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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作者系统总结了 1 990 年以来中国人地关系研究在理论
、

方法
、

实践应用等方面取得的

进展
,

指出并反思了人地关系研究中巫待解决的一系列问题
,

提出并展望了未来中国人地关

系研究的重要方向
。

研究认为
,

中国科学家始终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为地理学研究的永恒

主题与核心
,

以全新视角研究人地关系
,

深入分析人地系统的基本特征
,

科学划分人地系统

的学科分支
,

尝试揭示人地关系演进趋势与基本规律
;
新型人地关系理论不断出现

,

正在逐

步形成理论体系
,

具体可归结为人地系统协调共生与祸合优化理论
、

人地系统危机冲突与错

位异化理论
、

人地关系分形辩证与系统构型理论共三大类理论研究流派
;
人地系统研究方法

趋于多元化
,

定性研究方法
、

数学模拟方法
、

3S 技术方法和综合集成方法等新方法与新手段

不断应用
;

人地系统理论在实践中广泛应用 于解决不同时空尺度的区域发展问题和不同领域

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

但中国人地关系研究尚且存在研究经费严重不足
,

理论研究深度不深
,

实践应用广度不够
,

研究机构缺少
,

研究队伍不稳等一系列巫待解决的问题
。

未来中国人地

关系研究的重要方向包括树立科学发展观
,

进一步加强人地关系理论的深入研究
,

加强人地

系统调控机理与过程
、

格局与节律的研究
,

加强人地系统的综合集成交叉与技术支持系统研

究
,

加强人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及循环经济的研究
,

加强人地系统演进中全球问题
、

全

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的研究
,

加强以人为本的环境伦理与生态道德研究
。

关键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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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
总体进展

:
问题与反思

;

方向与展望
;
中国

人地系统是地球表层上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开放的复杂 巨系统 ll]
。

在

这个复杂巨系统中
,

人始终 占据主导地位
,

人与地关系矛盾的协调过程 自古到今一直是

地理学和其他相关科学重点研究的综合课题 2[]
,

从古代的
“

天人合一
”
思想到近代的人地

关系协调思想
,

升华到现代的
“ 可持续发展

”

理论
。

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始终被视为地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与核心

早在 19 79 年底
,

我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吴传钧院士在中国地理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所作的
“
地理学的昨天

、

今天和明天
”

的学术报告中就明确提出
,

地理学研究的

核心是人地关系的地域系统
,

后经不断充实完善
,

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
,

进一步提 出

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优化的精辟论断
。

他在 《论地理学 的研究核心
一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

中强调
: “

任何区域开发
、

区域规划 和区域管理都必 须以改善区域人地相互作用结构
、

开发人地相互作用潜力和加快人地相 互作用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的良性循环为 目标
,

为有效进行区域开发与区域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

--35I[
。

19 98 年和 2 0 02 年陆大道 院士先后两

次撰文明确指出
,

地球表层系统研究的核心是
“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 ,

无论古代
、

近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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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
,

地理学研究对象实际上都存在于地球表层系统之 中
。

而且
,

对人地关系的认识
,

素来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 6[]
。

毛汉英研究员在庆祝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 50 周年时

撰文指出
,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作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
,

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

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由基础研究走向实践应用 的理论基石门
。

胡兆量教授认为人地关系是既

涉及 自然过程又涉及社会过程的综合概念
,

是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永恒主题 8[]
。

人地系统是

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
,

是人类活动的空间场所
,

是人类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
。

因

此
,

人地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巨系统
,

其理论体系是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或核心理论 9[]
。

总之
,

在我国古代人地关系研究的漫长过程中分别出现了古代朴素的人地关系思想
,

近代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

二元论
、

人地相关论 (或然论
、

可能论 )
、

适应论
、

人类生态理

论
、

景观论
、

生产关系决定论
、

唯意志论
、

人地协调论等
。

这些不同的理论使人类对人

类活动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逐步深化
。

尤其是到了 20 世纪中叶出现了全球性

人 口
、

资源
、

环境与发展问题
,

使 日益复杂化的人地系统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人地关

系理论来指导其行为方式
,

可持续发展论应运而生
。

它成为人地关系理论到 目前为止发

展的最高形式〔l0]
。

树立科学发展观
,

按照
“
五个统筹

”
思想

,

发展循环经济和资源节约型

经济是新形势下人地关系理论的具体实践形式
。

2 以全新视角研究人地关系
,

从哲学思辨转向理性升华

2
.

