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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人地关系属于广义的生态学范畴出发 ,参照生态学模式 , 认为人地关系概念的经典解释(人类社会

及其活动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和非经典解释(人类社会及其活动与广义的地理环境的关系)不存在孰是孰非问

题 ,其差别在于操作意义的不同。人地关系及其系统的经典构型主要适合于从长时间尺度理解人地关系的发展 ,

非经典构型更适合于从中短时间尺度理解人地关系的发展。以此为基础 , 进一步探讨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概念

及其发展特征 ,并将后者定义为开放性 、人性 、开发性和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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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地关系的解释

人地关系是人们对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关系的一

种简称。对它的经典解释是人类社会及其活动与自然

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 ,在经典解释中地理环境

和自然环境是同义语;人地关系的非经典解释认为 ,人

地关系是指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或人类活动与地理环

境(广义的)的关系。这里的地理环境被认为是由自然

和人文要素按照一定规律相互交织 ,紧密结合而成的

地理环境整体[ 1] 。

究竟如何看待和评价上述两种解释呢 ? 或许来自

生态学的启示是有益的。生态学被定义为是研究生物

个体或群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在生态

学中 ,把由生物参与“制造”形成的土壤 ,既看作生物生

长与发育的环境 ,也将其纳入统一的生物圈范畴 ,研究

其与岩石圈 、大气圈 、水圈的相互作用。有时也将土壤

视为特殊的有机体(土壤圈),研究它与其形成和发展

的环境的关系 ,即土壤的生态研究。由此 ,我们把由人

类活动或由人类参与“制造”形成的社会 、经济 、文化等

比喻成“土壤” ,就不难理解上述关于人地关系的两种

解释。

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是人地关系经典解释的奠基

人 ,他所创立的“人地学”是受达尔文“进化论”生态学

的影响 ,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类推为人类与自然环境

的关系。应该说作为这种生态类推法本身并无错误 ,

导致其“地理环境决定论”错误的根源在于把“人”等同

于生物 ,并无视“人”的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 ,后来一些

学者提出的“人类圈” 、“智慧圈” 、“社会圈” 、“技术圈”

可以认为是对拉采尔的“人”的修正 ,或然论 、适应论 、

人类生态论 、协调论等是对拉采尔“人地学”的发展。

显然 ,人地关系的经典解释应属于生物圈与其它圈层

关系的生态类推。由此看来 , “人类圈”等一些相似概

念的提出是必要的。

人地关系的非经典解释把人类活动的产物———社

会 、经济 、文化作为地理环境的一部分 ,研究人类社会

的生存与发展或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广义的)的关系

是属于另一种生态类推 ,即生物生长与发育和环境关

系的类推。人文地理学的文化地理 、社会地理 、政治地

理等可视为类似“土壤的生态”的研究。

鉴于上述 ,本文认为 ,人地关系的经典界定和非经

典界定并无孰是孰非的问题 ,是源于二种不同的生态

类推 ,在某些方面二者是交叉 、重叠的。在统一的人地

关系中 ,二者的关联及差异可用图 1表示。但由于自然

环境和人文环境具有不同的本征变化周期 ,所以 ,从相

对意义上讲 ,经典解释的人地关系更适合从长时间尺

度理解人地关系的发展 ,非经典解释更适合于从中短

时间尺度理解人地关系的发展。

2　人地关系系统及其一般构型

从一般系统论出发 ,人地关系系统可定义为由人

与地的诸因子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的统一整体。对这

一整体的元素和关系的抽象所形成的概念结构图示 ,

我们称其为它的一般构型 ,根据前面对人地关系的解

释 ,人地关系系统可形成如下二种基本(一般)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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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基于人地关系经典解释的人地关系系统构型

图 1　人地关系的经典界定与非经典界定
Fig.1　The classical and no-class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Human-citivity-Geographical-environment realationship

按人地关系的经典解释 ,人地关系系统可理解为

由人类社会及其活动的组成要素与自然环境的组成要

素相互作用和影响而形成的统一整体。也可称人类与

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系统。在这个系统中 ,作为子系统

的自然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客观物质体系 ,它是由

各种自然要素构成的自然综合体 ,是自然物质发展的

产物 ,人类活动也参与了这一发展的过程。从它对人

类社会及其活动影响的因子来看 ,既包括自然资源 、自

然灾害 ,又包括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生态

关系和功能耦合(由人类活动引起的生态破坏和环境

污染包含于其中)。作为另一子系统的人类社会及其

活动是以主体形式存在的。是由各种社会经济要素构

成的社会经济综合体 ,它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和

人类再活动的基础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

其构成要素主要包括人口 、社会 、经济和文化。

由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系统是以人类的持

续生存和发展为系统发展标志的。因此 ,对这一系统

的基本构型也应围绕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主题展开。关

注影响自然环境的一系列人类活动和影响人类社会及

其活动的一系列自然环境以及二者的互馈作用。其系

统构型见图 2。

2.2　基于人地关系非经典解释的人地关系系统构型

按人地关系的非经典解释 ,人地关系系统划分为

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或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广义的)

