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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业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贵州省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省份，其农业可持续发展对于保障国家食

品安全、维护生态环境和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贵州省为研究对象，采用生态足迹模型对其农业可持

续发展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0-2022年贵州省农业人均生态承载力和人均生态足迹分别处于 0.651 0~0.826 0 hm2和

0.239 0~0.383 0 hm2，总体上表现为生态盈余状态，其中耕地、林地、水域表现为生态盈余，草地表现为生态赤字状态。贵

州省生态盈余数值总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其农业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正在逐渐下降。基于研究结果，建议政府采取多

种措施以保护和恢复农业生态系统，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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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s an important issue of global concern, and Guizhou Prov⁃
ince, as an important province in Southwest China,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guaranteeing national food safety, main⁃
tain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study takes Guizhou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analyzes its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using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 capita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and per capita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agriculture in
Guizhou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22 are in the range of 0.651 0-0.826 0 ha and 0.239 0-0.383 0 ha, respectively,
and generally show an ecological surplus status, with arable land, forest land, and watersheds showing ecological sur⁃
pluses, and grassland showing ecological deficits. The ecological surplus value of Guizhou Province shows a decreas⁃
ing trend in general, and the health of its agroecosystem is gradually declining.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take various measures to protect and restore the agroecosystems and real⁃
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Key words：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Guizhou Province; Ecological footprint; Ecological surplus; Eco⁃
logical deficit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可持续发展

已成为各国政府和科研机构关注的重要议题。农

业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可持续发展对

于保障食品安全、维护生态环境、推动经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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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
EF）最早是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ackernagel和
Rees于 1996年提出[1]，已被广泛应用于全球和地区

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目前，学者们主要将生态足迹

模型应用于生态安全、水资源、土地等可持续发展研

究方面[2-5]。部分学者将生态足迹模型应用于区域

可持续发展方面。滕锐等[6]利用生态足迹模型评价

玛曲县资源环境的供需矛盾及可持续状态。董丽

等[7]基于生态足迹模型，对宁夏生态移民区 2000-
2020年的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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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生态足迹模型也得到了广泛应

用。例如，张帅等[8]应用人类发展指数和生态足迹

两个指标对 2012年人口在 1 000万以上的 82个国

家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和生态福利绩效进行实证研

究。毕明丽等[9]基于 28个国家 1990-2014年的面板

数据，采用生态足迹对人类可持续发展指数进行改

进。杨洁等[10]利用生态足迹模型评估了山东省农业

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情况。此外，宋知远等[11]通过生

态足迹模型分析了江苏省各地市种植业的可持续

性，研究发现江苏省种植业处于生态盈余状态，各地

市种植业均处于可持续发展状态。关于贵州省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王源等[12]基于熵值

法对贵州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发现

2008-2018年贵州省存在粮食产量不高,土地资源配

置效率低、环境发展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刘俊

等[13]采用熵值法、相关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分析

贵州省及各个地州市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结果

发现 1997-2016年贵州省九市州农业可持续水平

总体保持稳定上升态势。然而，采用生态足迹对

以喀斯特地形地貌为主的贵州省农业可持续发展

方面的研究还比较欠缺。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

生态足迹模型，对贵州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情况进

行分析，以期为贵州省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

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贵州省简称黔，地处中国西南内陆地区腹地（东

经 103°36′~109°35′，北纬 24°37′~29°13′），是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14]。贵州省

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包括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

三种基本类型，其中 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下

辖贵阳、安顺、六盘水、毕节、遵义、铜仁六个地级市，

黔东南、黔南、黔西南三个民族自治州。根据 2022
年度贵州省国土变更调查数据显示，贵州省国土总

面积为 17.6万 km2，拥有耕地、林地、牧草地、水域及

水利设施用地分别为3 366万、1 123.52万、19.20万、

26.37万 hm2。2022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 908.67
亿元。其中，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总产值分别

为3 313.70亿元、340亿元、941.40亿元、79.60亿元。

研究数据来源于 2010-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

《贵州统计年鉴》《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贵州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等，个别年份产生偏

