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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通过对北宋以来我国人口和生态问题演变的考察，本文认为北宋标志
着我国生态问题的恶化由局部扩展到全国，这主要是因为北宋以来，我国的人口出
现了持续而稳定的增长趋势。但是，我国的生态破坏并没有像世界历史上有些文明
（如玛雅文明）那样威胁到文明的延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于我国广阔
的地域条件使得过重的人口压力可以从生态受到破坏的地区转移到人口压力较小的
地区。 

[关键词]人口数量/人口分布/生态问题 
[正文] 
 

一、前言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上，人口和生态问题虽在先秦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但真正的
恶化则始于北宋。自北宋以来，我国的人口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摆脱了过
去千年徘徊的局面，在历史上第一次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虽然在某些特定的历
史时期也有过暂时性的下降，但总体上来说人口一直呈上升趋势。如果说这种增长
的趋势在17世纪中叶之前还表现出间断性的话，那么，这个时间之后人口增长势头
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与人口持续稳定增长相伴随的是，人口聚集中心的转移。黄河中下游作为过去千
年来人口中心的地位开始被动摇，人口向着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地区迁移，形成了
多个人口聚集中心，我国东南地区作为新的人口中心的地位开始被确立。同时，在
我国的所谓边缘省区，如西北部、东北部和西南部也都呈现了显著的人口增长。如
果以长江为界的话，那么，自北宋之后的大部分时间内南方的人口都大大超过了北
方。 
当然，人口持续稳定的增长会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除
继续压迫过去业已开发的土地并使这里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之外，这种压力还随
着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重新分布而把生态问题带向了全国几乎所有的地方。人口和
生态之间的矛盾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个矛盾不再限于局部，而演变成了全国性的问
题。 

 
二、人口数量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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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自北宋以来，无论是生产技术还是社会组织

结构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在北方，普遍实行了淤田，（注：淤田是指用浑浊的河水
漫灌河边的田地。）粮食亩产大幅度提高，由过去的60～70斤增加到300斤左右，实
现了粮食产量的飞跃。在南方，种植水稻的技术日臻成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所
有这些条件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准备了物质条件。同时，战争对人口增长的影响已
远不如过去明显。 

从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到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止的300多年的时间内，尽管
经历了众多的战争，出现过宋、辽、金、元、夏五国割据的局面，但人口一直在稳
步增长。北宋初年3000万左右的人口到13世纪初期时已经突破1亿的规模，在历史上
创造了新的记录，实现了中国人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后，人口在这个顶
峰上开始下降，至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时，人口在高位上出现了新的低谷（相当于
盛唐时的人口规模）。元朝虽然是人类有史以来的地球上出现过的最大帝国，其版
图横跨欧亚两个大陆，但由于其存在的时间很短，从元世祖忽必烈到元朝灭亡也只
经历了半个世纪多一点的时间，所以，人口在这段时期的增长并不显著。 

明朝开始，人口又出现了新一个增长周期，除了在明末清初人口略有下降外，人
口增长的趋势再也没有停止过，而且增长呈现加速的势头。尤其是17世纪下半叶以
来，这种加速的势头就更加明显。人口在清康熙年间再次达到1亿之后，经过了不到
一个世纪的时间就翻了一翻，突破了2亿的规模，第三个1亿的增加仅用了不足50年
的时间。到清朝末年时，我国人口已经达到了4亿的规模。在中华民国所存在的近半
个世纪中，人口又增加了1.5个亿左右，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人口已达到
4亿5千万。 

 
三、人口分布中心的变化 

 
在北宋之前，我国人口的分布中心主要集中在华北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在最高峰

时达到占全国人口的近2／3。但北宋之后，人口分布的这个特点被彻底改变。长江
中下游和江南6省的人口比重开始稳步上升，逐步超过黄河中下游地区而成为新的人
口聚集中心。 

