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可持续发展, 2020, 10(4), 517-526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0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sd 
https://doi.org/10.12677/sd.2020.104065 

文章引用: 杨国松, 张洁. 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J]. 可持续发展, 2020, 10(4): 517-526.  
DOI: 10.12677/sd.2020.104065 

 
 

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杨国松*，张  洁 

北京炎黄联合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0年8月5日；录用日期：2020年8月27日；发布日期：2020年9月3日 

 
 

 
摘  要 

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类社会永续更替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并举的基本要求。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为此也付出了巨大代价。

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物种加速灭绝等一系列问题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了

巨大挑战。文章分析了当前在我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所面对的诸多问题，并基于我国国情和经济技术发

展水平，提出相应的应对方法以期为后续研究及相关政策的实施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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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sustainable replacement of human society. 
It is also a basic requirement for the future simultaneous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especially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it has also paid a huge price. A series of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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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h as climate change, resource depleti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ecological damage, and acce-
lerated species extinction, have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many problems that China currently faces in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with a view to setting the stage for fol-
low-up research and related policy implementation based on the national conditions,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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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在 1980 年，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在《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中就提出了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

概念，目前被广泛接受的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

构成危害的发展。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不断提升，过去以牺牲环境、

破坏生态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模式将难以持续，谋求发展的可持续性已经成为未来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为我国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肯定

我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同时[1]，也要充分认识到，持续数十年的粗放式发展大量地消耗自然资源[2] [3] [4] 
[5]，并且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6] [7] [8] [9]。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

家，我国尚处于国民收入和科技水平相对较低的发展阶段，推动经济增长依然是我国的首要目标。与此

同时，我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最大的碳排放国，与已经实现工业化

的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本着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这一基本思想，

文章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分析了从全球性的气候变化到具有我国国情特点的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

坏以及物种多样性等问题，揭示了我国需要转变发展方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在参考国际应对

相关问题的经验和充分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应解决方案。 

2. 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随着我国人均 GDP 迈上了 1 万美元的新台阶，我国将迎来通过产业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生

态建设并举的重要时期，可以肯定的是，过去几十年的粗放式、缺乏长远规划的发展方式已经与当前所

面的形式不相适应。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依然是发展，与过去相比，其最大特点是发展的科学性与可

持续性，显然，实现这一发展目标面临诸多现实问题。 

2.1.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研究表明，人类活动，特别是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排

放加强了地球的温室效应从而使全球气候变暖[10]。全球性的气候变暖将加速两极和高原冰川融化从而引

起海平面的上升、提高极端气象和气候事件发生的概率，并将严重威胁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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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15 年，大气中二氧化碳平均浓度首次达到 400 ppm，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二氧化碳平均浓度增

加了约 50% [12]。我国地域辽阔，陆地面积东西距离约 5200 公里，南北距离约 5500 公里，东部和南部

临海，西部深入欧亚大陆。此外，我国地形地貌多样，既有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西北荒芜人烟的戈壁荒

滩，也有富饶的东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与地形地貌的多样性使得气候变化对我

国不同区域的影响存在巨大差异，这直接导致我国将面对十分复杂的气候问题。 

2.1.1. 青藏高原冰川冻土的萎缩 
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冰川分布最广泛的地区，拥有 36,793 条现代冰川、同时也拥有世界上中低纬度地

区面积最大的冻土区，有“亚洲水塔”之称，长江、黄河、澜沧江、怒江、雅鲁藏布江等河流均发源于

此。气候变暖对青藏高原的影响十分突出，青海省气象局的统计数据表明，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青

藏高原地区气温以每 10 年 0.35℃的速率上升，显著高于全球每百年上升 0.74℃的速率。气温的快速升高

加速了高原地区冰川的消融，由于青藏高原地区气候趋于干燥，降雪对冰川水量的补充量难以抵消消融

量，该地区的冰川将持续减少[13]。青藏高原地区气温升高引发的大量冰川融水将在短期内增加高原地区

湖泊的入水量，促使湖泊面积快速扩张[14]，此外，青藏高原低海拔区域的永久冻土也将因气温升高而逐

步向高海拔地区退却，低海拔地区永久冻土将会向半永久冻土转变，这将有可能威胁到以青藏铁路为代

表的高原地区基础设施的安全。 

2.1.2. 水文的时空变化 
我国发达板块大多处于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气候变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天气将威胁我国沿

海地区的土地资源、海岸生态系统；同时，气候变暖也将改变我国降水分布、增强自然灾害的破坏性[15] 
[16]。1960 年至 2010 年的近 50 年间，我国沿海海平面平均上升 2.5 mm，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1]。而

