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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土资源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 国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是区域持续发展的必由之

路。本文首先详细地分析了江苏国土资源的优势条件 , 然后着重阐述了江苏国土资源的劣势 ,指出

江苏是一个的资源约束型省份 ,人地关系紧张 、气候灾害频繁 、环境问题突出已严重制约着区域的可

持续发展;最后 , 根据江苏省情 ,对江苏可持续发展提出如下建议:加强对地理区位的开发和利用 , 促

进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努力提高人口素质;严格保护耕地 ,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加

快建设现代化水利 ,合理利用水资源;加快海洋国土资源的开发;改变经济发展形式 ,节约资源 , 减少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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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是我国东部沿海经济最为发达的省区之一 ,也是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省份 ,人均国

土面积十分狭窄 ,自然资源极其有限 ,人地关系高度复合 ,生态环境较为脆弱。面对 21世纪区

域经济的高速发展 ,江苏省应贯彻我国政府制定的《中国 21议程纲要》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

以协调人和自然的关系为基本导向 ,着眼于当代和未来人口与发展权益 , “既满足当代人的需

要 ,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 ,实现区域持续发展的目标。国土资源是区域

持续发展的基础 ,国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是区域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从国土资源的

角度对江苏可持续发展谈几点认识 。

1　江苏省国土资源的优势条件

江苏素有“鱼米之乡”之称 ,是一方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 ,正是凭藉着得天独厚的国土资

源和区位优势 ,依靠党的富民政策 ,江苏经济才得以飞速发展。

1.1　优越的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主要表现于:(1)江苏省的交通位置十分重要。本省东临黄海 ,扼全国

海上航线的中腰 ,南临长江 ,据长江流域出海之门户 ,江海港口的开发建设更强化了江海运输

和联运在全国的地位 。京航运河自北到南贯通全省 ,是我国东部地区南北向水路交通的干线 ,

是北煤南运的重要干道。京沪铁路自北而南从我省一些大中城市通过 ,陇海铁路抵达连云港

市 ,增强了本省在欧亚大陆桥的东桥头堡地位 。(2)江苏经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它以一省而

居“三沿” , “π”型经济布局自然而成 。本省东南部毗邻我国最大经济中心上海 ,为上海经济圈

和长江产业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浦东的进一步开发和世界经济重点进一步向环太平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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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转移 ,江苏的沿江和沿海地区正逐步成为对外开放的重点 。

1.2　以平原和湖泊为主的地貌类型

江苏省土地总面积为 10.26万 km2[ 1] ,仅占全国的 1.04%。在地貌构成中 ,平原和水面

分别占全省面积的 68%和 17%,低山丘陵仅占 15%。平原面积比例之高 ,水面面积比例之

大 ,低山丘陵岗地面积比例之少 ,在全国各省区中均居首位 ,这是江苏省的最大特点。江苏平

原以地势低平 、河网稠密 、湖荡众多为特征。平原上共有大小河道 2 900多条 ,湖泊近 300个 ,

其中长江越境内约 418 km ,江南大运河纵贯南北 690 km ,太湖 、洪泽湖居全国“五大淡水湖”

之列 。从南到北连片分布的平原为全省农业(特别是耕作业)提供了优越的生产条件 ,纵横交

错 、星罗棋布的水网有利于水产事业内河航运的发展。

1.3　丰富的气候资源

江苏属于亚热带和暖温带季风气候 。一方面 ,本省光能资源充足 ,热量条件优越 ,无霜期

长 ,降水丰沛 ,全省各地年总辐射在 4.55×105 ～ 5.27×105 J/cm2之间 ,年日照时数为 1 981 ～

2 640 h ,日照百分率在45%～ 59%之间 ,大于 10℃的活动积温在 4 500 ～ 5 000℃,无霜期日数

为 200 ～ 300 d ,年降水量为 724 ～ 1210 mm
[ 1]
。另一方面 ,江苏雨热同期 ,且光 、热 、水的季节

分配方面比我国南北方都好 ,所以农业生产的气候潜力较大 。

此外 ,江苏气候条件南北之间 、东西之间都有差异 ,气候特征具有明显的过渡性 ,这决定了

江苏省农业生产类型的多样化和植被类型 、作物品种的多样化。

1.4　土地资源质量高且利用的多宜性突出

江苏土地的自然属性好 ,垦殖系数高(60%),耕地比重大 。1996 年江苏省耕地面积为

443.54万 hm
2[ 2]
,占全省面积的 43.2%。这么高的比例 ,不仅全国独一无二 ,世界也很罕见 。

另据全国土地资源评价结果 ,江苏宜农一等地占土地总面积的 35.7%,也远高于其它各省区

(见表 1)。这说明江苏的土地质量非常高 ,再加之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 ,土地的生产力也很

