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西北 的环 境与 移 民

原 华 荣

西北移民问题的研究
,

涉及对西北环境质量的评价
、

我国东西部人口分布的合理性
、

人

与环境的关系
、

移 民历史作用的评价以及如何解决开发西北所需劳动力等间题
,

对移民西北

(移民性质
、

规模
、

方式 ) 和西北开发中有关间题的决策
,

有着不可替代的咨询价值
,

具有

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科 技 移 民

对于西北移民间题
,

近年来开展 了较多的讨论
。

中心议题是
:

西北需不需和能不能大规

模移民
。

主张向西北大规模移民的理由
,

可概括为以下四点
:

一是西北地广人稀
,

资源丰富
,

人

口容量大
,

有能力接受大量移民 ; 二是西北由于劳动力缺乏
,

丰富的地下资源无法开采
,

大

量宜农
、

宜牧土地得不到利用
,

从而造成经济落后
,

生产力不发达
。

西北的落后在于人少
。

开发西北需要大量劳动力
,

从而需要大规模移民 ; 三是我国东西部人 口地理分布差异大
,

大

规模移民西北
,

可使我国人 口和生产力布局趋于平衡 , 四是中外的历史移民
,

都促进了移入

区的开发和发展
。

借鉴历史经验
,

开发西北需要大规模移民
。

一句话
,

需要向西北大规模移

民
,

而且也能够向西北大规模移民
。

历史上的移民促进了西北的开发
,

西北的进一步开发也需要移 民
。

但西北开发环境的变

化和西北 自然环境的限制
,

却规定了
: 西北不需要大量移民

,

也不能够大规模移民
。

开发环境的变化
,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第一
,

技术环境的转变
。

历史移民对开发的作用
,

首先表现为众多移民劳动者的双手
,

然后才是他们带来的新知识和新技能
。

今天
,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已降低

了劳动力数量的作用
。

而现代传播媒介的应用
,

使人们对信息的获得
,

很大程度上 已不再依

靠个体人的传播
。

由此
,

今后西北的开发
,

便可 由过去的手工开发转变为科技开发
。

大规模

的劳动力型移 民便可为少量的科技型移民所替代
。

第二
,

西北为水所制约的宜垦土地的有限性
,

规定了过去大规模垦殖移民的结 束
。

今

后
,

以开发矿产资源为主要 目标的工矿型移民
,

将取代过去农垦和工矿兼而有之的混和型移

民而成为移民的主要形式
。

西北开发需要大量科技人员
、

技术工人
,

但这些人
,

连同他们的

刻爵在一起
,

与劳动力型移民相比
,

则要少得多
。

第三
,

西北农村人口 以及劳动力的过剩
,

可为矿产资源的开发提供大量普通劳动者
。

这

些劳动力 片科技移民的结合
,

即可满足西北开发对劳力和知识
、

技术的需要
。

此外
,

当地劳

动力的这种转移
,

又可促进开发区地方经济的发展
,

改变外地移民从事工矿业
、

当地劳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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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农牧业的状况
,

作到矿产资惊的开发与当地社会发展的兼顾
。

今天
,

西北人口 已 逾 7 千

万
,

这是美国开发西部时所不能比拟的 ( 1 8 5 0年
,

美国西部人 口只有 17
.

9万 )
。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

移民的功绩需要肯定
。

但借鉴与肯定决不意味着要一切照搬
。

从

技术
、

人 口到土地资源
,

改变了的开发环境要求我们以少量的科技移民
,

代替过去大规模的

劳动 (加 型 移民
。

这种转变不仅是可能的
,

而且由于西北生态环境的限制
,

也是必须的
。

西北地处大陆腹地
,

以高原和山地占优势
。

隆起的青藏高原
,

既加强了西伯利亚高压
,

又屏障了南方湿润气流的北进
,

进一步强化了西北干早
、

半干早的内陆性气候
。

除陕南
、

关

中
、

陇南和陇东等地较湿润外
, 3 / 4的地区降水在 25 。毫米以下

,

其中塔里木
、

柴达木大多不

足 50 毫米
,

有的地方仅几毫米
。

沙漠
、

戈壁广布 ( 40 % )
,

河 网稀疏
,

植被覆盖度低 (森林

覆盖率 3
.

