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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改进的人口经济资源匹配模型,分析贵州省2004—2013年资源人口和经济人口综合承载状况和贵州省内部经

济资源匹配的空间状况。结果表明:1)以全国为参考区,贵州省2004—2013年人口经济资源综合匹配类型均属于资源

和经济承载力均相对不足的Ⅳ类,实际人口数量相对于综合人口容量出现不同程度的超载。2)以贵州省为参考区,贵州

省9个地州市2004—2013年人口-经济-资源-综合匹配类型Ⅰ、Ⅱ、Ⅲ、Ⅳ种匹配类型均存在,资源和经济承载状况大体上

呈现出由北向南递减的趋势;不同的年份4种类型的空间分布具有差异性,总体上呈现经济和资源承载力均相对不足的

Ⅳ类空间分布增大。3)从资源和经济承载状况看,贵州省未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贵州应提高人口素

质,提升经济发展能力,进行合理的人口迁移,促进贵州省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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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该区域人口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以及合理的人口容量,通常用资源承载力来表示。
它是处于全球人口快速增长、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的背景下产生的[1-3]。学者们最先开始进行资源承载力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土地资源承载力[4]、水资源承载力[5]和草地承载力[6]等方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意

识到,一定区域内资源对人口的支撑,还受该地区内经济和社会资源的影响,资源承载力的研究进一步延伸到经

济和社会资源,1993年国内学者朱宝树提出的P-E-R区域匹配模式就是一种较好分析一个区域人口经济资源承

载力的模型,并用该模型对全国30多个省市进行了经济人口承载和资源人口承载的分析[7]。近年来基于P-E-R
区域匹配的相对承载力模型逐渐受到学者们的认同,不断应用于区域资源对人口容量的影响的实证研究,并逐

渐成为了评判一个地方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2008年周亮广利用P-E-R进行了喀斯特地区水资源与人

口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得出了喀斯特地质环境、人口压力、经济发展滞后,导致了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人口、经济

发展不相适应的认识[8]。2011年张玲运用P-E-R区域匹配模式分析宁夏5个地级市P-E-R区域匹配模式的结

构特征[9]。2014年张少春运用人口-经济匹配模式对生态脆弱的红寺堡移民区进行了水资源承载力进行了分

析[10]。
人口经济资源相对资源承载力的区域匹配模式,虽能较准确地说明了一个地区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但是

基于P-E-R的区域匹配模式,仅仅是一种相对比较,还有一些局限性。因此本文将参考前人的研究[11-12],对原有

模型进行改进,在原来的P-E-R区域匹配模式中新增了综合承载力的分析,构建了P-E-R-Z人口经济资源综合

区域匹配模型,以人地矛盾尖锐的贵州省为研究区,以2004—2013为研究时段,从时间和空间上深入分析贵州

省近年来人口经济资源匹配状况和特征,进一步拓展P-E-R区域匹配模型研究范围,在理论和实践上为贵州省

人口的合理分布、经济快速发展、资源的合理利用提供参考和依据。

1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位于中国西南,辖贵阳市、六盘水市、遵义市、安顺市、铜仁市、毕节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共9个地州市,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大量集聚、经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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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境极度脆弱的省份。2013年全省总人口3502.22万人,城镇人口1324.8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37.83%;农村人口2177.3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2.17%。少数民族人口1287.06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36.75%,其中苗族、侗族人口数量全国最多,少数民族成分居全国第四位,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居全国第三位。贵

州省是中国岩溶分布最广的省份,为石漠化的广泛发育奠定了基础,全省88个县有78个县有石漠化分布;贵州

省地势起伏大、切割深、水土流失失严重,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已达到7.32万km2,占全省国土面积的41.54%。
耕地资源严重不足,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533.33m2 的警戒线。按照国家规定的

1196元扶贫标准,贵州省有贫困人口有500多万,贫困人口数量居全国首位。贵州省9个地州市除了省会城市

贵阳市外均有扶贫开发任务,贫困人口多集中在高寒、多石的边远地区和大量少数民族居住地。随着人口数量

的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将进一步下降,石漠化的发展速度也将进一步加快,生态环境将持续恶化。因此进行资源

