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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不断有位于河口三角洲区域的县区升级为国家级新区，科学地估算这些县区的宜居人口容量是

新区规划的前提。文章通过选取河口区人居自然环境主导因子、提取人口承载区和参考同类区域平均人口密度和

相关国家标准等环节，构建了一种基于人居环境适宜性的河口三角洲地区人口承载力的估算方法，并估算了广州

原南沙区宜居人口容量。结果显示：原南沙区宜居人口容量为 87 万人，宜居人口密度为 2 776 人/km2，其中，南

沙街 23 万人，黄阁镇 21 万人，万顷沙镇为 19 万人，横沥镇为 13 万人，珠江街为 11 万人。考虑到地基和经济

发展差异，南沙区宜居人口密度与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间和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人口密度有较好的

可比性。文章所用方法突出了水文与地质条件的约束作用，可用于估算河口三角洲地区人口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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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三角洲平原地区凭借着丰富的资源、适宜

的环境和便利的水运等区位优势，逐步成为各地规
划发展不同类型新区的首选之地，如长江入海口的
浦东新区、海河入海口的天津滨海新区、珠江入海
口的广州南沙新区等国家级新区。这些新区大都面
临规划人口规模上的大幅度提升，这就面临着国土
承载能力能否满足规划需要，是否要从周边其他区
域划拨，以及划拨多少国土面积的问题。要解决这
个问题首先要对升级前的新区国土空间的宜居人口
容量做出科学的估算。建设生态文明要求生活空间
宜居适度，建设国家级新区就是要打造和谐宜居的
现代化都市新区，所以新区人口发展规划应该以经
科学估算的宜居人口容量为依据。 

人口容量的思想可追溯到 1798 年托马斯·马尔
萨斯[1]从粮食支撑能力提出保持适度人口规模的观
点。1949 年艾伦[2]从保持环境退化底线出发提出“人

口承载力”概念。“人口容量”是人口承载力的另
一种表述[3]。早期的人口容量主要针对二战以后，
全球在推进工业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全球人口膨胀、
环境恶化和资源短缺等问题，估算地球和区域可容
纳的最大人口数量；上世纪末人口承载力一度成为
发达国家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后工业时代的到来，
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居环境的不断改善，发达国家
对人口承载力的研究更多地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着
手[4-6]，而关于城市人口容量的研究不断减少。中国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力推进，
面临着城市人口激增、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加剧和
生态退化等问题，人地关系紧张，城市和区域人口
承载力正成为研究热点。目前，学者多从人口[7]、
资源[8-14]、生态[15-17]、环境[18]、经济[19]、社会[20]等控制
人口承载力的众多因素中，结合区域具体人口约束
特点，选取一个或者多个主导因子的组合[19,21]，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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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足迹[15-17]、系统动力学[12]、情景分析[13]、P-E-R
模型[22]、ARIMA 统计预测模型[23]和可能-满意度[24-25]

等方法估算区域人口容量。但这些方法均没有考虑
地质和水文因子对人口承载力的影响。而河口三角
洲地区，一方面，其成陆时间较短，地基还不够成
熟，如果建设高密度城区，容易引起地面沉降；另
一方面，河道水网密布，若挤占生态空间，会缩短
建筑物离河道行洪通道的距离，丰水期洪水对河道
的冲刷侵蚀很容易导致临近河道的建筑物地基被淘
空而失稳。因而，有必要将水文、地质等因素纳入
考虑，建立适合河口三角洲地区宜居人口容量的估
算方法。 

本文选取升级为国家级新区前的广州市南沙区
为研究区，从人居环境适宜性的视角，增加了地质、
水文等基础因子，探讨一种基于人居环境适宜性的
河口三角洲地区宜居人口容量的估算方法，以期为
河口三角洲地区国土空间的功能定位和合理利用提
供科学依据。 

1  原理与方法 

1.1  相关研究回顾 
封志明[26-27]、唐焰[28]等构建了基于 GIS 的中国人

居环境指数模型，实现了区域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
的定量化评价。王德辉等[18]在中国人居环境指数模
型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人居环境适宜性的区域人
口承载力估算方法 ，根据区域人居环境的主导因子
对适度人口密度的约束性，间接估算了广州市各区
人口承载力。在求算人口密度时，本方法经历了 2
个关键步骤：第 1 步，从人居环境适宜性指数模型[27]