高。1996年江苏省的粮食单产为 6 138 kg/hm2 ,棉花单产为 1 106.1 kg/hm2 ,分别比全国平

均水平高 25.4%和 24.3%[ 2 , 3] 。江苏土地资源的多宜性突出 ,表现在它对发展工业 、农业 、交

通建设都很有力 ,为建设以农业为基础 、工业发达 、科技先进的省级经济提供了良好条件 。
表 1　典型省份一等耕地面积和比重(%)　(1990 年)[ 4]

省　份 土地总面积(104 hm2) 一等耕地面积(104 hm2) 一等耕地比重(%)

江苏 1 013.87 362.07 35.7

山东 1 568.70 357.53 22.8

黑龙江 4 527.93 961.33 21.2

浙江 997.00 162.20 16.3

湖南 2 094.23 333.80 15.9

江西 1 700.40 214.40 12.6

广东 1 876.07 156.13 8.3

全国 95 226.13 5 747.73 6.0

1.5　经济和社会资源位居全国前列

自改革开放以来 ,江苏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经济发展水平的各项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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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 ,1996年江苏 GDP 占全国的 8.9%,仅次于广东居第二位 , 1978 ～ 1995 年江苏 GDP 平均

增长 12.7%,超过全国同期 9.8%的平均增长速度(均按可比价格计算)。江苏一 、二 、三产业

都比较发达 ,二 、三产业的比重分别达 51.2%和 32.7%
[ 2]
。工业部门比较齐全 ,大型企业集团

在全国影响较大 ,乡镇企业尤为发达。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 ,已形成稳产高产的农业体系 ,城

市及集镇之多 、密度之大为全国第一。全省已形成铁路 、公路 、航空 、水运 、管道组成的综合交

通运输网 。邮电业务和通讯工业拥有量居全国前列。科教事业发展较快 ,人口素质显著提高 ,

外向型经济比较发达 。

1.6　独特的海洋资源 、岸线资源和旅游资源

江苏的海洋资源 、海涂资源 、海岸线 、长江岸线和旅游资源丰富 ,在全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本省海岸总长 953.8 km ,占全国海岸总长度的 5%。连云港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优良

的建港条件成为重要海港 。本省利用泥质海岸条件 ,发展了规模较大的海盐生产 ,年产原盐

2.0×106 ～ 2.5×106 t。本省有近海渔场 1.54×105 km2 ,拥有众多渔港 ,其中以吕四港最为著

名。近些年发展的对虾 、贝壳养殖业进一步提高了海岸线利用的集约化水平。

海洋和江河的共同作用 , 为江苏提供了一定的后备土地资源 。本区共有海涂面积

6 520.6 km2 ,约占全国海洋面积的 1/3 ,居全国之首。近海海域分布有规模宏大 、世界罕见的

辐射状沙脊群 ,面积达 1 268.4 km2 ,且以每年 33 ～ 40 km2 的速度淤长。本区海涂面积相当于

江苏现有耕地面积的 1/7强 ,为省内最大的后备土地资源 ,有着巨大的开发利用价值 。

此外 ,海岸线还提供了具有滨海特色的旅游资源 、沿海风能 、潮汐能等 ,随着这些资源的深

层开发 ,江苏经济将获得新的发展 。

本省长江段位于江海交汇处 ,江阔水深 ,出海便捷 ,两岸的岸线共有 1 000 km ,其中深水

岸线 80 km ,丰富的岸线资源为布局大运量 、大耗水的工业项目创造了条件 。

江苏的旅游资源包括自然风景 、人文景观和风景名胜三类。其中太湖 、钟山属国家级名胜

区 ,苏州和无锡是全国重点旅游城市。此外还有宁 、镇 、扬 、徐 、淮等历史文化名城 ,以及虞山 、

狼山 、茅山等省级风景名胜区 。这些旅游资源大多分布在城市附近 ,交通方便 ,增强了开发的

价值和经济效益 。

2　江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国土资源与区域持续发展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于区域经济稳定增长对于国土资源的需要 ,

另一方面也表现于资源数量与承载力对区域发展的限制。

2.1　土地总量相对不足 ,人地矛盾日益突出

1996年江苏人口总数为 7 100万 ,分布在 10.26万 km2的土地上 ,人口密度高达 639人/

km
2
,全国第一 ,人均土地面积仅为 0.144 hm

2
,与全国平均水平之比为 1∶5.7 ,人均耕地仅为

0.063 hm2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20%。因此 ,对江苏来说 ,土地显得不足 ,耕地尤为宝贵 。