差时采用官方修正后的数据为准。

1.2 研究方法

贵州省农业生产性土地分为耕地、林地、草地和

水域用地，其中农产品主要包括稻谷、小麦、玉米、大

豆、薯类等粮经作物，林产品主要包括生漆、油桐籽、

油茶籽、核桃、板栗等，畜牧产品包括猪肉、牛肉、羊

肉、牛奶、禽蛋，水产品包括鱼类、虾蟹类、贝类。各

类农业产品2010-2022年的年产量见表1。
1.2.1 农业生态足迹计算

各类农业生态生产性土地及农业的生态足迹计

算公式如下：

EFj=rj∑
i = 1

n

Ai/（Pi×N) …………………………（1）

表 1 2010-2022年贵州省各类农业产品年产量 万 t
产品

种类

稻谷

小麦

玉米

大豆

薯类

油料

甘蔗

烤烟

蔬菜及

食用菌

水果

茶叶

生漆

油桐籽

油茶籽

2010
445.65
24.83
415.43
31.86
141.43
60.34
42.00
37.02
1 202.35

123.47
5.23
0.17
6.38
2.04

2011
303.93
50.38
243.71
22.54
189.38
79.17
33.20
32.71
1 295.10

126.37
5.59
0.20
6.81
3.25

2012
402.43
52.39
342.25
18.31
235.83
87.38
127.96
37.31
1 61.39

147.72
7.44
0.17
7.77
3.71

2013
361.30
51.51
298.03
16.52
263.36
91.53
159.29
41.79
1 500.45

167.75
8.94
0.18
7.53
4.14

2014
427.55
65.21
332.73
12.49
283.85
112.89
108.79
35.30
1 740.51

187.34
10.71
0.70
7.31
6.94

2015
442.71
65.39
343.62
13.36
299.91
114.80
95.56
32.89
1 847.59

216.89
11.80
0.86
6.83
7.18

2016
456.01
41.82
456.40
26.71
256.51
115.28
71.48
27.46
2 033.56

235.84
14.13
0.76
6.60
7.40

2017
448.83
41.20
441.18
19.27
266.28
115.52
50.31
24.45
2 272.16

280.14
17.65
0.69
6.59
7.45

2018
420.73
33.18
258.96
19.72
291.18
112.62
62.48
22.77
2 613.40

369.01
18.03
0.74
4.45
8.31

2019
423.83
32.98
232.30
18.46
302.87
103.01
62.80
21.58
2 734.84

441.98
19.78
0.13
1.90
7.08

2020
425.98
33.37
220.34
22.35
319.40
103.40
61.27
21.14
2 990.87

548.11
21.1
0.10
2.06
7.78

2021
417.35
33.25
256.57
23.14
303.16
94.88
53.65
21.99
3 280.09

653.66
24.59
0.11
2.52
8.91

2022
395.00
28.86
299.79
27.20
293.95
105.57
41.32
21.63
3 355.73

698.87
26.62
0.08
2.63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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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EFj …………………………………（2）
式(1)和式(2)中，EFj（hm2）、EF（hm2）分别表示第 j

