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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说 明

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浙江省于２０１０年成功开展了规模空前、声势浩大的第六次

人口普查，取得了极为丰富而宝贵的，能全面反映浙江人口发展规模、分布、结构、质量

等基本情况的数据资料。

为充分发挥人口普查资料宝库的使用价值和社会效益，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党委、

政府与社会各界。在资料开发启动之时，省人普办成立了人口普查资料开发专家组，

负责确定资料开发研究方向和参考选题，研究能力认定，对课题成果审定、验收和评选

等工作。汇聚贤才，多方结合，有效提高了资料开发工作的针对性、指导性与操作性。

省人普办、省统计局组织和动员省级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省级有关部门、各市普查骨

干等各方力量，对人口普查资料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开发和挖掘，共完成招标、定

向、重点研究等课题８１个，从中精选出３２篇优秀研究报告汇编成《２０１０浙江省人口

普查重点课题及优秀论文集》一书。

本书分上下册，选编的课题研究成果，分析方法科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紧紧围绕

当前浙江人口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从各个领域系统地反映了浙江人口发展的状

况和特点、差距和问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对我省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

部门准确把握省情省力，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

值。本书选编的课题完全尊重作者原意，基本未作修改，文责自负。

在本书出版之际，省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对支持和参与人口普查资料开

发工作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成书时间仓促，本书可能存在错误和不足，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序

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人口总量约占全球１／５，其人口发展问题备受国际社会瞩

目。浙江作为中国东部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人口密度高，人口流动大，不仅面临人

口总量惯性增长的压力，而且面临着人口总体素质亟待提升、老龄化程度加剧、流动人

口和就业人口规模扩大等一系列问题，将对浙江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尤其是对劳动

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住房、交通等带来巨大压力，经济社会管理和资源环境承

载力也将面临考验。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以前瞻的视角综合考察人口现象、人口

问题无疑是当务之急。

２０１０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形成了迄今为止最完备、最丰富、最宝贵的人口资料宝

藏，为开展人口研究和相关研究提供了权威信息和参考依据。《２０１０浙江省人口普查

重点课题及优秀论文集》正是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结果，对浙江人口的发展状况和变化

特征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深入挖掘的成果，是集众人之智，采众家之长的结晶，是人口发

展研究领域全社会交流合作的结果。其中有的专题从人口发展规律出发，对浙江人口

数量、结构、质量的变迁特点进行分析探索；有的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对浙江省人口

发展的现状、趋势和资源承载力等问题作出研究判断；有的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

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出发，提出相适应的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建议。本书的出

版不仅是普查成果的又一新汇集，也是浙江人口科学研究的又一新起点。本书各个专

题成果是按照作者原意、文责自负的原则选编的，是各个专题研究者从各自角度和认

识出发得出的分析结论，或许有不尽完善之处，但我们还是期待本书的面世，能给各界

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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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口变化与承载力研究　

浙江省人口变化与承载力研究

一、人口现状

（一）总量层面

２０１０年，浙江省常住人口为５４４２．６９万人，同第五次人口普查４６７６．９８万人相

比，十年共增加７６５．７１万人，年均增长率１．５３％，是大陆人口年均增长率０．５７％的

２．６８倍。杭州、宁波、温州常住人口均增加了１５０万人以上，丽水、衢州两市的常住人

口略有下降，另外６个市的常住人口也都增加了１０万人以上。常住人口增幅前三位

的是宁波、杭州、嘉兴，分别增长了２７．５％、２６．５％、２５．６％，除衢州、丽水是负增长外，

其余６个市的增幅均在１０％以上。

全省常住人口共有家庭户数１８８５．３７万户，比２０００年增加了４４０．４０万户；平均

每个家庭户的人数为２．６２人，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减少了０．３７人。家庭户数的增长伴

随着的是家庭户人口规模的缩小，三人户或者二人户已经成为全省家庭户的主体。

（二）结构层面

全省常住人口中男性占５１．３８％。男女性别比（以女性为１００）为１０５．６９，与第五

次全国人口普查的１０５．５７基本持平。人口的预期寿命为７９．２岁，相比２０００年提高

了４．５岁。

全省老年人口比例为９．３４％、老少比为０．７０７，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８．８７％、