作为农业关键的耕地资源 ,随着人口增长和非农用地的扩展 ,减少速度很快 。全省人均耕

地已从 1949年的 0.157 hm
2
下降为 1996年的 0.063 hm

2
,减少了 60.8%(见表 2)。今后 ,江

苏人口将以每年 60万的速度继续增长 ,而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对土地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 ,

这必然导致人均耕地的进一步下降 。预计 2010年江苏人口将达到 7 720万 ,届时即使耕地总

量实现动态平衡 ,人均耕地也将下降到 0.058 hm2/人 ,而目前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已达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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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 5] 。由此可见 ,江苏人地矛盾日益加深。
表 2　江苏省人口密度和人均耕地的变化[ 1 , 2]

年　　份 1949 1957 1965 1975 1985 1990 1992 1996

人口密度

(人/km 2)
342 408 455 549 606 660 674 693

人均耕地

(hm 2)
0.157 0.139 0.107 0.083 0.074 0.067 0.065 0.063

　　人地矛盾的加深会产生广泛的波及效应[ 4] 。如江苏的棉花已由调出逆变为调入 ,粮食

1988年以后只能保持自给 ,不再调出 。此外 ,人地矛盾的加深还会加重工业 、交通征地的财政

负担和人口农转非的负担 ,增加建设成本 ,从而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

2.2　能源 、原材料等重要资源相对匮乏

江苏是一个典型的资源约束型省份 ,除土地资源不足外 ,还表现在(1)天然能源缺乏 。江

苏煤的可采储量仅为 20亿 t ,占全国的 1%,人均不到 30 t ,为全国的 1/5 ,石油探明储量仅为

0.6亿 t ,占全国的 0.2%,其它天然能源更是微不足道 。目前 2/3 以上的煤需从晋 、陕 、豫等

地调入 ,而石油 90%以上依赖于外省区和国外市场[ 2] 。目前 ,总的能源自给率仅为 20%[ 5] 。

(2)某些重要的金属矿产 ,如铜 、铁等的缺口亦较大 。铁矿中 ,大矿少 ,贫矿多 ,埋藏深 ,矿产质

量一般 ,所以矿产只能满足钢铁工业需要的 40%,铜矿更低达 10%以下。(3)木材严重匮乏 。

江苏由于山地丘陵比重小 ,宜林地面积小 ,所以森林覆盖率低 ,林木蓄积量少 。1996年 ,江苏

森林覆盖率仅为 5.3%,人均林木蓄积量不到 0.4 m3 ,比全国平均水平少 9 m3 。(4)水资源明

显供应不足。江苏以“鱼米之乡”享誉全国 ,但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 1 500 m3 ,仅为全国的

1/2 ,世界平均的 1/8
[ 5]
。

在以上资源中 ,能源和原材料的不足成为制约江苏经济发展瓶预 。江苏短缺的资源 ,如

铁 、铜 、铅 、油 、木材等也正是国内市场上长期供应不足的商品 ,随着江苏经济规模的扩大 ,需求

量将大幅度上升 ,能源的自给率将进一步下降(2000年估计只有 15%),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会

进一步增大 ,这种状况对江苏的发展极为不利 。

2.3　干旱 、雨涝等气候灾害频繁

由于气候的年际变化大 ,江苏省干旱 、雨涝 、台风 、霜冻和冰雹等气候灾害较多。徐淮地区

春旱和秋旱较多 ,春旱发生机率为 60%。苏南多伏旱 ,平均每 5年 2 ～ 3遇 。干旱不仅影响作

物产量 ,也影响作物布局 ,在遇到较重的旱灾时 ,水稻播种面积会大幅度下降 。本省梅雨年际

变化大 ,如 1991年梅雨期长达 50 d ,句容县 5月 18日 ～ 7 月 14日降水量达到 1 107 mm ,是

1954年月均降水量的 2.2倍 。此外 ,苏州和南通受台风和台风雨的影响 ,丰沛地区和灌云 、沐

阳一带易受霜冻影响 。冰雹也是本省主要的灾害性天气之一 ,其中连云港—响水一带为高发

生区 。江苏省是长江水系和淮河水系入海的洪水走廓 ,因水系均属来水量大 、出水量小的不平

衡水系 ,故一遇大雨或上游来水量大 ,极易形成水灾。如太湖水系的进水能力是出水能力的 7

倍 ,因此太湖水位上升快 ,下降慢 ,既扩大了受灾面积 ,也延长了受灾时间。这种洪水走廊的地

理位置是江苏省的严重隐患 ,也为水利建设提出了特殊要求 。

2.4　严重的环境问题

不合理的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或环境污染皆导致环境问题。江苏省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