在北宋初期，黄河中下游5省占全国的人口比重为30.66％，之后，逐渐下降，到
公元1102年时，下降到29.7％。而长江流域6省则由27.87％上升到39.76％。到了北
宋后期，全国已经有将近2／3 的人口居住在现今的南方省区中。从人口密度来看，
北宋以后，密度最高的省也出现在南方，出现了从四川到江苏的长江南岸密集人口
带。在南宋后期和元朝时期，人口分布的这种南北趋势更加明显，在公元1290年
（南宋后期）时，黄河中下游5省人口下降到仅占全国人口的11.24％，是有史以来
最低的，而长江流域6省的人口比重则上升到创记录的61.27％。到了这个时期，我
国人口的这种南北大趋势业已基本形成。之后的情况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比重
又有所上升，但基本上都维持在占全国人口的1／5左右，长江流域的人口比重在达
到其峰值之后出现了缓慢的下降，但基本上是维持在占全国人口的40％左右。与此
同时，全国其它地区的人口也都出现了增长，呈现出一种更加均匀的分布趋势。如
四川省的人口在北宋时期曾达到占全国总人口的13％，之后这个比重有所下降，但
19世纪中叶恢复到占全国人口10％以上之后就再也没有降下来过。另外，东北地
区、云贵地区的人口比重也都有所上升。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人口分布出现了上述变化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社会
政治方面的原因，如除了五胡乱华和金人、元人的入侵迫使人民向南迁移以逃避战
争可以部分地解释这种人口分布上的南北变化趋势外，与生态条件的改变相伴随的
经济方面的原因则是这种变化的最为重要的原因。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口的迁移趋势一般来说是从农业生产力低的地区向着生
产力高的地区转移。在唐代之前，我国农业生产力最高的地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所以，在这里形成了数千年来人口聚集的中心。但北宋之后，随着我国南方和北方
的生态条件发生相对变化以及农业生产技术和手段的进步，由北方向南方迁移人口
的比较利益不断增加。 

因为，北方地区由于长期的开发，导致生态系统恶化；森林大量减少，地面失去
气温调节的机能，年平均气温下降，无霜期缩短，农作物的生长期随之减少，再加
上降雨量的减少，使北方地区变成半干旱地区。由于北方地表植被遭到长期破坏



后，水土流失加剧，北方大部分的河川含沙量逐渐增加，不断造成淤积和水患。受
水土流失影响最为严重的莫过于黄河了。由于黄土高原的土壤松软，极易被冲刷，
因此，大量泥沙在河底的沉积逐渐使黄河变为地上河，河水不断泛滥成灾，下游也
经常改道。 

而与此同时，南方的生态环境还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基本上维持着生态的平
衡。另一方面，适合于南方农业生产活动的耕作技术尤其是水稻的种植和栽培技术
自北宋以来逐渐成熟起来，其结果是，与北方相比，南方的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
进而使人口从北方向南方迁移的比较利益增大，促使了中国人口由北向南的长期大
迁徙。 

随着人口在南方的不断增加，一方面是生态环境开始恶化，另一方面是随着人口
密度增加而使土地收益递减，因此大约在清朝中叶的时候，南方也人满为患，生态
条件也同样恶化，移民的比较利益减少，而风险相对增大，人口由北向南的大迁移
已基本上停止了下来，其在全国范围内的基本格局也已大体形成。到清朝末年的时
候，全国人口的2／3集中在下述三片地区：其一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四川和两湖，
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4以上；其二是长江下游的江苏、安徽、浙江和江西，人口占
总人口的23％；其三是华北东部的河南、河北和山东，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5。与
人口分布的这种多中心化密切相关的是生态问题由唐朝之前的局部性问题（集中在
黄河中下游地区）而演变为全国性的问题，生态条件在全国范围内恶化。 

表1  黄河中下游5省和长江流域6省占全国人口比重（％） 
 

 
注：黄河中下游5省包括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和陕西， 长江中下游6省包括

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和湖南。 
 

四、生态条件的全面恶化 
 

自北宋以来，随着人口稳步地增长及分布到全国各个地方，对土地的垦殖和开发
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结果是我国的生态环境进入了全面恶化的时期。 

宋代开始以后人口所以能摆脱自西汉以来的千年轮回状态，一方面是因为农业生
产技术的进步（淤田和水稻种植技术的完善）、粮食单产增加、原有土地承载力提
高，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开垦了过去不曾开垦或无力开垦的土地之故，伴随
着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分布，对土地的垦殖也遍及各个角落。 

北宋时，屯垦主要集中在辽东、河北、山西中部、陕西、河南、甘肃等地。当金
攻陷北宋京都开封北宋政权逃往南方建都杭州时，造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由
北向南的大迁移，其屯垦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安徽、陕西南部、湖南、湖北和
四川等省，但人地矛盾依然突出，人们不得不向湖泊、江海、沙滩打主意。 