０．５３４。其中１５—６４岁人口占比最高的是宁波市和杭州市，分析原因不难发现这两个

城市经济相对较发达，有大量劳动力人口流入（见表１．１）。

表１．１　浙江省及全国人口年龄结构分布（１０％抽样）

地区 合计 ０—１４岁 １５—６４岁 ６５岁及以上 老龄化 老少比

杭州市 ８７００３７３　 ９９１０７７　 ６９２４９１０　 ７８４３８６　 ０．０９０２　 ０．７９１４

宁波市 ７６０５６８９　 ８８８８５９　 ６０６２０８０　 ６５４７５０　 ０．０８６１　 ０．７３６６

温州市 ９１２２１０２　 １３０５３１９　 ７１２１３８８　 ６９５３９５　 ０．０７６２　 ０．５３２７

嘉兴市 ４５０１６５７　 ５３６９３８　 ３５１４９２２　 ４４９７９７　 ０．０９９９　 ０．８３７７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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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合计 ０—１４岁 １５—６４岁 ６５岁及以上 老龄化 老少比

湖州市 　２８９３５４２ 　３３７６８８ 　２２４０８１７ 　３１５０３７　 ０．１０８９　 ０．９３２９

绍兴市 ４９１２２３９　 ６２７８８１　 ３７９６２１６　 ４８８１４２　 ０．０９９４　 ０．７７７４

金华市 ５３６１５７２　 ７６２９４１　 ４１１０５１２　 ４８８１１９　 ０．０９１０　 ０．６３９８

衢州市 ２１２２６６１　 ３４２９６８　 １５２５５０９　 ２５４１８４　 ０．１１９７　 ０．７４１１

舟山市 １１２１２６１　 １１４２６５　 ８８９２２６　 １１７７７０　 ０．１０５０　 １．０３０７

台州市 ５９６８８３８　 ９２２７８４　 ４４５９４１０　 ５８６６４４　 ０．０９８３　 ０．６３５７

丽水市 ２１１６９５７　 ３５８３５５　 １５１１１５１　 ２４７４５１　 ０．１１６９　 ０．６９０５

浙江省 ５４４２６８９１　 ７１８９０７５　 ４２１５６１４１　 ５０８１６７５　 ０．０９３４　 ０．７０６９

全国 １３３９７２４８５２　 ２２２３９４３２６　 ９９８４９６９３２　 １１８８３３５９４　 ０．０８８７　 ０．５３４３

注：老龄化，即老年人口（６５岁以上）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老少比，即老年人口与少年人口之比。

此外，浙江省的平均社会抚养系数为２９．１１％，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老年抚养比

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少儿抚养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反映出浙江省的老年抚养

系数将在未来若干年内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其中丽水市是总抚养比最高的城市，达

到４０．０９％，其次是衢州市３９．１４％，二者的老年抚养比也居于前列，远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高社会抚养比制约着当地经济的发展（见表１．２）。

表１．２　浙江省及全国社会抚养系数

单位：％

地区 总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杭州市 ２５．６４　 １４．３１　 １１．３３

宁波市 ２５．４６　 １４．６６　 １０．８０

温州市 ２８．０９　 １８．３３　 ９．７６

嘉兴市 ２８．０７　 １５．２８　 １２．８０

湖州市 ２９．１３　 １５．０７　 １４．０６

绍兴市 ２９．４０　 １６．５４　 １２．８６

金华市 ３０．４４　 １８．５６　 １１．８７

衢州市 ３９．１４　 ２２．４８　 １６．６６

舟山市 ２６．０９　 １２．８５　 １３．２４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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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总抚养比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台州市 ３３．８５　 ２０．６９　 １３．１６

丽水市 ４０．０９　 ２３．７１　 １６．３８

浙江省 ２９．１１　 １７．０５　 １２．０５

全国 ３４．１７４２　 ２２．２７２９　 １１．９０１２

注：人口抚养系数又称劳动负担比、社会负担系数，它衡量了一个社会群体中生产性人口与非生产性人口的构成。在
社会总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比值就是人口抚养系数，人口抚养系数分为两部分，０—１４岁的
少年儿童人口数与１５—６４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比值，称为少儿抚养系数；６５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与１５—６４岁的劳
动年龄人口数的比值，称为老年人口抚养系数。

２０１０年全省常住人口中文盲率为５．６２％，相较２０００年下降了１．４４个百分点，文

盲率最高的地区是衢州和丽水。

２０１０年浙江省城镇人口占比６１．６２％，相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了１１．９个百分点，同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１２．９５个百分点。其中城镇人口比重

最高的分别是杭州、宁波和温州，最低的分别是衢州、丽水和湖州。

浙江省从业人数最多的是制造业，其次是农、林、牧、渔业以及批发和零售业，这些

都是与人们的衣、食等紧密相关的行业，而且也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见表１．３）。