的 4 个组成因子（地形起伏度、水文指数、温湿指
数和地被指数）中，找出广州市宜居环境的主导约
束因子；第 2 步，在这 2 个约束因子基础上，进一
步确定广州市各区的人口主导约束因子（坡地区人
口密度受地形约束，平地区人口密度受到植被生态
状况的约束），进而通过各区的人口约束因子确定适
度人口密度。具体人口密度的约束规则有 2 个：一
是坡地区采用广东省在不同地形起伏度类型区域的
平均人口密度作为这些区域适度人口密度的主要判
断依据；二是平地区根据植被生态出现明显退化的
临界区域（以区域 NDVI 年平均值 0.38 为临界值）
的实际人口密度最大值作为人口密度限值确定人口
超载程度。 

基于人居环境适宜性的人口承载力估算方法，
从人居环境适宜性角度出发，丰富了人口承载力研

究的方法理论，具有以下优点：1）人口约束因子的
选择体现了系统性与主导性兼顾的原则；2）人口密
度的约束规则选用全省各地形起伏度类型区域的平
均值，本质上是求算相对人口承载力，结果有利于
省内的比较与区域间的均衡发展；3）整个过程从主
导因子的选取、计算到人口密度的选择，体现了定
性与定量结合，其中，定量计算基于地理信息系统
平台完成，数据易于获取、计算效率高。可见，基
于人居环境适宜性的人口承载力估算方法原理清
楚、标准选择便利、成果利于更大区域间的对比，
适用于估算不同地区宜居人口容量。 

但该估算方法用于河口三角洲区，则有 2 点突
出的不足：1）人口承载区采用整个区域面积，没有
剔除水体和自然保护区等生态用地，这会给水网密
集、生态保护区面积大的河口三角洲地区宜居人口
容量的计算带来较大的误差。2）没有考虑地表的地
质条件差异对人口承载力的影响，在平原区按照统
一的生态环境标准确定宜居人口密度。如果对于平
原区成陆时间长短不等，并存在大量新生国土的河
口三角洲的宜居人口密度不加以区分，必然会影响
河口区宜居人口容量估算的准确性。 
1.2  河口三角洲地区宜居人口容量估算方法 

河口三角洲地区宜居人口容量估算方法建立在
基于人居环境适宜性的人口承载力估算方法基础
上，根据河口地区的水文和地质条件进行有针对性
的修订，突出人口承载区，使之更符合河口三角洲
地区的实际情况。整个人口容量计算过程依托于地
理信息系统平台，采用格网计算，并在确定各单元
可承载人口密度的基础上统计各行政单元的人口容
量。主要操作流程比原来的计算方法有所增加，具
体如下： 

1）主导因子选取模块由地形、地质、水文、植
被和气候等因子组成。根据不同河口三角洲地区的
具体情况，计算各因子对应的指数或类型分区面积
大小，选择人口宜居性的约束因子。地形因子在地
形起伏较大的区域为人口密度的约束因子；地质因
子是在新土和老土并存，以及有石灰岩等特殊地质
类型分布区域的人口密度约束因子；水文中的水域
面积是制约河口三角洲地区人口承载力的重要因
子；植被因子是在生态退化严重区需要考虑的人口
密度约束因子；气候适宜性是水热条件差异显著区
的人口密度约束因子。 

2）人口承载区提取模块由区域总面积、水域和
生态屏障区构成。生态屏障区包括主要河道的陆上



156                                            热  带  地  理                                         35 卷 

缓冲区和自然保护区等。人口承载区为区域总面积
中扣除了水域和生态屏障区的陆地区域。 

3）承载区的地形和地基分区模块是根据地形分
为平地和坡地区，然后再根据地质条件进一步区分
地基显著不同的区域，得到综合考虑了地形和地质
条件的最终人口承载分区。 

4）不同承载区的宜居人口密度标准选择模块是
根据不同承载区的主导约束条件与人口的关系确定
人口密度。确定人口密度的准则除了原有基于人居
环境适宜性的人口承载力方法采用的“坡地区地形
起伏度对应的更大区域（如全省或更大的区域等）
近期的平均人口密度作为适宜人口密度标准”，以及

“平地区年平均植被指数低至生态环境脆弱的临界
值（如 0.4）附近的区域人口密度作为宜居人口密度
标准”2 个准则外[18]，还增加了“同类地形区的人
口密度增加到经济福利开始降低时的人口密度”[29]、

