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口增长与人口容量

一、人口数量变化

人口增长：由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人口迁移）共同决定。

人口自然增长 ：

概念：一定时期内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相减的得数。

公式： 自然增长率（‰）= 出生率 – 死亡率

年净自然增长人口数量 = 人口基数 × 自然增长率

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水平、医疗卫生条件、妇女就业状况、婚姻生育

观、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人口政策、战争、自然灾害等。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

水平。

注意：

人口的总数不仅取决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取决于人口基数的大小。

自然增长率只要是正数，人口总数就仍然增加，当自然增长率为负数时，人口总数减

少。

人口数量最多是在其增长率由正值变为 0的时刻。

二、人口问题相关概念

人口红利：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

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 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人口负债：在人口转变的早期和晚期，当少年儿童和老年人口快速增长的时候，将出

现人口负债，经济增长将深受其累。早期出现的人口负债，可看作是对未来的一种人

力投资，是未来人口红利产生的基础与前提条件。在人口转变晚期出现的人口负债，

则可视作是在偿还前期所享有的部分人口红利，因而可视作真正意义上的“负债”。

人口惯性：人口数量变动方向在一定时期内的持续性。因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人口生育率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较大幅度地下降，以至降到人口更替水平以下，但由于

人口中现有的和未来一段时期内较多的育龄妇女人数，将使人口出生率不能很快下降，

总人口仍处于增长趋势。人口惯性还表现在人口生育高峰或低潮的重复性，重复周期

与一个人口再生产周期吻合。

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总和生育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每个妇女生育的子女数量。

人口年龄结构：各年龄段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人口老龄化：当一个国家或地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10%，或 65 岁以上老

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 7%，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会造成劳

动力短缺、国防兵源不足、社会上用于老年人的退休和养老等费用增加、经济增长下

行、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不利影响、弱化全社会创新创造能力。应对人口老龄化：健

全和完善养老体制、大力发展老龄产业（“银发”产业）、鼓励生育、延迟退休。

人口性别结构：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构成中，新出

生的男性或女性各占总人口的比例。通常用“性别比”来衡量，即用 100 位女性对应

的男性数量来衡量。 性别比失衡会造成婚姻、家庭和社会的不稳定，不利于社会经济

的发展。国家应加大思想宣传教育,严禁非医学需要鉴别胎儿性别,完善社会医疗养老

保障体系.

人口文化素质结构 ：人口文化素质总体水平过低→不利于优生优育与高新技术产业的

发展→ 国家要增强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及加大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

我国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还有：

人口地区分布不平衡，人口流动规模大，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独生子女家庭增多。

一代户增多、家庭户人口数量下降：原因：城镇化、工业化发展造成的人口流动、人

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

生育率下降原因：育龄妇女减少；不愿生：婚姻观念、生育观念、学历提高、女性地

位提高；不敢生：生活成本、教育压力。

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老年人口基数大，高龄化；老龄化速度快；城乡倒置，农村更

加严峻；独居空巢老人多；家庭结构小型化、家庭保障功能快速弱化。

知识窗：世界人口发展历史的总趋势是人口不断增长。工业革命开始之前，世界人口

增长比较缓慢。18 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的出现，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刺激了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目前，世界人口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如果把历史上各

个时期的人口数量放到坐标图上来表示，可以得到这样一条 J形曲线。

阅读：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对日本未来发展的影响

人口数量不是越少越好。例如，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对日本未来的发展将会产生严

重影响和制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日本人口生育率明显降低：1947 年每对夫妇平均生育 4.54

人，1957 年下降到 2.04 人。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生育率一度上

升，但 1970 年后又持续回落，近几年已降到 1.4 人左右。倘若这种趋势持续下去，那

么到 22 世纪之初，日本人口将减少 2/3，即从目前的 1.27 亿下降到 4500 万。

日本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密切相关。2016 年 5 月 19 日，世界卫生组织公布了新的世

界各国平均寿命统计数据，日本以男女平均 83.7 岁的高值连续第 23 次排名第一。通



常来说，国民长寿意味着该国医疗卫生、社会福祉状况优越，但也意味着社会老龄化

趋势严重。在日本人口中，约 3392 万是 65 岁以上人群，老龄率达 26.7%。

按世界卫生组织的评定标准，老龄率超过 14%是“老龄社会”，21%以上则定义为“超

老龄社会”。2025 年前后，日本老龄率将超过 30%，2060 年很可能突破 40%。

日本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如得不到解决，将给日本的未来发展投下阴影。

活动 1

1.读图 1-13，指出世界人口每增加 10 亿所需要的时间。在此基础上，分析 1830 年以

来世界人口增长变化的原因。

2.根据我国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完成下表，并绘制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和人口自

然增长率变化的曲线图。

人口普查次数
第一次

(1953年)

第二次

(1964年)

第三次

(1982年)

第四次

(1990年)

第五次

(2000年)

第六次

(2010年)