表１．３　浙江省各行业按教育程度的就业情况（１０％抽样）

行业种类 合计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

总计 ３２８０３８７　 １１６０７６　 ８３１１５２　 ４４６６２９９　 ４８７５９５　 ２１４３１８　 ４５２１８８　 １２７５９

农、林、牧、渔业 ４８３７５７　 ５９６９８　 ２４５５５１　 １５０８３８　 ２５２０６　 １９２９　 ５０８　 ２７

采矿业 ７７１４　 １７１　 ２５４８　 ３６３７　 １０６７　 ２１０　 ７７　 ４

制造业 １４３７６７４　 ２９７２５　 ３３７１１２　 ７７８１５０　 ２０８０７４　 ５８９５４　 ２４３３０　 １３２９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
产和供应业

２２０２９　 １４６　 ２２４５　 ６２１０　 ５５８２　 ４４８７　 ３４１５　 ２１４

建筑业 ２３２１３８　 ４６７７　 ６９０２０　 １１９１８９　 ２６０１７　 ８７４４　 ４３１６　 ４７５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
政业 １２８５７５　 ２１５６　 ２７９４７　 ６４００６　 ２２４１０　 ８３０５　 ３６２７　 ４２４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
务和软件业 ２２７６８　 ４１　 ６５７　 ２８２９　 ５５５６　 ７０７０　 ５９５６　 ６５９

批发和零售业 ４１９９２９　 ９５７３　 ８０１０８　 １９０６４９　 ９０５９８　 ３４４５６　 １４２３３　 ６１２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０８２６９　 ２６２２　 ２２３７４　 ５６３２３　 ２４０１３　 ４６４１　 ４２５２　 ４４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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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业种类 合计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

金融业 ３３５８１　 ３０　 ５９２　 ３４０８　 ６３５７　 ４０６３８　 １１７９０　 ７６６

房地产业 ３０１２１　 ６９０　 ５３１７　 ９６７８　 ６６１７　 ４８４２　 ２８０８　 ４６９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３２３５７　 ２４１　 ３０７８　 ８６８６　 ７７８３　 ６９５９　 ５１８２　 ４２８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
和地质勘查业

１２４９４　 ２４　 ２８７　 ４０５４　 ２１４０　 ３５０９　 ４６４６　 ８６４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
施管理业 ４５４８７　 ４３４２　 ５２４３　 ４１００　 ２２２６　 ４４８０　 ４０４０　 ５６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
务业

７６５２８　 ３４０９　 １７８１３　 ３８７３３　 ４３４２４　 ２４４２　 ２９４　 ４６

教育 ７２０２０　 ３１０　 ２２８５　 ４３６４　 １２８９６　 １８５８１　 ２９６２０　 ３９６４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
会福利业 ３６７７７　 ２７６　 ４５２６　 ２６６９　 ８７６２　 １２０２９　 ４０３３１　 １１８４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２２６９９　 １８９　 ２２２７　 ９４０１　 ５１９１　 ２８８７　 ２６１７　 １８７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８５４４６５　 ７５６　 ５２２２　 １２３７５　 １６６７５　 ２２４５４　 ２６０４８　 １９３５

国际组织 ５　 １　 １　 １　 ２

（三）流动性

２０１０年，浙江省外来人口流入为１１８２．３９７７万人，与２０００年相比增加了８１３．５

万，增幅达２２０．５％，主要流向温州、宁波和杭州。外来人口中以务工经商为目的有

９９１．３２万人，占外来人口总流入的８３．８４％（见表１．４）。

表１．４　五普、六普省外流入人口比较

人口规模（万人） 总增长率（％） 年平均增长率（％）

省外流入 总人口 省外流入 总人口 省外流入 总人口

２０００　 ３６８．８９　 ４６７６．９８ Ｎ／Ａ　 Ｎ／Ａ　 Ｎ／Ａ　 Ｎ／Ａ

２０１０　 １１８２．４０　 ５４４２．６９　 ２２０．５　 １６．４　 １２．４　 １．５

资料来源：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

外来人口户籍地主要集中在安徽、江西、贵州、四川、河南（见图１．１）。究其原

因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具有空间地域优势，即临近浙江省（如安徽省、江西省），或

者交通便利（如河南省）；二是人口大省或有劳动力输出传统的省份（如四川省、贵

州省）。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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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２０１０年浙江省外来人口来源地分布图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浙江省内农村向城市迁移人口达到９０．１６万人，占城