二个子系统。其中地理环境子系统包括自然环境和人

文环境两大组成部分 ,其可视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

的总环境或人类活动的总环境。对自然环境及其组成

要素前面已做界定。人文环境可认为是人类活动范围

内的社会经济条件总和 ,包括人口 、经济 、社会文化及

其资源形式。

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或人类活动子系统是以其状

态变化的延续性为特征的过程系统。主要由人口再生

产活动 、经济活动(生产—流通—消费)、社会文化活动

和生态活动① 所组成。

与基于人地关系经典解释的人地关系系统构型相

比 ,该系统构型更以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为主线 ,强调

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对人类活动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综

合影响和作用。其系统构型见图 3。

3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及其发展特征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以地球表层一定地域为基础

的人地关系系统 ,也就是人与地在特定的地域中相互

联系 、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动态结构[ 1] 。这种动态

结构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是在特定规律制约下 ,系

统组成要素之间或与其周围环境之间 ,不断进行物质 、

能量和信息的交换 ,并以“流”的形式(如物质流 、能量

流 、信息流 、经济流 、人口流 、社会流等)维系系统与环

境及系统各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 ,如果系

统仅靠内部要素的联系而维持生存与发展 ,那么这个

系统就可称为封闭系统。否则 ,则为开放系统。地球

表层人地关系系统就可近似的看成是一个封闭系统②。

“增长的极限” 、“没有极限的增长” 、“全球可持续发展

理论”[ 2] 代表着当代人类对这一封闭系统生存与发展

的三种观点。

从相对意义上讲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可有封闭和

开放之分。所谓封闭是指系统的发展主要依赖其内部

发展要素的组织(包括要素之间的组织和要素在地域

空间上组织),而与地域外部缺乏社会经济联系。所谓

开放是指系统的发展同时依赖内部和外部的发展要

素 ,在地域关联中求得系统的发展。本文讨论的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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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封闭系统是指在一定时间内 ,不依赖于外界的经常影响或在外部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而具有稳定生存能力的任何系统。自人类产生

以来 ,地球表层一直作为人类的家乡 ,稳定地支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而地球表层以外的环境对地球表层的影响一直是比较稳定的 ,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 ,把它视为封闭系统。

生态活动是一个容量很大的概念 ,包括在克服生态困难和危机方面现有的和计划的措施与活动 ,以及不管怎样涉及生态问题的所有形

式的社会活动的全部内容。(见A·II·乌尔苏勒 ,论“生态活动”的概念)。



关系地域系统的发展主要基于后者 ,并以当今被人类

社会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为指导。由此把人地

关系地域系统的发展特征① 定义为开放性 、人性 、开发

性和协调性。

图 2　基于人地关系经典解释的人地关系系统构型
Fig.2　The classical model of Human-activity-Geographical-environment system

图 3　基于人地关系非经典解释的人地关系系统构型
Fig.3　The no-classical model of Human-activity-Geographical-environment system

3.1　开放性

现代全球性的现代化扩张及其伴随的人口 、资源 、

环境等问题的出现 ,已经把世界统一为一个整体 ,任何

一个国家或国家内部的地区都不能处于完全的封闭之

中。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开放不仅是客观世界发展的

必然 ,也成为系统自身发展的需求。但由于地域特性

和利益的存在 ,又使开放程度存在着差异。也就是说 ,

每个地域虽然是宏观地域的一个层次 ,但它也具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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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发展特征是指以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为主题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应具有的特征 ,不同于我们常说的综合性 、地域性 、动态性 ,但这些特

