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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国务院决定， 我国以 2010 年 11 月 1 日零时为标准登记时间进行了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 甘肃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按照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的

统一部署，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省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的精心组织指挥

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以查准总人口、出生人口、死亡

人口三个总量指标以及流动人口为工作重点， 紧紧围绕普查数据质量这个中心，充

分运用法律、宣传、舆论监督和普查业务技能等各种有效手段，扎扎实实地开展普查

各项工作，在全省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配合下，经过近 30 万名普查工作人员的艰辛

工作，保证了全省人口普查各项工作的圆满完成，取得了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圆满成

功，向国务院和全省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人口普查答卷。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因素。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查清十年来我省人口在数量、素质、结构、

分布和人们居住等方面的变化情况，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完善人

口、就业、教育等政策，科学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正确处理人口与经济、资

源、环境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

的意义。

为全面深入地分析和研究甘肃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省人口普查办公室

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组织了省级课题的研究工作，共从 18 个部门、科研机构和大专

院校申报的 58 个课题中确定了 30 个研究课题。这些课题从人口经济学及社会学的

角度出发，围绕人口发展、人口分布、人口城镇化、人口性别比、人口生育、人口就业、

少数民族人口、人口素质、人口老龄化、人口家庭与住房以及劳动力供需关系等重点

和热点问题，开展了多领域、多视角、深层次的分析研究，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理论

价值的研究成果，为各级党委、政府准确把握全省人口变化的趋势和特点，科学谋划

工作，推动全省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最后，我们殷切希望广大专家、学者能够更加关注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最

大限度地发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资料的使用价值和社会效益，为充分服务于

甘肃科学发展、转型跨越、民族团结和富民兴陇的目标做出应有的贡献。

甘肃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办公室
2013年 5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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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人口大省，也是劳动力输出大省，人口问题是实现甘肃省社会经

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认真对待的战略性问题。人口发展既是制定区域经济和社会

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也是中长期区域发展规划本身应该研究的重要内容；人口与资源环境的

协调发展，是今后人口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人口发展能否做到与资源环境的协调运行，决

定着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和水平。因此，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是理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关

系，科学分析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水平，为构建甘肃省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发展的良

性运行机制，改善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努力实现人口发展与生态

环境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甘肃省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第二部分，甘肃省

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状况评价；第三部分，甘肃省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分析；第四部

分，甘肃省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对策。

一、甘肃省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一）人口数量与经济社会

1. 人均经济容量

（1）甘肃省人均经济容量

根据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全省总人口为 2559.98 万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

查的 2515.31 万人相比，十年共增加 44.67 万人。国内生产总值随着人口的增加在不断增长，

2010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为 4120.75 亿元，比 1980 年的 73.90 亿元增加了 4046.85 亿元，其中，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增速较快，而第一产业产值增速较慢（图 1-1），三次产业产值之比由

1980 年的 22.27:53.92:23.81 调整为 2010 年的 14.54:48.17:37.29，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与此同

时，三次产业的从业人员亦发生明显变化（图 1-2）。人均 GDP 从 1980 年的 388 元/人增加到

2010年的 16113元/人，共增加了 15725元，平均每年增加 524.17元。这充分说明了总人口的增

长为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劳动力资源。

近年来，虽然甘肃省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长，且增长幅度较大，但与

全国相比，却显得比较低。2010 年，甘肃省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401202.00 亿

元)的 1.03%；全省人均 GDP比全国人均 GDP（29992元/人）低 13879元，因此甘肃省必需加快经

济发展速度，以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甘肃省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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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甘肃省分地区人均经济容量

2010年，在全省 14个地市州中，嘉峪关市人均 GDP最大，为 79413.70元，比全省人均水平高

63316.89元，金昌市次之，临夏州最小，仅为 5457.27元, 比全省人均水平低 10639.54元（表 1-1）。

表 1-1 2010年甘肃省各地市州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变化情况

地区 总人口
（万人)

地区生产
总值（万元）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甘肃省 2559.98 41207500 5992800 14.54 19849700

