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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变化、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出台、

小康社会居民收入翻番目标以及生态产品需求与环

境关注日益提升等形势变化，将给环境污染防治和

环保目标制定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文章重点对人

口增长、城镇化进程、社会领域收入消费以及公

共环境诉求发展形势展开分析研究，旨在为“十

三五”及中长期社会领域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提

供依据。

1　人口中长期发展形势的环境影响分析

人口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要素之

一，也是生产生活物资需求、资源能源消费、污

染排放以及环境质量变化的直接驱动力。我国是

世 界 人 口 第 一 大 国 ， 2014年 人 口 数 量 达 到

13.68亿，由人口乘数效应带来的环境压力十分

巨大，预期短期新增人口压力仍难以缓解，中长

期人口规模压力仍是环境保护必须妥善应对的客

观难题。

人口正进入低速增长区间。改革开放以来

至 上 世 纪 末 ， 我 国 人 口 经 历 了 快 速 增 长 。

1978~2000年 ， 人 口 自 然 增 长 率 年 均 达 到

12.4‰，人口规模由9.6亿增长到12.6亿人口，年

均增长约1 380万人。随着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

育国策的实施，政策效果在近几年逐步显现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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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2001~2014年，我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仅为

5.4‰左右，年均负增长720万人左右，见图1。

图1　1978~2014年中国人口增长情况

至2020年，人口增长仍将处于缓增态势，

至2030年左右，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水平。为缓

解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突出等问题，我国

已出台单独二胎政策以释放生育势能及人口增长

潜力，部分人口学者测算每年会新增100~200万

人口左右。但当前政策效果并不明显，生育意愿

低、实际出生人数更少特征较为明显。2014年，我
[1]国新增人口数量为710万，同比仅多增42万人 。预

期在“十三五”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有望出台形势

下，我国新增人口潜能将得到充分释放，人口总

量仍将保持低速增长的态势。据联合国报告显

示 ， 按 基 准 发 展 情 景 预 测 ， 至 2020、 2030、

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77、85、97亿，中国人

口 将 分 别 达 到 14.02、 14.15、 13.48亿 ， 其 中 在
[2]2028年左右，将达到14.16亿左右峰值，见图2 。

图2　联合国预测中国人口增长趋势

“十三五”时期，新增人口的环境压力依

然较大，至2030年、2050年中长期人口的新增环

境压力将逐步减轻，但人口基数大的客观压力仍

是环境保护的负重要素。当前至2020年，预期我

国每年仍将新增600万人口左右。近年来我国的

人均生活能源、电力消费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

人均生活煤炭消费量略有下降。2012年，人均生

活能耗、电耗、煤耗分别为293.8 kg标准煤、

460.4 kW·h、67.8 kg，见图3。

图3　我国2005~2012年人均生活能源电力消费情况

按照这一水平，预期我国每年因人口新增

量直接导致的生活型的能耗、电耗、煤耗年均分

别达到175万t标准煤、27亿kW·h、40万t，“十

三 五 ” 期 间 将 累 计 消 耗 约 为 880万 t标 准 煤 、

135亿kW·h、200万t。从生活用水等资源型指
3标看，我国人均生活用水量稳定在56 m 左右，

3五年将累计增加1.6亿m 的生活用水资源压力。

2020年~2030年期间，是我国经历人口峰值

的重要阶段，我国人口总数将总体经历14~14.16亿

人口的区间波动，年均新增150万人口左右。

2030~2050年，我国的人口将处于持续下降过程，

人口的减少整体减轻了环境的新增压力。但从基

数效应上看，中长期我国仍将保持由14.16亿峰

值到13.48亿人口的规模压力，在我国底子薄、

人均资源能源明显不足、环境承载能力较弱的基

本国情下，对提升资源环境利用效率、对优化调

整区域及城市空间格局、保障13多亿人口的环境

健康等，仍将是长期环境保护的重要挑战。

2　城镇化中长期发展形势的环境影响分析

城镇化向减速提质方向调整，但粗放式城

市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正在发酵升级、积重难

返。受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等影响，相比较

压缩型的快速工业化进程，我国的城镇化发展相

对滞后，近年来保持较快发展势头，由20世纪

80年代初期 1.91亿城镇人口剧增至7亿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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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10年的10年间，年均增长1.3个百分点左

右。当前，城镇化增速有所减缓，2011~2014

年，城镇化年均增速为1个百分点左右，城市发

展更加关注“人的城镇化”。但是，随着多年来

以重工业、投资为主导，以房地产行业支撑的粗

放式发展模式，带来土地城镇化加快，城市空间

格局快速演变,“摊大饼”、“新城新区”、“城

市群”式发展带来城镇生态安全格局破坏、区域

连片污染、城镇人群环境健康风险等环境问题。

2000~2013年的13年间，我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年
2均增加2 118 km ，年均增长9.4%，比同期城市人

