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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密集区、老工业基地、陆疆、山区是中国主要的地域类型，也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地

域系统”形成规律、驱动力和作用机制、演化过程与空间格局的重要对象。伴随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

快速发展，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匹配和适应关系正发生着深刻而剧烈的变化，加强上述典型地

区的研究既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强化学科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服务职能的必然要

求。本文分析了中国城市密集区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城市老工业区改造，边境城镇集聚扩散的动力机制，山区

聚落空间、文化景观及其环境与山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总结了在国家重大地域空间规划和

战略咨询中发挥的科技支撑作用以及在典型城市密集区可持续发展、老工业基地振兴、山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等方

面取得的重大研究成果和产生的社会影响。从学科建设和技术方法层面，提出未来要加强城市密集区发展的社

会和生态效应，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与绩效评价，陆疆地域系统演变机理和发展模式，应对气候变化的山区可持

续生计选择、动力、机制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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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的发展特点表现出极大

的差异性。针对于此，从服务国家和地方发展需求

出发，中国人文—经济地理学科在专业领域设置上

结合地方特点和发展需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

领域和比较明显的专业分工，如南京大学、南京地

理与湖泊研究所在城镇密集区的研究方面，东北师

范大学、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在老工业基地

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方面，四川师范大学、成都

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在山区可持续发展和地质

灾害防治研究方面等，均着力较多且成果丰厚，形

成了专业优势和研究特色。本文中，中国典型地区

主要包括城镇密集区、老工业基地、陆疆地区、山区

4个具有显著地域特色和战略意义的地区。

城市密集区是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

既是人口居住的密集区，也是支撑一个国家(地区)

经济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区 [1]。2007-2010

年，国家密集批复了一批区域发展政策和规划，大

都与城市密集区有关。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

纲要明确提出“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

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

以轴线上若干城市群为依托、其他城市化地区和城

市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城市密集

区已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其发展正在受

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人文—经济地理学加强城市密

集区的研究既是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强化学

科在国家城市化和区域发展中的服务职能的必然

要求。

老工业基地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过重大

历史贡献，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其体制性和结构性

原因，老工业基地出现了明显的经济衰退并引发了

突出的社会问题。面向21世纪上半叶中国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的战略要求，全面振兴广大中西部地区老工业基地

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重大任务，老工业基地振兴与

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一

个重要的科学命题。

陆疆区域是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国防安全的战

略屏障，是支撑中国现代化建设重要的能源资源战

略基地和特色农牧业、林果业基地，也是国家对外

开放的重要门户。近年来，陆疆区域研究者们在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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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吸收国内外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陆疆区域实

际进行研究，不断开拓创新，开展了大量具有鲜明

特色的陆疆人文—经济地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工

作。这些成果不仅广泛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的科技需求，而且为陆疆人文—经济地域系统发展