在南宋时代，"浙西围田相望，皆千百亩，坡塘悉为田畴"。同时在宋辽边界、淮
河上游、四川和西北等地也都实行了屯田，对土地的利用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
大规模。 

元朝统一中国后，屯垦更加兴盛，军屯、民屯遍及全国，但重点在南方，尤其在
西南屯垦甚多。 

明朝的屯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有组织地把无地贫民迁移至人少地多的地方屯种，
分别编屯，派官提督。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苏、山东、河北等地。其中，规模较大
的有洪武4年（1371）将内蒙、山西西北部的沙漠移民32,000余户迁至北京，置屯
254，开田1,343 顷； 山东一次移民58000余户等。随着北宋以来对江南地区的开
发，经济中心随着人口中心开始南移，到了明朝时，江南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重要



的粮食生产基地，洪武元年（1368）"命浙江、江西及苏州等九府，运粮三百万石于
汴梁"。永乐年间则造大型海船，运淮、扬、徐、衮粮百万石。宣德四年（1429）
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百五十万石于淮安仓，苏、松、宁、池、庐、安、广德民
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应天、常、镇、淮、扬、凤、太、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
十万石于临清仓。"明成化八年（1472），京师运粮定额为400万石，北粮（注：指
长江以北黄河中下游漕运粮。）75.56万石，南粮（注：指长江中下游，包括浙江、
江西、湖广及应天、苏州等地的漕运粮。）324.44万石。可见，在明朝中期之前长
江中下游地区已成为全国的重要粮食基地，占全国漕运粮的80％以上。 

我国更大规模的移民垦殖始于清代顺治八年（1651）。移民垦殖方式包括人们自
动移垦、集团和商办盈利性移垦、政府组织难民就食垦殖、划地招募的农场移垦、
兵民屯垦等。从移垦的地区来看，包括东北地区，内蒙、察、绥地区，甘、青、新
地区，西南地区，内地，沿海荒地及岛屿荒地等，可以说涉及到全国的各个地方。
如，在东北地区，自从明朝设辽东都司以后，在辽河流域辟地不下300万亩，城乡居
民亦有数十万人。至清乾隆年间，内地人民为衣食所迫又纷纷进入东北，光绪六年
则出台了各种鼓励移民垦殖免税措施和补助方法，更加刺激了移民进入东北地区并
在那里垦殖土地。又如，在西南地区，经过明末战争之后，地广人稀，人口高密度
区如湖南、广东、江西、陕西等地的农民相继进入垦殖。仅从四川一个省的人口来
看，就从乾隆52年的850 多万增加到道光22年的近4千万。与此同时， 对内地的垦
殖则由平原转向了对山区的垦殖，至清中叶，垦耕山地进入高潮，其中，东南各省
山区的开垦，始于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省，山垦最显著的是川、陕、鄂交界
地区，在乾隆年间来自皖、豫等省的流民大量入山垦种。与对平原地区的垦殖相
比，对山地的开垦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大、更严重，其结果是森林大量消失，生态
遭到空前之浩劫。 

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成功后建立了中华民国。与过去相比，民国以来对土
地的垦殖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垦殖手段和组织方式都更为先进，出现了军阀、官
僚、地主以集团公司形式而进行的垦殖活动，其特点是以招佃雇工的方式，采用机
器垦荒。毋庸置疑，这种先进的组织方式的垦殖手段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史无前例的
破坏。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成立的时候，所继承下来的是一个遭到严重破坏
的生态环境。 

自北宋以来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垦殖土地和垦殖由平原向山区的推进所带来的直接
后果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生态环境也从此进入了严重恶化时期，致使我国森林大
量减少，沙漠化加剧，水土流失和江、河、湖的淤积日益严重、自然灾害频繁。 

