 

伊春林区开发的4 1年中，木材年产量497万m。，年消耗蓄积837万 FI1。，年平均消耗林木蓄 

积量超过生长量39 O万m。，使得森林资源急剧减少 森林蓄积量由开发初期的4．28亿 m 减 

少到1989年的 2亿m。，成、过熟林蓄积 由3．18亿FI1。减少到 0．34亿 m ，实际可采蓄积不足 

0．30亿m。，如果继续按 目前的生产规模采伐，只能再生产6年，可采林木资源已】经到了最后 

的警戒线。 

伊春市实行政企台一，企业办社会，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退休职工的不断增加，使得 

企业的社会负担不断加重，多年来林业企业一直处于入不抵出的恶性循环之中。伊春的经济 

危困主要表现在 4个方面： I．产量下调使利润减少； Ⅱ．企业留利水平低，1989年人均留 

利为100．36元，只相当于全国工业企业人均 留利 500元的五分之一， Ⅲ．生产和生活欠帐严 

重，职工平均住房面积仅为5．4m。}Ⅳ．资金紧张，平均拖欠职工工资3．5个月。 

生峦环境 日趋恶化主要表现在以下 5个方面； I．气象因子发生变化， 温由5O年代平 

均 0．1℃ 度上升到8O年代的 1．2~C崖，年降水日数减少， 5级以上犬风天数增加 Ⅱ．水源 

两养和水土保持功能下降，干旱洪涝年份增多且灾情加露。仅自1980年以来就发生过 6次水 

灾，直接经济损失达 4亿多元。Ⅲ．水土流失严重，养分迅速降低，黑土层每年 平 均 流 失 

1 cnl，有机质含量每年递减 1‰。w．林中动物明显减少，森林病虫鼠害增加 80年 代 发 

生的病虫鼠害强度是60年代的 3．5倍，防治费用大大增加。v．林区环境污染不断加剧，废 

水、废 、废渣污 越来越严鼋。伊春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对三 平原农业生产也产生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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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影响，小兴安蛉的天然屏障作用逐渐减弱。 

四、伊春人口系统动力学模型 

科学地预测人口的未来发展趋势和规模，是对人口进行有效调控的基础和先决条件。为使 

伊春人口适应伊春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要求，必须对伊春人口的未来做 

到有所估计，并依此制定人口调控对策。为此，采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 ⋯ ，建立了伊 春 人 

口系统动力学模型，对伊春人口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系统仿真和预测。 

模型中，把男、女各分为 0— 4岁， 5— 9岁，1 0—14岁，⋯，75— 9岁，8O岁以上等 

17个年龄组。对于每一年龄组来说，一方面每年都有一部分人死亡，另一方面每年都会有前 
一

个年龄组的人进入该组，也有本年龄组的人转出到下一组。对于80岁以上年龄组，仅有前 
一

年龄组的人转移到本组外，仅存在人口死亡的问题，而没有人转移到下一年 龄 组。 对 于 

0— 4岁年龄组，每年有不同数量的婴儿出生进入该组。另外，把15—49岁的妇女定为育龄 

妇女，取整个育龄妇女的平均生育率作为控制指标。根据伊春的实际情况，模型中将育龄妇 

女的生育率控制在4．8 。 

在以上这些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根据伊春人口内部的动态关系，绘制了伊春人口系统动 

力学流图(图 3)。图 3中各变量 含义如下：MP FP。) MD (FD )分别为(5i一5)一(5f_1) 

岁年龄组的男(女)性人口数和死亡率 (f：1，2，⋯，17)，MT．(FTf)表示男(女)性 (5i一5)一 

(5i一1)岁年酪组向下一个年龄组的转移率 (f=1，2，⋯，16)。PF为育龄妇女人数，PR为 生 

育率，BP为每年出生人数，MB(FB)为出生的男(女)婴比例，TP 为总人口，DP 为每年 

死亡的人数，BR、DR，NG分剐为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最后上机计算，计算结 

果如表 2所示。 

裹 2 伊毫人口璜 (1991--2000年) 
7able 2 Forecast the populallon of Ylchun City 

年 庄 ^口 (万^) 出生率 (‰) 死亡事 (‰) 自搞增长率 (‰) 