人口总量/亿人 5.944 6.946 10.082 11.337 12.426 13.397

人口出生率/% 3.7 3.934 2.228 2.106 1.403 1.19

人口死亡率/% 1.4 1.156 0.66 0.667 0.645 0.71

人口自然增长率

/%
2.3 2.778 1.568 1.439 0.758 0.479

三、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

作业题

1.阅读材料，根据你的计算结果，判断 2016 年汶川县人口是否超载。5.12 汶川地震发

生后，地震灾区的资源环境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成为制订灾后

重建规划的重要基础和依据。汶川县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四川省西北部，属于山

区，2016 年人口为 9.76 万人，耕地面积为 6203 公顷。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人均耕

地面积警戒线为 0.05 公顷。

对于汶川这一处于山区的极重灾区县未说，灾害引起的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主要是土地

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请根据以耕地为约束条件，经过简化得出的可承载总人口计

算公式，判断汶川县重建后的人口容量是否合理。

可承载总人口=耕地面积/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值

2.地球超载日指地球已用完年度可再生自然资源额度，当天进入年内生态赤字状态。

1970 年 12 月 29 日达到该状态。由于地球上的可再生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的需求在

不断增长，所以此后每一年的”地球超载日”都会提前几天到来。1973 年”地球超载

日”提早到 11 月份，2005 年”地球超载日”已经提前到了 8月份。此后，“地球超载

日”前移的速度开始放缓。2019 年地球超载日在 7月 29 日，与 2018 年为同一天。2019

年，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已经达到了 1.75 个地球所能提供的总量。

(1)7 月底，2019 年全年的自然资源预算就已彻底耗尽，剩下几个月的自然资源都需要

向 2020 年透支，这对地球生态环境会有什么影响？

（2）地球超载日整体上呈逐年提前趋势的原因是什么?

3 阅读材料，思考为什么要”按照以水定人的要求，根据可供水资源量和人均水资源量，

确定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是北京未来城市发

展的新蓝图。其中”第一章第三节城市规模”第 14 条提出”按照以水定人的要求，根

据可供水资源量和人均水资源量，确定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到 2020 年控制在 2300 万

人以内，2020 年以后长期稳定在这一水平。”



探究：在一个天然的池塘生

态系统中，鱼的数量与承载

力及限制因素之间的关系如

图 1-11 所示，其增长曲线形

态呈英文字母“S”形，故称

S形曲线。随着鱼群数量的增

加，对空间、食物和其他生

存条件的需求必然加剧，进

而影响到鱼的数量。受这些

限制因素的影响，鱼的数量

最终达到一种动态平衡。天

然池塘中，鱼的数量最终达

到一种动态平衡，其原因是

什么？

活动 2

1.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的种类、数量、范围都在不断变化。结合所学知

识，完成相关任务。

（1）你还记得自然资源的概念吗？说一说。

（2）就自然资源的种类和数量而言，将来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3）议一议，人类社会是否会因资源的短缺而面临崩溃？说出你的理由。

2.图 1-14 反映了人口增长与耕地资源减少的动态关系，试按照地理事物或现象之间的

因果联系，在它们之间加上箭头。



活动 3：牧民的愁与乐

我国甘肃省的两个草场牧区，地形、气候和水资源等自然环境大致相同，但现在一地

牧民乐，而另一地牧民愁。这是为什么呢？

四、人口合理容量

阅读：人口合理容量的特点

人口合理容量有三个特点：

一是临界性。如果某地人口数量与人口合理容量相当，表明人口与其赖以生存的物质

资源基本协调。

二是相对性。相同面积的土地在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下，人口合

理容量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人口合理容量也是不同的。

三是警戒性。尽管人口合理容量是一个理想的、难以确定精确数值的“虚数”，但是

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出台人口政策具有着重要意义。

活动 4：分析影响河谷城市人口合理容量的因素

与平原城市相比，河谷城市的发展受周围山体限制，很难像平原城市那样呈圈层状向

外扩展，而是一般依托河流发展，并沿河扩展。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河谷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而城区用地空间却不足，势必出现

人多地少等一系列问题。河谷空间开阔程度是河谷城市规模大小的决定条件，可供建

设的用地总量是确定其人口合理容量的前提。

河谷城市形成初期，人口较少，河流成为人口集来的有利因素。随着城市迅速膨胀，

水资源可能成为人口规模扩大的限制性因素，在干旱半干旱地区更是如此。可供水资

源量的多少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河谷城市人口合理容量的大小。

河谷城市空气流动性差，城市热岛效应明显，环境问题较严重。绿化空间在改善河谷

城市生态环境方面效果良好，尤其对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作用明显，通过人均指标控