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人均生态足迹及地区总人口的

农业生态足迹；rj 表示第 j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等价

因子；Ai为相应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生产第 i项农业产

品的年产量（万 t）；Pi为第 i项农业产品的世界年均

生产力（kg/hm2），见表 2；N表示地区总人口数（万

人）。等价因子是全球该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平

均生态生产力与全球所有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

平均生态生产力的比值，本研究等价因子采用国

际统一标准：耕地为 2.8，林地为 1.1，草地为 0.5，
水域为 0.2[15]。

续表 1

产品

种类

乌桕籽

核桃

板栗

猪肉

牛肉

羊肉

牛奶

禽蛋

水产品

数据来源：贵州统计年鉴 (2010-2022年）https://www.guizhou.gov.cn/zwgk/zfsj/tjnj/。

2010
0.22
1.54
1.93
148.09
11.99
3.38
4.59
12.51
8.79

2011
0.21
1.74
2.27
148.29
12.00
3.37
4.85
13.65
10.88

2012
0.25
2.37
2.61
156.13
13.04
3.53
5.10
14.65
13.47

2013
0.25
3.43
3.16
163.73
14.13
3.51
5.45
15.44
16.7

2014
0.27
5.74
5.32
177.93
14.68
4.90
4.15
19.74
20.99

2015
0.21
7.48
5.80
174.34
16.76
5.68
4.25
21.65
24.98

2016
0.18
9.32
5.40
169.59
17.85
6.29
4.29
23.43
24.65

2017
0.12
10.35
8.40
160.10
19.06
4.81
4.40
18.69
25.48

2018
0.12
14.24
8.77
164.84
19.90
5.03
4.58
20.03
23.73

2019
0.11
9.72
8.10
150.32
21.51
4.98
5.29
22.95
24.36

2020
0.11
8.79
8.70
146.36
23.10
4.98
5.25
26.00
24.87

2021
0.07
9.50
8.76
166.21
23.59
4.88
4.92
27.97
26.20

2022
0.09
9.42
8.71
178.85
22.80
4.96
3.73
33.60
26.84

表 2 各类农业产品世界年均生产力

产品种类

稻谷

小麦

玉米

大豆

薯类

油料

甘蔗

烤烟

蔬菜及食用菌

水果

茶叶

生漆

数据来源：稻谷、小麦、玉米、大豆、薯类、油料、甘蔗、烤烟、蔬菜及食用菌、生漆、油桐籽、油茶籽、乌桕籽、牛奶、禽蛋世界年均

生产力数据来源于学者张翠娟 [15]的相关研究；水果、茶叶、核桃、板栗、猪肉、牛肉、羊肉及水产品世界年均生产力数据来源于学

者曹院平 [16]的相关研究。

世界年均生产力/kg·hm-2
42 273
28 152
4 940
8 154
97 352
9 605
705 870
16 964
144 013
58 830
14 525
1 015.12

生态生产性土地类型

耕地

林地

产品种类

油桐籽

油茶籽

乌桕籽

核桃

板栗

猪肉

牛肉

羊肉

牛奶

禽蛋

水产品

油桐籽

世界年均生产力/kg·hm-2
2 516. 23
1 856
948.1
32 936
37 523
7 540
3 300
3 400
551.55
536.29
71 200
2 516. 23

生态生产性土地类型

草地

水域

1.2.2 农业生态承载力计算

各类农业生态生产性土地及农业的生态承载力

计算公式为:
Ej=Sj×rj×Yj …………………………………（3）
E=∑Ej………………………………………（4）
式（3）和式（4）中，Ej（hm2）、E（hm2）分别表示第 j

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和农业的人均

生态承载力。Sj为第 j类土地类型的人均生态生产

性土地面积（hm2）;Yj为第 j类土地的产量因子。产

量因子耕地为 1.66，林地为 0.91,草地为 0.19,水域为

1.0，并扣除12%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用地[17]。

1.2.3 农业生态盈余/赤字计算

ERj=EFj-Ej …………………………………（5）
ER=E－EF …………………………………（6）
式（5）和式（6）中，ERj、ER分别表示第 j类生态

生产性土地类型和农业的生态盈余/生态赤字，当生

态承载力与生态足迹的差值大于 0时为生态盈余，

反之；两者差值小于0时为生态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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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1 耕地可持续发展评价