征是我们认识发展特征的基础 ,故把相关内容与发展特征相结合来描述。



身的发展特征 ,因此 ,也就相应的存在着独立于整体的

区域利益。但承认区域特征和区域利益 ,并不意味着

每个区域封闭性发展 ,而是要积极走向开放 ,增加与外

部的循环与交换 ,实行非均衡发展。其原因在于:第

一 ,任何区域同其它区域相比都不是完备的 ,任何区域

的供给和需求都不是对称的;第二 ,任何区域的区位条

件只有在区域互补联系中才能真正发挥优势 ,获取分

工利益。由此可见 ,任何地域除了维护自身利益和尊

重自身发展特征外 ,还要不断扩大开放 ,从可持续发展

的角度看 ,开放内容应包括经济开放 、文化开放和生态

开放;开放的空间结构应包括国内开放和国际开放。

经济开放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开放的主导方面。

主要指系统与外部地域之间存在着资源 、技术 、资金 、

劳务 、商品等经济要素的输入—输出关系。通过输入

与输出 ,系统可获得基于比较利益和分工利益之上的

贸易利益;还可以通过获得限制区域发展的稀缺因素

或关键因素求得系统的经济发展。对不发达地区或发

展中地区而言 ,还可获得工业化利益。因为这些地区

通过借助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先进技术 、资金 、管理经验

等 ,可以较高的“参照”水平或后起优势 ,缩短自身工业

化所需的时间和过程。

文化开放是指系统不能囿于既有文化的封闭发展

之中 ,应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上 ,不断吸纳和受容外域

的先进文化和技术 ,在文化融合中求得创新和发展 ,虽

然说经济是文化的基础 ,文化产生于经济 ,但对一个地

域来讲 ,通过先进文化的移入或与先进文化融合创新 ,

同样也会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以文化对经

济发展的先导作用为例 ,当 17 世纪西班牙侵入中美洲

后 ,西班牙文化的移入使中美洲经济很快发展起来。

再如二战以后的日本通过引入欧美文化和科技 ,很快

超过了它的西方对手。中国是一个具有深厚农业文明

的国家 ,要尽快走上工业化道路 ,捷径就是在经济开放

中 ,注重吸收工业化国家的文化和科技 ,推动经济快速

发展。但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 ,以牺牲环境和本国文

化谋求经济发展。

生态开放是指人类要有意识的遵循地球的地质大

循环和生物小循环规律。不以区域或国家的界线为限

制 ,注重生态活动的区际联系和国际联系 ,尽可能的防

止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的区际传递。

3.2　人性

在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 ,我们最关心的还是人类

需求的满足。人类需求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的发展而

发展的 ,在采集狩猎社会 ,人类主要用原始技术(石器 、

木器等),依赖天然食物资源来满足个体延续的简单生

存需求。在农业社会 ,人类掌握了农业技术 ,依赖大规

模开发农业资源维持其基本的物质需求。到了工业社

会 ,人类利用现代工业技术(机械 、电器 、社会化大生

产),掠夺性利用不可再生资源和环境 ,以获取高物质

消费的发展需求。正是在后者的驱动下 ,使许多资源

逐渐减少甚至衰竭 ,使工业生产的废弃物大量排放到

环境中而造成环境污染 ,造成自然生态系统的社会经

济容量接近或超过饱和状态 ,同时 ,由于人口的不断增

加 ,各种再生资源也已接近或超过承载极限 ,土地退

化 、森林枯竭等生态破损现象严重 ,这就使得本来不属

于人类社会需求内容的生存环境问题 ,变成普遍的社

会问题 ,生态需求已显著的纳入了人类社会需求的范

畴 ,并与人类物质 、文化需求相交织 ,构成当代以至将

来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需求。显然 ,人类的全面发展

需求单靠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是不能满足的 ,它需要

人口生产 、物质生产 、社会文化生产和生态生产(或称

自然环境再生产)的相互协调 ,亦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的整体进化和发展。

人性 ,即以人为本。发展是围绕“人”的发展 ,围绕

满足人类需求的发展。人类全面需求的特点 ,要求人

类在满足物质 、文化需求的同时 ,要善待自然环境。以

充分使用和最大限度的开发人力资源 、智力资源 、知识

资源和社会资源为目标 ,替代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短缺 ,

拓展资源和环境的相对社会经济容量 ,实现人地关系

地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人”的开发和人类自身的优化是实现人地关系和

谐发展的重要前提。由自然人—经济人—生态人的过

渡正是人性的发展。人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①人自

身发展方式的转变 ,注重发展的质量和人生价值的实

现。 ②人的消费方式的转变 ,注重在生产和生活过程

中 ,对资源的集约利用 ,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 ,由

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改变传统的消费方式 ,由

工业社会的不可持续性消费向可持续消费转变 ,即充

分利用智力资源 、信息资源和可再生资源。 ③人的智

能的转变 ,人类的思维空间是无限的 ,人的智能是负熵

之源。由于人的智能释放与一定的体制 、文化背景密

切相连 ,因此 ,人的智能的转变必须注重人的素质转化

力 、体制及文化的转换力和科技转换力[ 4] 。人的素质

转化力已被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所证明。体制和

文化转换力在比较经济学中多有阐述。科技转换力已

被人类社会广泛接受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 ,

知识经济思想的产生已充分证明这一点 ,不再赘述。

3.3　开发性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发展是靠人类的开发活动维

持的 ,没有开发 ,也就没有发展。但开发内容应有所转

变 ,即从传统的经济开发转向以经济开发为主 ,包括社

会文化和生态开发在内的全面开发 ,使开发 、开放与发

展的内容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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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开发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手