口年均增速快4.5个百分点。珠三角土地开发强

度已超过德法荷等国家和东京与伦敦等大都市

圈，而土地斑块破碎程度和土地利用功能混乱程

度高。城市环境超载严重、灰霾、内河水体普遍

黑臭的问题已十分严重。

当前至2020年城镇化进程仍将处于持续推

进阶段，至2030年将基本走完城镇化，并保持相

对稳定的水平。国际一般经验表明，城镇化率达

到 70%~80%左 右 ， 城 镇 化 进 程 将 基 本 走 完 。

2014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6%，基本处于中
[3]后期阶段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了至

[4]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60%的发展目标 。根
[5]据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报告预测 ，按照人均收

入的增长趋势，到2030年，中国将新增3.1亿城

市居民，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城镇人口大约
[6]达到10亿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2030年

城镇化率达到66%左右，从现在7亿城镇人口增

加 至 10亿 人 口 左 右 ， 城 镇 化 率 峰 值 将 在
[7] [8]70%~75%之间 。仇保兴 根据国际经验提出具

有传统农耕历史的国家地形崎岖不平、人多地

少，如法国、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城镇化率峰

值一般只能达到65%左右，认为我国城镇化率会

稳定在这一水平。结合已有研究分析，预测我国

的城镇化率在2020年将达到60%左右，城镇人口

将达到8.4亿左右，至2030年达到67%左右，城镇

人口达到9.5亿人，基本走完城镇化进程，至

2050年大约缓增至75%左右的水平，见图4。

图4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预测

城镇化未完成之前，城市环境压力、环境

管理的挑战仍将处于加大期。城镇化作为经济驱

动的双轮之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尤其在

我国城镇化水平相对滞后、经济增长新旧动力趋

弱、经济下行风险加剧以及新增长点亟待培育壮

大的形势下，推进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等成为当前稳增长、“十三五”新动

力以及中长期居民生活水平提升的重要领域，城

镇化仍将处于持续推进阶段。据环境保护部环境

规划院研究数据显示：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

点，将增加城镇人口1300万人左右、生活垃圾
[9]520万t、生活污水11.5亿t，消耗6 000万t标煤 。

预 期 “ 十 三 五 ”期间、2020~2030、2030~2050

年，我国城镇化率将分别提高4.5、6.8、8.2个百

分点，累积新增城镇人口分别为7 800、9 000、

5 000万人左右。而每一个农村人口转入城市，

其能源消费水平将提升至原来的3倍，需要城市

住房、汽车、基础设施等配套拉动钢铁、建材

等资源产品生产消费。可以预期当前至2030

年，城市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产业发展以及能

源电力需求增长明显，加大了城镇污染排放及

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的压力。在环境容量

已超载以及“大气、水及土十条”等对质量改

善目标提出了明确进度要求等多重压力下，城

市环境保护既要治理累积与新增、生产与生

活、新型与老型等多种多类复杂交织的环境问

题，又要加快城市环境精细化管理、改善城市

环境质量的速度，难度将明显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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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居民收入及消费中长期发展形势的环境

影响分析

中等收入群体保持稳定发展壮大趋势，至

2020年有望达到6亿人左右，带动消费将保持增

长态势。中等收入群体是维护社会稳定、释放消

费红利的主力军。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

仅在25%左右，远低于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

和地区70%以上的占比水平。党的十八大将“中

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形

成”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文献[10]表明，至

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有望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