最新研究结果表明，两极冰盖的消融将超过此前预期，在此影响下，全球海平面的上升速率也将加速[17]。
极端天气发生频率与降水分布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也十分显著，随着气候不断变暖，我国长江以北的降水

量总体呈下降趋势，而长江以南则相反[18]。北方降水量的逐年下降将加剧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的不利影

响，今后，华北地区对南水北调水利工程的依赖程度将不断加强。 
虽然全人类应当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基本成为共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在实施

的过程中遇到越来越多的阻碍。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部分国家获得政治利益的工具，2019 年 11 月，

美国正式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作为世界上年碳排放第二大国和累积碳排放量第一大国，美国的退

出将增加国际之间的分歧，严重影响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暖的信心。 

2.2. 资源枯竭 

我国人口超过 14 亿，为满足国内人口生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粮食产量和工业品产量常年保持

世界第一。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引导下，我国充分挖掘了自身潜

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自然资源。但是过去由于低技术水平表现出的能耗高、低产出、管理无序的

发展模式显然难以持续。 

2.2.1. 矿产资源 
以稀土资源为例，稀土资源是发展尖端科技产品不可缺少的元素。我国稀土资源储量的快速下降是

我国资源利用不合理的缩影。从历年《中国稀土现状与政策》白皮书透露的信息可知，我国的稀土储量

曾占世界总量的 71.1%，在满足自身发展需求之外，为了赚取外汇，我国一直大量出口稀土资源，到了

2012 年，该数据已降低至不到 23%。此外，我国已经分三批公布了 69 座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些城市都

面临寻找新出路的问题。虽然矿产资源的枯竭可以通过全球化得到补充，但地球“生态赤字日”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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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生态赤字日”是指地球当年所产生的可再生资源被消耗殆尽的日期，1987 年，

人类首度进入生态赤字的状态，当年的生态赤字日为 12 月 18 日，20 年后的 2007 年已经提前到 10 月 6 日，

而 2019 年进一步提前到 7 月 29 日。从长期来看，我国依然将面临资源短缺的问题。 

2.2.2. 土地资源 
我国人口总量巨大，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超过 18%，虽然陆地面积世界三，但在当前技术条件下，

可利用土地面积只占国土总面积的 78%，耕地面积更是仅占国土总面积的 13.5%，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

7%。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城市建设用地和工业用地还将挤占大量优质土地资源，并对粮食

产量的稳定持续带来压力，我国人地矛盾依然十分突出。2019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为 6.64 亿吨，人均粮

食占有量达到 474 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我国用仅占世界 7%的耕地面积为全球 18%的人口提供稳定

的粮食供给，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成就。但需要警醒的是，为了保证粮食总产量，我国耕地长期处于

满负荷工作状态之中，过度施肥、施药以及不当的田间管理使得我国土地质量整体偏低、土壤退化和污

染十分严重[19]。我国农作物亩均化学肥料和农药用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2.5 倍，农药用量是发达国家

的 3 倍多[20] [21]，过量的化肥与农药使用量是我国农田肥料、农药利用率水平低下的基本体现。国家农

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9 年我国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仅为 39.2%，农药利用率为

39.8%。每年因过度用肥、用药导致大量化肥和农药残留将污染土壤和水源，长期以往土壤肥力将出现明

显下降，地表河、湖水体也将遭到污染和富营养化[22]。国土资源部 2009 年发布的《中国耕地质量等级

调查与评定》[23]数据显示，我国优等、高等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32.65%，全国耕地土壤有

机质平均含量已经降低至 1%，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24]，我国耕地质量亟待改善。此外，

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达到 60%，近十年，我国原煤产量稳定在 35 亿吨左右，且大多采用井下开

采，因采煤产生的采空区塌陷面积逐年扩大[25]，采空区塌陷发生的长期性和随机性或因塌陷形成的季节

性或永久性湖泊将使采空区表面土地失去利用价值[26]。 

2.2.3. 水资源 
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也十分严峻，我国年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 2800 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4 [27]，是世界上 13 个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此外，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存在较大差异，主要表现

为春夏季降水量多，秋冬降水量少；南方水资源丰富，北方水资源十分匮乏[28]。以华北为例，该地区是

我国水资源极为短缺的区域，华北平原人口密集，耕地面积占我国耕地总面积超过 35%，重工业发达。

由于年降水量难以满足工农业发展以及居民生活需求，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现象十分严重，已经形成区