“与国内同类城市的现状人口密度在发展阶段上对
比后的估测人口密度”和“其他已有的城市适宜人
口标准”等作为河口三角洲地区城市宜居人口密度
的参考标准。 

5）区域人口容量计算模块，是在确定了不同承
载区宜居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利用 GIS 区域统计功
能得到不同行政单元人口承载区上的平均宜居人口
密度和人口容量。 

2  实证研究——以原南沙区为例 

2.1  研究区概况 
以 2011 年（升级为国家级新区前）的广州市南

沙区为研究区。该区位于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东南
部，是西江、北江、东江三江交汇的前沿地带，珠
江出海口和大珠江三角洲地理几何中心，是珠江流
域通向海洋的通道，连接珠江口岸城市群的枢纽，
为广州市唯一的出海通道；距香港 38 n mile、澳门
41 n mile，总面积 527.64 km2；区内大部分为开阔平
原和低矮丘陵地貌，海拔多在 2 m 以下；属亚热带
季风性海洋气候；区域内水网密布，河道纵横，水
域面积占总面积的 38%；2011 年末，区内常住人口
26.77 万人，户籍人口 15.68 万人。2012-09-06，国
务院正式批复《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南沙新区
成为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之后，国家在
经济发展引擎地区设立的又一个国家级新区。
2012-12-01，原番禺区沙湾水道以南的东涌镇、大
岗镇、榄核镇正式划归南沙区管理。2012 年末，南
沙新区区内常住人口 62.33 万人，户籍人口 36.74

万人。升级后的南沙新区下辖万顷沙镇、黄阁镇、
横沥镇、东涌镇、大岗镇、榄核镇、南沙街、珠江
街和龙穴街 9 个镇街。 
2.2  原南沙区宜居人口容量计算过程 
2.2.1  人居环境的主导因子选取  在人居环境适宜
性指数 4 个因子（气候、植被、水文和地形）中，气
候不是制约南沙区人居环境的因素[18]；而南沙区的年
平均 NDVI 也达到 0.4 以上[18]，因此，植被因子也不
是制约南沙河口三角洲地区宜居性的主要因素；由
于南沙区河网密集，水域面积大（占全区 38%），
影响着人口承载区的面积，所以水文因子是影响该
地区宜居性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时，该地区存在着
大量的河流冲积形成的新生陆地，承载力有限，因
此，南沙区人口宜居性的主导制约因素还应考虑地
质基础。综上，地形、水文和地质基础 3 个因子是
制约南沙区人居环境的主导因素。 
2.2.2  人口承载区提取  南沙区的生态屏障区包括
十八涌以南的滩涂湿地保护区，在主要河道未开发
成非渗透性表面的沿岸设置的宽度为 200 m 的河道
生态缓冲隔离带，以及南沙街的天后宫生态保护区。
具体实现方法是：在 GIS 中提取主要河道未开发成
非渗透性表面的沿岸，单侧划出 200 m 缓冲带，得
到河道生态缓冲隔离带；然后，对南沙区水面、湿
地保护区和陆地生态保护区进行矢量化提取；最后，
进行叠加分析。从南沙区中扣除生态屏障区和水域，
得到人口承载区（图 1）。 
2.2.3  地形分区  地形起伏度（RDLS）用区域平均
海拔高度和地表切割程度表征。计算公式为[26]： 