7 % )
,

土壤具有明显的荒漠性质
。

水热空间匹配程度低
,

农业气候适宜度 (表 示

水
、

热
、

光的配合程度
,

匹配程度越高
,

适宜度则越大 ) 的ce 值
,

大部地区在 1 以下
,

不少

地区仅 0
.

1 ,

而东南各省大都在 5 以上
。

生态环境脆弱
,

抗干扰和回归能力差
,

具有明显的

失稳和下极限性特征
。

由此决定了西北土地的低生产能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环境的低承载力
。

此外
,

西高东低的地形
,

决定了西北由物质
、

能量流失造成的不断贫痔化的宏观区域特

征
。

人类活动 (合理利用资源
、

种草植树
、

保持水土等 )可以延缓这种流失
,

但决不能制止这种

由水的循环带走物质和能量的年复一年的自然过程
。

这种过程的结果是土地的不断贫瘾和维

持人 口生存发展能力的下降
。

在对人类有经济意义的时间里
,

诚然人们可以通过对环境的改

造提高土地的承载力
,

但这种提高
,

决不能脱离西北生态环境的宏观制约
。

西北环境容量及

真提高的有限性
,

决定了在对西北的开发中
,

由科技移民代替大规模劳动力移民的必要性
。

以地广人稀和合理人 口
、

生产力布局作为大规模移民西北的理论依据
,

也是 值 得 商榷

的
。

从狭义的角度出发
,

以人 口密度来衡量
,

西北确是地广人稀
。

但从自然条件
、

土地生产

力
、

经济水平和群众生活
,

即从广义生存空间的角度看
,

西北则是
“
地广而患其狭

,

人少而

患之多
” 了 ,

从全世界
、

全国乃至西北内部来看
,

人口布局存在着极大的地区差异
,

而这种

不均衡的分布
,

却是与环境条件相符合的
。

这表明
,

与环境相适应的人口不均衡 的 地 理 分

布
,

有其内在的合理性
,

以合理我国东西人 口分布为由而 向西北大量移民
,

也 是 不 能成立

的
。

生产力布局的调整诚然会带来人 口和劳动力分布的变化
,

但科学技术发展使生产对劳动

力数量依赖的减弱
,

却可使在人 口区位变化不大的条件下
,

调整生产力布局成为可能
。

控制

移民规模
,

决不会成为开发西北
,

调整我国生产力布局的障碍
。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

我所不赞成的
,

仅是大规模的移民
。

在发表过的两篇文章中曾将
_

卜

述观点做了如下阐述
一

“ 西北的开发
,

需要的是科学技术和资金
,

而不是移民提供的大量

劳动力
” 、 “

大量移民西北是不可行的
。

但对智力和技术引进所涉及的科技人员
、

技术工人

及其家属— 少量的移民
,

却应采取欢迎和鼓励的态度
” 、 “ 用科技移民代替移民开发

,

既

能满足西北开发对技术的需要
,

又能通过对本地劳动力的训练而带动整个社会的发展 ; 既能

减轻环境的压力
, 又有利于西北粮食自给目标的达到 ; 既有利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