兰州市 361.91 11003898 337900 3.07 5291848

嘉峪关市 23.21 1843192 24624 1.34 1477568

金昌市 46.44 2105134 111776 5.31 1669084

白银市 170.98 3111826 376393 12.10 1711241

天水市 326.63 3002285 601818 20.05 1132730

武威市 181.66 2287676 604542 26.43 915369

张掖市 20.06 2127010 623288 29.30 753968

平凉市 207.01 2318873 505900 21.82 1087900

48.17

48.09

80.16

79.29

54.99

37.73

40.01

35.45

46.92

第三产业

15365000

5374150

341000

324274

1024192

1267737

767765

749754

725073

37.29

48.84

18.50

15.40

32.91

42.23

33.56

35.25

31.27

人均
GDP（元）

16096.81

30405.07

79413.70

45330.19

18199.94

9191.70

12593.17

17716.23

11201.74

产值（万元）比重（％）产值（万元）比重（％）产值（万元）比重（％）

图 1-1 甘肃省经济发展趋势图

图 1-2 1983-2010年三次产业从业人员

2· ·



注：表中人口均为常住人口

从三次产业比重来看，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地市有兰州市、天水市、陇南市、临

夏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一产业＞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的地市为定西市，其余各地市三次产业

的构成均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尤其是嘉峪关市和金昌市，其第二产业产值所占比

重分别为 80.16%和 79.29%。

2. 人均财政收支情况分析

（1）甘肃省人均财力

1980-2010 年，甘肃省财政收入从 14.93 亿元增加到 745.25 亿元，历经 31 年共增加了

730.32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 24.34 亿元；财政支出从 12.30 亿元增加到 1468.58 亿元，共增加了

1456.28 亿元，平均每年增加 48.54 亿元；人均财政收入从 77.85 元增加到 2911.16 元，共增加了

2833.31 元，平均每年增加 94.44 元；人均财政支出从 64.14 元增加到 5736.69 元，共增加了

5672.55元，平均每年增加 189.08元。

2010年甘肃省财政收入（745.25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83101.50亿元）的 0.90%，财政支出

（1468.58 亿元）占全国财政支出（89874.20 亿元）的 1.63%，财政赤字 6772.70 亿元，占全国的

10.68%。与全国相比，甘肃省财政赤字现象较为严重。

（2）甘肃省分地区的人均财力情况

2010年，在全省 14个地市州中，嘉峪关市人均财政收入最高，为 3591.77 元，比全省人均财

政收入 2911.16 元高 680.61 元，定西最低，为 268.24 元，比全省人均水平低 2642.92 元；甘南藏

族自治州人均财政支出最高，为 12507.96 元，比全省人均水平高 6771.27 元，定西最低，为

3358.55元，比全省人均水平低 2378.14元；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均财政赤字最高，为 11952.19 元，

比全省人均赤字高 9126.66元，嘉峪关市最低，为 1661.22元，比全省低 1164.31元。

表 1-2 2010年甘肃省各地市州人口增长与人均财政收支增长情况

酒泉市 109.69 4050348 541928 13.38 2102104

庆阳市 221.39 3576095 510174 14.27 2148565

定西市 270.11 1560193 477171 30.58 391736

陇南市 256.97 1694276 445549 26.30 485085

临夏州 194.93 1063786 240595 22.62 315477

甘南州 69.00 676898 158865 23.47 160437

51.90

60.08

25.11

28.63

29.66

23.70

1406316

917356

691286

763642

507714

357596

34.72

25.65

44.31

45.07

47.73

52.83

36925.41

16152.92

5776.14

6593.28

5457.27

9810.12

地区 总人口
（万人）

财政收入
（亿元）

财政支出
（亿元）

人均财政收
入（元）

人均财政支
出（元）

财政收支差
额（亿元）

人均财政收
支差额（元）

甘肃省 2559.98 745.25 1468.58 2911.16 5736.69 -723.33 -2825.53

兰州市 361.91 72.76 146.93 2010.39 4059.75 -74.17 -2049.36

嘉峪关市 23.21 8.34 12.19 3591.77 5252.99 -3.86 -1661.22

金昌市 46.44 10.22 24.52 2200.75 5280.77 -14.30 -3080.02

白银市 170.98 11.84 72.13 692.54 4218.72 -60.29 -3526.17

天水市 326.63 14.39 111.47 440.54 3412.64 -97.08 -2972.10

武威市 181.66 6.43 75.45 353.97 4153.48 -69.02 -3799.52

张掖市 120.06 7.58 58.94 631.71 4909.49 -51.36 -4277.78

平凉市 207.01 17.32 85.75 836.86 4142.21 -68.42 -3305.35

甘肃省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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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甘肃省经济信息网

3. 甘肃省人均消费水平分析

（1）甘肃省人均消费水平

从 1980 年到 2010 年，甘肃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26.48 亿元增加到 1394.50 亿元，共增

加了 1368.02亿元，平均每年增加 45.60亿元；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 138元增加到 5447