域地下水漏斗、地面沉降等地质问题[29] [30]。工农业生产以及居民生活引发的严重污染也在很大程度上

造成水资源使用价值的损失[31]。 

2.3. 环境污染 

环境治理将成为我国今后一项长期重要工作。目前，我国面对不同程度的大气污染、水污染、近海

污染等环境问题。 

2.3.1. 大气污染 
大气污染物中的可吸入颗粒物 PM2.5 以及 PM10 对人体呼吸道系统造成严重威胁，而工业排放废气

中的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则容易形成酸雨。目前我国长江流域和华北地区等人口密集区域的可吸入颗粒

物年平均浓度普遍高于一级标准下污染物浓度限值的 40 μg/m3。研究表明，我国居民因心脑血管疾病和

呼吸道疾病的死亡率与大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浓度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32]。另一方面，我国大气中可吸入

颗粒物来源十分广泛，包括城市建设扬尘、沙尘暴、机动车尾气、工业废气等，且具有区域防控效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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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整体防控难度大的特点[33]。我国也是世界三大酸雨片区之一，由于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据绝

对主导地位，燃煤形成的酸雨在我国分布范围十分广泛，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40% [34]，酸雨不仅利于

农作物生长，还会降低混凝土结构的强度，在降低建筑物整体寿命的同时也能加了正常使用时期的维护

成本[35]。 

2.3.2. 水污染 
几乎所有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水资源，也都将产生不同污染程度的废水，如果污水不经过处理就直

接排放到自然界，当排污量超过水体自我净化能力时，污染物就会累积，长此以往，污染水域的生态系

统就会遭到破坏、水资源的利用价值也将会降低，水体的自我恢复能力也会随之下降，形成恶性循环后，

将加速污染物的累积、增加污染物消融的周期。 
我国水体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工农业生产、生活污水排放以及垃圾的掩埋或堆积。我国是世界第一大

工业品生产国同时也是全球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其中 220 多种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工业门

类众多，意味着污染物来源十分广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依然是首要任务、技术水平相

对较低、环保责任意识不强、法制不健全的背景下，长期以来，大量的污水被直接排放到江、河、湖、

海中，这导致我国境内所有的主要河流都有不同程度的污染[36]。虽然早在 1983 年，保护环境就被列为

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但是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指引下，为了保证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地方对

这一基本国策的执行仅存于纸面。2019 年，生态环境部完成了对长江流域和环渤海排污口的全面排查，

数据显示，两地排污口数量分别为 6 万多个和 1.9 万多个，分别是地方环保部门掌握数据的 30 倍和 25 倍，

我国非法排污和地方政府瞒报行为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 
我国每年产生大量垃圾，仅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就分别达到了 20 亿吨和 4 亿吨，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垃圾的回收率十分低[37]，且大多采用掩埋的处理方式，生活垃圾未经分类处理直接填埋存在很大的

风险，有机物腐烂后就成了细菌和病毒滋生的绝佳场所，并伴随着地表和地下水循环扩散到整个生态系统

[38] [39]。 
我国粮食、蔬菜产量已经双双位于世界第一，由于我国耕地质量整体水平较低，为了保证产量，过度

施肥和用药已经成为最常用的手段。农田残留的大量氮和磷经溶解后随雨水由陆地流入江河，最后汇入

大海。水体的富营养化为藻类等微生物提供了繁殖的基本条件，成为藻类大爆发和近海出现赤潮的主要

原因[40] [41] [42]。藻类的大爆发将使水源失去利用价值、大规模杀死水生动物，不但会造成巨大经济损

失经还容易破坏局部生态系统，需要引起警惕。经过付出巨大经济代价治理后，太湖再次爆发大规模蓝

藻的概率已经十分微小，但在未从源头上切断污染物来源之前，国内再次出现 2007 年无锡式“守着太湖

却无水可用”的尴尬局面还将有再次上演的风险。 

2.4. 生态系统破坏 

我国低海拔地区河湖以及湿地萎缩、近海岸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水土流失以及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

等问题十分突出。 

2.4.1. 河、湖、湿地面积萎缩 
河流、湖泊、湿地是生物圈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水资源输送、调节径流、保护物种多样性具

有重要作用。随着我国人口不断增长，拦河修坝、围湖造田、截水灌溉等人为因素对全国范围内的河流、

湖泊以及湿地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西北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毁灭性破坏。塔里木河是我国西北地区最

大的内陆河，由于沿岸开垦耕地，塔里木河干流大量水资源被截留灌溉，并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出现

断流现象，随后断流时间逐年增加。随着塔里木河水不再能够经下游的孔雀河注入罗布泊，致使在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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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30 年代湖面面积还保持 1900 平方公里的罗布泊在 50 年后的 1981 年彻底干涸。2019 年，塔里木河下