1 以全新视角认识人地关系的本质

蔡运龙教授从技术学角度分析科学技术在人地关系中的作用 l[ ’ ]
,

胡兆量教授认为技术

是人地关系的媒介
,

调整人地关系的钥匙
,

自然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可能性
,

技术把可

能性转变为现实性
。

曹诗图
、

王衍用从历史学视角研究梁启超的人地关系思想
,

肯定了

梁启超明晰的人地相关思想和科学 的地理唯物论
,

以及动态的地理作用观
,

并对梁启超

人地关系研究缺陷及原因进行分析 12[]
。

于少鹏通过建构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人地关系
,

认为

以科学技术进步为途径
,

调控人类行为
,

寻求人地关系协调发展网
。

吴云从哲学视角认为
“

人地关系
”
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就是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

,

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

的过程【l4]
。

陈国阶从利益驱动视角认为人地关系是非线性
、

非对称的关系
,

人地矛盾的激

化是人类利益驱动的结果
,

核心是人类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争夺
,

协调人地关系关键 是

协调人类内部的利益分配
、

人类 自觉调控和法律制约 ll5]
。

高中华
、

徐媛媛从天地生相联系

的角度来思考人和 自然环境的关系
,

认为优先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
,

调整人与 自然的关

系
,

关键在于调整人与人的关系 l6[ l7]
。

同任莹从制度学角度探讨作用于人地关系的制度演

变史
,

强调在未来人地关系中对制度因素的关注 -118 19)
。

.2 2 深入分析人地系统的基本特征

方修琦将人地关系的主要特征概括为人地关系的多重性
、

异时相关性
、

异地相关性
、

人的主动性和多重决定性固
。

李培祥研究人地关系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

将二者的关系特

征归纳为发展过程的一致性
,

目标的同一性
,

制约因素 的相连性
,

判断标准的密切性 l2[]
。

杨青山
、

梅林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发展特征定义为开放性
、

人性
、

开发性和协调性 l22]
。

左伟
、

周慧珍等将人地关系系统的基本特征总结为整体性
、

结构性
、

层次性
、

功能性和

动态性 23[]
。

杨国安等将人地系统复杂性特征归结为多层次性
、

很强的区域性
、

开放性
、

动

态性和耗散性
、

相互作用的多样性
、

多类别
、

多要素
、

非线性和多维数性
、

学习性 24[]
。

.2 3 科学划分人地系统的学科分支

阎守岂将人地系统科学划分为区域
、

专题
、

实验和技术 4 个方面
。

其中
,

区域人地

系统科学是对区域综合人地系统及其矛盾双方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总体行为特征
、

演

化过程
、

分布规律
、

调控效果等进行动态监测
、

分析研究
、

模拟试验和因势利导
;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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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系统科学是对各种专题人地系统及其矛盾双方相互应用
、

