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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资源是区域财富增长的物质基础。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资源节约存在着空间上的差异，即不同资

源禀赋的区域节约资源的重点、方式和途径各异; 区域资源的有限性和空间分布的差异性要求跨区域合理配置

资源; 科学、合理的功能区划分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资源节约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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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①是区域财富增长的物质基础。资源约

束是指资源对整个区域经济总量增长的约束，短

期内表现为从价格、成本方面产生供给冲击，导致

经济衰退或经济运行的急剧波动，长期则约束一

个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在生产能力。区域资源的节

约，包括节省和集约利用两层含义，它是针对资源

稀缺性而做出的理性选择。任何资源都是相对于

“需要”而言的，即相对于人类需要在数量上的不

足。而满足人类的需要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目

标，因此如何持续利用本来就已经稀缺的资源是

区域可持续发展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资源节约的空间差异

自然资源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和区域性是自然

资源的特点之一，不同区域资源组合和匹配各不

一样。自然资源分布与生产能力和经济要素分布

往往存在错位，自然资源的区域效益差异也十分

明显。基于自然资源的上述特性，资源节约也存

在着空间上的差异性。资源节约的空间差异性是

指资源禀赋不同的各个区域，其节约资源的重点、
方式及途径各异。资源节约的空间差异性与资源

禀赋有一定的联系，但资源禀赋仅是影响资源节

约的方向、方式和内容的因素之一，资源节约的空

间差异主要取决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节约资源

的科技水平、政策法规以及人们的节约意识，等

等。
( 一) 自然资源分布的空间差异［1］( P. 6)

1. 自然资源空间分布的差异性

自然资源的形成服从于一定的地域分异规

律。由于地球结构的不均匀性以及地理位置环境

各异，自然资源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和非

均衡性。自然资源总是相对集中于某些区域，在

这些区域，其密度大、数量多、质量好，易于开发利

用。相反，有些区域自然资源分布密度小、数量

少、质量差，开发利用成本极高。
从全球范围来看，自然资源的分布极不均衡。

如，世界石油主要集中在波斯湾，约占世界总储量

的 2 /3; 87%的煤主要分布在美国、中国和前苏联;

80%的矿集中在中国; 50% 的黄金集中在南非，等

等。同样，一个国家或地区特定区域内的自然资源

的分布也是很不均衡的。如，由于地理、地质分

异、生物、气候等的综合作用，我国自然资源的空

间分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总体特征是: 生物资源

丰度由东向西、由南到北逐渐下降; 水资源南多北

少，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流域面积占国土面积

的 36． 5%，水资源总量却占全国的 81%，西北内

陆地区 及 额 尔 齐 斯 河 流 域 面 积 占 国 土 面 积 的

63. 5%，水资源仅占全国的 4． 6% ; 能源资源北多

南少、西多东少。如，矿产资源的分布基本由西部

高原到东部的山地丘陵地带逐步减少; 水能资源



集中分布于西南，集中分布在川、滇、黔、桂、藏 5
省区，可开发水能占全国 76． 9% ; 森林资源大多集

中于东北地区和开发难度很大的西南地区。自然

资源空间分布的差异性以及区域开发利用水平的

不均衡性，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差异性的物质

基础和开发利用条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区域资

源优势，为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奠定了物质

基础，提供了可能。这就要求不同区域的人们充

分利用自然资源的空间差异性，因地制宜、扬长避

短，择优利用，发挥各地资源的比较优势，促进各

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
2. 自然资源组合的区域性

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其种类、结构、数量、
质量、特性等都有很大的差异，自然资源的经济

价值不仅取决于它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除取决于

其空间分布外，还取决于它的组合状况。自然资

源的组合状况各具特点，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对

区域生产力布局、区域劳动生产率以及区域产业

结构等有着很大的影响。如，矿产资源状况，其

种类、数 量、质 量、结 构 等，对 采 矿 行 业、冶 金 行

业、机械制造行业、石油化工行业等都有显著影

响; 生物 资 源 的 状 况，其 种 类、品 种、数 量、质 量

等，对种植业、养殖业和轻纺工业等有很大的制

约作用。自然资源的区域性特点要求人们对资

源的空间分布及组合状况进行全面调查、分析和

评估，充分考虑特定区域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和比

较优势，因地制宜地发挥自然资源的潜力，有效

地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

共赢。［2］( P. 42 － 43)