和经济相对承载的分析,对贵州地区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人口经济资源综合匹配模型

2.1模型的构建

朱树宝提出的P-E-R区域匹配模式,是以参考区为比较对象,根据参考区每人所拥有和消耗的资源量,计算

出研究区各类资源的承载状况。他阐释了相对资源承载力的思想,与单一资源承载力相比,突出了自然资源与

经济资源之间的互补特征,较准确地说明了一个地方合理的人口容量,但他提出的P-E-R区域匹配模式,仅仅是

一种相对比较,2009年孙慧在《基于P-E-R区域匹配模式的新疆可持续发展问题探讨》一文中对新疆14个地州

市的经济以及资源的承载状况进行分析,构建了人口的综合承载力模式[13]。一些学者也用综合承载力对地区合

理的人口容量和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归纳和分析,构建了P-E-R-Z人口经济资源综合区域匹配模型。
在P-E-R-Z匹配模型中,P为现实人口数量,指一个区域现存的人口数量;E为经济人口容量,指一个区域一

定经济发展水平所能养活的最大人口数量。具体用地区经济总量除以人均经济量所得出(本文以经济收入总值

来表示地区经济总量)。R为资源人口容量,指一个区域一定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所能养活的最大人口数量。具

体用地区资源总量除以人均资源量所得(研究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使得区域间耕地质量的差异较大,采用耕地

的面积难以真正反映地区间资源承载的差异,为了使资源承载状况具有可比性,本文采用了粮食产量来表示地

区资源)。Z为综合人口容量,指按照一个区域资源和经济综合匹配的条件下所能够养活的人口(假定贵州省人

口总量与经济-资源总承载量基本平衡,E和R的权重系数都相等均为0.5),即:
E=研究区经济收入总值/参考区人均经济收入, (1)

R=研究区粮食产量/参考区人均粮食产量, (2)
Z=(P+E )/2, (3)

其中,e为人口经济压力指数,r为人口资源压力指数。这几个变量和指标的关系如下:
e=P/E, (4)
r=P/R。 (5)

P-E-R-Z区域匹配模型的构建有前提和约束条件,即所选参考区的经济人口承载力和资源人口承载力都处

于平衡状态,即对参考区来说,e,r基本等于1;所计算的指标都是相对的,根据3个指标的组合关系可以进行分

类得表1。

表1 人口-经济-资源-综合匹配模型

Tab.1 Thematchingmodelofpopulation-economy-resources-comprehensive

类型 人口经济压力指数(e) 经济承载力 人口资源压力指数(r) 资源承载力

Ⅰ 小于1 相对充足 小于1 相对充足

Ⅱ 小于1 相对充足 大于1 相对不足

Ⅲ 大于1 相对不足 小于1 相对充足

Ⅳ 大于1 相对不足 大于1 相对不足

  如表1所示,当e<1时,表明经济承载力相对充足,即经济的发展能力强,人口承载数量出现富余;e>1时,
则相经济承载力相对不足,人口承载数量出现超载。当r<1时,即研究区所拥有的资源总量可以承载更多人

口;r>1时,则人口承载数量出现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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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数据来源

根据2004-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4年《贵州省统计年鉴》、2013年《贵阳统计年鉴》、《遵义统计年

鉴》、《六盘水统计年鉴》、《毕节统计年鉴》、《安顺统计年鉴》、《铜仁统计年鉴》、《黔西南州统计年鉴》、《黔东南州统

计年鉴》、《黔南州统计年鉴》整理统计出全国、贵州省、以及贵州9个地州市资源、人口和经济的相关数据。

图1 贵州省近10年人口承载状况

Fig.1 PopulationloadingstatusinGuizhouwith10years

3贵州省人口-经济-资源-综合匹配状况分析

考虑到数据的易得性

和参考区的典型性以及横

向和纵向的可比性,因此选

用全国的人口经济资源特

征作为参考区,贵州为研究

区。通过全国2004-2013
年的人口、资源、经济数据,
计算出贵州省对应年份的

人口经济资源综合匹配状

况(表2),从纵向上分析贵

州省近年来经济人口承载

力和资源人口承载力的变

化。将贵州省作为参考区,
以贵州省的9个地州市为研究单元,分析贵州省10年的人口、资源、经济的空间变化(表3、表4和图2)。从横向

上对贵州省人口、经济 资源综合变化特点进行分析。

3.1时间变化分析

贵州省2004—2013年人口-经济-资源-综合匹配类型均属于资源和经济承载力均相对不足,e和r均大于1
的Ⅳ类,实际人口数量相对于综合人口容量出现不同程度的超载。近10年来贵州省总数人口占全国总数的