RDLS＝ALT /1 000＋﹛[Max（H）－Min（H）]×

[1－P（A）/A]﹜/500                       （1） 

式中：ALT 为某区域的平均海拔高程（单位：m）；
Max（H）和 Min（H）分别为该区域内的最高与最
低海拔（单位：m）；P（A）为区域内的平地面积

（单位：km2）；A 为区域总面积（单位：km2）。 
计算过程如下：首先，利用 GIS 软件，将 1﹕1 000

数字地形图插值生成 1 m 分辨率的 DEM 栅格数据，
按照 100 m 格网提取海拔高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将海拔高程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值＜3 m 的格网定为
平地，进而得到南沙区平地栅格图；然后，利用公
里格网分别对南沙区 DEM 和南沙区平地地图进行
区域统计分析，得到各公里格的平均高程、最大高
程、最小高程、平地面积和格网面积，代入地形起
伏度公式，得到南沙区基于公里格网的地形起伏度
分布图（图 2）。为了区别本文基础统计格网 1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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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的地形起伏度与 1 000 m 格网统计的地形起伏
度的差异，将两者计算的地形起伏度分别标注为
RDLS100m 和 RDLS1000m。 
2.2.4  地质基础分区  南沙街和黄阁镇中地形起伏
度＞0.1 为丘陵区，岩石质基底出露高于海平面，基
础比较牢固，为硬地基区。十三涌以北的部分由于
在 1956 年以前成陆，其余的部分为 1956 年以后成
陆[30]，考虑到这种成陆时间的差异，将十三涌以北
的万顷沙、横沥镇、珠江街以及南沙街和黄阁镇中
地形起伏度＜0.1 的地区划分为老土区，万顷沙的其
余部分为新土区（图 3）。 
2.2.5  不同承载区宜居人口密度标准  南沙区的硬
地基区和老土区的宜居人口密度标准选取仍然遵循
广州市基于人居环境适宜性的人口承载力方法中坡
地区和平地区的原则。在坡地地区以具体地形对应
的全省平均人口密度为参考；在平地区以植被指数
情况和有关城市区的人口密度标准确定人口密度。
新土平地区不同于老土区的标准，重点考虑了地质
基础的承载能力，在老土区宜居人口密度基础上，
参考其他地区相应建成区的人口密度标准制定。 
    1）硬地基区人口密度标准 

RDLS100m＞0.5，为高丘陵地区。广东省高丘陵

 

图 1  南沙区生态屏障区域的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barrier zones in Nansha District 

 

 

图 2  南沙区公里格网地形起伏度分布 
Fig.2  Distribution of RDLS on 1 km-scaled grids in Nansha District 

 

 
图 3  南沙区地基分区  

Fig.3  Division of surface foundation zones of Nansha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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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平均人口密度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经济密度
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高丘陵地区在人口集聚和
经济发展上没有明显的优越性 [29],平均人口密度接
近宜居人口密度上限。广东省高丘陵地区的平均人
口密度为 525 人/km2[18]。这里将南沙区高丘陵地区
的宜居人口密度标准确定为 500 人/km2。 

0.4＜RDLS100m≤0.5，接近已有研究的基于 1 000 
m 格网的地形起伏度 RDLS1000m＝0.6[18,31]，为地形起
伏较大的低丘陵地区，RDLS1000m＝0.6 时广州市适
度人口密度为 1 000 人/km2[18]，将其确定为此情况下
的宜居人口密度标准。 

0.3＜RDLS100m≤0.4，接近已有研究的RDLS1000m＝
0.5[18]，为地形起伏较小的低丘陵地形区，RDLS1000m

为 0.5 的白云区，人口密度为 2 039 人/km2，人口略
有富余[18]，故选取此情况下宜居人口密度为 2 000
人/km2。 

0.2＜RDLS100m≤0.3，为地形起伏接近平地的低
丘陵地区。宜居人口密度介于 0.3＜RDLS100m≤0.4
和 0.1＜RDLS≤0.2 两种情况之间，取为 5 000 人/ 
km2。 

0.1＜RDLS100m≤0.2，为地基牢靠的平地区。参
考我国城市人均用地标准 100 m2/人[32]，确定南沙区
在此条件下的硬地基宜居人口密度为 10 000 人/ 
km2。 

2）新、老土区人口密度标准 
RDLS100m≤0.1，为地势低洼的老土区和新土

区。 
老土区的地基牢靠度比不上硬地基区，考虑到

南沙区老土区与同是老土区的番禺区成土环境类
似，宜居人口密度采用广州市番禺区的适宜人口密
度为 3 000 人/km2[18]。 

新土区成陆时间短，本不宜作为建设用地开发，
宜居人口密度＜老土区的 3 000 人/km2，目前没有合
适的密度标准可参考。同为河口平原上的天津滨海
国家级新区是老土区，地基的承载力是南沙区的新
土区所不能比拟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
密度为 1 112 人/km2。此数据虽然未达到天津滨海新
区宜居人口密度上限，但它是目前唯一可供参考的
未过载的河口新区宜居人口密度。结合新土区的地
基实际和宜居城市建设的安全性，取天津滨海新区
的人口密度作为参照，确定南沙新土区宜居人口密
度为 1 000 人/km2。 
2.3  结果与讨论 

按照前文宜居人口密度的设置标准，得到南沙 

区基于公里格的人口承载区宜居人口数量，采用区
域统计的方法，计算得到南沙区各行政单元的宜居
人口规模与承载人口区的平均宜居人口密度（表
1）。南沙区宜居人口容量为 87 万人，宜居区域平
均人口密度为 2 776 人/km2（宜居区域面积扣除了河
道和生态屏障区的面积）。龙穴岛的宜居人口容量
规模为4 万人，相应的宜居人口密度为 1 000 人/km2。
不包括龙穴岛的万顷沙区域宜居人口规模为 15 万
人，宜居人口密度为 1 930 人/km2。 