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计算结果见

图 1。 2010-2022年，贵州省人均生态足迹介于

0.140 0 ~0.230 0 hm2，而人均生态承载力处于

0.360 0~0.540 0 hm2，人均生态足迹小于人均生态承

载力，截至 2022年，贵州省耕地呈现为生态盈余状

态，表明贵州省在当前和未来耕地资源利用具有可

持续性。从过去 12年的数据变动来看，人均生态足

迹呈现波动上升态势，由 2010年的 0.160 0 hm2上升

到 2022年的 0.230 0 hm2。2010年贵州省总人口为

3 478.9万人，耕地面积约为 456万 hm2，人均耕地面

积 0.131 1 hm2，截至 2022年，人口数增长为 3 856万
人，耕地面积约为 337万 hm2，人均耕地面积下降为

0.087 4 hm2，虽然这一期间，贵州省实施了严格的耕

地保护政策，从严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推进新增

耕地 3.76万 hm2,但总体而言耕地面积呈现出下降趋

势，同时，人口总数增加，对于耕地的需求呈现上升

趋势，导致人均生态足迹的增加。2018年人均生态

承载力出现明显拐点，由 0.530 0 hm2降到 0.370 0
hm2，这主要是 2018年贵州省开始推行振兴乡村的

产业革命，大量耕地用于种植经济作物，耕地由

498.55万 hm2减少为 347.26万 hm2，而林地面积从

746.980 0万 hm2增加到 1 121.01万 hm2。另外，由于

耕地面积大幅度下降，从总体趋势上看，2010-2022
年，贵州省耕地的人均生态承载力表现为下降趋势，

人均生态承载力由 2010年的 0.540 0 hm2下降到

2022年的0.360 0 hm2，其下降比率为33.3%。

图 1 2010-2022年贵州省人均耕地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

2.2 林地可持续发展评价

根据图 2可知，2010-2022年，贵州省林地人均

生态足迹介于 0.013 0~0.024 0 hm2，而人均生态承载

力处于 2×10-1~0.290 0 hm2，人均生态足迹小于人均

生态承载力，总体上，截至 2022年，贵州省林地发展

属于生态盈余状态。2010年人均林地生态足迹呈

现上升趋势，2010年为0.013 0 hm2，由于林产品消费

量的增加，2013年人均生态足迹出现明显上升，并

于 2014年达到峰值 0.024 0 hm2。2018-2019年呈现

明显下降趋势，这是由于 2018年开始的产业革命导

致这一期间贵州省林地面积的激增。人均生态承载

力2010-2018年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2018-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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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0-2022年贵州省人均林地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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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林地面积增加而快速上升，于 2019年达到峰值

0.290 0 hm2后由于林地面积保持稳定，故而数据基

本稳定。

2.3 草地可持续发展评价

从图 3可知，2010-2022年，贵州省草地人均生

态承载力处于 2×10-4~0.002 3 hm2，而人均生态足迹

处于 0.080 4~0.131 6 hm2，人均生态足迹远大于生态

承载力，因此，截至 2022年，贵州省草地发展表现为

生态赤字，属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人均草地生态

承载力在 2017年出现大幅度上升，从 2×10-4 hm2上

升到 2018年的 0.002 3 hm2，而 2019年又下降到 5×
10-4 hm2，这是因为 2017-2018年贵州省进行了草地

修复，人均草地占用面积从 0.001 9 hm2/人增加到

2018年的0.024 5 hm2/人，而2019年人均占用面积又

减少到 0.004 7 hm2/人。而人均生态足迹由 2010年
的 0.080 4 hm2上升到 2022年的 0.131 6 hm2，总体上

呈现出上升趋势，上升比率达到 63.7%，主要原因

是在过去 10年，尤其是产业革命中大力推行生态

养殖即利用草地发展牛羊养殖，在过去 10年中，贵

州省牛肉消费总量从 11.99万 t上升到 22.80万 t。
另外，草地的产量因子仅为 0.19，为耕地、林地、水

域的 11.40%、20.99%和 1.90%，生产力低下，因此，

贵州草地的人均生态足迹增长量远远超过草地承

载能力。

图 3 2010-2022年贵州省人均草地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

图 4 2010-2022年贵州省人均水域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

 
 

 

 
 

 

 

0.00000

0.00260

0.00520

0.00780

0.01040

0.01300

0.01560

0.01820

0.02080

0.02340

0.02600

0.00007
0.00008
0.00009
0.00010
0.00011
0.00012
0.00013
0.00014
0.00015
0.00016
0.00017
0.00018
0.00019
0.0002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生
态
承
载
力
/
h
m2