元，共增加了 5309 元，平均每年每人增加 177 元。2010 年，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全国平

均水平（11736元）低 6289元。

（2）甘肃省分地区人均消费情况

2010年，在全省 14个地市州中，兰州市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高，为 15325 元，是全省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447 元的 2.81 倍；陇南地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最低，为 1603

元，仅为全省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29%。

表 1-3 2010年甘肃省各地区人口增长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情况

（二）甘肃省人口素质与经济社会

1. 甘肃省人口素质与经济发展

1982年，甘肃省每 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为 551 人，文盲率为 50.91%，

酒泉市 109.69 11.91 59.70 1085.55 5442.42 -47.79 -4356.87

庆阳市 221.39 30.02 113.66 1356.19 5133.81 -83.63 -3777.62

定西市 270.11 7.25 90.72 268.24 3358.55 -83.47 -3090.30

陇南市 256.97 15.32 137.07 596.34 5334.08 -121.75 -4737.74

临夏州 194.93 5.55 80.12 284.95 4110.05 -74.56 -3825.10

甘南州 69.00 3.83 86.30 555.77 12507.96 -82.47 -11952.19

地区

甘肃省

兰州市

嘉峪关市

金昌市

白银市

天水市

武威市

张掖市

平凉市

酒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陇南市

临夏州

甘南州

总人口
（万人）

人口自然增
长率（‰）

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亿元）

人均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元）

是全省人均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倍数

2559.98 6.03 1394.50 5447.00 1.00

361.91 4.91 554.64 15325.00 2.81

23.21 5.62 24.01 10344.00 1.90

46.44 4.79 37.00 7968.00 1.46

170.98 5.55 87.28 5105.00 0.94

326.63 6.85 128.57 3936.00 0.72

181.66 5.26 76.50 4211.00 0.77

120.06 5.21 67.68 5637.00 1.03

207.01 5.89 87.98 4250.00 0.78

109.69 4.62 88.92 8107.00 1.49

221.39 7.34 93.47 4222.00 0.78

270.11 5.52 53.32 1974.00 0.36

256.97 6.22 41.19 1603.00 0.29

194.93 7.99 34.29 1759.00 0.32

69.00 7.67 19.65 2847.00 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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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人口素质与人均 GDP关联图

从图 1-3 可以看出，每 10 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曲线与人均 GDP 曲线走势大

体上一致。应用 SPSS进行相关分析，在可信度 a=0.01时，相关系数 R=0.675，这说明每 10 万人

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数与人均 GDP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甘肃省人口发展现状极不适应当前乃至今后甘肃省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需要的

是人口的高素质而非人口的多数量，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大力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才能从根本

上激发甘肃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社会

1. 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

1982 年，甘肃省总人口中 15～64 岁人口为 1188.68 万人，人均 GDP 为 393 元；1990 年，15～

64岁人口比 1982年增加 343.82万人，人均 GDP增加了 706元；第五次人口普查，甘肃省 15～64

岁人口比 1990 年增加 177.91 万人，人均 GDP 增加了 3030 元；第六次人口普查，甘肃省 15～64

岁人口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增加了 173.99万人，人均 GDP增加了 11984元（表 1-5）。从各年龄组

人口比重及其变化可以看出，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经历了：年轻型，进入成年型，正在向老年型

变化，尤其是 2010 年，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高达 8.23%，已进入老年型社会（国际标准：老年人

口比重为 7%），未富先老现象明显；从 15～64 岁人口比重来看，其值呈逐渐增加趋势，2010 年为

73.61%，进入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时期，出现人口红利，同时，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就

业压力。因此，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甘肃省面临着就业及未富先老的双重压力。

表 1-5 甘肃省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情况

时间 总人口
（万人）

GDP
（亿元）

各年龄组人口比重（％）
人均 GDP
（元/人）

0～14岁 15～64岁 65岁及
以上

0～14岁 15～64岁 65岁及
以上

1982 1974.88 76.88 36.32 60.19 3.49 717.28 1188.68 68.92 393

1990 2254.67 242.80 27.97 67.97 4.06 630.63 1532.50 91.54 1099

2000 2515.31 1052.88 27.00 68.00 5.00 679.13 1710.41 125.77 4126

2010 2559.98 4120.75 18.16 73.61 8.23 464.89 1884.40 210.69 16113

各年龄组人口（万人）

甘肃省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5· ·



甘肃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研究成果汇编

2. 甘肃省各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

2010 年甘肃省不同地市（州）不同年龄段人口所占比重存在差异，其中，15～64 岁人口所占

比重较大的地市（州）有兰州市、嘉峪关市、酒泉市、张掖市、武威市和金昌市，人均 GDP 较大的

地市（州）有嘉峪关市、金昌市、酒泉市、兰州市、白银市和张掖市，各地区 15～64 岁人口所占比

重与人均 GDP相关性较强。

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地市（州）分别为兰州市、平凉市、庆阳市和定西市，大于 64 岁人口