2.57%~3.00%,贵州省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71%~2.45%,贵州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

总值的1.04%~1.37%,从全国而言贵州省的人口压力大,资源和经济人口承载力均很低。

表2 贵州省2004—2013人口-经济-资源-综合匹配状况

Tab.2 Thematchingofpopulation-economy-resources-comprehensiveinGuizhoufrom2004to2013

年份
人口/
万人

粮食/
万t

地区生产

总值/亿元

经济人口

容量/万人

资源人口

容量/万人

综合人口

容量/万人

人口经济

压力指数

人口资源

压力指数

匹配

类型

富余或者

超载/万人

2004 3904 1149.58 1677.80 1357.03 3182.99 2270.01 2.88 1.23 Ⅳ -1633.99
2005 3730 1152.06 2005.42 1410.58 3112.23 2261.40 2.64 1.20 Ⅳ -1468.60
2006 3690 1038.00 2338.98 1412.57 2739.59 2076.08 2.61 1.35 Ⅳ -1613.92
2007 3632 1100.86 2884.11 1421.82 2899.81 2160.82 2.55 1.25 Ⅳ -1471.18
2008 3596 1158.00 3561.56 1493.23 2908.68 2200.95 2.41 1.24 Ⅳ -1395.05
2009 3537 1168.27 3912.68 1510.71 2937.07 2223.89 2.34 1.20 Ⅳ -1313.11
2010 3479 1112.30 4602.16 1509.18 2729.29 2119.23 2.31 1.27 Ⅳ -1359.77
2011 3469 876.90 5701.84 1586.86 2068.41 1827.63 2.19 1.68 Ⅳ -1641.37
2012 3484 1079.50 6852.20 1737.08 2479.20 2108.14 2.01 1.41 Ⅳ -1375.86
2013 3502 1029.99 8086.86 1871.36 2328.36 2099.86 1.87 1.50 Ⅳ -1402.36

  注:+表示富余人口,-表示超载人口。

3.1.1综合承载人口数长期处于超载状态 2004年贵州省综合承载的人口数为2270.01万人,实际人口达

3904万人,超载人口数达1633.99万人,2013年超载人口数达到1402.36万人。10年间综合人口总数超载情

况呈现曲折变化,2004—2005年呈下降趋势、2005—2006年上升、2006—2010呈下降趋势、2011—2012呈上升

趋势、2012—2013年又开始上升,这主要受贵州经济发展状况和资源特征变化的影响。虽然综合承载人口超载

的具体数据有升有降,但是以全国为参考区来看,贵州始终处于落后状态,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0年间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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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载人口为1467.52万人,人口超载率为68.74%,表明贵州省社会人口、经济、资源发展矛盾凸显,呈现出明显

的不可持续发展状况。
3.1.2经济人口容量虽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人口经济比较压力仍然较大 2004年贵州省经济人口容量为

1357.03万人,人口经济压力指数2.88;2009年经济人口容量为1510.71万人,人口经济压力指数2.34;2013
年贵州省经济人口容量为1871.36万人,人口经济压力指数1.87;10年间经济人口容量逐年上升,人口经济压

力逐渐开始有所减缓。表明在全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贵州的经济得到了大力的发展,但贵州省人口基数大,
10年间实际人口与经济人口容量相比超载率达到57.50%,经济发展的速度还是不能满足人口增长速度,因此

贵州的经济人口容量相对不足,人口经济比较压力依然较大。
3.1.3粮食产量不足,人地矛盾严重 贵州省是一个典型的岩溶地区,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省份[14],人
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山高坡陡,粮食产量低下,近10年间人均粮食产量在0.30t/人,远低于全国人