镇常住人口的２．６９％，多以务工经商为主，占到了４０．４％；其次则以婚姻嫁娶和随迁

家属居多，两者共计占到２９．５４％。

浙江省内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也主要集中在杭州市、宁波市和温州市，占到总流动

的农村人口的４７．９７％。

（四）人口密度

根据２００６年联合国的统计数据计算的世界人口超过５０００万的２３个国家的人口

密度中，日本为３３８人／ｋｍ２，英国为２４８人／ｋｍ２，德国为２３１人／ｋｍ２，中国为１３８人／

ｋｍ２，法国为１１１人／ｋｍ２，美国为３１人／ｋｍ２。

浙江省人口密度从２００４年开始一直处于增长的态势，这与浙江省几年来外来人

口不断增加的趋势相符合。到２０１０年浙江省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５１６．７５人／ｋｍ２

（见表１．５）。

表１．５　浙江省人口密度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实际人口（万人） ４９２５．２　 ４９９０．９　 ５０７１．８　 ５１５４．９　 ５２１２．４　 ５２７５．５　５４４６．５１

浙江土地调查面积（ｋｍ２） １０５３９７　 １０５４００　 １０５４００　 １０５４００　 １０５４００　 １０５４００　 １０５４００

人口密度（人／ｋｍ２） ４６７．３０　 ４７３．５２　 ４８１．２０　 ４８９．０８　 ４９４．５４　 ５００．５２　 ５１６．７５

注：土地调查指行政区域内的土地调查总面积，包括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北京、上海、广东作为我国大陆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省市，以它们代表我国的发达

地区。可见我国发达地区的人口密度近年来持续增长，２０１０年已达到１５２３．７３人／

ｋｍ２（见表１．６）。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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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６　北上广人口密度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北京实际人口（万人） １４９３　 １５３８　 １５８１　 １６３３　 １６９５　 １７５５　 １９６２

上海实际人口（万人） １７４２　 １７７８　 １８１５　 １８５８　 １８８８　 １９２１　 ２３０３
广东实际人口（万人） ８３０４　 ９１９４　 ９３０４　 ９４４９　 ９５４４　 ９６３８　 １０４４１

北京土地调查面积（ｋｍ２） １６４１０　 １６４１０　 １６４１０　 １６４１０　 １６４１０　 １６４１０　 １６４１０

上海土地调查面积（ｋｍ２） ８２３９　 ８２４０　 ８２４０　 ８２４０　 ８２４０　 ８２４０　 ８２４０
广东土地调查面积（ｋｍ２） １７９７５７　 １７９７６０　 １７９８１０　 １７９８１０　 １７９８１０　 １７９８１０　 １７９８１０

北京人口密度（人／ｋｍ２） ９０９．８１　 ９３７．２３　 ９６３．４４　 ９９５．１２　 １０３２．９１　１０６９．４７　１１９５．６１

上海人口密度（人／ｋｍ２） ２１１４．３３　２４５７．７７　２２０２．６７　２２５４．８５　２２９１．２６　２３３１．３１　２７９４．９０
广东人口密度（人／ｋｍ２） ４６１．９６　 ５１１．４６　 ５１７．４４　 ５２５．５０　 ５３０．７８　 ５３６．０１　 ５８０．６７

平均人口密度（人／ｋｍ２） １１６２．０３　１２０２．１５　１２２７．８５　１２５８．４９　１２８４．９８　１３１２．２６　１５２３．７３

浙江省的人口密度虽然显著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相比较我国发达地区仍然还

有足够的承载空间。

（五）流入人口带来的压力

流动人口在浙江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流动人口的快速流入对

现实的资源环境承载压力也是不断加大。

如图１．２所示，随着浙江省外来人口的增长，人均生产总值由２００５年的２７６６２元

增长到２０１０年的５１７７１元；同时人均公共服务开支也相应地从１２５０元增加到

了３４８０元。

图１．２　浙江省人均生产总值与人均公共服务支出的变化趋势

浙江省交通运输方面，与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１０年客运总量增加比例为８３．６９％，其

中公路和铁路分别同比增加为８４．３７％和９５．２９％。

·６·



浙江省人口变化与承载力研究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方面，２０１１年，全省共有１１９２２４３名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

在城镇接受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占８１．５％，民办学校占１８．５％。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构方面，全省１１个市已基本建立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协调

机构，嘉兴、绍兴、台州、温州等地还成立了实体性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机构。温州、嘉

兴、台州等地共有２０余个县（市、区）成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在推行居住证制度方