Year Population Natality Mortality Natural growth 

134．T l 16．30 5．48 10．82 

136．0 f 15．99 6．61 10．38 

13T．4 15．85 5．74 10．01 

138．8 15．69 5．87 9．82 

1蚰 ．2 15．62 6．00 9．62 

141．5 15．54 6．14 9．‘0 

142．8 15．45 6．28 9．1T 

144．2 15．35 6．42 8．口3 

l45．4 】5．23 6．56 8．67 

146．7 】5．1】 6．71 8．40 

五、伊春人口问题的调控对策 

1．要从复合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高度抓好计划生育工作。计划生育是 目前解决我国人口 

问题的根本途径，对于伊春更是 蕾要，伊春各有关部门应各负其责并互相配合 通过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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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 a 伊春^口系境前力学流图 

Fig．3 FlOW diagram of the population of Yichun City 

调控指标将人口数量严格控制在前面预测的数值内。 

2．要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适应伊春实际情况的计划生育政策法规和奖罚 条例，并使其具 

有法律的效力，约束和不断促进人们 自觉依法进行人口再生产。 

3．要加强宣传教育，尤其是要结合伊春的 三危 现状及成因与人口的关系进行宣传， 

内容要充实可信，形式要生动活泼。这样可以逐步改变人们的生育意识，把人的生育行为引 

导到合理的轨道上来，使调控的目标得以实现。 

4．要重点抓好农村和自流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1988年底，全市计划生育率为97．2％， 

而农村仅为79．8 。自流人口从1980年到 1988年末共生育 7768人，平均计划生育率仅为 

56．2％。由此可见，伊春农村和自流人口计划生育问题的严峻性。 

5．，要严格控制城镇人口数量。伊春城镇人口比例多年居高不下，平均水平达 8O 左 

右 伊春这一比例是一种畸型的超前发展，它并不是在城市本身发生。质 的飞跃基础上实现 

的，也没有促进和引起城市相应规模的发展。对于伊春这样发展水平不是很高且基础薄弱的 

地区，城镇人口过高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并将进一步加重伊春企业和 财 政 的 负 

担，从而也必然会进一步加重 三危 。因此，伊春一定要严格控制城镇人口的增加。 

6．借助于复合生态系统的社会调查机制，将人口规划与经济规划一起下，一起抓、一起 

考核，这样才能保证人口调控的落实和人口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T．要不断提高人口的素质。在科学地对人 口进行预测的基础上，与教育部门沟通信息， 

使教育结构、规模和布局与人口结构，规模和布局相适应，促进教育效益和 质 量 的 提高， 

保证伊春人口素质不断提高，将伊春推引到更高的层次上，使伊春复合生态系统持续发展的 

目标得 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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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PULAT10N AND SUSTAINABLE DEVEL0PMENT OF SOCIAL— 

ECONOMIC-NATURAL COMPLEX ECOSYSTEM：SYSTEM 

ANALYSIS AND REGULAT10N STRAT日GIES OF THE 

P0PULAT10N OF YICHUN CITY 

Zhao Jing—Zhu 

Resear~ Center lot Eco．En~ronmental Sciences，A∞ 8m缸 Stnica) 

W ith mail as a link，the soeil system ，eco nomic system and natural sys— 

tem a integrated into a complex system．th6 social-economic-na~aral complex 

eeosyst )， ．
．

em (SENCE although they &re different with each other In this 

pap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n 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ENCE iS studied．It is pointed out that population is the key factor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ENCE．and that the goal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of SENCE Can  not be rea／ized 11nless the population iS coordinated 

with the various a印 ects 0f SENCE． 

In the case study of Yichun city，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Yichun 

popul~ion is analyzed，the crisises of the  forest resourees，economlc devel— 

opment and envJronment of Yichun city due to the rapid growth of Yjchun 

population are im estigated，the system dynamics model of Yichun population 

is established， and the strategies to regulate Yichun population a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from artificial analysis and forecast with the system 

dyna m ics mode1． 

Key wo rds：population， complex ecosyste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ystem dynamics，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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