所占比重最低的是甘南州，其值仅为 7.08%，正在步入老年型社会。兰州市是受人口红利和人口

老龄化双重影响最典型的地市。

表 1-6 2010年甘肃省分地区人口年龄结构与人均生产总值增长情况

二、甘肃省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状况评价

人口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它们之间不是简单的一维度关

系而是多方面的。研究人口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仅为制定区域长远发展规划、改善人类生

存环境提供参考，也可以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

（一）甘肃省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状况评价

1. 指标的选取

选取了能够反映甘肃省全省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指标，经济指标：GDP（亿元）X1、

人均 GDP（元）X2、第一产业产值（亿元）X3、人均第一产业产值（元）X4、第三产业产值（亿元）X5、

人均第三产业产值（元）X6、财政收入（亿元）X7、财政支出（亿元）X8、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9、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X1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11、农民人均纯收入（元）X12；人口

指标：人口总数（万人）Y1、人口增长率（%）Y2、城镇人口（万人）Y3、城镇人口比重（%）Y4、平均每

地区 常住人口
（万人）

GDP
（亿元）

年龄构成（万人） 占常住人口比重（%） 人均 GDP
（元）0～14岁 15～64岁 65岁及以上 0～14岁 15～64岁 65岁及以上

甘肃省 2559.98 4120.75 464.45 1882.60 210.48 18.16 73.61 8.23 16096.81

兰州市 361.91 1100.39 47.52 282.40 31.70 13.14 78.09 8.8.77 30405.07

嘉峪关市 23.21 184.32 3.42 17.99 1.78 14.73 77.61 7.66 79413.70

金昌市 46.44 210.51 7.84 34.90 3.66 16.89 75.22 7.89 45330.19

白银市 170.98 311.18 29.33 127.87 13.68 17.16 74.83 8.00 18199.94

天水市 326.63 300.23 68.01 232.51 25.74 20.84 71.27 7.89 9191.70

武威市 181.66 228.77 31.34 136.69 13.48 17.27 75.31 7.43 12593.17

张掖市 120.06 212.70 20.61 90.74 8.60 17.18 75.65 7.17 17716.23

平凉市 207.01 231.89 39.80 148.73 18.28 19.25 71.92 8.84 11201.74

酒泉市 109.69 405.03 18.44 83.19 7.96 16.83 75.91 7.26 36925.41

庆阳市 221.39 357.61 41.70 160.22 19.20 18.86 72.46 8.68 16152.92

定西市 270.11 156.02 49.61 196.91 23.34 18.38 72.97 8.65 5776.14

陇南市 256.97 169.43 49.42 184.98 22.37 19.25 72.04 8.71 6593.28

临夏州 194.93 106.38 42.23 136.52 15.92 21.69 70.13 8.18 5457.27

甘南州 69.00 67.69 15.12 48.91 4.88 21.94 70.98 7.08 9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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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口在校学生数（人）Y5；社会指标：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平方米/人）Z1、农村人均居住面积（平

方米/人）Z2、平均工资（元）Z3、城镇恩格尔系数（%）Z4、农村恩格尔系数（%）Z5。

2. 甘肃省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对经济子系统、人口子系统及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

价。评价结果见表 2-1。

表 2-1 甘肃省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

由表 2-1 可以看出，1980—2010 年甘肃省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趋势呈

明显上升趋势，其中，2000 年以前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基本上都是负的，而 2000 年之

后，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均为正值，而且水平增加很快，这说明了在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

后的几年中，甘肃省在人口、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但各子系统间是否协调还

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3. 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评价

第一步：寻求各子系统之间的最佳拟和方程。为了简单起见，以 X、Y和 Z分别代表经济、人

口和社会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值。利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首先，以经济 X 为因变量，人口