相互影响的行为特征
、

演

化过程
、

分布规律
、

调控效果等
,

进行动态监测
、

分析研究
、

模拟试验和 因势利导
;
实

验人地系统科学是采用物理模拟实验
、

数字模型计算
、

数字模拟仿真
、

虚拟现实 以及典

型 / 试验区预试验等方法
,

对区域或专题人地系统的调控措施
、

过程与效果进行模拟试验

研究
;
技术人地系统科学是研究

、

开发和集成对人地系统及其矛盾双方相互作用
、

相互

影响的行为特征
、

演化过程
、

分布规律
、

调控效果进行动态监测
、

分析研究模拟试验和

因势利导所需技术支持系统
。

这 4 个分支学科彼此相对独立
,

但又关系密切 25[]
。

.2 4 尝试揭示人地关系演进趋势与基本规律
王爱民

、

樊胜岳等将人地关系演进的基本趋势归纳为人地关系主客体同一化
、

人地

关系地域一体化
、

人地关系深层次化
、

人地关系 高层次化
、

人地关系主体扩展化和人地

关系演变加速化
。

将人地关系演进的基本规律总结为人地渗透律
、

人地矛盾律
、

人地互

动律
、

人地作用加速律和人地关系不平衡律 l26]
,

将人地关系的基本原理总结为土地承载力

限制与超越原理和人地关系地域关联互动原理 l2n
。

3 新型人地关系理论不断出现
,

正在逐步形成理论体系

.3 1 人地系统协调共生与藕合优化理论

.3 L I 人地系统优化论 蔡运龙教授认为人地系统优化 的新思路为实现持续发展
,

将人

类需求控制在系统承载力之内
,

使自然资源的再生产社会化
,

以市场机制协调资源供需

矛盾 28[]
。

方创琳把人地系统优化 的对象结构确定为 由人 口 P
、

资源 R
、

生态 E
、

环境 E
、

经济 E
、

社会 5 6 大要素相互作用
、

相互联动
、

相互协调组成的 P R EE E S 系统和六大要素

共同得以发展而形成的发展系统 (即 D刃DR毋尹
E D s
系统 ) 这两大系统之 间的高度祸合

,

由此即可把传统的 PRE D 系统改进为 P毋
I

刀碑正声
D

系统
,

把 以人为本视为人地系统优化

调控的切入点
,

把人的意识建设视为人地系统优化调控的重中之重
,

把和谐发展至上确

定为人地系统优化调控的 目标点
,

把模拟人地
“
最佳距离

”

视为区域人地系统优化调控

的动态机理
,

把区域定位与空间共生作为人地系统空间结构优化调控的重点四
。

.3 L 2 人地关系协 同论 李后强等人基于哈肯 ( H
.

H ak en ) 协同学研究的微观描述
,

提

出
“

人地协同论
” ,

将人地关系模型化
,

以便进行定量分析研究和作出预测预报 30[]
。

认为

人地协同论是研究人类与自然之 间和谐共存
、

反馈与制约
、

利用与合作
、

发展与协调等

系列关系及规律的科学
,

是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的综合性横断学科 3l[]
。

其研究内容包括
:

①

人地系统的结构
、

功能性质
; ② 人地系统内在运作机制及优化方案

; ③ 控制人地界面过

程 的普适原理
; ④ 人地之 间反馈过程及其量化关系

; ⑤ 人地界面稳定性判据
; ⑥ 人地

系统动力学方程组的建立及数值模拟分析
; ⑦ 人类社会

、

自然气候及环境生态动力学的

复杂偏微分方程组及逆问题
; ⑧ 人地系统的能动调控机理及方案设计等

。

其中
,

关于人

地系统优化运作机制研究及人地系统动力学方程组的建立是核心问题 -32[ 33]
。

.3 1 .3 人地协调共生论 方创琳认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作为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
,

形

成耗散结构的过程靠 因开放而不断向其 内输入低嫡能量物质和信息
,

产生负嫡流而得以

维持
。

并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
,

将人地系统的嫡变类型分为协调共生型
、

人地冲突型
、

警戒协调型和不确定混沌型 34[]
。

潘玉君
、

李天瑞认为 21 世纪社会经济发展同人 口增长
、

资源消耗
、

环境退化之间矛盾的根源在于人地冲突
,

而解决的基本出路是人地关系地域

系统的协调共生 l35]
。

英国学者 .R .J B en
e tt 和 .R J

.

c h or ley 在合著的 《环境系统 》 著作中
,

将人地系统的相互关系分为调节和共生
。

调节是指短时间和小范围内对小规模的能流和

物流进行的人为控制
,

而人类对长时间
、

大范 围和大规模的能流和物流没有能力调节
,

而只有通过共生来实现人类与 自然界的和平共处
,

即协调共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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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L .人地太极图论 吴攀升
、

贾文毓认为人地关系的演进
,

就像邵雍 ( 10 1 1一 10 7 7) 《

观物外篇 》
: “

太极既分
,

两仪立矣
。

… …八卦相错
,

然后万物生焉
。 ”
和 《易经 》 的

生成观所认为的那样
:

从
“

无极
”

*
“

太极
”

*
“

两仪
”

、
“
四象

”

*
“ 八卦

”

*
“
万

物
” 。

从人类脱离类人猿起直至 工业革命前这一阶段
,

可以认为人一地系统呈
“

无极
”

态
;
自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战时

,

人类经过自身智力和文化的
“
孵化

” ,

使人地系统形成
“

太极
”

态
; 由二战时起至今

,

人地
“

太极图
”

的阴阳
“
两仪

”
互激互励

, “
互为进退

” ,

“

互为其根
” ,

震荡共生
。

因此
,

由
“

人
” “

地
”

两系统构成的人地太极图必然形成祸合

关系
。

以太极图模式认识和解析祸合的人地关系
,

就是借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观
,

以
“

稽
”

人地关系之
“
理

” ,

以 “
明

”

人地关系之
“
道

” ,

以
“

成
”

人地关系之
“
文

”
36[]

