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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建立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机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定。 当前，自然资源

资产负债表正处在探索试编阶段，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正在由分类评价走向综合计量的关键节点。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

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技术集成与应用”项目（２０１６ＹＦＣ０５０３５００）面向国家资源环境统计核算的业务化需求，旨在发展自然资

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方法与技术体系，提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技术标

准 ／规范，研发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数字化业务平台，实际应用于国家示范区并形成相应的配套

政策及建议，为政府部门提供科技支撑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资源环境承载力；技术集成；示范应用；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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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与项目来源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资源环境承载力

评价技术集成与应用”隶属 ２０１６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典型脆弱生态修复与保护研究”专项，是区域生

态资源资产统计核算业务化技术方向的重要研究项

目之一。 项目旨在面向国家资源环境统计核算的业

务化需求，发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资源环

境承载力评价的方法与技术体系，为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提供技术支持。
“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

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和“建立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和海洋资

源超载区域实行限制性措施”是中共中央十八届三

中全会做出的重要决定［１］。 研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编制技术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既是国家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根本战略需求，也是国家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业务

化要求，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
所谓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就是要将一国或地区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分类加总形成报表，综合体现某

一时点自然资源资产“家底”、反映一定时期自然资

源的开发利用状况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旨在摸

清资产家底，理清负债及其变化，明确所有者权益和

管理者责任，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提

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资源环境承载力则是由分

类到综合的资源承载力与环境承载力（容量）的统

称。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既包括主要资源类别和环

境容量的分类评价，又包括基于分类评价基础的区

域综合评估，旨在科学认识资源环境承载力阈值与

发展基础，明晰区域未来态势与发展潜力，以期为建

立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机制和编制可持续发展

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支持。

２　 国内外研究进展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

价事关自然资源“价值几何”和资源环境“最大负

荷”这一基本科学命题。 尽管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和建立资源环境承载力监测预警机制是

２０１３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定，但与其密

切相关的自然资源资产评估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

都已走过百年历程。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缘起自然资源资产评

估与国家资产负债表研制，将自然资源价值尽可能

编列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上已成为学界共识。 但就目

前而言，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尚无国际先例，联
合国统计司研发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 ［２⁃５］

作为一种国际自然资源与环境核算统计标准在包括

中国在内许多国家得以实践与推广应用。 国内科研

机构在汲取国内外资源环境核算和国家资产负债表

编制经验基础上，从表式设计、资源核算开始自然资

源资产负债表探索研究，并于多个生态文明先行示

范区开展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研发与设

计［６⁃２４］。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湖州市、安吉县自然资源资产

负债表编制完成，这是中国第一张比较系统全面的

市、县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中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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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联合印发《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试点方案的

通知》，标志着中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正式开

始实物表编制试点。 当前，中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编制尚在探索试编阶段，在原型设计、负债核算与

资产价值化等关键技术方面亟待突破，从分类到综

合、从实物到价值、从理论到实践，实现编制技术的

标准化、规范化与计算机化。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从分类到综合，已由关注

单一资源约束发展到人类对资源环境占用的综合评

估。 前者以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

为代表［２５］，能值分析和生态占用则旨在探讨资源环

境承载力综合评估方法［２６⁃２９］。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提出的增强承载力策

略模型为发展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估体系提供了重要

参考［３０］。 国内学者则长期致力资源环境承载力评

价方法本土化研究，在水土资源、生态环境和海洋资

源等主要类别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成果为主体功能区

划、人口发展规划和灾后重建规划等发挥了重要作

用［３１⁃５１］。 ２０１５ 年国家发改委“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监测预警机制”工作启动，标志着中国资源环境承

载力研究正式由分类走向综合、由理论走向实践。
但是受到种种因素限制，当前基于综合计量的资源

环境承载力评价未有进展，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模

型与指标有待标准化。 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亟待

突破承载阈值界定与关键参数率定的技术瓶颈，从
分类到综合、从定性到定量、从基础到应用，发展一

套标准化、模式化、计算机化的评价方法。

３　 研究目标与考核指标

面向国家需求、立足学科前沿，项目确立的研究

目标是：面向国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与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业务化需求，发展完善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方法

与技术体系，研究提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技术标准或规范，研究发展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

数字化业务平台，实际应用于国家批准的示范区，并
形成相应的配套政策及建议为政府部门采纳利用。

根据项目研究目标确立的项目主考核指标如

下：（１）提出 １ 套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资源环

境承载力评价的方法论，公开发表论文 ４０—５０ 篇，

提交研究报告 ７ 份，出版专著 ７ 部；（２）提出 ７—１０
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技术标准 ／规范，其中 ３—４ 项发展成为地方标准或