（1）森林的大量消失。 北宋至民国时期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
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在北方，黄土高原（注：黄土高原一般是指秦岭及关中平
原以北，长城以南，洮河及乌鞘岭以东，太行山以西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
但也有把关中平原、鄂尔多斯高原和阴山山脉以南地区都包括在内的，实指黄河中
下游及中游入黄支流流域。）的渭河中上游地区、秦岭北坡等地在唐代之前都还被
茂密的森林所覆盖。自北宋以来，这些森林逐渐被砍伐，尤其是明朝之后，其破坏
更是毁灭性的。例如，在清代，失掉土地的农民大量进入秦岭北坡的深山垦荒，大
面积砍伐森林，焚烧枝叶作为肥料，等土地贫瘠之后再砍伐森林，新辟荒地，最终
使秦岭北坡的森林几乎荡然无存。靠近黄土高原的阴山也曾经是茂密的森林，后被
毁于明、清两代。（注：魏凤国："阴山森林史话"，载《森林与人类》1983年第5
期。）明朝初年，北京西山地区仍然分布有许多森林，但是，由于京城人口众多，
燃料匮乏，再加之宫廷建设所需，最终使这里的森林丧失殆尽。在南方地区，北宋
之前可以说在大部分地区都覆盖着较为完整的森林。华中、西南在历史上曾有广大
的亚热带森林分布，华南、滇南则分布着热带森林。这些地区森林被破坏的状况可
以从湘江下游地区森林的被毁而窥知一二。在北宋之前，这里还为森林覆盖，到处
山清水秀，但宋代之后，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使人口大增，土地短缺导致大
面积的毁林开荒。宋代《云谷杂记》载："沅湘间多山，农家惟种栗，且多在岗阜，
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种于其间，如是则所收必
倍，盖史所谓刀耕火种也。"18世纪以来，湘江下游地区人口的巨大压力使垦殖更
甚，樵采更重，并最终使这里"合抱之木，百不存一，常美之山，多突而童"。 

（2）沙漠化的加剧。我国有沙漠及沙漠化陆地面积近109.5万平方公里（其中包
括戈壁），约占国土面积的11.4％，大体相当于全国耕地面积的总和。据估计，由
于人口压力的增强而进行的垦殖和毁林等人为活动所造成的沙漠化土地面积约为12



万平方公里，这些沙漠分布在我国西北、华北和东北草原地带、荒漠草原地带、荒
漠地带边缘及内陆河流沿岸。（注：朱震达、刘恕：《中国国土整治战略问题探
讨》，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 

我国人为活动所导致的沙漠化虽然始于很早以前，沙漠化的加剧则是北宋以来的
事。据考证，在毛乌素沙区，有着数十座规模不小的被流沙所包围的古城堡废墟，
许多都为汉代所建，如榆林头道河古城滩缸房村的汉城、硬地梁河的古城界汉城、
硬地梁河东岸的白城汉城等等。（注：林雅贞、陈传康、陈昌笃：“从自然条件讨
论毛乌素沙区的治沙和生产发展方向问题”，《地理学报》1983年，第38卷，
NO.3。）这些古城废墟的存在，说明毛乌素沙地在历史上曾经是水草丰美、植被良
好、农牧业生产相当繁荣发达的地区。在毛乌素沙区以西的河东沙地所发现的古城
遗址都是明代的建筑，比如，灵武县城东北33公里的红山堡遗址，建于明朝正德16
年（1521），位于盐池县城西南45公里处的铁拄泉城则建于嘉靖15年（1536）。侯
仁之等人在1964年考察铁拄泉城时记述到"现在所见的偌大一座城池，非但城内已经
荒无人烟，城外也是一片冷落景象。高大的城门门洞，大半已被沙湮灭。瓮城之
内，积沙也多，越墙入城之后，所见都是废墟蔓草，草以薇菜与苦豆为主，间有芨
芨与白刺成堆。至于围于城中的铁拄泉已经渺无踪影。四周墙下，惟有积沙，多少
不等"。（注：侯仁之："从人类活动遗迹探索宁夏河东沙区的变迁"，《科学通报》
1964年，No.3。）由此可见，一个丰美的草原经过几百年的人为破坏而被沙丘和流
沙所替代。 

通过对毛乌素沙漠湮埋的众多古城在不同朝代所处的位置基本上可以看到沙漠在
历史上向东推进的过程。明代所修的长城应在毛乌素的边缘地带，唐代以前沙漠边
界至少要距明代长城60—100公里以外，从盛唐到明初约800年的历史上，沙漠南进
与东进了60公里， 平均每年向前推进0.075公里。在我国的河西走廊地区，由于历
史上的移民开发，对祁连山森林破坏很大，为这里沙化创造了条件，从而使我国古
代灿烂的文化艺术明珠敦煌处于沙漠深处。 