面，全省已于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起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

二、产业人均ＧＤＰ

产业人均ＧＤＰ指产业生产总值与其从业人员数之比；从业人员比重指三次产业

人员数分别占比。

表２．１　浙江省三次产业生产总值水平与从业人员比重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００年

产业人均ＧＤＰ
ｘ１（万元／人）

从业人员比重
ｆ１（％）

产业人均ＧＤＰ
ｘ０（万元／人）

从业人员比重
ｆ０（％）

第一产业 ２．３４　 １６．００　 ０．６５　 ３７．４８

第二产业 ７．９０　 ４９．７９　 ３．６７　 ３１．７９

第三产业 ９．７０　 ３４．２１　 ２．６１　 ３０．７３

２０１０年产业人均ＧＤＰ（用珔ｘ１表示）与２０００年产业人均ＧＤＰ（用珚ｘ０表示）分别为：

珚ｘ１＝∑ｘ１ｆ１
∑ｆ１

＝７．６２ 万元／（ ）人

珚ｘ０＝∑ｘ０ｆ０
∑ｆ０

＝２．２１ 万元／（ ）人

所以浙江省２０１０年相对于２０００年的产业人均ＧＤＰ指数为：

Ｉ珚ｘ ＝珚
ｘ１
珚ｘ０ ＝

３４４．３３％

浙江省２０１０年相对于２０００年的产业人均ＧＤＰ固定构成指数为：

Ｉｘ ＝

∑ｘ１ｆ１
∑ｆ１
∑ｘ０ｆ１
∑ｆ１

＝∑ｘ１Ｗ１

∑ｘ０Ｗ１

＝２６９．７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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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２０１０年相对于２０００年的产业人均ＧＤＰ结构变动指数为：

ＩＷ ＝

∑ｘ０ｆ１
∑ｆ１
∑ｘ０ｆ０
∑ｆ０

＝∑ｘ０Ｗ１

∑ｘ０Ｗ０

＝１２７．６５％

可见，浙江省２０１０年相对于２０００年的产业人均ＧＤＰ指数为３４４．３３％，表明十

年间，浙江省的人均产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增长了近２．５倍。

固定构成指数测算结果为２６９．７３％，远大于结构变动影响指数的测算值，说明产

业内部的自身发展水平是提高人均产出水平的关键因素。这与浙江省的实际经济发

展是相符合的。

就产业间的就业结构变动而言，结构变动影响指数测算结果为１２７．６５％，说明产

业间就业结构的变动使人均产出指数提高了２７．６５％。虽然相比于产业内部的自身

发展，就业结构变动对整体经济的提升的贡献较小，但依然接近于３０％的贡献也是不

容忽视的。由表２．１也可以直观地发现，就业人口已经从第一产业为主转移到第二、

三产业上来了。

外来人口的就业选择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浙江省就业结构的变化。省外流入人口

就业分布遵循“二三一”结构，省内农村流向城镇的人口就业呈现“三二一”分布。

三、浙江省人口承载力

（一）承载力指标选取

本文对浙江省人口承载力进行评估时采用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力指标，以浙江省为

研究区，并分别以全国和发达地区（北京、上海、广东）为参照区进行对比分析，以此评

估浙江省人口承载力在全国所处的排名以及与发达地区的差距。

本文从浙江省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和水资源）、经济发展、公共服务资源、

就业水平四个方面进行评估。为实现量化，本文选取浙江省年农林牧渔总产值，年

总供水量，年国内生产总值，年社会公共资源供给量（教育行业的就业人员数、卫生

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的就业人员数）以及年末就业人口数来衡量上述四项

资源。

（二）承载力模型

１．相对资源人口综合承载力模型

Ｃｓｐ ＝
４
Ｃｎｐｎ·Ｃｎｐｅ·Ｃｎｐｓ·Ｃｎｐ槡 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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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Ｃｎｐｎ ＝１２Ｃｎｐｌ＋
１
２Ｃｎｐｗ

，权数１
２
的选择虽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是考虑到土地

资源和水资源都属于自然资源，并且各自的人口承载力对自然资源综合承载力的贡

献同等重要，因此对二者算术平均得到自然资源综合承载力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Ｃｎｐｌ为相对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Ｃｎｐｗ 为相对水资源人口承载力，Ｃｎｐｅ 为相对经济发

展人口承载力，Ｃｎｐｓ为相对公共服务资源人口承载力，Ｃｎｐｕ 为相对就业资源人口承

载力。

２．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压力指数

Ｐ′＝Ｐ／Ｃｓｐ

其中，Ｐ′为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压力指数，Ｐ为实际人口数量，Ｃｓｐ为相对资源人口承载