国家 ／行业标准；（３）完成 ３—５ 个国家试点地区的应

用示范和相应数量的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图集、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以及示范区研究报告；（４）提出

４—６ 份有关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与资源环境承载力

的研究报告或政策建议，并被国家政府部门或地方

政府所采纳利用；（５）发展 １ 套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编制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为一体的数字化业务

平台，申请软件著作权 ６—８ 项、发明专利 ２—３ 项；
（６）培养造就一批从事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

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的优秀科技人才，培养博士

１０—１５ 名、硕士 １０—１５ 名。

４　 研究内容与总体思路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

评价技术集成与应用”项目，将着力解决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编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方法论问

题，突破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原型设计、负债核算与

价值化关键技术，资源环境承载力承载阈值界定与

关键参数率定、定量评价与综合评估关键技术，以及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系

统集成与数字化关键技术，以期为国家生态文明制

度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立足研究目标，围绕上述关键科学技术问题，项

目将重点开展以下三方面研究工作：一是，发展完善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方法论，突破原型设计、
负债核算与价值化关键技术，从分类到综合、从实物

到价值、从存量到流量、从理论到实践，研究提出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与编制标准或规范并示

范应用；二是，发展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方法论，
突破承载力阈值界定与关键参数率定、分类评价与

综合评估技术，从分类到综合、从定性到定量、从静

态到动态、从基础到应用，研究提出资源环境承载力

评价方法与技术标准或规范并示范应用；三是，从技

术集成到系统研发，集成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

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方法与技术体系，研发集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为一体的数字化业务平台并实际应用，以满足政府

部门的业务化需要。

３　 ２２ 期 　 　 　 封志明　 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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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资源环境承载力

评价技术集成与应用”项目遵循“纵向分解⁃横向综

合⁃系统集成⁃应用示范”的递进式研究思路，由分类

到综合、由技术集成到系统研发、由系统集成到应用

示范，递次展开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资源环

境承载力评价技术集成与应用研究（图 １）。 首先是

纵向分解，分别开展土地资源、水资源、海洋资源和

环境容量等主要资源环境类别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编制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与技术研究，为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综合编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综

合评价奠定基础；其次是横向综合，在分类研究的基

础上，由分类到综合，进行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综合

编制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的技术集成与综合

研究；再次是系统集成，由技术集成到系统研发，将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

关键方法与技术体系，集成为一个拥有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编制与更新系统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分类评

价与综合评估系统的标准化、规范化的数字化业务

平台；最后是应用示范，由系统集成到业务应用，选
择若干城市 ／乡村、国家生态屏障 ／重要农业地区、内
陆 ／沿海等国家批准的示范区（西藏、张掖、承德、湖
州、深圳、日照）进行应用与示范研究。

图 １　 项目研究基本思路与总体方案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ｓｈｅｅｔｓ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基于上述总体思路和研究内容，项目将分类研 究与综合研究、负债表研究与承载力研究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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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用性相结合，由分类（１—４）到综合（５—６）再到

系统集成（７）设立 ７ 个研究课题：（１）土地资源资产

负债表编制与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技术与应用；（２）
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水资源承载力评价技术与

应用；（３）海洋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海洋资源环境

承载力评价技术与应用；（４）环境承载力（容量）评

价与生态环境核算技术与应用；（５）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编制技术集成与区域示范；（６）资源环境承载力

综合评价技术集成与区域示范；（７）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编制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系统集成与应用。

５　 预期成果与经济社会效益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资源环境承载力

评价技术集成与应用”项目面向国家资源环境统计

核算的业务化需求，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

术到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从分类到综合、从技

术集成到系统研发，从理论到实践，预期在以下方面

取得突破性进展：
（１）发展完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资源

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方法和技术体系，通过跨学科、跨
部门的集成创新，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编制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方法论，为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奠

定科学基础。
（２） 突破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原型设计、负债

核算与价值评估等关键技术，从实物到价值，建立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技术体系并提出编制标准或

规范，实现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分类编制和综合集

成的规范化化与动态化，为实现领导干部自然资源

资产离任审计和生态环境责任追究提供科学依据。
（３）突破资源环境承载力阈值界定与关键参数

率定、定量评价与综合评估关键技术，从分类到综

合，建立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技术体系并提出评价

标准或规范，实现资源环境承载力分类评价与综合

评估的标准化与定量化，为建立资源环境承载力监

测预警机制和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４）突破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资源环境