。

.3 L 5 人地差异协同论 李后强
、

艾南 山从生态学角度将人与地的关系总结为差异协
同的关系

。

人地关系协同是指某特定区域内人类的综合作用 H 与环境的总体承受能力 E

之间应满足周期解
,

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极限环
。

人地系统中的不同极限环 (稳定
、

不稳

定
、

半稳定和复合等极限环 )
,

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协同模式
。

极 限环是最典型的差异协同

体
,

也就是一 个
“

围城
” 。

人地差异协 同的数学基础 是动力 系统 理论
,

核心 定理 是

oP in c

aer
一

B en d ix so n
定理

。

人地系统是整个宇宙中最为典型
、

最为奇妙的差异协同体
,

差

异协同原理是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揭示
,

也是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 l3n
。

.3 L 6 人地协调阶段论 郭跃
,

王佐成阐述了文明史前
、

农业文明
、

工业革命
、

信息革

命 4 个阶段的人地关系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技术背景
,

提出当前信息革命时期的人地关系

应当是以知识经济为前提
、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的人地协调发展阶段 38I]
。

香宝认为人

地系统的演化阶段取决于人类这个主体以及其周围环境这个客体的质和量 的对比关系
,

据此将人地关系演化分为混沌
、

原始协调 (共生 )
、

改造索取
、

改造征服和协调共生 5 大

阶段 39jI
。

王长征
、

刘毅将人地关系演化阶段分为混沌
、

原始共生
、

人类对环境的顺应
、

大

规模改造和人地协调共生 5 个阶段
。

根据区域间人地系统要素空间流的性质和方向
,

区

际人地关系可分为封 闭式
、

掠夺式
、

转嫁式和互补式等 4 种类型
,

当前的人地矛盾主要

表现在全球
、

国家和局部地域 3 个不同尺度上 l40[
。

.3 2 人地系统危机冲突与错位异化理论

.3 .2 1 人地危机冲突论 人地关系的危机是指人与自然及地理环境之间
,

在
“
双向异

化
”

过程 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不相容的对立与冲突
。

人类活动与地球环境是构成人地复

合系统的对立因子
,

它们的相互依存性和制约性决定着系统的运行过程和演进方向
,

任

何一方的不正常
“

扰动
”
和非弹性

“

越轨
”

都会影响人地复合结构的进化和功能的 良好

发挥
,

最终影响系统组织和 自身发展
,

甚至导致衰退
。

这是人地关系危机的根本原因4I[J
。

长期以来
,

人类活动的方式
、

速率
、

规模与强度和 自然系统的运行规律及演化趋势严重

背离
,

超越了地球环境的
“

生态闭值
” ,

使人类的社会意识
、

文化价值观念
、

发展战略和

经济活动与地球环境的可利用方向
、

承载能力之间出现巨大差异和全面失衡 [’21
。

当代人地

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历史积淀的现实转嫁
、

惯性推动和现阶段进一步扩展
、

加剧的结果
,

各种人地冲突产生的人类生存危机呈现出危机综合化
、

危机全球化和危机深层化 l’3]
。

.3 .2 2 人地关系错位论 人地关系的错位是指人类在处理人与 自然关系时的一种主客颠

倒的认识偏颇
。

在人地关系困顿时期
,

人与自然
、

地理环境的关系
,

在困顿与盲然中
,

以利用现存自然的生存方式和通过 自然宗教崇拜的精神体悟方式达成了人类与其赖以生

存的地理环境之间
,

在原始共生基础上的朴素统一 44[]
。

.3 .2 3 人地关系异化论 人类历史上曾发生了工具与火
、

农业革命
、

文明社会和工业革

命导致的 4 次人地关系异化过程
。

每一次异化都改变了人地系统的本质
,

随之而来的资

源环境问题
,

也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
,

从无到有
,

从小到大
,

从局部到全局
,

从区域性

到全球性地发生变化 45jI
。

人地关系的异化导致可持续发展的危机阅
,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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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大有把人类从
“
大地

”