番，达到6亿人，占人口比重的40%以上。从消

费支撑看，以2010年城镇居民收入数据测算，

20%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2 600元

左 右 ， 如 果 中 等 收 入 群 体 比 重 提 高 到 40%~ 

45%左右，在不考虑人口规模变动的情况下，初

步测算每年将新增消费规模0.75万亿元。

消费结构的变化对环境的影响深远。随着

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收入结构的变化，城

乡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内涵、结构与规模都在发

生深刻变化，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需求向发展

型需求、由物质性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为主转

变。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对家用汽车、电

脑、健身器材、移动电话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数

量较高，产品的新需求及更新换代增加了钢铁、水

泥、能源等消费需求，对机动车污染排放带来城市

灰霾、电子及医疗等危废压力将处于增长趋势。

从汽车消费来看，2014年，我国民用汽车

保有量、千人汽车拥有量已分别达到1.45亿辆、

106辆，主要集中在北部、东部、西部沿海和西

南4个经济区，而长江中游、黄河中游、西北和

西南经济区保有量增长最快。预期未来5~7年，

我国汽车拥有量将保持11%~12%的增长空间。

根据交通部数据显示，到2020年，我国汽车保有

量将超过2亿辆，达到美国的规模，未来仍将有

每年1 000万辆的新增量。汽车耗油在每年新增

的石油消费量中占比达70%左右，而机动车对城

市 PM 、氮氧化物排放的贡献率达到了30%、2.5

22%。汽车消费及更新换代需求增长将进一步加大

污染减排的压力。汽车产业对钢铁、石化、有色金

属、塑料、橡胶、玻璃等原材料产业增长的拉动

作用突出，机动车新增量也将增加相关产业资

源能源消耗量，会间接反映到环境压力上来。

绿色消费的需求及发展趋势将持续提升，

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领域。消费具有下游效应，

减少消费能成几何级数地减少资源投入，也是优

化产业结构、提高节能环保产品比重的重要动

力。从国家对消费导向上看，低碳节能环保等绿

色消费正在成为政府推动及社会关注的重点，有

利于环境保护的整体提升。2030年是我国碳排放

减排峰值的目标年，社会消费作为产品的终端出

口，是实现资源节约、能耗降低及环境友好等重

要领域。国家已设计制定了鼓励消费者购买使用

节能节水产品、节能环保型汽车和节能省地型住

宅，政府绿色采购等政策措施。近年来，我国在

工业、汽车、建筑节能等领域取得了积极进展，

但普遍存在资源能效偏低的问题，如我国建筑普

遍实行节能50%的标准，即使执行节能65%的标

准，耗热量指标仍高出同等气候条件发达国家平

均水平50%以上，机动车油耗也比欧洲国家高出

25%以上，说明我国在绿色消费领域仍然有很大

的节能减排空间。

4　百姓环境诉求中长期发展趋势的环境
影响分析

公众的环境诉求与环境权益观显著提升。

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百姓对环境

关注及环境质量改善的诉求正在快速提升。尤其

是在北京、上海等经济社会水平发达城市，公民

对环境权益的要求显现较高。如上海市对“十三

五”时期最关注的方面开展调查，显示排前三位

的是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

（51.6%）、提高居民收入（45.2%）和改善环
[11]境（41.1%） 。《北京社会心态蓝皮书：北京

社 会 心 态 分 析 报 告 (2013～ 2014)》 显 示 ， 有

32.1%的北京居民特别关注环境事件，对环境问
[12]题普遍持“不满”、“悲观”等负面情绪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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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关注“PM 中国式咳嗽”事件的居民中持“不2.5

满 ” 情 绪 的 多 达 35.5%， 持 “ 悲 观 ” 情 绪 为

33.3%。公众环境保护参与程度将明显提升、渠

道将更加多样，社会监督将成为环保新常态。公

众的污染“邻避心理”增强，环境污染的忍耐

度、可接受环境风险水平逐步降低。随着互联网

从web1.0时代向web2.0时代的转型，尤其是以用

户分享为核心的QQ群、博客、微博、社交网站

等社会媒体的迅速发展，对环境数据整合、动态

更新及信息公开透明等带来了新挑战，网民群体

拥有的环境话语权在增加，环境运动呈现出人员

年轻化、冲突暴力化的趋势。

日益增长的生态产品需求与滞后供给矛盾

凸显。我国已经基本进入告别短缺经济，进入相

对过剩经济发展阶段，教育、卫生、医疗、环保

等公共服务水平、数量、质量、方式及其均衡性

矛盾快速上升，对干净的水、清洁的空气及安全

的土壤等生态产品正日益成为短缺商品。生态环

境具有公共性、外部性、不可分割性等基本属

性，决定了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

须确保的公共服务，也是对社会结构变化的有效

回应。从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来

看，我国当前居民收入正处于20世纪70年代欧美

国家水平，但生态亏空多，又处于工业化、城镇

化发展进程中，无法在现阶段达到欧美国家环境

质量水平，目前制定的空气质量标准已经达到美

国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环境质量改善速度难以

与期待相匹配，正在成为社会矛盾激发的出口之

一。预期“十三五”时期，国家将进一步加大环

境治理与生态保护力度，环境质量有望取得阶段

性改善，生态环境产品需求与供给的巨大缺口有

望减小，但仍难以满足快速增长需求。

基于上述社会发展态势及对环境的影响，

我国需在提升生活资源能源利用效率、强化编制

城市环境总体规划、提升节能环保等绿色消费水

平、有效舒缓群众的环境不满情绪、加快环境治

理速度与推进环境管理转型、建设社会共治体系

等领域继续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升绿色化与绿

色发展能力，在2020年基本实现环境小康的基础

上，加快提升良好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争取在

2030年中期实现环境质量的总体改善，满足公众

的生态产品与环境健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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