又能促

进西北城市化的进程
” 。

人 口 与 环 境

人类与环境
,

是平等的伙伴关系
。

二者的协同发展
,

既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

又有



刹于生态系统的保护
。

环境的类型
,

规定了人们对土地的利用方式
。

按照 “ 宜农则农
,

宜牧

则牧
”
的生态学规律利用土地

,

则能达到人与环境的协调
。

反之
,

便会带来生态 环 境 的 破

坏
,

从而危及人类 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

一个超过环境承载力并不断增加的人 口
,

在很大程度上会导致对土地
、

生物等资源的不

合理利用和农业结构的单一化
,

并构成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改变单一农业结构的障碍
,

从而

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
。

在缺乏维护生态平衡的知识和手段的情况下
,

则会加强人 口对环境的

压力
,

对环境带来更大的破坏
。

简单而明了的解释是
,

不断增加的人 口 日益增长的需求
,

要求向环境索取更多的
、

超过

其生产能力的食物和燃料
,

从而构成掠夺自然的基础
。

由于种植业能比牧业提供 更 多 的 食

物
,

为满足人 口对食物的需求
,

农业便代替牧业而成为利用土地的主要方式
。

不断增加的人

口对粮食的压力
,

则使农业结构趋向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单一化
。

基于同样的道理
,

人 口压力

又构成了改变单一农业结构
、

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障碍
。

人多不一定压力大
,

人少不一定压力小
。

一个懂得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并有一定文化
、

科学技术的人口结构
,

可以减轻对环境的压力
。

一个文化
、

观念落后
,

不懂得维护生态系统

的良性循环并缺乏保护 自然手段的人 口结构
,

则会扩大对环境的压力
。

人 口数量诚然是一个
相对的概念

, `
但超过环境承载力的人 口

,

却始终是构成掠夺式开发自然资源
,

破坏生态环境

的基础
。

超越环境承载力的人 口规模
,

在缺乏生态科学知识的条件下
,

必然会带来对生态环境的

破坏
。

一部西部开发史
,

既是一部移民史
,

又是一部生态系统 向下极限的演变史
。

西 部 物

质
、

能量 的流失诚然是一个不可遏制的自然过程
,

但比较地质年代而言的极短时间内的环境

急剧恶化
,

却不能不是在人 口压力下人们对土地不合理利用和掠夺式开发的结果
。

据中国科

学院兰州沙漠所的研究
,

我国北方半个世纪 以来 5 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沙漠化
,

85 %是 由于人

们对土地的不合理利用和樵采造成的
。

尽管目前学术界对历史上黄土高原森林的规模
、

植 被 覆 盖 度的大小等问题有所争议
,

但对两千年来高原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的认识
,

却是一致的
。

自秦汉
,

尤其是 由西汉开始的
移民屯垦

,

使大片草原被开垦
,

加速了人为破坏的过程
。

在公元前 2 ~ 公元前 1世纪的两百

年中
,

发生了较大早灾 27 次
,

水灾 2 次
。

黄河泛滥 4 次
,

决口 7 次
,

改道 3 次
;
西 汉 末 至

隋
,

匈奴等少量民族
“
南下牧马

” ,

农耕为放牧取代
,

高原植被得到恢复
。

同期 (公元 1 ~

6 世纪 ) 较大早灾仅 8 次
,

水灾 1 次
,

黄河 由此安流 6 00 年 (泛滥 10 次
,

改道 1 次 ) ; 自唐

以来
,

汉族势力兴盛
,

持续不断的人 口西进使长城内外的草原被普遍开垦
。

而清以来的人 口

激增所导致的进一步扩大的农垦
,

则造成了黄土高原的根本性破坏
。

加剧了的水土流失
,

使

黄河在 1 9 1 2 ~ 1 9 3 6年的短短 25 年中
,

便泛滥 9 次
,

决口 90 次
,

改道 4 次
。

超过环境承载力的人口规模对土地的不合理利用
,

不只对黄土高原
,

而 且对其它地区的

生态环境
,

同样带来了破坏
。

据陈育宁的研究
,

鄂尔多斯地区的沙漠化
,

亦经历了与黄土高

原相似的人类活动过程
。

鄂尔多斯地区东
、

北
、

西三面为黄河环绕
,

南部与晋陕黄土高原相连
。

三 四万年前
,

本

是一片气候湿润
、

水草丰茂之地
。

而今
,

近一半的地方 已为沙漠所盘据 (近 4 万平方公里
,

占总而积 8
.