均粮食产量0.40t/人。以全国的平均粮食产量为参考计算出的贵州省10年资源人口容量,表现出明显的下降

趋势。2004年资源人口容量为的3182.99万人,2009年资源人口容量为2937.07万人,2013年仅为2328.36
万人口。2004—2013年人口资源比较压力指数均大于1,从2004年1.23逐渐上升到了2013年的1.50,并呈现

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资源承载力不足,人地矛盾突出。
3.2空间变化分析

以贵州省为参考区,计算出的9个地州市10年人口、资源、经济状况特征,Ⅰ、Ⅱ、Ⅲ、Ⅳ匹配类型在贵州省

均有分布,但是不同年份人口承载状况和各种匹配类型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的差异。
3.2.1人口承载状况变化 2004年和2013年生活在经济和资源承载均相对充足的人口都分布在遵义市;生活

在经济承载相对不足的人口则主要分布在安顺市、毕节市、铜仁市、黔西南州、黔东南州、黔南州共6个地州市;
生活在资源承载力相对不足地区的人口2004年主要分布在贵州市、六盘水市、安顺市,2013年变为了贵州市、六
盘水市、安顺市、黔东南州4个地州市;2013年生活在经济和资源承载都相对不足的地区人口由2004年的安顺

市变为了安顺和黔东南2个州。黔东南州为云贵高原向湘桂丘陵盆地过渡地带,虽具有一定数量的优质耕地,
但在近10年的变化发展过程中,建设用地迅猛增加,耕地资源面积锐减,从而使得黔东南州资源承载相对充足

变为了不足,加上长期的经济承载不足,人口超载严重从2004年的43.60万人,增加到了2013年的55.43万人。
经济和资源承载均相对充足以及经济承载相对充足的地州市空间区位10年之间没有发展变化,但是承载

人口数量百分比却存在明显的变化。2004年经济和资源承载相对充足地区的人口占贵州省总人口的18.95%,
2013年则变为了17.54%,较2004年减少了1.41%;经济承载相对充足地区的人口占贵州省总人口的比率增加

了3.01%。表明10年期间研究区人口承载的空间变化主要是资源承载变化的影响,喀斯特地区脆弱的环境条

件,耕地资源的有限性和粮食产量的不足是制约贵州省发展的瓶颈。
3.2.2P-R-E-Z匹配类型变化 贵州省9个地州市10年人口-经济-资源-综合匹配类型,虽然不同的年份4种类

型的空间分布不同,但是经济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大体上呈现出由北向南递减的趋势。9个地州市中属于Ⅰ和

Ⅱ类的区域集中在北部,北部的地州市是通往四川和重庆北上的必经之地,受成渝经济圈的辐射影响,经济发展

速度快,人均收入高,经济承载能力相对充足,石漠化发育程度比较轻,粮食产量高,资源承载力也较充足。属于

Ⅳ类的区域集中于南部,南部地州市的石漠化发育面积较大,很多地方都属于贵州集中特困地区[15],经济落后,
耕地面积有限,资源和经济承载力相对不足,人口超载严重。从北向南资源、经济承载力逐渐降低,综合承载人

口容量不断呈现超载。

表3 贵州省9个地州市2004—2013P-R-E-Z匹配类型

Tab.3 Thetypeofmatchingofpopulation-economy-resources-comprehensivein9areasofGuizhoufrom2004to2013
地区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贵阳市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六盘水市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Ⅱ
遵义市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Ⅰ
安顺市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Ⅳ
毕节市 Ⅲ Ⅲ Ⅲ Ⅲ Ⅳ Ⅲ Ⅲ Ⅲ Ⅲ Ⅲ
铜仁市 Ⅲ Ⅲ Ⅲ Ⅳ Ⅲ Ⅳ Ⅳ Ⅲ Ⅲ Ⅲ

黔西南州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Ⅳ Ⅳ Ⅲ
黔东南州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Ⅳ Ⅳ Ⅳ
黔南州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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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贵州省9个地州市2004、2013年P-R-E-Z匹配类型

Fig.2 Thetypeofmatchingofpopulation-economy-resources-comprehensivein9areasofGuizhouin2004,2013