2.3.1  南沙区宜居人口计算结果分析  南沙区宜居
人口密度平均为 2 776 人/km2，仅万顷沙镇低于这个
平均值，为1 600 人/km2，其中龙穴岛为1 000 人/km2，
万顷沙为 1 930 人/km2。万顷沙镇高于新土区宜居人
口密度而低于老土区宜居人口密度，是因万顷沙同
时含有老土和新土区而造成。在高于南沙区平均宜
居人口密度的镇中，横沥镇和珠江街为老土区，密
度同为 3 000 人/km2；而南沙街和黄阁镇的人口密度
最高，这是硬地基区平地和坡地共存的结果。可见，
基于格网的宜居人口密度标准得到了南沙区各镇差
异化的宜居人口密度，各镇均无过高的人口密度区。 
    南沙区总的宜居人口容量为 87 万人，其中，排
名前 3 位的镇街分别为南沙街、黄阁镇和万顷沙镇。
万顷沙镇人口密度最低，但是由于面积最大而导致
其人口容量超过横沥镇和珠江街。 
2.3.2  与广州已有研究结果比较  基于人居环境适
宜性的广州市人口承载力的研究[18]，忽略了南沙区
特殊的河口地质成陆环境和水域等因素，依据地形
与生态主导原则，得出南沙区大约可以承载 158 万
人口，扣除当时实有人口，还有 139 万人口的潜在
容量。其计算依据的土地面积是 527.64 km2，没有
扣除南沙区内的水域面积和生态保护区面积，地形

表 1  南沙区宜居人口计算结果 
Tab.1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livable population in Nansha District  

行政单元 
适宜人居区
域面积/km2 

宜居人口 
容量/万人 

宜居人口密度/
（人·km-2） 

黄阁镇 58 21 3 560 

南沙街 55 23 4 200 

横沥镇 43 13 3 000 

珠江街 35 11 3 000 

万顷沙镇 120 19 1 600 

   龙穴岛* 41 4 1 000 

   万顷沙* 79 15 1 930 

南沙区合计 311 87 2 776 

注：* 龙穴岛与万顷沙同属于万顷沙镇，根据研究需要对两者的

宜居人口也分别进行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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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伏度的计算是以整个南沙区作为一个单元来处理
的，所以计算结果的误差比较大。如果扣除水域和
湿地保护区面积，南沙区实际可承载人口发展的土
地面积为 311.06 km2，按其确定的合理人口密度（3 000
人/km2）计算，可承载人口规模为 93.32 万人，只比
本文计算的人居环境适宜性约束下的南沙新区人口
容量规模（87 万人）多 7%。另外，该研究也没有
考虑到南沙区特殊的河口地质成陆环境对人口承载
力的影响。而本研究综合考虑了地形起伏度、水体、
生态安全、南沙区的地质成陆环境等主导因素的影
响，比单纯以地形作为主导因素要更为科学、更加
切合实际。因而，南沙区的平均宜居人口密度平均
值＜3 000 人/km2 是合理的，南沙区宜居人口容量计
算的结果（87 万人）也明显比前者（93.32 万人）
要更精确和更可靠一些。 
2.3.3  与国外宜居城市比较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
是西方城市建设的标杆，其人口密度对南沙区宜居
人口密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华盛顿特区位于北
美东部波多马克河畔（Potomac River），面积为 177 
km2，2010-04-01 人口普查时实际居住人口为 601 723
人，人口密度为 3 400 人/km2，如果扣除河道水域面
积 18 km2，其陆地人口密度为 3 784 人/ km2。这是
美国人口最密集的一级行政区域，已经百分百实现
了城市化和现代化，除了法定保留的生态用地（绿
地和水域）之外不存在任何荒地或空置地，也没有
农业用地。这是西方文明在城市建设领域的最高水
平的体现，是用最先进的文化和最雄厚的经济实力
在一片最适宜建设的风水宝地上精心打造出来的最
现代化的城市，但人口密度只有 3 400 人/km2。这意
味着，按现代高收入国家或地区的人居标准，现代
化城市的适宜人口密度最大值应该在 3 400 人/km2