连根拔起之势
。

文化越发达
,

人就会越远离自然
。

技术的不

断进步导致 了人地关系 的不断异化
。

人类的智慧
、

科学和能量
,

足以毁灭一切生物
,

毁

灭地球
,

所 以人类生活的最大敌人不是天灾
,

而是 自己 [4刀
。

.3 3 人地关系分形辩证与系统构型理论

.3 .3 1 人地关系分形论 刘继生
、

陈涛从 自组织系统思想出发
,

提出了人地关系的基本

特性
,

通过逻辑斯蒂方程的数学变换
,

分析了人地非线性相关作用的混沌特征
,

进而讨

论 了人地关系的分形性质
,

指出地球表层系统中的人文分形景观乃是人地非线性关系的
混沌作用所致

,

其非线性特征反映在人地相关作用模式与过程上
,

这种过程具有多分维

性质
,

其间隐藏着一些简单的 自然法则
,

根据这些法则设计优化的分形结构
,

可有效地

调控人地关系 48I]
。

.3 1 2 人地关系辩证论 傅祖德教授在 《人地关系辩证法 》 序言中
,

用辩证法观点将

人地关系解释 为
“
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 。

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

为指导探索人类社会与地理环境 的辩证统一关系
。

认为人类社会在不 同发展阶段所出现

的质的差异
,

一方面体现为人际关系的差异
;
另一方面又体现为人地关系的差异

。

脱离

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
,

对人地关系问题的探索必将步入歧途 49[]
。

人地关系是对立统

一的辩证关系
,

即人地矛盾具有斗争性 (对立性 ) 和同一性 (统一性 )
。

.3 .3 3 人地关系构型论 王黎明在总结各种人地关系系统构型理论的基础上
,

提出了面

向区域 P R卫D 问题的人地关系系统构型理论
,

指出了 P RE
D 构型具有针对性

、

综合性
、

地域性
、

动态性和可调控性等特征
,

分析了 P R E D 构型的基本方法与工作步骤
,

提出了

集成化
、

变结构
、

多层次
、

多区域化的 P R五D 模型系统设计思想
,

并探讨 了 P R ED 协调

模式的主要 内容及划分 P R E D 协调区的构想冈
。

上述这些理论部分已经形成体系
,

并总结成专著公开发表
,

部分散见于各种杂志之

中
。

代表性学术著作有
:

《人地关系与经济布局 》
、

《人地系统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
、

《人地协调论 》
、

《人地关系论 》
、

《天地人巨系统观 》 和 《人地关系辩证法 》 等
。

4 人地系统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
,

新方法与新手段不断应用

4
.

1 系统综合集成方法

陆大道院士认为研究人地系统的方法要树立综合和系统的观念
,

地域和层次的观念
,

研究主题要突出人地系统要素相互作用机制与演化趋势
,

研究的基本途径包括建立模型

与模拟
,

进行参数研究
,

加强综合集成研究
,

开展人类影响
、

干预
“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

的政策及其效应分析 6I]
。

.4 2 人地系统的动力学模拟方法

王建华
、

顾元勋等人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 了人地关系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

即

L ot k a 一

vo h e rr a
模型

,

包括冲突模型
、

掠夺模型及和谐模型
。

通过对 3 个模型的研究
,

得

出了人类与 自然长久共存 的条件以及在怎样的条件下人 口容量最大等结论
。

强调无论人

类对大 自然报有冲突
、

掠夺或和谐的理念
,

只要掌握好对大 自然所需的度
,

人类的持久

生存不仅可望而且可及 5l[]
。

.4 3 非线性人地系统动力学分析方法

史培军将线性和非线性动力学分析方法应用于人地系统 的动力学研究中
,

建立 了人

地系统动力模型
一
地球表层动力模型

,

并将地球表层动力模型划分为两种表达方式
:

一种

是基于对单一过程有 明确结果的动力学基础上所建立的地球表层非线性动力模型 52[]
;
另一

种是基于对人地相互作用结果有连续观测记录所建立的地球表层动力模型
,

称这两种模

型分别为地球表层动力模型的
“

唯理
”

与
“
唯象

”

模式
,

前者强调地球表层系统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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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之间的动力关系
,