Y 为自变量建立最优回归方程；然后，以社会 Z 为因变量，人口 Y 为自变量建立最优回归方程；

最后，以经济 X为因变量，人口 Y和社会 Z为自变量建立最优回归方程。

第二步：求各系统的协调系数值。将各子系统的发展水平值代入最佳拟和方程，得到相应的

协调值，然后根据下式计算各系统之间的协调系数值。

U（i/j）=exp -（Xi-Xij′）
2

Si
22 2

式中，U（i/j）表示 i系统对 j系统的协调发展系数，即 i系统的实际值与 j 系统对 i 系统所要

求的协调值的接近程度，Xi表示 i系统发展水平的实际值，Xij′表示 i系统对应的协调值，Si
2表示

i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的方差。

采用常用的准则对 u 的范围进行划分：u<0.5 为极不协调，0.5≤u<0.95 为基本协调，u≥

0.95 为协调。

年份 经济子系统 人口子系统 社会子系统

1980 -8.8337 -2.7950 -3.4910

1985 -8.3078 -1.9614 -2.7485

1990 -7.1893 -1.0188 -3.2320

1995 -4.5802 -0.0351 -2.4379

2000 -0.6318 1.0041 2.0171

2005 5.8244 1.8688 3.8340

2010 23.7185 2.9375 6.0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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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0.9946 0.9207 0.9906
2000 0.9994 0.9683 0.7539
2005 0.9933 0.9981 0.8486
2010 0.9992 0.9981 0.6934

1990 0.9995 0.9991 0.9890
1985 0.9971 0.9378 0.9997

年份 人口与经济 人口与社会 人口、经济和社会
1980 0.9990 0.9868 0.9785

地区

兰州市

嘉峪关市

金昌市

白银市

天水市

武威市

张掖市

平凉市

酒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陇南市

临夏州

甘南州

经济子系统 人口子系统 社会子系统

7.3314 3.8625 -0.0412

2.9617 2.9046 1.7350

2.3295 1.4706 1.8968

-0.1677 0.1342 0.4866

-0.9702 -1.1922 -0.9013

-1.0917 0.1376 -1.0075

-0.4163 0.5029 0.0427

-1.4705 -1.1577 0.5897

2.4365 1.0908 0.4083

-0.8662 -1.3295 -0.2785

-2.3876 -1.1164 -0.6269

-2.4420 -1.4977 -1.2350

-2.9883 -2.2147 -0.9345

-2.2586 -1.5949 -0.1341

表 2-2 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协调系数表

从表 2-2 可以看出，1980—2010 年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情况存在较明显的差异。首先，人

口与经济系统整体协调程度较好，1980—2010 年近 31 年的时间其值在波动中均处于较为稳定

的协调发展状态；其次，人口与社会系统之间在近 31年的时间内波动较大，1985年和 1995 年

左右出现了较大波动，两子系统之间处于基本协调状态，其余年份均处于协调状态；最后，人口、

经济和社会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状态。

在近 31 年间变化较大，其中，2000 年之前均处于协调发展状态，而从 2000 年开始，三个子

系统之间的协调状态均为基本协调，尤其是 2010年，其值为 0.6934，远远偏离基本协调状态，非

常接近极不协调状态的临界值，说明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经济和社会复杂的子系

统之间不协调的因素日益显现出来。

（二）甘肃省分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状况评价

1. 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按照甘肃省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评价过程，对 2010 年甘肃省各地区各子系统综合发展

水平进行评价（表 2-3）。

表 2-3 甘肃省各地市（州）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

甘肃省各地市（州）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兰州市经济、人口子系

统综合发展水平值最高，而其社会子系统发展水平值却相对较低；嘉峪关市和金昌市各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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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兰州市

嘉峪关市

金昌市

白银市

天水市

武威市

张掖市

平凉市

酒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陇南市

临夏州

甘南州

人口与经济 人口与社会 人口、经济和社会

0.9747 0.9222 0.7884

0.8188 0.8276 0.8286

0.9274 0.5581 0.9834

0.9999 0.8748 0.9891

0.9484 0.9296 0.9376

0.8918 0.2442 0.7670

0.9405 0.8451 0.8407

0.9985 0.2003 0.9800

0.7793 0.7659 0.9194

0.8995 0.8515 0.8525

0.9135 1.0000 0.9292

0.9762 0.7125 0.9863

0.9999 0.7425 0.9910

0.9978 0.7359 0.9963

甘肃省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

综合发展水平值均较高；白银市的经济子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值较低，而人口、社会子系统综合发

展水平值却相对比较高；天水市、庆阳市、定西市、陇南市、临夏州和甘南州各子系统综合发展水

平均较低。

2. 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评价

按照甘肃省人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协调发展状况评价过程，对 2010 年甘肃省各地区人