数量。

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压力指数具有综合性，既反映资源的潜力、开发程度、利用水

平，也可以反映资源开发技术、资源开发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能更全面地反映相

对资源人口承载压力 。

Ｐ′值越小，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压力越小，承载能力越强；反之，相对资源人口承载

压力越大，承载能力越弱。０≤Ｐ′≤１表示人口实际量小于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力，承载

能力富余；Ｐ′＝１表示人口实际量等于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力，承载均衡；１≤Ｐ′≤ ∞
表示人口实际量大于相对资源人口承载力，承载能力不足。

（三）实证分析

１．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

从总体上看，浙江省相对于全国和发达地区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整体上呈现出衰

减趋势。浙江省相对于全国的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处于不足状态，相对于发达地区的

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处于富余状态（见表３．１）。

表３．１　浙江省土地资源承载力

单位：万人

参照标准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相对全国 ４７７８．８１　 ４７３３．８９　 ４８７８．２６　 ４３１６．１６　 ４０７５．５２　 ４１４２．５８　 ４２０３．１６

相对发达地区 ７６３３．０２　 ６１１８．７６　 ６３８２．９９　 ６２５９．５６　 ６０１８．９２　 ６４５６．８９　 ７４３４．５５

实际人口 ４９２５．２　 ４９９０．９　 ５０７１．８　 ５１５４．９　 ５２１２．４　 ５２７５．５　 ５４４６．５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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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全省，温州的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呈减弱趋势；其他城市均呈现增强趋势。

杭州、温州、金华土地资源承载力处于不足状态；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衢州、台

州、丽水则处于富余状态。相对于全国，只有湖州、舟山的土地资源承载力处于富余状

态（见表３．２）。

表３．２　浙江省各地区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

单位：万人

等级 地区
相对全省 相对全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强

杭州 ７２７．４　７５６．７　６６７．８　６２６．８　６４０．６　６１１．９　７６６．９　７８６．７　７９７．７　８０１．７　８１５．９　７９２．９

宁波 ６８７．４　７２２．５　６４０．２　６００．９　６３４．２　６５６．９　７２４．７　７５１．２　７６４．６　７６８．５　８０７．６　８５１．２

台州 ６１２．５　６３０．３　５２７．７　４８５．３　５０２．８　５３３．９　６４５．７　６５５．３　６３０．２　６２０．６　６４０　 ６９１．８

中

嘉兴 ４６２．９　４７６．４　４５２．１　４１４．１　４０４．５　４１３．７　４８８．０　４９５．３　５４０．０　５２９．６　５１５．２　５３６．１

湖州 ３５１．６　３６６．３　３１８．１　３３０．７　３３８．５　３４１．１　３７０．７　３８０．９　３７９．９　４２２．９　４３１．１　４４１．９

绍兴 ４６８．６　４８７．６　４３６．７　４０７．９　４２０．３　４３６．８　４９４．１　５０６．９　５２１．６　５２１．７　５３５．２　５６５．９

金华 ３４０．９　３５０．３　３４１．１　３１７．６　３２３．３　３３１．２　３５９．５　３６４．２　４０７．５　４０６．２　４１１．７　４２９．２

弱

舟山 ２８８．９　３００．２　２３９．２　２２４．１　２２６．４　２３４．６　３０４．７　３１２．１　２８５．６　２８６．６　２８８．３　３０３．９

温州 ３５９．４　３５８．６　３０５．９　２８７．２　２６６．７　２９８．１　３７８．９　３７２．９　３６５．４　３６７．３　３３９．７　３８６．３

衢州 ２４３．７　２５３．９　２３１．８　２２０．６　２２３．６　２１１．３　２５７　 ２６３．９　２７６．９　２８２．１　２８４．８　２７３．８

丽水 ２２４．９　２２８．５　２０７．９　１９５．５　１９９．３　１８７．６　２３７．２　２３７．５　２４８．３　２４９．９　２５３．８　２４３．１

２．水资源人口承载力

从总体上看，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间相对于发达地区的总供水量承载力呈上升趋势，相

对于全国则呈下降趋势，但两者均低于实际人口，浙江省水资源承载力处于不足状态

（见表３．３）。

相对水资源人口承载能力等级表现为：杭州最强；绍兴、宁波、温州、嘉兴、台州、金

华、湖州中等；衢州、丽水、舟山最弱。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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