承载力评价的系统集成与数字化关键技术，研发一

套集多源数据融合、技术体系集成和可视化表达为

一体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资源环境承载力

评价组件式系统，实现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系统化和数字化，为国家生

态文明制度建设提供数字平台支撑。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 １ ］ 　 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北京： 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 ２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 １９９３．

［ ３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Ａ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ａｌ．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 ２０００

［ ４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２００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 ２００３

［ ５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Ｆｕ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２０１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 ２０１４．

［ ６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ＧＢ ／ Ｔ２８０５８—２０１１ 海洋生态资本评估技术． 北

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２０１２．

［ ７ ］ 　 高敏雪， 张颖， 许健， 周景博， 高亚春． 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与

经济分析：从国际经验到中国实践．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

社， ２０１２．

［ ８ ］ 　 耿建新， 王晓琪．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下土地账户编制探

索———基于领导干部离任审计的角度． 审计研究， ２０１４， ５：

２０⁃２５．

［ ９ ］ 　 封志明， 杨艳昭， 李鹏． 从自然资源核算到自然资源资产负债

表编制． 中国科学院院刊， ２０１４， ２９（４）： ４４９⁃４５６．

［１０］ 　 甘泓， 汪林， 秦长海， 贾玲． 对水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初步认

识． 中国水利， ２０１４， １４：１⁃７．

［１１］ 　 陈艳利， 弓锐， 赵红云．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 理论基

础， 关键概念， 框架设计． 会计研究， ２０１５， ９： １８⁃２６．

［１２］ 　 陈玥， 杨艳昭， 闫慧敏， 封志明． 自然资源核算进展及其对自

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启示． 资源科学， ２０１５， ３７（ ９）：

１７１６⁃１７２４．

［１３］ 　 封志明， 杨艳昭， 陈玥． 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进展及其对自然

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启示． 资源科学， ２０１５， ３７ （ ９）：

１６８５⁃１６９１．

［１４］ 　 耿建新， 胡天雨， 刘祝君． 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与自然资源资

产负债表的编制与运用初探———以 ＳＮＡ ２００８ 和 ＳＥＥＡ ２０１２

为线索的分析． 会计研究， ２０１５， １： １５⁃２４．

［１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 ＬＹ ／ Ｔ ２４０７—２０１５ 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

范．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２０１５．

５　 ２２ 期 　 　 　 封志明　 等：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１６］　 胡文龙， 史丹． 中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框架体系研究———

以 ＳＥＥＡ２０１２， ＳＮＡ２００８ 和国家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的一种思

路．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５， ２５（８）： １⁃９．

［１７］ 　 江东， 卓君， 付晶莹， 闫晓曦， 黄耀欢． 面向自然资源资产负

债表编制的时空数据库建设． 资源科学， ２０１５， ３７ （ ９）：

１６９２⁃１６９９．

［１８］ 　 史丹， 杨丹辉， 张金昌， 白玫， 李春瑜， 胡文龙， 张航燕， 张

艳芳， 王蕾．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探索———在遵循国际

惯例中体现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

社， ２０１５．

［１９］ 　 薛智超， 闫慧敏， 杨艳昭， 封志明．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

中土地资源核算体系设计与实证． 资源科学， ２０１５， ３７（９）：

１７２５⁃１７３１．

［２０］ 　 杨海龙， 杨艳昭， 封志明．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与自然资源

资产负债表编制． 资源科学， ２０１５， ３７（９）： １７３２⁃１７３９．

［２１］ 　 姚霖， 余振国．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基本理论问题管窥． 管理

现代化， ２０１５， ２： １２１⁃１２３．

［２２］ 　 高敏雪． 扩展的自然资源核算———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为

重点． 统计研究， ２０１６， ３３（１）： ４⁃１２．

［２３］ 　 谷树忠． 自然资源资产及其负债表编制与审计． 中国环境管

理， ２０１６， ８（１）： ３０⁃３３．

［２４］ 　 蒋洪强， 卢亚灵， 程曦， 于森． 京津冀区域生态资产负债核算

研究． 中国环境管理， ２０１６， ８（１）： ４５⁃４９．

［２５］ 　 ＦＡＯ．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Ｒｏｍｅ： ＦＡＯ， １９８２．

［２６］ 　 Ｏｄｕｍ Ｈ Ｔ， Ｏｄｕｍ Ｅ 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 １９８１．

［２７］ 　 Ｉｍｈｏｆｆ， Ｍ．Ｌ．， Ｂｏｕｎｏｕａ， Ｌ．， Ｒｉｃｋｅｔｔｓ， Ｔ．， ｅｔ 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ａｔｕｒｅ ２００４，