6万平方公里的 45 % )
。

北部的库尔其和南部的毛乌素两条大沙带
,

已有数处相

连接
。

茫茫沙海无情地吞噬着大片牧场
、

农田和村庄
,

给农牧业生产和群众生活
,

带来巨大



的危害
。

春秋战国时
,

这里居住着匈奴等少数民族
,

秦
、

汉以来
,

仍皇
“
草木茂盛

,

多禽兽
”
的

自然景象
。

为了北却匈奴和减轻中原地 区由于人 自增加和饥荒带来的压力
,

对鄂尔多斯进行

了大规模的移民屯垦
。

到西汉末 (公元 2 年 )
,

.

估计 已有 50 万人口
。

大范围的农垦
,

破坏了

草原
,

加速了风蚀作用
,

促使了沙漠化的发育 , 到东汉末
,

农民破产流亡和战争 的散 失
,

使人 口剧减到只有原来的 1 / 10
。

鲜卑等游牧民族进入鄂尔多斯
,

把荒芜的土地变成收场
。

植被得到了恢复
,

沙漠化进程受到抑制
。

到公元 5 世纪
,

这里又出现了
“
风吹草低见牛羊

”

的生机盎然的景象 ; 唐以来的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垦殖
,

使秦汉开始的沙漠化得到加剧
。

流沙

掩覆农田
,

包围城池
,

生态环境再度恶化
。

在诗人的眼中
,

这里已是
“
沙摸无宿雁

” , a
风

沙满眼堪断魂
”
的不毛之地了 , 清初在鄂尔多斯实行的禁垦政策

,

曾一度促进了 植 被 的恢

复
,

抑制了沙漠化的发展
。

而 自康熙始
,

尤其是清末以来为缓和由于人 口急剧增长带来的巨

大压力而开始的第三次大规模移民垦殖
,

造成了沙漠化的急剧发展和生态环境难以逆转的破

坏
。

建国以来有增无减的人 口压力
,

则进一步加速了沙漠化的发展
。

在 50 年代
,

沙漠面积为

1万平方公里
,

仅仅 30 多年
,

便扩大到今天的 4 万平方公里
。

速度之快
,

超过了历史上任何

一个时期
。

黄土高原和鄂尔多斯生态环境破坏在时间上的一致性和随着农垦发展在程度上加剧的同

步性
,

充分表明
:
在生态系统脆弱的地区

,

人 口的增加和 由此导致的逆环境条件 的 利用 活

动
,

是短时间内生态环境破坏的主要因素
。

对此
,

不能再有任何的置疑
。

包括移民在内的人

口增长
,

开发了西北
,

建立了许多适宜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人工生态系统— 农 田
、

林网
、

城镇
·

一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

这一切都是与由人 口压力导致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联系在

一起的
,

以这些人工生态系统之外的更广阔地区的贫瘩化为代价的
。

人们在用双手辛勤地建

设自己家园的同时
,

又在用同一双手破坏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

建国以来
,

通过加堤和修水库为主的工程措施
,

争得了黄河 30 多年的安流
。

而 耗 资 巨

大
,

旷日持久的加固工程 (第三轮加固耗资 10 多亿
,

历时 10 多年 )
,

却使黄河成了一条高出

地面 ( 3 一 10 米 ) 的
“ 悬河

” ,

构成对下游 25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 1亿多群众生命财产和华北

地区工农业生产的潜在威胁
。

为了西北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护
,

为了抑制黄土高原的水土流

失以治理黄河
,

西北不仅不能大规模移民
,

而且还必须严格地控制人口增长
,

以减 轻 对 食

物
、

燃料的压力
,

为制止樵采
、

铲草皮
、

烧秸
、

烧畜粪和退耕还林还牧
、

调整农业结构等保

护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对策的实施
,

创造有利条件
。

可 行 性 ?