(1)大气 、水 、土壤 、固体废弃物污染 。由于本省工业发达 、城镇密集 、造成大气污染严重 、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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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 、废渣成灾 、土壤退化等环境问题 ,其中水体污染尤为突出 ,已严重影响了对水资源的有效

利用 。例如 ,淮河整治被列为国家环境整治的重大课题 ,京杭大运河苏州段仅能达到地面水五

类水标准 ,其余河段均低于地面水五类水标准 ,甚至连长江也难以达到地面水二类水标准 。

(2)由于工厂过量开采地下水 ,城市地面下沉严重 。目前已形成以苏 、锡 、常三市为中心的地下

水漏斗区 ,面积达 1万 km2 。江苏严重的环境问题增加了工农业生产的社会成本 ,危害了人们

的身体健康 ,从而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又一制约因素 。

3　对江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几点建议

3.1　加强对地理区位的开发和利用 ,促进生产力的合理布局

地理区位非能量和物质的实体 ,然而却具有强烈的可利用性 ,在此意义上可把地理区位视

为国土资源的潜在形式。因此 ,区域开发不能仅停留在资源实体的开发 ,而应对区域位置的开

发予以足够的重视[ 6] 。江苏自然区位 、交通区位 、经济区位皆得天独厚。就经济区位而言 ,江

苏占据沿江 、沿海 、沿东陇海线 ,但目前的经济布局侧重于沿江地区 ,沿海和沿东陇海线的区位

优势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特别是沿海地带 ,至今仍为我国沿海地区的经济凹陷 ,所以今后应

全力加以开发和建设 。总之 ,只要我们重视区位这一潜在资源的开发利用 ,合理地进行生产力

的布局 ,就能在更全面的意义上促进江苏的持续发展。

3.2　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努力提高人口素质

江苏丰富的人力资源不失为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 ,但过多的人口也给江苏带来了一系列

社会经济问题 ,诸如 ,人均资源量下降 ,影响建设资金的积累 ,影响劳动生产率和人民消费水平

的提高 ,增加失业率 ,影响对科技 、教育的投资等 ,从而成为江苏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上

述对江苏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中可见 ,除某些灾害性天气外 ,其余皆与人口密度过高有

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 ,严格控制人口的增长是保证江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首要任务 。

在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 ,江苏还应该全面实施科教兴省战略 ,努力提高人口素

质 ,因为人口素质的提高不仅有利于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 ,还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人

才”是江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

3.3　严格保护耕地 ,高效利用土地资源

土地是人类赖以创造物质财富的基地 ,耕地就是人类的生命线。而江苏土地资源不足 ,人

均占有耕地逐年下降 ,已严重影响到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为此 ,首先必须强化土地

国策意识 ,控制建设用地总量 ,强化用地计划管理 ,严格用地审批 ,严禁一切违法占地 、无计划

用地和超标准用地 ,加强农村建房管理;其次应搞好规划 ,适当集中 ,全面建立基本农田保持

区。根据江苏省政府制定的规划 ,一级农田保护区占耕地的比重应保持在 90%[ 7]以上 ,但考

虑到江苏的实际情况 ,这一目标可以分阶段 、分地区实现。第三 ,应大力开展土地复垦开发活

动 ,尽可能恢复和增加农业用地。经济发达的吴江市通过土地复垦实现了土地增减平衡有余 ,

增加土地 253 hm2 ,增加了 11%土地 ,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的肯定 ,应在全省大力推广。

高效利用土地资源 ,一方面要保护耕地 ,另一方面要提高土地的生产力 。要想提高土地生

产力 ,主攻方向应是改良中低产农田 ,这是一种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 ,具有投资省 、见效快的优

点。根据计算 ,如果通过努力 ,把每公顷产量未达到 12 000 kg 的的 76.3%的农田都改造成高

产农田 ,那么全省可增产粮食 1 476万 t ,相当于 1990年总产量的 45.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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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快建设现代化水利 ,合理利用水资源

“洪水走廊”的地理位置 ,一方面使得江苏极易遭受水灾 ,但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丰富的过境