  从4种类型的分布来看,2004年匹配类型属于e和r均小于1的Ⅰ类有遵义市1个地州市。属于e<1且

r>1的Ⅱ类有贵阳市、六盘水市2个地州市。属于e>1且r<1的Ⅲ类有毕节市、铜仁市、黔西南州、黔东南州、
黔南州5个地州市。属于e和r均小于1的Ⅳ类有安顺市1个地州市,占参考区的11.11%。2013年属于Ⅰ类

的仍然为遵义市;贵阳市和六盘水市依然为Ⅱ类;但是Ⅲ类地区的城市数量变为4个,分别是毕节市、铜仁市、黔
西南州、黔南州;经济和资源承载力均相对不足Ⅳ类变为安顺市和黔东南州,占参考区的22.22%。表明经济和

资源承载均相对不足的地区在不断增加,贵州省内部不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在逐渐增多。并且2006—2013年不

同年份毕节市、铜仁市、黔西南州匹配类型从Ⅲ类转化为Ⅳ类后又转化为Ⅲ类;黔东南州则由Ⅲ类直接转换为Ⅳ
类。9个地州市的空间匹配类型的变化并不是都是单一直线式的,而具有循环往复的变化。
3.2.3人口-经济-资源-综合空间分布特点 为进一步探讨贵州省内部人口-经济-资源-综合空间分布特点,对
2013年的人口、资源、经济状况进行深入挖掘。从综合承载人口的空间分布来看,安顺市、毕节市、铜仁市、黔西

南州、黔东南州、黔南州6个地州市实际人口数量出现超载,其中超载人口数量最多的是毕节市,超载人口为

81.63万人,超载人口数最少的是黔南州,超载人数为4.21万人。实际人口数量未超过当地综合承载人口呈现

富余的有3个地州市,实际人口富余程度由大到小的顺序分别是遵义市、贵阳市、六盘水市,富余程度最大为

15.05%,最小为10.89%;从经济人口容量空间分布来看,实际人口相对于经济人口容量出现富余的有贵阳市、
遵义市、六盘水市3个地州市,其中经济人口容量最大的是贵阳市,贵阳市是贵州省的省会城市,是贵州省的经

济文化政治活动中心,经济发展速度快,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较多。六盘水市拥有丰富煤炭资源,对地区经济起

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经济发展速度快,经济承载力较强;实际人口相对于经济人口容量出现超载的有6个地州

市,分别是安顺市、毕节市、铜仁市、黔西南州、黔东南州、黔南州。其中经济人口容量最低的是毕节市,毕节市的

经济人口容量为437.09万人,实际人口数量为653.82万人,超载216.73万人。毕节市是贵州省岩溶石漠化最

为发育的地区之一,受岩溶地质背景的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经济人口承载力较低;从资源人口容量空间分布来

看,出现富余的有5个地州市,根据富余的程度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分别是遵义市、铜仁市、黔南州、黔西南州、
毕节市。遵义市自然地理环境较优越,素有“黔北粮仓”之称[16],粮食产量丰富,资源人口容量高。资源人口容量

出现超载的有4个地州市,分别是贵阳市、六盘水市、安顺市、黔东南州。贵阳市和六盘水市由于城市化的高度

发展,大部分耕地都转为建设用地,粮食产量不足,资源人口容量小。

4建议

1)贵州省2004—2013年人口资源经济综合匹配类型均属于Ⅳ类,人地矛盾严重,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呈现不

可持续发展状态,为了实现贵州省的可持续发展,除了提升人口素质,加快经济发展,优化地区发展空间布局,还
应进行合理的人口迁移,从全国而言贵州应该是人口迁出区,从贵州而言地处南部经济和资源承载力长期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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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安顺市应该是人口迁出的重点区域。

表4 贵州省2013年9个地州市2013年P-R-E-Z匹配状况

Tab.4 Thematchingofpopulation-economy-resources-comprehensivein9areasofGuizhouin2013