3. 资源分布与生产能力和经济要素分布的错

位

自然资源生产和消费的地区差异是很大的，

资源分布与生产能力和经济要素分布往往存在错

位。如，我国自然资源主要分布偏集于中西部。
工业资源，如能源、主要矿产资源、水资源等，与工

业生产能力的分布表现得尤为明显，能源集聚在

华北，水资源集中于西南，主要矿产集中分布在中

部，经济较发达、对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消耗大

的东部沿海和长江沿线地区却严重缺少这些资

源，而主要生产能力和经济要素则偏集于此，如，

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上海和广东占全国工业生

产能力的 30%以上。
( 二) 自然资源的区域效益差异

区域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差异在区域经济发

展的不同阶段上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发挥

着作用，或促进或抑制区域经济的发展。根据对

自然资源及其特征的认识可以看出，自然资源主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

一是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对区域经济活

动成本和劳动生产率表现出直接的影响。各区域

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差异直接影响到区际

经济活动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导致区际间的

劳动生产率差异和经济活动成本差异，使同一劳

动可以获得不同的产出，或者提供相同的产品和

劳务付出的劳动却不同。
二是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是劳动地

域分工的自然基础。区域差异是区域分工的前提

和基础。以自然条件差异和自然资源差异为基础

的分工，具有稳定而持久的特点，可以形成长期的

分工与协作关系; 以自然资源差异为基础的分工

具有异质互补性，即参与分工的各个地区的生产

结构 是 不 同 质 的，因 而 互 相 之 间 具 有 互 补

性。［3］( P. 58 － 60)

三是自然资源影响和制约区域生产力布局。
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决定着不同区域

生产力的布局，自然差异对区域生产力布局的影

响主要 是 通 过“自 然———产 业———经 济”和“自

然———制度安排———经济”两条途径来实现的，其

影响既有直接的又有间接的，既影响到生产力布

局的 现 状，更 影 响 到 生 产 力 布 局 的 发 展 趋

势。［4］( P. 161 － 163) 因此，必须根据自然资源的地理分

布、自然资源优势来进行生产力布局，那种不顾自

然资源的地理分布，主观决定生产力布局，不仅不

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效益原则，而且必然会

带来低效益。
四是区域自然资源差异对各具特色的区域产

业结构形成有直接作用。一定区域自然资源的类

别和数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及其

发展方向。［5］( P. 312) 就一定区域而言，某种优势自

然资源的聚集往往主导该区域的产业布局指向和

产业发展方向，形成以特定自然资源为依托的经

济效益，形成潜在的区域优势。某种自然资源在

一定区域内的聚集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该区域优

势的确立和发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交通

运输的日益快捷，虽然自然资源的地理分布对产

业布局的影响力在下降，但是自然资源仍然是产

业布局的重要因素，且农业、采矿业等，其自然资

源指向性的特点是很难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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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资源节约的空间差异性

一方面，资源节约本身与资源的禀赋没有必

然联系，任何一个区域，不管其资源条件如何，都

应将节约的理念始终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

环节。另一方面，不同资源禀赋的区域，其节约资

源的重点、方式和途径却各不相同。
1. 资源富集区的资源节约

这类区域主要是指依靠开发利用资源促进经

济发展，具有发展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有利条件，往

往依靠资源进行生产力布局和产业布局，资源型

产业所占比重较大，资源的大量消耗支撑经济快

速发展是该类区域的典型特征。该类区域的资源

节约主要是要降低资源在开采、利用和加工过程

中初级消耗，以及消费和建设领域的粗放式资源

消耗，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率。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降低资源消耗型产业的比重，以先进适用性