水资源 。江苏以 10万 km
2
的国土承接上游 200 km

2
的汇水 ,多年平均外来过境水量(包括长

江干流在内)达 10 254亿 m3 ,是江苏地表径流量的 42倍 ,如果把这部分水作为可利用的水资

源计算进去 ,则江苏人均占有量为全国人均的 5倍 ,名列榜首。但这部分水资源非但没有充分

利用 ,反而经常泛滥成灾 。同此可见 , “为政之要 ,其枢在水” ,江苏必须牢固树立“水利是国民

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这一观点 ,加快现代化水利工程建设 ,把治理水灾和水资源的合

理利用结合起来 ,只有这样 ,才能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安全的水环境和工农业生产所必须

的水源。

在水资源的利用上 ,应尽快解决沿海 、淮北和丘陵山区等缺水地区的供水问题 ,重点是扩

大江水北调工程 ,改善徐州 、连云港市的条件 ,扩大江水东引 ,解决里下河地区 、东部沿海地区

及渠北滨阜响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滩涂开发用水 。此外 ,应合理开发利用地下水 ,防止苏锡常

地区的地面下沉 。

3.5　加快海洋国土资源的开发

海洋是国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 ,海洋已成为粮食 、能源 、水 、碳化氢和矿物等资源的重

要来源 。江苏是海洋大省 ,有近千里海岸线 ,65.3万 hm2 滩涂 ,国土面积逾 1万 km2 ,蕴藏有

丰富的自然资源 ,但这些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 ,生产水平低 ,资源转化利用的能力差 ,资源开发

的产业化程度低 ,特别是海洋生物资源和海底矿产资源开发十分薄弱 。所以 ,今后应加快海洋

国土资源开发 ,为江苏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当前 ,江苏应重点开发沿海滩涂资源 ,加快建设海上苏东工程。因为滩涂资源的开发可增

产大量的粮 、棉 、油 ,又可发展水产 、畜牧 、林果及其相应的工业 ,这对于缓解人增地减 ,粮棉不

足的矛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

3.6　改变经济发展模式 ,节约资源 ,减少污染是实现江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江苏不仅是人地关系的高度复合带 ,同时也是生态环境的脆弱地带。江苏因为平原多 ,山

地少 ,森林覆盖率低 ,生物多样性差 ,人工开发程度高 ,所以环境单一脆弱 ,自我调节和抗干扰

的能力差 ,对污染的净化能力差。然而 ,长期以来江苏的经济增长一直以高投入 、高消耗 、低产

出 、低效益为特征 ,无视环境系统的脆弱性 ,必然产生严重的环境问题 。例如 ,太湖 、阳澄湖总

体水质只能达到国家二类水标准 ,湖边小河道尚达不到国家四类水标准;苏锡常地区大气质量

已达不到国家二级标准。此外 ,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江苏原本捉襟见肘的能源和原材

料更为紧缺 。据统计 ,除国外调剂外 ,江苏每年要花费 8 亿美元从国外进口某些能源和原材

料。因此这种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坚决摒弃 ,代之以高度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 ,实现由资

源型向效益型的转化 ,由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向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转化 ,由污染生产向清洁生

产转化 ,由物质资本向人力资本的转化 。只有这样 ,江苏才能摆脱能源和原材料不足的困境 ,

同时保证环境质量 ,真正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 ,合理开发利用江苏国土资源 ,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和优势 ,努力克服不利因素 ,协调

人口 、资源 、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这是江苏省情的唯一选择 ,是

江苏现代化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 ,是谋求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保证 ,是防止市场经济条

件下经济危机和生态环境危机产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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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CUSSION ON JIANGSU' S TERRITORY RESOURC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

Ding Jianzhong　　Peng Buzhuo　　Pu Lijie　　Zhou Shenglu

(Department of Urban & Resources , Nanjing University , Nanjing , 210093)

Abstract

Territory resources are the basis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From the view of terri-

tory resources , fi rst ly , the paper elabo rately analy ses the advantages of terri tory resources of Jiang-

su province.Secondly , the paper lays emphasis on exposition of disadvantages of territory re-

sources ,pointing out that Jiangsu is typical province restricted in resources and that the high ten-

sion of relationship betw een man and earth , the frequent climat ic damages and the prominent envi-

ronmental problems have seriously rest ricted the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Finally , the au-

tho rs provide the follow ing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to strengthen the exploration and utilizaton

of geog raphical position and make more rational the layout of productive forces;to st rictly cont rol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and make effort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pulation;to adequately pro-

tect the cultivated land and exploit the land ef ficiently;to speed up the buiding of modern irriga-

tion sy stems and utilize w ater resources reasonably , to speed up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marine ter-

rito ry resources and to modify the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o as to save resources and re-

duce pollution.

Key words　Jiang su province , territory resources ,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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