（3）江河湖泊的淤积。 人口增加所导致的人地之间矛盾的加剧迫使人们去开垦
更多的耕地，当平原地区的垦殖仍然不能满足需求时，一方面是向山岭要耕地，而
人们对土地的开垦尤其是对山区的垦殖所造成的水土流失，其直接后果就是河道和
湖泊的淤积。另一方面，人们还向江河湖泊要耕地，对江河湖泊进行围垦。其结果
就是江河水系的淤积和湖泊面积的缩小甚至消失，而这又会造成对大自然水旱灾害
调节能力的减弱，使水旱灾害的发生加剧。 

如果考察一下我国历史上的江河湖泊水系的变迁就会发现，有的河流改道了，有
的湖泊缩小了，而有的甚至消失了。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我国古代不同名称的湖
泊有：海7、泽100、薮11、湖114、淀12、陂160、池117、坑9、其它29，共559个。
（注：陈桥驿："我国古代湖泊的湮废及其经验教训"，载《历史地理》第2辑，第
104页。）但人们的开垦和围垦活动使这些湖泊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湮废，有的缩
小变浅。例如，《水经注·渠水注》记载的圃田泽，是我国古代的大湖之一，它位于
河南中牟以西，当时的圃田泽是"西限长城，东极官渡，北佩渠水，东西四十里许，
南北二十里许"，由于和黄河相沟通，黄河泥沙之害逐渐使其淤积，到了宋代，已经
看不到其踪影了。《水经注》所载的芍陂是古代淮河的一个大型人工湖，陂周至二
三百里，灌田至万顷，在北宋之前，它在当地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其
后的年代里，逐渐被毁湖造田，明朝之后，毁湖造田的速度加快，湖面迅速缩小，
直至完全湮废。《水经注·浙江水注》对绍兴鉴湖的记载为"浙江又东北得长湖口，湖
广五里，东西百三十里，沿湖开水门六十九所，下溉田万顷。"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
对湖的大规模围垦最终使得该湖消失了。 

洞庭湖是我国的第二大淡水湖。长期以来，由于长江及湘资沅澧所带来的泥沙的
淤积和围湖造田的蚕食使洞庭湖迅速萎缩。19世纪至民国时期，湖面缩小了近1／
3，1949年以来，其萎缩的速度就更加快了（参见表2）。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
河自唐代河水变黄以来，北宋之后由于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加剧和河道的淤积就逐
渐演变成了一条害河。据统计，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约1500余次，较大的改道26次，
特大的改道6次，洪水先后漫及的范围达25万平方公里，其特点是水患次数越来越频
繁（参见表3）。 

表2  洞庭湖100多年以来的萎缩进程 
 



 
资料来源：引自张修桂，1979，“认识洞庭湖改造洞庭湖”，载《历史地理》创刊

号。 
 
表3  北宋至清代黄河水患次数 

 

 
五、结语 

 
北宋以来，人口和生态之间的矛盾从局部性演化为全国性并随人口持续稳步地增

长而迅速恶化。究其根源就在于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土地之间矛盾的加剧，表现为人
口数量的每一次大量增长都会迫使人们开垦更多的耕地而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的农业文明虽然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生态问题，但它绵绵数千
年而没有中断，基本上实现了一种可持续的发展，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
的。中国古代文明所以能持续发展，稳定的社会组织形态（注：金观涛等人认为我
国封建社会延续数千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固然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生态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是不容忽视的。 

归结起来，我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在生态上的可持续性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首
先，我国的农业文明创造了世界上最为完善和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其中，精耕细
作和施肥灌溉是关键，正是这种先进的农耕技术使在人口大量增加的情况下最小限
度地破坏生态环境成为可能。我国在周朝之后，就已放弃了轮作休耕的耕作方法，
通过施肥灌溉使地力得以保存，这种方法不但可以节约耕地面积，而且还使粮食产
量大为增加。我国的古代农业创造了同时代世界农业史中最高单位面积产量而又使
地力维持不衰，这正是我国农业文明实现生态上可持续性的重要条件之一。 

其次，我国有着辽阔的地域，为文明中心的转移提供了条件。黄土高原和黄河中
下游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并在北宋之前的数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是人口的聚
集中心和经济活动中心，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对这里的开发逐渐达到环境承载的极
限，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生态问题，黄河水由清变浊再变黄，直至泛滥成灾。值得庆
幸的是，自北宋以来，人口不断向南方的大迁移，并逐渐使文明的中心移向长江中
下游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这就大大缓解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压力和环境压
力，从而为我国农业文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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