段 ,主要包括经济开发的形式和战略 、采取的措施和手

段 ,以及国家实行的区域政策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

度看 ,经济开发应注重经济 、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

实现开发的结构均衡。但在不同的开发阶段 ,区域经

济开发的模式并不要求相同 ,但不同阶段的模式必须

有机相连。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 ,在现阶段以及未来

的一段时间内 ,中国不可能接受某些西方学者的“低增

长” 、“零增长”观念 ,只能通过开发争取到较高的增长

速度 ,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但这不等于

说 ,只要增长 ,不要环境。现阶段 ,中国经济开发的主

要内容应立足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 ,在兼顾

公平的前提下 ,采取非均衡的开发战略。

社会文化开发主要指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文化创

新 ,增强社会调控结构的转换能力。社会调控结构主

要由人类的价值观念 、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和社会的

组织管理方式组成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 ,价值观念 ,

特别是自然观 ,是指导人类处理人地关系的基本原则。

人类社会的制度安排以及社会的组织管理方式都与价

值观念息息相关 ,价值观念是影响制度安排和组织管

理方式的深层根源。制度安排是规范人类行为的一系

列规则 ,其中涉及人地关系的制度安排 ,是对权力和义

务的规定 ,主要包括资源的产权结构和环境保护 、生态

治理的法规及其保障手段。组织管理方式主要包括人

类社会的组织管理方式 、开发利用自然系统的组织管

理方式 ,也包括人类社会对消费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调

控方式。调控结构不仅直接决定人地关系的基本过

程 ,也通过对技术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调整间接影响人

地关系的发展。而合理的调控结构的建立 ,又有赖于

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文化创新。

生态开发是一种广义的生态活动 ,是人类社会活

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包括与合理的解决生态问题有关

的 、与社会生产和所有社会活动的生态学化有关的人

类活动的所有种类和形式。人们保护和改变周围自然

环境的物质活动 ,生产生态学化和建立生态生产等的

活动 ,以及与形成生态意识有关的精神活动都可纳入

生态活动的范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 ,生态活动

与经济活动应是并行不悖的 ,科学的途径就是建立集

约化的 、合理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注重各种类型资源

的节约 ,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 ,积极发展生态

农业和生态工业。

3.4　协调性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发展是一种以保护自然生态

环境为基础 ,以激励经济增长为条件 ,以改变人类生活

质量和满足人类全面发展需求为目的的发展。所谓协

调 ,就是协调与满足人类全面需求有关的各种人类活

动 ,通过其协同进化使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协调发展。

人类活动的协调主要是对人口生产 、物质生产 、生态生

产和社会文化生产的协调 ,使其形成正向相互作用。

人口生产的正向作用主要是控制人口总量 、提高人口

素质;物质生产的正向作用主要是采取符合可持续发

展要求的经济增长方式 ,即以高效低耗 、少污染的集约

型经济增长方式取代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社会文

化生产的正向作用主要是通过价值观念 、制度安排 、组

织管理方式和科技创新以及教育发展提高人力资本的

产出能力 ,建立适度消费和符合现代文明要求的生产 、

生活方式。生态活动的正向作用是促进资源与环境的

再生 ,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拓展资源与环境

的承载能力。其正向作用图示见图 4。此外 ,由于人地

关系地域系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多层次空间系统 ,

系统的发展还受空间相互作用影响 ,所以协调也包括

区际关系的协调 ,有关内容将在另文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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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ACTIVITY-GEOGRAPHICAL-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
ITS SYSTEM AND ITS REGIONAL SYSTEM

YANG Qing-shan ,Mei Li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 Changchun 130024 , Jilin ,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concept that Human-activity-Geographical-environemnt relationship belongs to the broad

sense biology , consulting biologic model , and considers that the class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Human-activity-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concept(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ctivity and natural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and no-classi-

cal explanation(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ctivity and broad sens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t is not“yes”or“no”pr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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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人类活动的正向作用图示

Fig.4　The co-ordinate effect of human activity

lem.The differences are their different operation means.The classical model of Human-activity-Geographical-environment

system is mainly suited to comprehending development of Human-activity-Geographical-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based on

long term scale , otherwise , the no-classical model is more suited to the middle or short term scale.Based on the above , the

paper deeply inquires into the concepts of Human -activity-Geographical-environemnt regional system and its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s , and defining the later as opening , human , developing and coordinating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Human-activity-Geographical-environment relationship;Human-activity -Geographical-environment rela-

tionship system;Human-activity-Geographical-environment region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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