游地区生态补水工作陆续展开，下游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但包括支流在内的整个塔里木河流域生态

恢复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除青藏高原地区湖泊面积因冰川加速溶解而扩大之外，我国湖泊总面积呈现逐步萎缩的趋势，1980 年

~2010 年的 30 年间，全国新生和新发现面积大于 1.0 平方公里的湖泊分别共 191 个，而原面积大于 1.0
平方公里的湖泊消失 243 个[43]。我国三大淡水湖面积除太湖面积保持稳定外，洞庭湖和鄱阳湖水域面积

均由于沿湖围垦而出现大幅度萎缩，其中，洞庭湖总面积由 1825 年的 6300 平方公里缩小至如今的 2625
平方公里，退居我国第二大淡水湖；而鄱阳湖湖区面积也从 1954 年的 5053 平方公里缩小到如今平水位

时期的 3150 平方公里[44]。长江流域两大淡水湖面积的缩小将降低汛期对长江调蓄分洪的作用。 
湿地是地球三大生态系统之一，在保护生态多样性、净化水源、调节局部气候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被誉为“地球之肾”，是珍贵的自然资源。我国是世界上湿地类型齐全、面积较大的国家之一，

共有湿地面积 8.04 亿亩，绝大部分为天然湿地。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统计和相关研究数据，截止 2018 年，

我国湿地保护率尚不足 50%。目前我国境内国际重要湿地生态状况总体良好，但重点湿地生态状况较差

[45]。分类型来看，河流湿地面临水量不足、污染严重以及生态退化等问题[46] [47]；湖泊湿地则普遍表

现出富营养化、水生态差等问题[48]；沼泽湿地缺水比较严重[49]；富营养化、近海生物多样性破坏以及

红树林湿地面积的急剧减少是海岸湿地面临的主要问题[50] [51] [52]。 

2.4.2. 海洋生态功能退化 
我国海洋经济迅速崛起，2018 年，我国海洋经济总量达到 8.34 万亿元，伴随着海洋经济规模的快速

增长的是我国海洋生态和海洋环境的严重破坏，我国近海生态功能退化严重[53]。渤海是我国海洋生态系

统遭到破坏的一个缩影，渤海曾被誉为我国“鱼虾摇篮”，随着环渤海沿岸重工业的发展，填海造陆、

非法排污、过度无序捕捞以及围栏养殖，渤海的海洋环境已十分脆弱。研究数据表明，渤海污染面积逐

年扩大、赤潮发生次数稳步提高、渔业产量也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生物种群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54]。
保护渤海生态环境，避免渤海成为“死海”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 

2.4.3. 水土流失及土地盐碱荒漠化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受灾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虽然 2018 年我国水土流失面积比 2011 年减少了

21.23 万平方公里，但总面积依然高达 273.69 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28.5%。水土流失将剥蚀土

壤、破坏地表植被、堵塞河道、淤积水库，对生态环境以及人类社会造成严重危害，水土流失也是我国

部分地区水旱灾害交替发生以及南方土地“石化”，北方土地“沙化”的主要原因[55]。黄土高原地区是

我国水土就是最严重的区域，黄土高原总面积约为 53 万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面积达到了 43 万平方公里，

其中严重流失区域达到 25 万平方公里。每年汛期，大量泥沙被雨水携带进入黄河，其中约 25%沉积在河

床上，短短数十年，黄河内蒙古段就因河床不断抬高形成“地上悬河”[56]。黄土高原松散的土质及气候

特点决定了该地区并不适宜耕种，但人口的增长带动了粮食需求的上升，黄土高原近几十年严重的水土

流失与大规模开垦耕种有着密切联系。随着退耕还草还林政策的实施，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问题得到

了很大的缓和[57]，但该地区生态环境依然脆弱，黄土高原生态治理依然需要长期努力。 
我国受到盐碱化影响的耕地面积达到 1.4 亿亩，主要分布在华北、西北和东北地区等干旱半干旱地区。

由于降水量的偏少，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耕地大多需要引水灌溉且大多采用漫灌的方式，深层土壤中盐

分溶解在水中经蒸发后滞留在表层土壤中，长期以往土地便向盐碱化发展。土地盐碱化将大幅度降低土

地单产，严重时甚至会绝收从而失去耕作价值。总体来看，我国盐碱化耕地总面积呈上升趋势[58] [59]。 
我国西北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小于 200 毫米，而蒸发量普遍高于 2000 毫米，这使得我国西北大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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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面积成为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自 20 世纪 70 年代至 21 世纪初，我国西北土地荒

漠化呈现扩张态势，高峰时期年扩张超过一万平方公里。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疆、宁夏、内蒙古和青海