４２９（２４）， ８７０ – ８７３．

［２８］ 　 Ｌａｚａｒｕｓ Ｅ， Ｚｏｋａｉ Ｇ， Ｂｏｒｕｃｋｅ Ｍ， ｅｔ ａ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ｂｏｏｋ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２０１４． Ｏａｋｌ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 ２０１４．

［２９］ 　 陆宏芳， 沈善瑞， 陈洁， 蓝盛芳．生态经济系统的一种整合评

价方法：能值理论与分析方法． 生态环境， ２００５， １４ （ １）：

１２１⁃１２６．

［３０］ 　 ＵＮＥＳＣＯ ＆ ＦＡＯ．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 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Ｋｅｎｙａ： Ａ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ｉｓ ＆ Ｒｏｍｅ：

ＵＮＥＳＣＯ ＆ ＦＡＯ， １９８５．

［３１］ 　 石玉林， 陈百明． 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３２］ 　 封志明． 土地承载力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土地科学，

１９９４， ８（３）： １⁃９．

［３３］ 　 陈百明． 中国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与人口承载能力． 北京：

气象出版社， ２００１．

［３４］ 　 王浩， 陈敏建， 秦大庸． 西北地区水资源合理配置和承载力能

力研究． 郑州： 黄河水利出版社， ２００３．

［３５］ 　 吴丰昌， 孟伟． 中国环境基准体系中长期路线图． 北京： 科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４．

［３６］ 　 封志明， 杨艳昭， 张晶． 中国基于人粮关系的土地资源承载力

研究： 从分县到全国．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０８， ２３（５）： ８６５⁃８７５．

［３７］ 　 张丹， 封志明， 刘登伟． 基于负载指数的中国水资源三级流域

分区开发潜力评价． 资源科学， ２００８， ３０（１０）： １４７１⁃１４７７．

［３８］ 　 樊杰， 周成虎， 顾行发， 邓伟， 张兵． 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

规划———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

［３９］ 　 封志明， 刘登伟． 京津冀地区水资源供需平衡及其水资源承

载力． 自然资源学报，２００６，２１（５）：６８９⁃６９９．

［４０］ 　 王浩． 中国水资源问题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北京： 科学出

版社， ２０１０．

［４１］ 　 ＬＩＵ Ｄｏｎｇ， ＦＥＮＧ Ｚｈｉｍｉｎｇ， ＹＡＮＧ Ｙａｎｚｈａｏ， ＹＯＵ Ｚｈｅ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ｓｕｐｐｌｙ⁃ｄｅｍ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ｔ ｃｏｕｎ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１， ２１

（５）： ８３３⁃８４４．

［４２］ 　 刘东， 封志明， 杨艳昭， 游珍． 中国粮食生产发展特征及土地

资源承载力空间格局现状． 农业工程学报， ２０１１， ２７（７）： １⁃６．

［４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ＳＬ ／ Ｚ５５２⁃２０１２ 用水指标评价导则．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２０１２．

［４４］ 　 王浩， 王建华， 贾仰文． 海河流域水循环演变机理与水资源高

效利用．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４５］ 　 樊杰， 王传胜， 汤青， 徐勇， 陈东． 鲁甸地震灾后重建的综合

地理 分 析 与 对 策 研 讨．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２０１４， ３３ （ ８ ）：

１０１１⁃１０１８．

［４６］ 　 封志明， 杨艳昭， 游珍， 张景华． 基于分县尺度的中国人口分

布适宜度研究． 地理学报， ２０１４， ６９（６）： ７２３⁃７３７．

［４７］ 　 封志明， 杨艳昭， 游珍． 中国人口分布的水资源限制性与限制

度研究． 自然资源学报， ２０１４， ２９（１０）： １６３７⁃１６４８．

［４８］ 　 封志明， 杨艳昭， 游珍． 中国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性和限

制度研究． 地理研究， ２０１４， ３３（８）： １３９５⁃１４０５．

［４９］ 　 袁国华， 郑娟尔， 贾立斌， 王世虎， 罗世兴， 席皛． 资源环境

承载力评价监测与预警思路设计．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２０１４，

２７（４）： ２０⁃２４．

［５０］ 　 樊杰， 王亚飞， 汤青， 周侃． 全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

（２０１４ 版） 学术思路与总体技术流程． 地理科学， ２０１５， ３５

（１）： １⁃１０．

［５１］ 　 中国人口分布适宜度研究课题组． 中国人口分布适宜度研究

报告．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６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