后者强调其相互作用结果的动力学关系 53[]
。

.4 4 物质能量守恒分析和统计分析相结合方法

吴殿廷
、

葛岳静认为人地系统动力学是当前地理学研究的最主要领域
,

应从人的生

存和发展需要 出发
,

围绕人类活动的环境效应和人地协调发展主线选择研究对象
,

界定

研究内容
,

采用物质能量守恒和统计分析方法
,

加强对人地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 54[]
。

.4 5 人地系统指标体系评价分析方法

梁留科
、

吴次芳
、

曹新向从区域人地关系系统的组成因素出发
,

分析了因素之 间的

相互作用关系
,

提出区域人地关系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

包括基础生存

支撑能力
、

经济支持能力
、

社会支持能力
、

环境支持能力和智力支持能力
,

据此对实施

区域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战略措施进行了研究 55[]
。

温淡茂
、

柯雄侃
、

王峰提出了人地系统

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
,

认为人地系统的可持续性 由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
、

资源环境的数量
、

质量状态及它们 的协调度所决定
,

并以深圳和东莞人地系统可持续发

展评价为例进行分析
,

结果认为深圳可持续性从 19 80 一 19 90 年逐渐增强
,

但 19 91 年开始

下降
;
东莞可持续性从 19 80 年以后逐渐增强

; 目前两市处于弱可持续发展阶段 l(56
。

.4 6 制度创新方法

吕拉昌提出中国人地关系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方法选择要重视制度创新
,

技术创新
,

文化转型及相互关系l5n
。

5 人地系统理论在实践中广泛被应用于解决国家及区域发展问题

5
.

1 人地系统理论广泛地被应用于解决国家尺度的区域发展问题

从国家层面分析
,

以吴传钧院士为首的科学家应用人地系统理论先后完成 《中国土

地利用 》 l( 9 9 4 ) 和 《中国 L 10 0 万中国土地利用图 》 (1 9 9 0)
,

以陆大道院士为首的科学

家以人地系统理论为指导
,

先后完成一系列 《中国区域发展报告 》 l( 99 7一 20 03 )
,

以胡

序威研究员为首的科学家先后完成 《中国设市预测与规划 》 ( 19 9 6)
、

《中国沿海城镇密

集地区空间集聚与扩散研究 》 (2 0 0 0)
,

以李文彦研究员为首的科学家完成 了 《中国能源

发展战略研究 (2 0 00 一2 0 50 年 ))) ( 1 9% )
,

以毛汉英研究员为首的科学家先后完成 《长江
三峡库区移 民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 (2 0 0 2) 和 《人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

l( 99 5)
,

以顾朝林研究员为首的科学家先后完成 《中国城镇体系
一历史

、

现状
、

展 望 》

( 1 99 2) 和 《 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研究 》 ( 19 9 5) 等
。

这些研究成果分别从不同层面为国家和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

.5 2 人地系统理论被广泛地应用解决不同区域与领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从区域与城市层面分析
,

一大批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区域探讨 山东省人地关系与可

持续发展问题
,

河南农村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地关系
,

四川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的原因及对

策
,

青海农业经济发展史中的人地关系
,

湖南省未来人地关系与人 口承载量
,

内蒙古农

牧交错带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调控
,

山西能源基地的人地关系的冲突与协调
,

甘肃省人地

关系协调发展对策
,

山西省人地关系的资源环境基础与可持续发展
,

贵州喀斯特人地关

系地域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

新疆绿洲人地关系紧张情势与缓解途径
,

青藏高原人地关系

地域系统
,

沿海地区人地关系演化
,

西部地区人地关系与 国土开发
,

北方荒漠化地区人

地系统分析
,

淮河流域人地系统的自组织分析
,

华北平原明代的人地关系
,

西双版纳地

区鸟类多样性及人地关系
,

中国北方半干旱农牧交错带小区域人地关系演变模式
,

科尔

沁沙地人地系统协调性分析
,

南方岩溶区人地系统的基本地域分异
,

河西地区人地系统

优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重点
,

长江洪灾人地关系调控与生态环境
,

鄂尔多斯东部

4 0 0 0 余年来的环境与人地关系
,

塔里木盆地极端干旱地区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
,

无锡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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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过程中的人地关系协调问题
,