生
态
足
迹
/
h
m
2

年份

人均生态足迹 人均生态承载力

0.2448

0.2592

0.2736

0.2880

0.3024

0.3168

0.3312

0.3456

0.3600

0.3744

0.3888

0.4032

0.6510
0.6600
0.6690
0.6780
0.6870
0.6960
0.7050
0.7140
0.7230
0.7320
0.7410
0.7500
0.7590
0.7680
0.7770
0.7860
0.7950
0.8040
0.8130
0.822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生
态
承
载
力
/
h
m2

生
态
足
迹
/
h
m
2

年份

人均生态足迹 人均生态承载力

0.2400
0.2700
0.3000
0.3300
0.3600
0.3900
0.4200
0.4500
0.4800
0.5100
0.5400
0.5700
0.60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生
态
盈
余
数
值
/
h
m2

年份

 
 

 
 

 

 
 

 

 

 

 

 

 

 

0.3600
0.3700
0.3800
0.3900
0.4000
0.4100
0.4200
0.4300
0.4400
0.4500
0.4600
0.4700
0.4800
0.4900
0.5000
0.5100
0.5200
0.5300
0.5400
0.5500

0.1400

0.1500

0.1600

0.1700

0.1800

0.1900

0.2000

0.2100

0.2200

0.230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生
态
承
载
力
/
h
m2

生
态
足
迹
/
h
m
2

年份

人均生态足迹 人均生态承载力

0.2000

0.2100

0.2200

0.2300

0.2400

0.2500

0.2600

0.2700

0.2800

0.2900

0.3000

0.0130
0.0140
0.0150
0.0160
0.0170
0.0180
0.0190
0.0200
0.0210
0.0220
0.0230
0.0240
0.0250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生
态
承
载
力
/
h
m2

生
态
足
迹
/
h
m
2

年份

人均生态足迹 人均生态承载力

0.0002

0.0004

0.0006

0.0008

0.0010

0.0012

0.0014

0.0016

0.0018

0.0020

0.0022

0.0804

0.0855

0.0906

0.0957

0.1008

0.1059

0.1110

0.1161

0.1212

0.1263

0.1314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生
态
承
载
力
/
h
m2

生
态
足
迹
/
h
m
2

年份

人均生态足迹 人均生态承载力

2.4 水域可持续发展评价

由图 4可知，2010-2022年贵州省水域人均生态

承载力处于 0.001 0~0.026 0 m2，而人均生态足迹介

于 7×10-5~2×10-4 hm2，人均水域生态足迹小于生态承

载力，因此，贵州省水域发展属于生态盈余状态。人

均生态足迹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从 2010年的 7×10-5
hm2上升到 2022年的 2×10-4 hm2，这主要是因为水产

品的总量和人均消费量的持续上升，水产品总量从

2010年的 8.79万 t上升到 2022年的 26.84万 t，增长

了 205.3%，同期人均消费量从 2.52 kg上升到 6.96
kg，增长了 176.2%。与此同时，2010-2022年，贵州

省水域人均生态承载力均表现为下降趋势，2016年
出现明显下降，从 2016年的 0.021 0 hm2下降到 2018
年的 0.016 0 hm2，这一方面是因为人口增长，另一方

面，为了保护绿水青山，贵州叫停了大量利用水域开

展的网箱养殖，利用总量相对不变的水域承载水产

品消费量增长。另外，2016-2018年期间贵州省大

力发展水电工程、航运等，导致用于渔业生产的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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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面积及人均水域面积相对下降。

2.5 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

根据公式（2）（4）（6）计算结果见图 5、图 6。由

图 5可知，2010-2022年贵州农业人均生态承载力

介于 0.651 0~0.826 0 hm2，而人均生态足迹处于

0.239 0~0.383 0 hm2，农业人均生态足迹小于农业人

均生态承载力，因此 2010年至 2022年间，贵州省农

业发展表现为生态盈余状态。根据图 6可以看出贵

州省生态盈余在逐渐下降，从 2010年的 0.553 0 hm2

下降到 2022年的 0.268 0 hm2。这可能是由于农业

扩张、工业化进程加速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加等多方

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当前尚处于生态盈余

状态，但该趋势如果持续，可能导致生态足迹增长超

过生态承载力增长，最终转变为生态赤字，这一转变

将对贵州省农业的可持续性构成严重威胁，政府需

要引起重视。

图 5 2010-2022年贵州省农业人均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

图 6 2010-2022年贵州省生态盈余情况

3 讨 论

生态足迹模型是生态经济学中测量人类社会资

源消耗的经典方法[18]，其作为一种评估人类活动对

地球生态系统影响的工具，可以帮助理解农业活动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从而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决