1 9 7 8年内罗毕世界沙漠会议提出的干早区 7人 /平方公里
,

半干早 区20 人 /平方公里的环境

承载力指标
,

就是从土地的生产力以及对土地的合理利用出发的
。

西北的现有人 口
,

早已超

出了这个科学限定
。

从主张大规模移民者提出的 40 人 /平方公里看
,

陕西
、

宁夏 已远超过此 数
,

甘 肃 亦 接

近此数
。

有巨大潜力的只有新疆和青海
。

两省
、

区人 口有 1 7 0。多万
,

面积 2 38 万平方公里
,

环境容量为 9 5 2 0万
。

按 20 人 /平方公里
、

30 人 /平方公里计
,

分别可容纳 4 7 6 0万和 7 1 4 0万
。

以5 0年为迁移期限
,

包括移民人 口后代在内的自然增长按增加 l 倍计 (即 50 年后达3 5。。万 )



则分另11可移民 1 2 6 0万
、

3 6 4 0万和 6 0 2 0万
。

建国以来
,

西北各省
、

区净移入人口 90 0万
,

年均 25 万
。

要在 50 年内实现上述移入任务
,

每年人 口净迁入的规模应达 25
.

2万
、

7 2
.

8万和 1 2 0
.

4方
。

前者与建国以来的规模相近
,

后两

者则为其 2
.

9倍和 4
.

8倍
。

、

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
,

在从 1 8 19年到 1 9 7 7年的近 1 60 年间
,

才从各

洲移入了 4 7 9 6万人 口
。

加上澳大利亚 ( 1 7 8 8~ 1 9 7 7年移入 4 7 7万 ) 和加拿大 ( 1 5 15 ~ 19 76年

移入 37 2万 )
,

移民规模也不过 5 6 4 5万
。

要进行世界性规模的移民西北
,

即使不考虑造成的

生态灾难
,

也必定要导致一场影响深远的经济浩劫
。

青海省之地广人稀居西北之首
。

人 口 4 00 万
,

面积 72 万平方公里
,

人 口密度仅 5
.

6人 / 平

方公里
。

按同 口径的计算
,

分别能移入人口 6 40 万
、

13 6 0万和 2 0 8 0万
。

依主张 向青海大量 移

民者的认识— 青海有 90 0万亩宜农地
,

又具有利于农业发展的 自然条件
,

诸如 日照长
、

温差

大
、

风速大
、

雨热同期和水资源丰富等
,

则向青海的大规模移民是完全可能的
。

而事实是
,

青海自然条件之恶劣
,

农业生产条件之差和粮食亩产之低
,

亦居西北之首
。

从全国范围看
,

仅比西藏稍好一些
。

柴达木是青海宜农地主要分布地之一 (按 2 50 万亩统计 )
。

人 口 26 万
,

面积 2 5
.

6万平方

公里
,

每平方公里仅 1人
。

按 10 人
、

20 人
.

30 人和 40 人的密度标准
,

分别可容纳 2 56 万
、

51 2

万
、

7 68 万和 1 0 24万人 口
。

柴达木实有宜农地 2 00 万亩
, ① 由于以下因素

,

对垦殖和增加人

口
,

都应持慎重态度
:

第一
,

柴达木地处青藏高原
,

沙漠
、

戈壁广布
,

环境严酷
,

垦殖应抱

慎重态度
。

解放以来柴达木垦荒 1 26 万亩
,

由于沙化
、

次生盐渍化
,

现 已有 60 多万亩弃耕
。

1 9 7 6年乌图美仁耗资 2 04 万元的一次垦荒
,

仅得到一袋小麦和半麻袋油菜籽
。

目前
,

一些农

场的粮食成本仍高达 1 元 1斤 ; 第二
,

柴达木植被稀疏
,

生态系统极其脆弱
。

50 年代
、

尤其

是60 年代人 口增加对燃料的需求
,

已使 2 4 0 0万亩沙生植被遭到破坏
。

按现有樵采速度
,

剩下

的 1 0 0 0万亩沙生植被
,

到本世纪末前后
,

亦将破坏殆尽
。

植被的破坏引起沙丘活化
,

流沙复

起
,

构成对农牧业生产
、

交通和人们生活的威胁
;
第三

,

柴达木地高天寒
,

积温不足
,

小麦

蛋白质含量低
、

适 口性差
,

人们不喜食用
,

居 民部分口粮仍从外地调入 ( 目前年调入 1 0 0 0万

斤
,

比重为 1
.