的人口增速普遍高于全国人口增速。滥垦、开矿、过度放牧、滥用水资源等认为活动成为土地荒漠化扩

张的主要因素[60]。在“沙进人退”的背景下，我国北方沙尘暴爆发的次数不断增多，强度也有不同程度

的提高[61]。虽然我国土地荒漠化趋势已经在近年得到逆转，但要使荒漠边缘退居到要建国初期的水平，

还需要大量的生态恢复工作。 

2.4.4. 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 
生物多样性是多样化的生命实体群的特征[62]，主要表现为基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

性。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生态平衡、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

界人口的迅速膨胀、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严重威胁到生物多样性的健康发展。我国是生

物多样性十分丰富的国家，同时也是生物多样性周到威胁最严重的国家之一[63]。捕杀野生动物、滥采滥

伐、动植物传统栖息地的污染和消亡以及外来物种的入侵是我国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威胁[64] [65]。仅

1966年~2006年的 40年间，我国就已有 200 多个物种灭绝，目前国内仍有 15%~20%的物种濒临灭绝[66]。
以长江为例，长江特有的白鳍豚和白鲟相继被宣布功能性灭绝，而尚有一定种群规模的江豚数量也在逐

年下降，长江流域的生态破坏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基因多样性对于农、林、牧、渔业健康发展具有关键

性作用，因物种灭绝而无法再现的基因正在加速消失[67]。杂交水稻以其超高单产而闻名，在袁隆平院士

为首的科研团队努力下，我国超级杂交稻的亩产已经突破 1100 公斤，为我国粮食的增产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功绩。杂交水稻的研究离不开野生稻，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我国的野生稻生存情况不容乐观。

目前，我国南方多个省区野生稻分布点已大量消失[68]，保护野生稻不亚于保护大熊猫。 

3. 应对方法 

我国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是全方位的，既有全球性的气候变暖，又有因自身发展造成的资源、

生态和环境问题。分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制定解决方案的关键，对上述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后可以发现，

我国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大多与我国巨大的人口总量这一客观因素有关，与此同时，与国家整体人口素质、

技术和管理水平低等主观因素也有一定的相关性。立足国情、合理规划、资源按需分配以及坚持发展与

保护并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3.1. 坚持底线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国家以此作为在国际政治经济谈判中

的筹码，甚至退出国际气候公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每个国家应有之义，即使面对外界噪音，我国也

要制定自己的长远规划，决不能将子孙后代的发展权利工具化，作为国际谈判中的筹码。 

3.2. 合理的资源分配 

我国人地矛盾十分突出，在土地等自然资源已难以在总量上进一步扩大，这就要求我们对资源分配、

人口政策、产业政策做出合理规划。虽然城市化能够释放相当数量的土地面积，但是盲目追求城市化会

出现大量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的城市病，例如教育、医疗、公共卫生服务等。另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

方面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以房地产为例，目前我国房地产已经出现过度开发的现象。2019 年，我

国商品房销售面积超过 17 亿平方米，已远超因城市化带来的实际需求，住宅用地占据了较大比重的城市

面积，过度开发必然导致优质土地和其它自然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将农村城口迁移到城市，

农业采用大农场耕种方式不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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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综合素质 

农业发展对我国环境和生态的不利影响十分值得关注，普及基本农学、生态和基本法律知识能够普

遍提高我国的田间管理水平，也能够降低因过度施肥、用药对土壤和水资源的污染。另外，农村地区围

湖造田、捕捉野生动物的行为也将因农村从业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而得到控制。 

3.4. 提高科技水平 

煤炭等化石能源的燃烧是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降低煤炭在我国能源结构中的比例、提高能源

利用率、开发清洁能源能够显著降低大气中的污染物。历史上，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因工业发展而造成

的严重空气和水污染，随着污水处理技术的提升和以风能、光伏以及核能的开发，工业化国家已经基本

走出了过去烟尘密布、污水横流的生存环境，这一成就值得我国从中借鉴发展经验。虽然技术水平的提

高不能一蹴而就，但长期来看，这种发展策略不仅能够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也能够提高我国的教育和科

研水平。 

4. 结论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社会永续更替的必然选择，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在实现这一目标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都十

分严峻。客观来说，我国人口数量远超环境合理容量，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大多与我国巨

大的人口数量密切相关，但在坚持现行人口政策的同时也要预防人口结构突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同时也要意识到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近十年我国荒漠化形势得到逆转、空气质量和主要河流水质不断改

善等都表明，边发展边保护、边发展边治理并非对立的。立足国情、借鉴成功经验、资源按需分配以及

长远规划将不断为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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