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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如何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资源关系的问题。在与所有自然资源的关系中，人与地的关系

无疑是最重要的，马克思认为：“土地，原来就会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

人类，不待人的协作，就当作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出现了。”在长期以农业生产

为主的中国历史上，如何正确利用土地资源、处理好人和土地之间的关系变得尤

其重要。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已经认识到正确管理土地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重

要性，李悝指出：“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亦如之。”孟子则提出：“民

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

对于农民而言，最为重要的恒产就是“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就是所谓的土地

资源。《商君书》也认为，“小亩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战

卒万人者，数小也。此其垦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处其民，山林、薮泽、

溪谷足以供其利，薮泽堤防足以畜。故兵出，粮给而财有余；兵休，民作而畜长

足。”可以看出合理利用土地资源被商鞅作为富国强兵的最重要方式。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古代，土地和劳动力是最为重要的两类生产资料，

两者的数量比较决定了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通常来说，在一个朝代初期，

由于前朝的战争和社会动乱人口锐减，往往会出现大量无人耕种的荒地，这时劳

动力资源相对于土地资源较为稀缺，具有较高的相对价格，土地资源也不能完全

实现潜在的利润。因此政府往往会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鼓励垦荒、

刺激生育，扭转由于劳动力短缺带来的潜在经济损失。而在更长的时期，土地相

对于劳动力而言是稀缺资源，尤其是在明清时期人口迅速增长的阶段，过剩的劳

动力使得生产中的劳动力资源投人的边际生产率近乎为零，土地具有极高的相对

价格，因此如何制定土地资源政策、通过政策变迁激发潜在利润是政府普遍关心

的问题。事实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对土地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的历史朝代的土地资源政策都是基于“重农”的目的，与现



 

代注重生态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有本质区别。基于这样的立足点，土地政策

对于不同类型、不同地域的土地资源造成了或好或坏的影响。安史之乱后中国的

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不仅使得中国农业地理格局出现了颠覆性变革，也推动了生

产方式的颠覆性技术变革，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土地资源政策变迁，此后的宋元明

清时期，关于土地资源的管理与保护政策愈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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