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延伸产业链，大力发展循环经

济，推进清洁生产机制，构建资源节约型产业结

构; 选择资源节约型城市化发展模式，降低城市建

设和管理中的资源消耗; 转变消费模式，提倡绿色

消费，减少资源浪费。
2. 资源非富集区的资源节约

主要包括资源禀赋比较差，或资源禀赋较好

但靠资源输入为主发展经济的区域。这类区域往

往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西欧、日本、美国

等，以及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这类区域以加工

工业为主导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

集型产业居多; 第三产业比重高; 产业的资源消耗

性不明显; 城市化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这类区域，

其土地、水资源等资源非常有限，区域承载力已很

弱，资源越来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节约

资源不仅可以缓解本区域资源压力，而且从长期

看也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必然选择。该类区域资源节约的重点是发

挥区位、科技、资本等优势，大力发展现代服务、现
代物流、总部经济、临空经济等第三产业，减少一、
二产业的比重，降低产业对资源的消耗; 加快科技

创新，推广使用节约资源的产品、技术和材料; 减

少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资源消耗; 倡导合理消费、
适度消费。

二、资源空间配置的节约效应

( 一) 区域资源空间配置

资源的有限性和空间分布的差异性，资源的

禀赋存量与需求量的差异，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

或地区都不可能只依靠自身的资源满足经济发展

的需要，而是要求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优化资源

配置。合理的资源空间配置能够能实现资源的节

约、集约利用，缓解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与其资源环

境状况之间的矛盾，也能够形成区域之间发展的

互动关系。
区域经济学以空间资源配置的合理性为基

础，形成了日益规范的空间分析经济学。对“资源

空间配置”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德国经济学家杜

能( 1826 年) 的“农业区位论”、韦伯( 1909 年) 的

“工业区位论”以及克里斯塔勒( 1933 年) 的“中心

地理论”，这些理论主要是从宏观的角度探讨区域

内或区域整体的资源配置。微观布局中关于资源

优化配置的理论，影响最大的是瓦尔拉斯的一般

均衡理论。瓦尔拉斯以边际效用分析和数理分析

为主要工具，认为商品满足欲望的强度是商品供

给量的函数，欲望满足的强度随商品供给量的增

加而递减。他认为，要使资源配置量达到最优，其

核心条件是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同时，要

使在一定资源限制下的产出量达到最大，必须伴

随有资源配置中总机会成本为最小，而作为对一

般均衡状态的模拟线性规划的求解必然表现在资

源配置中，资源利用的边际成本从小于边际收益

的状态向二者相等处逼近的过程。［6］( P. 103)

从区域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资源空间配置包

括两层含义: 一是资源在不同区域间的优化配置;

二是资源在同一区域内的合理配置。区域资源配

置又包括四个层次: 一是区域内部企业之间各种

生产活动所需资源的配置; 二是区域内部各产业

之间的资源配置; 三是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取向

与资源配置; 四是区域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资源

配置。优化区域资源空间配置，一方面，要有效地

开发利用区域内部资源，将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 另一方面，要合理地利用区域外部资源，

实现区际间合理的分工协作和适当的产业选择，

促进整个区域共同发展。自然资源空间配置是提

高自然资源使用效率的重要途径。“南水北调”、
“北煤南运”、西煤东运”、“西电东送”、“西气东

送”等，是我国实施的跨区域资源配置、提高区域

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保护环境的重大举措。
( 二) 资源节约型生产力布局

如何合理布局生产力，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涉及区域的宏观和中观层面的生产力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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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问题。生产力布局是生产要素的空间组合。从

动态看，它指的是社会生产力各要素如何在地区、
空间的安排和部署; 从静态看，它指的是生产力在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分布与组合。生产力布局是一

种主观行为，它实质上就是对直接或间接利用自

然资源进行加工的产业布局，生产力布局的过程

就是决定资源消耗程度、消耗方式和利用效率的

过程。因此，生产力布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程度、
开发强度、开发效果、利用效率以及环境生态保护

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从整个区域的自然资源消

耗来说，生产力布局合理是最大的节约。合理布

局生产力必须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科学技术、自然

资源以及地理环境等方方面面的因素。
资源节约型生产力布局是指以区域资源条件

和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为核心，以增加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的，

促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而进行

的生产力空间安排。资源节约型生产力布局注重

作为生产要素的自然资源对生产力布局的影响，

注重生产力布局是否有利于资源节约，是否有利

于资源综合利用效率的提高以及是否有利于环境

保护。构建资源节约型生产力布局模式，第一，应

充分考虑资源条件，立足于本区域优势资源，同时

又放眼全局，站在全国乃至全球资源利用的高度，

将资源节约的理念贯穿于生产力布局的全过程

中; 第二，立足区域资源条件和环境承载力，把它

们作为生产力布局的前提和基础; 第三，节约资源

和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第四，在进行生产力布

局时充分考虑邻近区域的资源条件，实现跨区域

资源整合; ［5］( P. 221 － 223) 第五，实现区域专业化生产

与多样化生产相结合，构建资源节约型的产业结

构。

三、资源节约型经济区划

经济区划是以地域差异性和各经济区的特点

与基本条件为基础，从地域分工角度对全国国土

进行的战略性划分，并制定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以

促进地 区 比 较 优 势 的 发 挥 及 区 域 间 的 协 调 发

展。［7］从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的视角来

看，合理的经济区划对资源利用方式、资源消耗程

度和资源节约程度都是很重要的，它有助于资源

节约和高效利用，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增强区域可

持续发展能力。
主体功能区划属于经济区划的范畴，它是基

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

依据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各空间单元的开发潜

力，按照国土空间整体功能最大化和各空间单元

协调发展的原则，对国土空间按发展定位和发展

方向进行空间划分而形成的、籍以实行分类管理

的区域政策的特定空间单元。随着经济的快速发

展，我国的资源条件和环境承载力越来越难以顺

应经济发展的需求。经济分布与人口分布失衡;