制的绿地建设亦是影响河谷城市人口合理容量的主要因素。

查找资料，选取我国黄河上游某个河谷城市与黄淮海地区某个平原城市，分析比较地

形、水资源、气候等因素对两个城市人口合理容量的影响。

活动 5：1.占里侗寨是贵州省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一个自

然村落，平均海拔 380 米，面积

不足 16 平方千米。占里创造了

两项令人惊叹的奇迹：一是这里

人口数量长期保持在 700 左右，

人口自然增长率几乎为零；二是

自清代中叶以来，这里无刑事案

件发生。相传，占里先民居于广

西苍梧郡（今广西梧州），后因

战乱和饥荒，迁徙至这里。到了

清代中叶，人口增多，人均拥有

的田地日渐减少，森林砍伐量剧

增，族人械斗的事也时常发生。

于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寨老立下寨规：全寨不能超过 160 户，人口总数不能超过 700 人，

一对夫妇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孩子。从此，占里的人口得到控制，治安也稳定了，这个

寨规也随之被当作一种规矩沿袭下来，形成了占里人独有的生育习俗。

（1）分析占里侗寨人口数量长期保持在 700 左右的原因。

（2）占里侗寨寨规规定一对夫妇最多只能生育两个孩子的依据是什么？



2.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曾对我国各地土地资源的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

力进行了深入研究，分别计算出既有技术条件下各地的土地生产潜力和最大可能人口

密度，结果如下表。据此，完成相关任务。

（1）哪些地区可承载人口量多？哪些地区可承载人口量少？为什么？

（2）你认为表中可承载人口量是一定的吗？可承载人口量将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变化？

活动 1：1830 年以来世界人口每增加 10 亿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说明世界人口增长越来越快，

其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生活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婴儿死

亡率逐渐降低，人的寿命不断延长，进一步导致自然增长率升高。

作业题：１．提示 通过可承载总人口 ＝ 耕地面积 ／ 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值计算可知，汶川可

承载总人口 ＝ ６ ２０３ ／ ０．０５ ＝ １２４ ０６０ 人，结合材料所给的汶川人口数据，

可以判断 ２０１６ 年汶川县人口没有超载。

２．（１） 提示 自然资源“ 透支” 意味着资源加速枯竭、生态环境 压力增大，可能产生森林

萎缩、渔业资源衰退、土地退化、淡水 资源减少等恶果。 生态超载会导致环境污染加剧，资源过

度 使用会导致污染物排放量增多，加剧环境污染。

（２） 提示 “ 地球超载日” 一年比一年早，是因为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多，

人类消耗自然资源的数量和速 度都在增加，且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不高。

３．提示 北京位于华北地区，华北地区是我国水资源最短缺的 地区之一，水资源是北京资源环

境承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因 此要“ 按照以水定人的要求，根据可供水资源量和人均水资源 量，

确定北京市常住人口规模” 。

探究：池塘生态系统中，空间、食物和其他生存条件的量是有限的，这会影响到鱼的数量。受限制

因素影响，鱼的数量最终达到一种动态平衡。

活动 2：1．(1)自然资源是人类可以从自然界直接获得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与能量；包括矿产资

源、土地资源、气候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等。

(2)随着科技发展，人类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提高，可以不断扩大资源利用的领域和范围，一

些过去没有列入资源范畴的物质，现在以及将来可以被广泛利用，增加自然资源的种类和数量。虽

然资源的总量是巨大的，但终究是有限的，特别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通过科技进步只能

增加资源的可采量。

(3)观点一：会。自然资源终究是有限的。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使用，会导致人地关系失调，引

发严重的环境问题，进而限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使得人类社会面临崩溃。

观点二：不会。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自然资源

的种类、数量、用途等不断丰富、改善。可通过

建立良性循环关系，实现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和

人类的持续发展。

活动 3：第一个牧区:过度利用当地的生物资源开

发强度超过了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能供养现

有人口的生存。第二个牧区:通过建设人工牧场，

增大了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可以供养更多人口

的生存。

活动 4：提示 比较黄河上游的兰州和黄淮海地区的洛阳。 兰州在两岸 山地限制下，城市用地受

限极大；沿河地区水资源较为丰富，城 市用水较为充足；其他地区降水稀少、气候干旱、植被稀

疏，所以 人口合理容量较小。 洛阳地势低平、开阔，水资源丰富，水热组 合状况良好、气候适

宜，所以人口合理容量较大。

活动 5：1．(1)严格遵循计划生育意识，有效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自然增长率几乎为零。

(2)根据当地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自然资源的实际状况。

2．(1)中温带、南温带、亚热带可承载人口量多；北温带、热带、干旱及半干旱区、青藏区可承载

人口量少。原因：中温带、南温带、亚热带水热条件较优越，农业自然资源生产潜力大，年生物量

大，可承载人口多。北温带、青藏高原区热量条件较差，农业自然资源生产潜力小，可承载人口少，

热带地区水热条件优越，但面积较小，可承载人口量较小，干旱及半干旱区水源条件较差，可承载

人口量较小。自然环境对人口发展及其地理分布有制约作用。

(2)不一定。同一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科技发展水平、地区开放程度、人均资源消费水平等

因素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可承载人口也将会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