左右。南沙这片土地是由珠江带来的泥沙不断淤积
而生长出来的新生国土，其土地承载力无疑不能与
美国的华盛顿特区相比，所以其适宜人口密度应小
于华盛顿特区。 
2.3.4  与国内同类区域的比较  与南沙新区可以进
行类比的是天津的滨海新区以及上海的浦东新区。
这 3 个新区均是在海岸线上生长起来的国土，其人
口承载力具有可比性。上海的浦东新区经过多年的
开发，人口规模已经或正在逐渐接近适宜水平的上
限。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截止 2010-11-01
零时，天津滨海新区陆域面积 2 270 km2，常住人口
为 2 482 065 人，人口密度为 1 112 人/km2；上海浦
东新区陆域面积 1 210.41 km2，常住人口为 5 044 430

人，人口密度为 4 167.5 人/km2。天津滨海新区尚未
充分开发，人口规模还有发展空间，而上海浦东新
区已开发较充分，人口容量接近饱和。南沙新区的
人口密度应该介于上海浦东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之
间。与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不同的是，南
沙新区位于河网区，区内水道纵横，水域面积占了
国土面积的 1/3 以上。由于水网发育，洪水和风暴
潮在南沙新区的影响范围也较大，因此南沙的开发
需要预留较多的生态缓冲空间，加上南沙新区有一
部分国土还非常年轻，成陆年龄不足 20 a，地基尚
未稳固，人口承载能力要打一个折扣，因此，整个
南沙新区的宜居人口密度会明显低于上海浦东新
区。 

3  结论 

1）基于人居环境适宜性的南沙区总的宜居人口
容量为 87 万人（宜居人口密度为 2 776 人/km2），其
中，黄阁镇宜居人口容量为 21 万人（宜居人口密度
为 3 560 人/km2），南沙街宜居人口容量为 23 万人（宜
居人口密度为 4 200 人/km2），横沥镇宜居人口容量
为 13 万人（宜居人口密度为 3 000 人/km2），珠江街
宜居人口容量为 11 万人（宜居人口密度为 3 000 人/ 
km2），万顷沙镇宜居人口容量为 19 万人（宜居人口
密度为 1 600 人/km2），这个估算结果可以很好地体
现出南沙区各区人口随地质地形条件的变化。其中，
各镇均无过高的人口密度区（均未超过 4 200 人/ 
km2），占总可承载面积 38.6%的万顷沙镇的低宜居
人口密度是制约整个南沙区宜居人口容量的主要因
素。 

2）与国内同类区域、国外宜居城市已有研究结
果比较发现，基于本文方法得到的南沙区宜居人口
密度在合理的阈值内。 

3）虽然运用本文估算的宜居人口密度选用了相
对标准，存在不能直接估算绝对人口密度的不足，
但是这种以全省以及国内同类区域的人口密度平均
值为参考标准的结果，仍然可以落在合理的阈值内，
而且有利于省内以及国内不同区域间宜居人口密度
的横向比较、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利益的平衡，
进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如，本研究估算的宜居人
口容量结果已被广州市政府采纳，为南沙区升级为
可承载 200 万人口的南沙新区需从番禺区划拨一定
面积区域给南沙新区的决策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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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counties and districts in estuarine delta areas in China have been 
upgraded to national-level new districts. Scientifically estimating the population capacity of those districts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the planning of new districts.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estimation method specific to the 
livable population capacity of estuarine delta areas in existing study. This study selects the dominant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for human settlements and extracts the population bearing areas referring to population 
densities of similar areas and relevant national standards to set up an estimation method to evaluate the population 
capacity in estuarine delta areas based on the suitability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This method has been 
applied to estimation of the livable population capacity of the original Nansha District in Guangzhou.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livable population capacity of Nansha District is 870 000 persons and the livable 
population density is 2 776 persons per square kilometer. The results of livable population capacity at township 
level in Nansha District are listed below: Nansha Subdistrict 230 000 persons, Huangge Town 210 000 persons, 
Wanqingsha Town 190 000 persons, Hengli Town 130 000 persons, Zhujiang Subdistrict 110 000 persons. As 
considering the actual discrepancy of the subgrade bearing capacity and the stage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livable population density of Nansha District is very comparable to that of Pudong New District in Shanghai, 
Binhai New District in Tianjin and Washington DC in the US. This estimation method highlights the restriction of 
hydrogeological conditions and can be used to estimate the livable population capacity of estuarine delta areas. 
Key words: population carrying capacity; population capacity;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estuarine delta 
areas; original Nansha Distri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