/ 5 )
。

柴达木地处西北腹地
,

交通线漫长
,

运费昂贵
。

增加人 口增加调粮
,

从而加强交通的瓶颈作用
,

不利于柴达木的开发
。

为保持绿洲垦殖的生态协调
,

林
、

草应各占到 1 / 5
。

将 2 00 万亩宜农地尽数开垦
,

可得

农田 1 2 0万亩
,

按 70 % 的粮播面积和 4 50 斤亩产计
,

可得粮 3
.

78 亿斤
。

以人均占有粮 65 。斤计
,

能容纳 58 万人口
。

加上畜牧业能养活的人 口
,

柴达木的人口容量以 65 万为宜
,

这个数
,

仅相

当按人 口密度计算的 1 / 4
、

1 / 8
、

1 / 1 2和 1 / 1 6
。

实际情况表明
,

将柴达木作为青海的商

品粮基地和大规模移民的设想
,

都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

按 40 人的密度计
,

甘肃已基本无接受东部移民的能力
。

甘肃的人口迁移
,

主要以内部的

调剂为主
,

即 “
兴河西之利

,

济定西之贫
” 。

据甘肃省两西建设指挥部移民安置处的设想
,

到本世纪末
,

将 向河西移民 20 万
,

占中部 18 个干旱县计划安置 ( l 。。万 ) 的 1 / 5 ,

其余 80 万

由内部发展新灌区安排
。

如顺利实施
,

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定西的贫困间题
。

这个设想实施

的关键是水
。

中部地区水的唯一来源是黄河
、
故对黄河水的各区段分配

,

将成为设想实施的

主要制约因素
。

① 西北干旱
,

未垦之地非灌溉而不能种植
。

宜农之地
,

应是与水资源在空间上相匹配的土地
。

对西北宜农地统计偏

大
,

很大程度上是只作了宏观上的计划
,

而忽略了水
、

土的空间匹配
。



由子采取了
“
谁安置

,

谁受益
”
的原则和采取了接受移民与上工程项 目相结合等一系列

有效措施
,

移民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

从 1 9 8 3年开始到 1 9 8 6年年底
,

共安置移民 7
.

37 万
,

其

中迁往河茜2
.

61 万
。

目前
,

虽然出现了干早区愿去
、

河西愿要的形势
,

但安排能力却无法使

移民规模继续扩大
。

几年来
,

河西对移民的安置
,

主要是利用机动地
、

闲散地
、

撂荒地和农

林场宏排的
。

继续移民
,

将有待于扩大水利灌溉规模
。

“
湿者为土

,

干者为沙
” 。

在河西
,

土与沙向来是以水论而不以土论的
。

承受20 万移民

是可以的
,

但进一步的增加亦将受到限制
。

石羊河下游绿洲—
民勤绿洲的衰退

,

是很能说

明问题的
。

从 50 年代至 80 年代初
,

由于中上游人 口增加
,

扩大垦殖而造成的用水量的增加
,

促使入民勤的水量邮
.

7亿立方米
,

减少到 2
.

69 亿立方米
。

来水的减少和为补偿而对地下水

的超采
,
使民勤的坝区

、

泉山区和湖区的地下水位在 1 9 7 3~ 1 9 8 0年间分别下降了4
.

6米
、

4
.

