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防止伪科学的盛行，就得采取科学怀疑方法，去质

疑、去发问、去假设、去验证。正如中世纪的阿伯拉尔所说，
怀疑是研究的道路，由于怀疑，我们就验证，由于验证我们

就获得真理。可见，科学怀疑方法是获取真理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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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方面，自然资源领域的相关研究

比较集中，其中研究历史最长的是土地资源承载力。 由于

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20世纪

80年代后期， 学者们开始研究水资源承载力和环境承载

力，后来还涉及到包括能源、自然资源等在内的资源承载

力的研究 ［1］。
由于环境科学的发展，环境资源承载力概念也随之出

现，其理论雏形源于环境容量的概念（Pimentel，1999），后

来又进一步随着人类对环境问题认识的深入而发展。实际

上，环境容量所指的是一个具体的功能，指在环境中消纳

的污染物。所以，它也只是狭义角度的环境承载力。一般来

说，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因素包括所规定的环境标准、环境

容量以及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大小的评判标准是

人类社会活动所作用的力度、方向等等 ［2］。
然而，结合煤炭生产研究环境资源承载力，前人大都

注重通过建立评价模型分析煤炭生产给环境造成的影响。
如王广成等 ［3］认为煤炭资源作为矿产资源的一种，可考虑

煤炭资源开采对周围环境的主要影响，建立相应的煤炭资

源环境价值评估模型；文献［4］通过分析煤炭资源开采对

环境的主要影响， 建立了各项环境损失价值评估模型，将

各项环境损失价值之和作为煤炭资源的环境价值。 目前，
对二者关系模式的研究相对较少。 因此，本文将在前人的

基础上，深入研究煤炭产出水平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关系

模式，进一步认识二者的关系。

1 理论基础

对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定义，马爱锄认为，它是以可

持续发展为前提，资源与环境在一定的时空范围、技术条

煤炭生产与环境资源承载力的关系模式研究

程国平，薛昇旗，邱映贵

（武汉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煤炭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往往导致很严重的环境问题如泥石流等。 同样，环境的恶化也降低了煤炭

的生产能力。 这说明如果不能很好地协调煤炭生产与环境、资源之间的关系，煤炭生产就会呈现一种自我

抑制、环境恶化与资源枯竭的状况。 运用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相关理论，结合煤炭生产的现状，分别提出了煤

炭产出水平与环境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的关系模式。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符合中国当前实际的关系模式。
关键词：环境承载力；资源承载力；煤炭生产；关系模式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48（2009）24-0173-03

收稿日期：2009－10－15
作者简介：程国平（1963-），男，湖北孝感人，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供应链管理、风险管理；薛

昇旗（1962-），男，内蒙古四子王旗人，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邱映贵（1974-），女，湖南益

阳人，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

第26卷%第24期

2009年 12 月

科 技 进 步 与 对 策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Vol.26 No.24%
Dec. 2009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9 年

件和生活水平下所能供养的人口的数量 ［5］。 其中可持续发

展主要是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一定的时

空范围指的是限定了的时间和空间；一定的技术条件是指

环境承载力的适度性；一定的生活水平指的是某个地区的

经济状况，人口数量说明行为的中心是人。 从以上分析中

可以看出，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基本要素包括两个方面：
（1）承载物。 承载物指一定时空内存在的有形或无形

的物质。在本研究中，即指环境和资源。它为人类社会提供

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生命存在的基础，在发挥其空间

场所作用的同时，还为生产生活废料提供了净化条件以及

排放空间。 一般来说，承载物可以分为3种：①无机环境系

统。 这是生物赖以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一般指由水、土、热

等组成的无机环境；②资源系统。 包括土地、生物、矿产和

水等能促进人类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资源；③社会环境系

统。 包括公共设施、交通条件以及社会物质技术基础等在

内的各种人造环境。
（2）承载对象。一般来说，承载对象即指人以及人类社

会活动的一些附属物：①人口消费，即社会生产生活和享

受等；②污染物，即社会生产生活和享受过程中产生的废

料；③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即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所进行的社会活动， 它使人和动物根本性地区分开来；④
人口规模，其最终的承载对象为人口数量的多少。

2 环境承载力与煤炭产出水平的关系模式

2.1 环境承载力

环境承载力概念的理论来源是环境容量。 随着环境科学

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的深入，这个概念得到进一步拓展［6］。最

先提出环境容量概念的是日本学者，他们于1968年将电容

量的概念引入环境科学。 随后到70年代，该概念在环境科

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 一般来说，针对环境要素制订环

境标准比较普遍，比如对大气、土壤等都有相应的标准，这

样就有助于控制环境中的污染物。
目前，对于环境容量的定义较多，一般有以下几类 ［8］：
（1）环境容量是指在允许的范围内所排放的总的污染

物与环境标准浓度的比值。
（2）环境容量是环境自净同化的能力。
（3）环境容量是指在维护环境的前提下的最大的纳污

能力。
（4）环境容量是基本环境容量和变动环境容量之和。
从承载介质的角度进行分类， 环境容量包括土壤、大

气和水三大类。一般把环境容量作为一种狭义的环境承载

力，因为它反映的仅仅是环境消纳污染物的一种功能。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中心首次提出“环境承载力”的定