口、经济和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表 2-4）。

表 2-4 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协调系数表

从表 2-4 可以看出，金昌市、白银市、平凉市、陇南市、临夏州、甘南州人口、经济和社会三

者之间的协调系数均大于 0.95，处于协调发展状态，其余地市州均处于基本协调发展状态，其

中，就人口和经济系统而言，兰州市、白银市、平凉市、陇南市、临夏州和甘南州处于协调状态，

而其他各地市州均处于基本协调状态；人口和社会子系统处于协调发展状态的地市州只有定西

市，武威市和平凉市处于极不协调状态，其他各地市（州）均处于基本协调状态；就人口、经济和

社会三个子系统而言，只有金昌市、白银市、陇南市、临夏州和甘南州处于协调发展状态，其他各

地市(州)均处于基本协调状态。因此，必须根据各地市（州）各子系统协调发展状况，制定因地制

宜的区域发展政策，协调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乃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甘肃省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分析

（一）人口与水资源

1. 甘肃省人口-水资源系统特点分析

（1）气候干旱，水资源贫乏

甘肃省多年平均降水量 264.7mm，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 1/2，且有 70%以上的面积处于半干

旱、干旱和极端干旱区，水资源相当贫乏。近十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240.18 亿 m3，2010 年自产

地表水资源量 245.88 亿 m3，产水模数 5.6 万 m3/km2，全省人均水资源占有量 994.74 m3，约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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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分区 水资源总量
（亿 m3）

总人口
（万人）

耕地面积
面积（万亩）

人均水资源占
有量（m3）

亩均水资源占
有量（m3）

内陆河 74.47 466.97 1337.31 1594.79 556.88

黄河 88.23 1789.05 4665.96 493.18 189.10

长江 91.70 301.51 932.24 3041.49 983.70

全省 254.41 2557.53 6935.51 994.74 366.82

地级行政区 水资源总量
（亿m3）

总人口
（万人）

年末耕地面积
（万亩）

人均水资源占
有量（m3/人）

亩均水资源占
有量（m3/亩）

酒泉市 25.22 109.69 235.82 2299.21 1069.46
嘉峪关市 0.08 23.21 4.26 34.47 187.79

全省合计 240.18 2559.98 5160.32 938.21 465.44

张掖市 32.59 120.06 351.84 2714.48 926.27
金昌市 0.83 46.44 101.52 178.73 81.76
武威市 12.65 181.66 382.07 696.36 331.09
兰州市 1.89 361.91 314.22 52.22 60.15
白银市 2.07 170.98 452.13 121.07 45.78
临夏州 7.38 194.93 215.61 378.60 342.28
定西市 8.52 270.11 771.48 315.43 110.44

甘南州 80.67 69.00 100.32 11691.30 8041.27
陇南市 45.65 256.97 431.84 1776.47 1057.10

天水市 11.00 326.63 572.03 336.77 192.30
平凉市 4.92 207.01 558.28 237.67 88.13
庆阳市 6.70 221.39 668.90 302.63 100.16

国人均水资源量的 1/2，在全国各省直辖市中排名第 21，亩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亩均水资源量

的 1/5左右。

（2）人口与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衡

甘肃省水资源的时空分布与人口、土地、工矿的分布，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格局不相适应。在

时间上主要是水资源在季节上分布不均，汛期连续四个月的来水量占全年径流量的 62.2%，且多

为暴雨洪水，绝大部分水量难以利用，而 3—5月农业灌溉用水量占全年灌溉用水量的 45%以上。

表 3-1 甘肃省 2010年流域分区水资源占有量

注：来自《甘肃省水资源公报 2011》《甘肃发展年鉴 2011》

人口与水资源系统在流域分区上的分布极不平衡（表 3-1）。从水资源总量来看，长江流域

高山峻岭，地少水多，仅有全省 12%左右的人口，而水资源量却占全省的 36%，黄河流域水少地

多，水低地高，水资源开发利用难度较大，集中了全省 70%的人口，工业、城镇、交通均较发达，

而自产水资源量仅占全省的 35%，内陆河流域，土地辽阔，地势平坦，气候极端干旱，自产水资

源仅 74.47亿 m3，占全省的 29%，缺水较多。

表 3-2 2010年甘肃省行政分区水资源占有量

注：来自《2011 甘肃省水资源公报》《2011 甘肃发展年鉴》

如表 3-2所示，人均水资源量在全省行政分区上也极不平衡。虽然人均水资源甘肃省在全

国排 21 位，但全省水资源有 33.59%分布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而该地区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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