兰州市人地系统可持续发展
,

等等
。

这些不同时间尺

度与空间尺度人地关系演变与优化调控等问题的研究对区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

成为指导区域发展的理论基石
。

6 人地系统研究中存在着一系列函待解决的问题及反思

我国人地关系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被中国地理学界重新提出后
,

通

过近 15 年的研究与发展
,

无论在理论与方法方面
,

还是在实践方面等都取得了长足的进

展
。

9 0 年代中期以来
,

人地关系的研究转向更有意义的 P R E D 系统协调模式的探讨
,

但

由于 PRE D 中的 4 个要素的相互关系尚未彻底弄清楚 58[]
,

没有抓住人地关系的实质性问

题
,

其内涵与本质尚不被更多的人理解
,

导致人地关系的研究相对于其他领域而言
,

仍

显得步履维艰
,

甚至一些权威性的刊物也对类似理论性研究成果不予关注
。

.6 1 研究经费严重不足
,

原创性产出巫待催生

作为一种基础研究领域或学科研究的
“
上游

”
领域

,

需要源源不断地经费持续投入
,

进而获得理论与方法方面的
“

原创性产出
” 。

但决策者受种种干扰和限制的影响
,

在实际

操作中却无力投入最基本的研究经费
,

这使得人地系统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经常性地处

在十分尴尬和无奈的境地
。

在不投入研究经费或投入过少的前提下
,

又要求更多的产出
,

这既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

更不符合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
。

.6 2 理论研究深度不够
,

实践应用广度有待拓展

虽然在 巧 年的研究中
,

一大批专家学者先后从不同层面和正反两方面提出了一系列

人地关系理论
,

并促进人地关系正在形成理论体系
。

但与其他科学理论相比
,

研究深度

还不够
,

导致对人地系统祸合规律和演化节律的研究到 目前为止仍处起步阶段
,

还需投

入大量精力去研究
。

从实践应用状况分析
,

人地系统理论虽然 已经渗透到区域经济
、

社

会
、

人 口
、

资源
、

生态
、

环境等各个领域
,

但广度与应用范围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

.6 3 研究机构缺少
,

研究队伍不稳

综览国内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院系设置
,

以人文地理学为核心内容的专业和院

系名称极少
,

而以人地系统机理与调控为核心 内容的专业和院系名称更是寥寥无几
。

北

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曾成立
“
人地关系分析与模拟实验室

” ,

但后因并入环境学院未能

很好地发挥作用
;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

,

2 00 0 年曾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知

识创新工程中成立的
“

人地系统机理与调控开放实验室
” ,

因资金短缺
、

管理不善等原因

运行不到一年而被撤销
,

而后成立的
“

人地系统机理与调控开放研究室
”

也于 2 00 4 年在

机构调整中被撤并
,

后经呼吁
,

新近成立了
“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中心
” 。

由于机构过

少或者撤并
,

加上重视程度不够
,

造成研究骨干人才流失
,

影响学科的持续发展
。

7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重要方向与展望

人地关系作为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和理论基石
,

是新时代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循环经济

战略得以贯彻实施的重要法宝
。

郑度院士指出
: “ 21 世纪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前沿领域

包括全球环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
、

区域可持续发展及人地关系机理调控
、

社会生态与环

境伦理研究与体系构建
”

59[]
。

这说明全球性的经济
、

资源与环境
、

战争与地区冲突
、

社会

政治
、

疾病与矛盾的蔓延
、

升级和激化等问题最终都归咎于人地关系的严重失调和失控
。

到底是什么机理
、

原因导致甚至加剧了人地关系矛盾的激化
,

在新世纪的新形势下
,

我

们将站在何种战略高度重新审视新时期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

采取何种手段调控优化区

域人地关系
,

又 以何种理念指导特定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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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1 树立科学发展观
,

进一步加强人地关系理论的深入研究

科学发展观是人地协调 的发展观
,

是一种全面发展
、

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发

展观
,

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
。

按照科学发展观和
“ 五个统筹

”
思想

,

新时期人地关系的优化调整包括 3 大模块
:

一是作为人类与自然行为基础的知识价值观

念系统的转变
,

即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系统 的革命
,

通过人类价值体系的重建
,

促进当

代人类存在方式的转变
; 二是调节人与 自然的社会组织结构系统及其职能体系

,

即人类

创造 的组织系统的重建
;
三是与自然直接有关的人类行为模式系统的调整

。

上述 3 大块

相互渗透
、

密切联系
、

交互作用
,

组成
“

人的整体系统
”

及
“

人的革命
”
的基本内容 l43]

。

人地关系的优化调整必须是
“
人的整体系统

”

的变革过程
,

必须是个人
、

社会
、

国家
、

全人类不同层次的协调和统一行动的过程
,

任何单一要素或方面的变革均无力解决当代
“

人地危机综合症
” 。

只有在全球尺度上的大规模合作
,

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全球的人地

冲突
,

才能推动中国人文地理学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
。

.7 2 加强人地系统调控机理与过程
、

格局与节律的研究

以
“

人地系统相互作用的机理
”

研究为切入点
,

分别从不 同时间尺度
、

不同空间尺

度
、

不同学科角度全面挖掘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机理
, “

机理
”

问题搞清楚了
,

延伸到
“
过程

”