义，即：环境承载力是在一定的状态和一定的时期内，某区

域环境所能承受的人类社会活动作用的阈值 ［9，10，11］。 定义

中的“某种状态”是指以不损害人类社会的正常生活为条

件；“能承受”是指保证环境系统能够发挥其正常功能。 对

环境的影响会随着地区差异和人类开发活动水平的高低

而不同。如果开发力度不够，生产力水平不高，将会对人类

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不利影响，而开发力度过大，又会破

坏人类社会的整个大环境，从而制约社会生产力发展。
2.2 环境承载力与煤炭产出水平的关系模式

（1）模式1：先破坏再治理。 治理的速度大于破坏的速

度，环境承载力持续回升。 见图1。

图1 煤炭生产与环境水平的关系模式1

（2）模式2：先破坏再治理。 治理的速度与恢复的速度

基本相同， 环境承载力在恶化到一定水平后基本维持不

变。 见图2。

图2 煤炭生产与环境水平的关系模式2

（3）模式3：先破坏再治理，治理的速度小于继续破坏

的速度，环境承载力持续下降。 见图3。

图3 煤炭生产与环境水平的关系模式3

（4）模式4：先于开发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环境水平维

持稳定。 见图4。

图4 煤炭生产与环境水平的关系模式4

显然，在上述4种模式中，模式4是最为理想的一种模

式。 但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煤炭工业发展的

趋势，“先污染后治理”是一种历史模式。 因此，退而求其

次，现实的选择是煤炭生产水平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关系

模式类似于模式1或模式2，并且以模式1为最佳，而需要尽

力避免的是模式3。
2.3 资源承载力

过去，很多学者已经对土地资源承载力进行了大量研

究。 从前面的研究来看，资源承载力一般被定义为在一定

时间和空间条件下，自然资源所能支撑的一定生活水平下

的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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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承载力的大小一般跟人类对资源的利用手段和

方式有关。 资源承载力的阈值就是资源的最大承载能力。

当一个区域的最大资源承载力无法承受该地区的人口数

量时，这个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变得相当困难了。 从资

源利用方式的角度考虑，资源承载力可以分为以下3类：

（1）最大资源承载力。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

某地区可供利用的最大限度的资源，及所能承受的一定生

活水平条件下的最大人口数量。 当某个地区不够大时，承

载力的不足往往可以通过进口来弥补，理论上认为不存在

最大资源承载力；而当地区够大时，最大资源承载力即是

这个地区所能养活的人口的最大阈值。一旦人口超过最大

资源承载力，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系统将面临崩溃，这时就

必须以降低人们的生活水平为代价来承载过多的人口。而

对最大资源承载力的最好解释是1966年提出的“宇宙飞船

经济理论”，该理论的提出者是美国的鲍尔丁。他认为如果

将地球看成一只飞船，那么这只飞船将会约束乘客的数量

和行为。 随着资源的不断消耗和人员的不断增加，飞船就

会被人填满，生命维持品就会被耗尽，这时的一个必然趋

势就是船毁人亡。这一比喻形象地反映了最大资源承载力

存在的必然性。

（2）适度资源承载力。指以不危害生态系统为前提，在

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某个地区通过利用资源能够维

持某种生活条件的人口数量。

（3）资源经济承载力。指利用技术手段，在一定的时间

和空间范围内，某个地区能够维持某种生活条件的人口数

量，以求最大化利用资源。 一国的经济水平衡量一国的发

展水平，因此对于承载力的研究以人们经济收入的多少为

标准是很有实际意义的。当资源的经济承载力大于适度资

源承载力时，生态系统即会遭到破坏，此时，“先发展，后治

理”的方针行不通。随着可持续发展的日渐深入，生态环境

保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人类社会将努力降低资源经

济承载力，使之小于适度承载力，这也就是在适度资源承

载力下经济承载力的最大化。

为了保持煤炭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一方面我们要坚

持适度煤炭资源承载力下的社会经济发展，将煤炭资源开

发对环境影响的控制放在首位，如实行严格的煤炭资源开

发环评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大对煤炭资源开发过程中的

科技投入，注重煤炭资源适度承载能力的不断提升，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增强煤炭资源开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承载

能力，如加强煤矸石的利用、加强矿区沉陷土地的复垦等。

2.4 资源承载力与煤炭产出水平的关系模式

以煤炭资源为主，资源承载力与煤炭生产水平的关系

模式如图5所示。

图5 煤炭生产与资源承载力的关系模式

煤炭资源承载力变化的总趋势是先上升，后下降。 这

是因为，在煤炭开采初期，不断有新增探明储量，煤炭资源

承载力呈现上升趋势；而随着煤炭开采的加速推进，煤炭

资源的再生速度远远赶不上煤炭生产速度。当总储量一定

时，探明储量可以增加，但是拥有上限。 因此，可供开采的

储量与煤炭生产能力之间形成如图5所示的曲线。

3 结语

本文通过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关理论的研究，从环境

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两个角度，分别提出了二者与煤炭产

出水平的关系模式，并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提出了合适

的关系模式，为研究煤炭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提供

了较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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