地区
匹配

类型

实际年末

人口/万人

经济人

口容量

经济人口容量

占总人口/%

资源人

口容量

资源人口容量

占总人口/%

综合人

口容量

人口经济

压力指数

人口资源

压力指数

富余或超载/
万人

贵阳市 Ⅱ 452.19 874.84 24.98 147.11 4.20 503.47 0.52 3.07 +58.78
六盘水市 Ⅱ 287.45 370.05 10.57 275.09 7.85 317.78 0.78 1.04 +35.12
遵义市 Ⅰ 614.25 664.77 18.98 781.38 22.31 716.51 0.92 0.79 +108.83
安顺市 Ⅳ 230.05 180.03 5.14 214.66 6.13 200.26 1.28 1.07 -32.70
毕节市 Ⅲ 653.82 437.09 12.48 707.29 20.20 579.26 1.50 0.92 -81.63
铜仁市 Ⅲ 310.40 224.53 6.41 358.06 10.22 294.92 1.38 0.87 -19.11

黔西南州 Ⅲ 282.22 234.46 6.69 312.14 8.91 277.10 1.20 0.90 -8.92
黔东南州 Ⅳ 348.34 245.68 7.01 340.14 9.71 296.88 1.42 1.02 -55.43
黔南州 Ⅲ 323.50 270.81 7.73 367.77 10.50 317.17 1.19 0.88 -4.21

  2)贵州省9个地州市P-R-E-Z匹配类型,Ⅰ、Ⅱ、Ⅲ、Ⅳ匹配类型均存在,为了使贵州各个地州市都能得到更

好的发展,经济和资源承载均相对充足的Ⅰ类地区遵义市今后应科学规划,在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加大产

业建设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打造优势特色的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发挥极化效应,吸引周边地区的人口迁

入,使之成为人口和经济聚集高地;资源承载相对不足的Ⅱ类地区贵州市和六盘水市,今后在经济继续增长保持

对周边地区人口的吸引能力的同时,要确保耕地保有量,提升基本农田的粮食产量,加大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的

发展力度,确保人口增长与资源需求和经济发展相匹配;经济承载相对不足的Ⅲ类地区今后应以加快经济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为己任,同时在部分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区域也要适度发展,避免以牺牲环境换发展的困境;经济和

资源承载均相对不足的Ⅳ类地区贵州省应从政策层面进行倾斜加大资金投入,帮扶带动产业发展,促进当地经

济发展,并进行适当的人口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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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theMatchingConditionofPopulationEconomicandResourcesinGuizhouProvince

WANGJingfeng1,DAIWen1,ZHOUDequan2

(1.DepartmentofEnvironmentandResourcesScience,LiupanshuiNormalCollege,LiupanshuiGuizhou553004;

2.SchoolofGeographicandEnvironmentalScience,GuizhouNormalUniversity,Guiyang550001,China)

Abstract:Bymodifiedmatchingofpopulationeconomicresourcesthecapacityofrelativemodel,calculatingthepopulationbearing
capacityofrelativeresourcesandrelativeresourcesbearingcapacityoftheeconomyinGuizhoufrom2004to2013,analysisofthe
spatialmatchingcharacteristicsaboutpopulationeconomicandresourcesinnineareasofGuizhouprovince.Theresultsshowsthat:

1)Chinaasthereferencearea,populationpressureofpopulationeconomyiseconomicresourcescomprehensivematchingtypebe-
longstotheresourcespressureindexandpopulationindexisgreaterthan1,therelativeshortageofresourcesandtheeconomic
bearingcapacityareⅣ within10yearsfrom2004to2013inGuizhou.Realisticpopulationrelativetoeconomicoverloadcapacity
andresourcespopulationcapacity.2)GuizhouProvinceasthereferencearea,nineareasofGuizhouprovincefrom2004to2013,the
population-economy-resources-comprehensivematchingtypeⅠ,Ⅱ,Ⅲ,Ⅳtypesofmatchingallexist,resourcesandeconomicload
conditionsfromnorthtosouthgenerallypresentedadecreasingtrends;Fourtypesofspatialdistributionaredifferentineveryyear,

generallypresenteconomyandresourcescarryingcapacityarerelativelyinsufficientⅣclassspacedistribution.3)Inordertogetfur-
therdevelopment,Guizhoushouldimprovepopulationquality,promoteeconomicdevelopmentability,reasonablepopulationmigra-
tionandpromote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inGuizhouprovince.
Keywords:Guizhouprovince;comprehensiveofpopulationeconomicresources;matchingcon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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