4

米和 2 米
,

由此导致了绿洲的普遍衰退—
土壤盐碱化

,

防风固沙林枯萎
,

植被 覆 盖 度 下

降
,

生物量下降
,

沙丘活化
,

掩没农田
,

湖区则面临被沙漠吞噬的危机
。

河西潜力最大的疏勒河流域灌溉的扩大
,

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

1 9 5 8年之前
,

由于 利用量

小
,

水循环处于自然过程
。

之后
,

垦殖的扩大和用水量的相应增加
,

使中游灌区地下水位逐

年上升 (累计 1
。

4米 )
,

下游戈壁带地下水位逐年下降 (累计 3
。

7米 ) 以及泉水溢出量的逐年

减少 (由 1 9 5 8年的 3
.

5亿立方米减少到19 84 年的 1
.

6亿立方米 )
,

造成灌区的盐碱化和沙区植

被的枯萎
。

大规模开发方案 (至本世纪末
,

扩大灌溉 47 万亩 ) 的实施
,

将会进一步加剧上述

水文过程
。

据测算
,

泉水溢出到本世纪末将减少为0
.

6亿立方米 /年
,

直接威胁到疏勒河 下

游— 安西灌区的农业发展
。

新疆面积 16 万平方公里
,

人 口 1 3 0 0多万
,

每平方公里 8 人
。

按 40 人 /平方公里的密度计
,

容量可达 6 6 4 。万
,

可接受移民 3 9 4 0万
。

但从为自然环境所规定的人 口分布状况和扩大垦殖所

造成的绿洲衰退情况分析
,

移民亦不会有多大潜力
。

以木垒— 皮山为线
,

将全区分为西北
、

东南两部分
。

西北因阿尔泰山
、

天山
、

昆仑山和

帕米尔高原对南下北冰洋水气的滞留
,

大部分地区降水在 20 0毫米 以上
。

河流
、

湖泊较多
,

绿洲发育 ; 东南由于处在上述高大 山体的背风坡
,

降水少
,

普遍在 50 毫米 以下 ; 最低仅 4
.

5

毫米 (若羌县 )
。

河流稀疏
,

湖泊
、

绿洲少
,

沙漠广布 (占南疆面积的 40 % )
。

由此决定了

人 口分布的不平如 西北集中了全 区人 口的 8 2
.

6 %
,

人 口密度 1 4
.

0人 /平方公里
,

东南人 口仅

占1 7
.

4 %
,

密度 2
.

7人 /平方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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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人 口分布除以上差异外
,

还表现为向绿洲的集中
。

占全区面积 30 %的 5 万平方公里的

绿洲
,

集中了全疆 90 % 以上的人口
,

密度高达 2 40 人 /平方公里
,

而绿洲之外的广大地区
,

每

平方公里则不到 1 人
。

南北差异
、

向绿洲的集中以及垂直地带性
,

都体现了人口分布为自然

条件的制约
,

表明与环境适应的人 口不均衡分布内在合理性规律的普遍性
。



厉史上人口增加引起的扩大垦殖和用水量的增加
,

是塔里木河下游沙漠化的发展和盆地

南部楼兰
、

精绝等古城为流沙掩埋的主要原因
。

建国以来更大规模的农垦和樵采以及滥砍
、

滥伐
,

致使河流两岸胡杨林和草场退化并沙漠化
。

目前
,

沙化面积 已有 3 7 0 0万亩
, .

占到流域

面积的 3 / 5
。

对塔里木河水的过度利用
,

使其终端湖—
罗布泊的面积 由历史上的 5 万平

方公里
,

缩小到近代的 3 0 0 0平方公里
,

至 1 9 7 2年
,

则干涸消失
。

以上的论述表明
:

不论从保护西北生态环境还是从治理黄河考虑
,

不论从历史上生态环

境的破环还是从建国以来这种破环的加速看
,

都不宜 向西北大规模地移民
。

而且
,

西北各

省
、

区的环境
,

也无法容纳大量的移民人 口
。

本文还为西北人 口容量的定量研究
,

提供了一条不可忽视的参考意见
: 即在计算土地承

载力时
,

必须把扩大用水引起的水文地质变化及其生态效应
,

作为重要参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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