问题
,

进而延伸到
“
格局

”
问题

,

再延伸到
“

节律
”
问题

,

最后上升为
“
理论

”

问题
,

形成代表中国权威水平的人地关系新理论
。

按照这一思路
,

重点开展 以下几方面

的研究内容
:

(l ) 国内外古代
、

近代和当代人地关系协调思想和演化机理的回顾与反演
;

(2 ) 不同时期人地关系理论的内涵与外延的辨识
; (3 ) 人地关系祸合机理的对象结构

、

空

间分异与节律性
;

(4) 经济全球化与人地关系机理的响应分析
;

( 5) 人地关系祸合的动力

学机理
、

生物学机理
、

社会学机理与物理学机理分析
;

( 6) 人地关系祸合机理的非线性动

态模拟
、

人地
“

最佳距离
”

模拟与未来情景分析
;

( 7) 人地关系祸合机理的信息化与可视

化
、

嫡流与能流分析
;

(8 ) 典型地区 (微观
、

中观和宏观区域 ) 人地关系祸合机理的差异

性与总体格局分析
;

( 9) 典型区域人地系统动态优化调控示范区的建立及应用
; ( 1 0) 技术

进步
、

制度变迁
、

区域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对人地关系祸合机理的影响
; (l l) 人地关系

祸合机理的基本范式
、

多维对接集成与系统整合分析
。

7 .3 加强人地系统的综合集成交叉与技术支持系统研究
长期以来

,

对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研究缺乏有效的系统综合和多学科交叉研究
。

各门学科都在涉足研究人地关系
,

但基本上都是
“

单兵作战
” ,

对人地关系的研究没有形

成
“

多兵种联合作战
”

的集成优势
,

这是导致我 国
“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
理论研究薄弱

的主要原因之一
。

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复杂性分析
,

要认识这个系统
,

必须充分发挥

地理学方法论的特长
,

同时要充分吸收系统论
、

控制论
、

信息论
、

协同论
、

突变论
、

耗

散结构理论 以及生态学
、

经济学
、

哲学
、

历史学
、

技术学
、

社会学
、

环境学等多学科交

叉研究的方法
,

引进
“

s3
”

技术
,

进而发展成为定性与定量
、

科学与技术有机结合 的综

合集成方法和技术支持系统阅
,

以此推动我国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实现历史性的跨越
。

.7 4 加强人地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及循环经济的研究

在未来人地关系研究过程中
,

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这两种

人地关系的新型表现形式
,

为国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奠定坚实的理

论基石
,

为我国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

提供辅助决策服务
,

为区域规划
、

区域开发与管理和生态环境建设提供行动纲领
。

.7 5 加强人地系统演进过程中的全球问题
、

全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的研究

伴随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
,

任何一个地方 的人地关系优化
调控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全球性人地关系优化调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

正由于这样
,

一系列

全球问题和全球变化问题都将不 同程度地影响全球尺度和区域尺度的人地关系变化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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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人地相互作用的空间由地方微观尺度
、

到局部地区中观尺度
、

发展到全球宏观尺度
。

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加强全球问题
、

全球变化中引发的全球性人地关系的研究
,

另一方

面要加强全球问题与全球变化引发的区域响应中的人地关系变化的研究
。

通过研究
,

促

使人地关系类型分异 由一元地域分异向多元地域分异发展
,

由浅层的
、

局部的
、

半封闭

的作用方式向复杂的
、

开放的
、

立体网络反馈的作用方式发展
; 由自然 自组织功能向人

类组织功能 日益强化 的地域有机体发展
,

由区域化 向全球化方向发展
。

.7 6 加强人地系统中
“
以人为本

”

的环境伦理与生态道德的研究

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

除了技术
、

经济和政策层面的一些做法和关系需要调整外
,

在全社会倡导一种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环境伦理和 生态道德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

现代

环境伦理学包含两大基本命题
:

一是
“

人与 自然之 间的伦理关系
” ; 二是

“

受人与 自然关

系影响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
”

ll6]
。

这两种命题均可为人地关系协调论和可持续发展提

供坚实的伦理基础 62[]
。

因而
,

在未来人地关系研究中
,

需要加强对环境伦理和生态道德建

设的研究
,

需要构建与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环境伦理体系
,

广泛普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生态伦理意识和生态文 明意识
。

从长远看
,

道德文 明的力量将最终取代技术
、

政策
、

资金等手段成为协调人地关系的最主要力量
。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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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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