经济分布与资源分布空间失衡; 以行政区为基本

地域单元发展经济及不当开发，造成部分生态环

境脆弱地区的人口承载能力快速下降，环境、资源

的压力越来越大，经济区划面临创新。为此，“十

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

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

能区。主体功能区划是从资源环境角度出发，以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进行地域单元划分，并赋予不

同类型功能区不同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对其

开发时序、开发强度和保护程度予以确定，引导地

区经济布局和人口分布、经济分布和资源分布，使

功能区内的开发强度控制在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

范围之内。在确定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的过程

中，需要考虑主体功能区之间的自然资源空间流

动，考虑主体功能区之间的自然资源空间优化配

置，以达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目的。如，对于

优化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应该考虑自然资源流

入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放大效应; 对于限制开发

区和禁止开发区，则主要应该考虑自然资源流出

以及主体功能定位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缩减效

应。自然资源空间配置对区域之间资源环境承载

力的改变，直接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区域之

间的协调发展状况。主体功能区划是基于我国国

情的历史性选择，是我国空间开发模式一大创新，

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落实科学发展观所作出的生

产力布局重大调整，也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

好型社会在经济区划上的创新。

四、区际联系与资源节约

区际间的经济联系是十分重要的。资源在空

间上分布的不均衡性，势必造成资源在某一些区

域富集，而在另一些区域匮乏。任何区域的发展

都离不开各种资源的支撑，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

也不可能只依靠自身的资源就可以满足经济社会

发展的需要，而必须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实现资源

的优化配置和互补，达到资源的节约和集约利用，

这也就决定了自然资源在地域间的流通和调剂，

区域经济能否持续、稳步发展，资源能否有效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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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区际经济关系是否协调。
区域分工与合作是区际经济关系的一种表现

形式，是区域经济利益增长要求在空间的具体体

现，是突破单个区域资源与生产率限制的一种有

效途径。通过区际联系形成区域间相互依存、相

互促进、相互制约的经济关系，使资源突破区域界

限流通，促进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各种资源有效配

置，有利于节约自然资源和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

率。区际关系对自然资源节约的影响主要体现

在: 第一，调整区域资本量，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

进资源节约型产业发展。第二，通过良好的区际

经济关系提高区域自然资源的利用水平。和谐的

区际关系可以调剂区间自然资源的余缺，资源非

富集区通过良好的区际关系从区外输入本区域贫

乏、非优势、开发利用成本较高的资源，以弥补自

身的天然缺陷; 而资源富集区域输出本区域优势

资源，获得比较优势带来的经济利益，形成区域间

资源平衡的优化格局。第三，通过区域共同市场

的建立，影响资源配置范围和综合利用水平。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是资源节约和提高资源利

用效率的一个例证。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带来的资

源节约，应该说涉及区域生产、建设、流通和消费

的各个领域，通过区域分工和优势互补的合作，使

区域资源在更大区域范围进行了优化配置，经济

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能够自由流动，产业得以有序

转移，从而促进整个区域经济效率和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

五、资源节约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自然资源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增

加自然资源的可持续供给能力是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前提。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就是要在不损害

社会和其他人净福利，并考虑到未来几代人需要

的前提下，人类对各种短缺资源的合理保护和有

效利用; 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考虑如何减少

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开采。目前，我国正处于工

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这既是一个加快发

展的黄金时期，又是一个对资源需求不断增加，资

源环境矛盾凸显、瓶颈约束加剧的时期。经济增

长幅度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

源与自给供给能力，而我国资源人均占有水平低，

资源利用效率偏低，资源浪费相当严重。［8］从这种

角度说，中国正面临着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严重制

约。因此，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资源节约

作为基本国策，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

放在首位的方针，控制人口，减少经济发展对自然

资源的绝对需求; 在各个领域节约集约利用资源、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对资源的相对需求; 加

快科学技术创新，改善资源条件，增加资源的相对

供给; 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使可再

生资源的利用速度慢于其更新速度，不可再生资

源的利用速度小于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速度，并

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提高资源产出

率，增加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益，促进区域经济可持

续发展。

注释:
①由于“资源节约”中的“资源”的研究范围太宽泛，本文中的

“资源”仅指“自然资源”，即直接从自然界获得，可以被人类利用

的自然物质和自然能量，根据是否能够再生，一般可以分为可再生

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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