策依据。近年来，生态足迹模型作为一种判别可持

续发展程度的重要方法在国际上被广泛应用[19]。顿

静丹等[18]基于“省公顷”生态足迹方法，运用贵州省

2009-2018年数据评价了贵州省农业可持续发展水

平，研究发现，2009-2018年贵州林地人均生态足迹

呈小幅波动上升趋势，一直处于生态盈余状态,这与

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周子琴等[20]基于生态足迹

模型，计算了贵州省 2007-2016年水资源生态足迹

及水资源生态承载力，结果表明，水资源存在 1.779~
3.827 hm2/人的生态盈余 ,可持续开发利用潜力较

大，在本研究中，水资源亦处于生态盈余状态，与

前人研究结论相差不大。本研究生态足迹评估结

果表明，2010-2022年贵州农业人均生态承载力

介于 0.651 0~0.826 0 hm2，这表明贵州省在农业资

源的可持续利用方面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潜力。同

时，人均生态足迹从 0.239 0 hm²增长到 0.383 0 hm²，
虽然显示出增长趋势，但整体上仍然远低于人均生

态承载力。然而，值得关注的是生态盈余从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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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0.553 0 hm²下降到 2022年的 0.268 0 hm²，显示出

生态盈余的减少。这可能意味着资源利用效率的降

低或资源消耗的增加，或是两者的共同作用。生态

盈余的减少可能对贵州省的可持续发展构成挑战，

因为它可能导致资源过度开采，生态系统服务的下

降，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因此，对于贵州省而

言，虽然目前仍处于生态盈余状态，但是生态盈余的

持续减少需要引起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本研究通过生态足迹的分析，为评估贵州省农

业生态效率提供了科学依据，亦为其他类似地区提

供了可参考的研究框架。不过，研究依然存在局限

性，例如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对数据的要求较高，而

可获得的数据往往存在时效性和精确性的局限。未

来的研究可以探讨更多维度的生态足迹计算方法，

以及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可再生能源和生物技术来减

少生态足迹，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更为

全面的解决方案。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将生态足迹模型应用于农业可持续发展

研究，以 2010-2022年贵州省农业统计数据为基础，

分别对其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及农业可持续发展

能力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2010-2022年贵州农

业生产性用地生态承载力大于生态足迹，处于生态

盈余状态，表明贵州省的农业生态系统在这一期间

内总体上是健康的，能够为人类提供持续的生态服

务。其中耕地、林地及水域均表现为生态盈余，草地

表现为生态赤字，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差。2010-
2022年间生态盈余数值呈现出降低的趋势，表明贵

州省农业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正在逐渐下降，政府

给予关注并采取相应措施十分必要。

总的来说，贵州省需要采取综合措施，保护和恢

复农业生态系统，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

可以从以下 4个方面入手：（1）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继续坚持占补平衡，同时提高耕地生产力。

（2）在大食物观背景下，在保护林地面积的同时，充

分利用林地高中低立体空间，宜林宜地分类布局林

草产业，提高生产效率，满足人们对食物的多元需

求。（3）加快石漠化综合治理，通过草地恢复和管理

等，改善草地生态，保持和增加森林、草地等生态系

统的服务功能，在发展生态养殖的同时适度推行集

约化养殖，在保护草地的同时满足人们对肉食增长

的需求。（4）加强水域资源保护，实行适度禁捞禁捕

的同时，根据水域承载能力，适度发展高密度养殖，

在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同时对耕地进行适度改

造，加高田坎、开挖鱼凼和鱼沟，积极推广稻渔综合

种养，扩大鱼虾蟹等水产养殖，进而满足人们对动物

蛋白的增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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