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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当京城“惊天大堵”之时，关于“城市承载能力”以及“控制人口”的论战再次升级，并在

京城引来极大的关注。 

 

    先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陶然近日在媒体上刊文《“城市人口承载力”应重新认识》，其

中表示：作为经济学教授，我本人对“城市极限承载力”，乃至于“中国人口承载力”之类的研

究，基本上持一个否定的态度。 

 

    随后，有媒体人刊发评论文章《“城市人口承载力”的研究可以休矣》，矛头同样指向“城市

人口承载力极限”的理论研究，认为“城市人口承载力”相关理论研究和决策应当被视为当代中国

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理论和决策失误。 

 

    就此，中国人民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教授侯东民在媒体上刊发《北京的水，养不了那么多

人》一文，对陶然教授等的观点做出了反击。 

 

    侯东民教授认为，大家都忽视了北京的独特性，那就是水资源，人口增长正在严重透支北京的

生存基础，对此，社会迄今没有深切认识，对人口猛增的症结及其调控渠道也缺乏准确认知。 

 

    看来双方观点对立，互不妥协。一方认为“城市人口承载力极限”的理论和决策，一再被现实

的人口增长所突破。而且“城市人口承载力”研究者有意无意地低估了技术、制度创新和管理手段

进步对城市人口容纳力的动态影响，更忽视了市场机制本身对人口流动、人口增长的重大调节作

用，所以“城市人口承载力”的研究可以休矣！ 

 

    而另一方坚持认为，人们对于人口增长的危害目前缺乏深切的认识和高度的关注，实际上，人

口过快增长已使北京人口环境关系高度脆弱化，降低人口增速已经是北京“十二五”头等重要发展

任务，人口控制更是势在必行！ 

 

    关于北京市需不需要进行人口控制？如何应对人口快速膨胀的事实？笔者曾撰写文章《不必过

分担心北京人口“浮肿虚胖”症》，认为面对人口压力，北京市城市管理者大可不必过分担心，不

仅无须采用“限制”性的强制手段，反而更要通过消除限制人口流动的各种制度性障碍，进一步促

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等区域协调发展，以解决人口和资源矛盾。 

 

    其实，面对巨大的人口压力，很多问题被我们想象的过于严重了，以至于我们只想到“头疼医

头、脚疼医脚”的笨办法，比如，面对人口压力过大，很多城市管理者自然而然就会想到“限制人

口”的最简单的管理办法。其实，依国际经验来看，往往通过限制人口的办法来解决城市拥堵、资

源紧缺问题，不但于事无补，反而只会使事情越来越糟。 

 

    所以，笔者赞同陶然教授提出的“‘城市人口承载力’研究者有意无意地低估了技术、制度创

新和管理手段进步对城市人口容纳力的动态影响，更忽视了市场机制本身对人口流动、人口增长的

重大调节作用”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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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依照事实来看，在我们国家许多城市的发展历程中，往往随着技术、制度、管理等的创新

和改革，规划好的人口规模一再被现实的人口增长所突破。这个简单的事实本身说明城市人口承载

力是可以根据技术、管理、制度等的进步而发生改变的。所以，面对人口压力，更应该从制度、技

术和管理等方面找办法，这才是解决人口压力的正确方向，而不是动辄就“限制人口”。 

 

    况且，目前城市拥堵、水资源紧张等问题的根源其实并不在于人口膨胀。人口增长过快只是目

前城市拥堵、水资源紧张等问题产生的一个原因，但肯定不是根本原因。 

 

    就拿北京市的拥堵问题来说，最近“惊天大堵”之下，很多人于是又想到了“限制人口”的笨

办法，其实北京市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共轨道交通发展落后、城市规划布局不合理等因素。

一个城市的迅速发展必然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加，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我们不能因为要消除大城

市弊病，而去限制人口的流入，这无疑会阻碍城市的发展。 

 

    另外，关于侯东民教授谈到的“水资源紧张”等问题，我们承认，北京市目前的水资源是相当

的紧张，但是假如我们要因此而“限制人口”的话，那么我们首先还需要搞清楚水资源紧张的根本

原因到底是不是人口增加的原因，以好“对症下药”。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笔者并没有看到一个关于人口迅速增加是导致水资源紧张根本原因的权

威调研报告。笔者倒是看到全国很多地方因为乱砍乱伐、环境破坏、生态恶化从而导致水资源紧张

的案例。所以，面对水资源紧张问题，首先我们应该将视角投放在如何保护环境，如何发展循环经

济、绿色经济上，而不是来简单地“限制人口”。 

 

    所以，解决人口压力问题，更应该讲“眼光”投向其背后深刻的制度、管理、技术等因素。只

有从经济社会的大视野来看这个问题，从而大力促进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完善相关制度和管理技

术，不仅能解决人口过多给城市带来的压力，反而会变人口“压力”为发展“动力”，为城市和区

域的发展提供充分的人才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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