演变、动力机制等科学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平台。

中国是一个山地大国，山区面积(含丘陵和高

原)约占全国陆域国土面积的 70%，山区人口约占

全国的1/3。山区地理环境复杂，分异明显，差异性

大，经济发展受到多方面制约而缓慢增长，人—地

关系表现为开发与保护的尖锐矛盾。中国山区既

是地球表层系统研究的关键区域，特别是在全球环

境变化和人类活动影响驱动下更显示出其重要性，

同时也正在成为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重点和

热点。

2 研究进展

2.1 城市密集区研究进展

面向国家加快区域发展的战略需求，近年来，

中国人文—经济地理学者对城市密集区的研究持

续升温，从理论、方法与应用方面展开了持续探索，

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城市密集区

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 国家层面的城市密集区研究着眼于中国城

市密集区空间格局及其演化，主要研究中国城市密

集区结构体系的组成、空间分异格局以及演化，探

索未来国家的空间开发格局和区域发展战略。针

对快速城市化阶段中国城市发展的新特点，学者们

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密集区识别方法和

标准[2-5]，并尝试将标准判别法与指标划分法结合，

在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空间数据库的支撑下，通过

以GIS为核心的计算机分析方法进行城市密集区

的空间识别[6-7]。

中国城市密集区空间格局的研究也更加深入，

主要通过建立城市密集区发育程度指数模型，测度

中国城市密集区空间结构的稳定性和紧凑度[8-11]、划

分空间结构类型[12]、揭示发展水平差异[13]等，以诠释

中国城市密集区形成发育阶段与空间分异规律。

一些新的研究视角逐渐出现，如从信息流、交通流

的角度研究中国城市体系和城市群的格局和变

迁[14]、从生态学的角度研究城市密集区空间结构模

式[15]等。“生物群落”的学术思想也被引人城镇密集

地区的研究，城镇群落(town community)被认为是

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域空间和生态学功能单元[16]。

作为城市密集区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城

市密集区的演化研究长盛不衰。对建国以来中国

城市密集区演化过程的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密集区

数量逐渐增多，未来仍将继续发育和扩展[17-19]。在

中国城市密集区发育和空间演化的驱动力上，传统

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自然资源、产业基础、技术、投

资、区位条件、体制与政策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交通快速化、新

政策 5 大驱动力成为城市密集区发展的决定性力

量[20]。高速公路被证实对城市密集区的体系结构、

空间布局、职能结构都有深刻的影响[21]。

(2) 典型城市密集区的发展问题受到强烈关

注，研究热点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中原、

山东半岛、长株潭、武汉城市群等地区。近年来，随

着研究进一步深入和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中西部

地区一些正在发育的城市密集区开始进入学者的

视野，如成渝地区、皖江城市带、关中—天水地区

等。一部分研究以典型城市密集区为研究对象，进

行城市密集区的空间范围判定 [22-23]和发展阶段划

分[24]、研究城市密集区的空间结构与演化[25-26]、城镇

体系与规模分布特征[27-29]、区域差异[30-31]等。目前的

研究正在向要素层扩展，探寻人口[32-33]、产业[34-35]、建

设用地[36]等主要城市化要素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

以及优化发展的方向和策略，城市密集区生态效应

的研究也逐渐增多[37-38]。更多的研究则着眼于应用

方面，主要针对城市密集区和区域开发中大量的城

市规划、区域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旅游规划以及各

种类型的发展战略，开展区域发展实践研究。具体

涉及城市密集区的功能定位[39-40]、空间优化[41-42]、产

业分工[43-44]、政府合作等方面。城市密集区的整合

和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城市密集区发展的必然趋势，

也是提升城市密集区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3) 随着城市密集区研究的内容和深度不断扩

展，人文—经济地理学者博采众长，研究方法的综

合化特征日益凸显。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

学、生态学等的研究方法被集成应用于城市密集区

的研究，随着GIS空间分析、数理统计、情景模拟等

技术手段被广泛采用，城市密集区研究已突破早期

的定性描述阶段而进入定量时代。尤其是GIS技

术手段被用于城市密集区的边界划分、建设用地扩

展监测、空间演化模拟、空间结构测度、空间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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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方面，基于Voronoi图、可达性分析划分城市密

集区边界的方法已经较为成熟，ESDA(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探索性空间分析)-GIS方法也

常被用于研究城市密集区的空间集聚格局特征。

利用GIS及数理建模方法，结合社会、经济分析进

行研究正在成为城市密集区研究中很活跃的一个

发展方向。

2.2 老工业基地研究进展

当前中国学术界对老工业基地研究较为关注

老工业基地的特色问题，包括城市老工业区改造、

工业遗产保护、生态工业园区规划设计、现代社区

建设、工业污染废弃地治理等。基于人文—经济地

理学视角的老工业基地研究，表现出以下特点:

(1) 以东北老工业基地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区

域整体上研究老工业基地资源环境和区域发展背

景变化，城乡地域结构、农业地域结构以及地理要

素地域结构变化[45-48]，探索东北老工业基地地域功

能的变化和未来城市与区域功能的定位，区域振兴

总体战略等[49]。

(2) 集中研究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的热点问

题，包括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战略[50-51]、资源型

城市转型对策[52-53]、城市老工业区改造[54-55]、城市群

功能优化[56]、区域经济合作[57]等。

(3) 区域规划和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主要针对

区域振兴和区域开发中大量的城市和区域规划、土

地利用规划、旅游规划以及各种类型的发展战略，

开展区域发展应用实践研究。

(4) 以全国老工业基地为研究对象，研究中、外

老工业基地对比与启示、老工业基地城市界定与类

型划分[58]、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59]、区域援助政策

以及老工业基地振兴效果评估[60-61]，等。

2.3 陆疆研究进展

以资源开发为主导的区域经济提升是近年来

陆疆区域发展的显著特征。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

快，使陆疆区域集聚扩散的动态演进更为显著。针

对区域发展的现实需求，围绕区域发展的阶段性特

点和地域性特征，陆疆人文—经济地理研究的视角

和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并取得显著进展。

(1) 边境区域开发及跨国合作的理论与实证研

究。边境地区开发及其与周边国家的多边合作研

究是陆疆人文—经济地理领域最具地域特色的一

个方向。近年来，学者们紧紧围绕国家对边境区域

开发的战略需求，在次区域合作和边境合作区、对

外开放体系和外向型产业体系构建、跨国旅游、口

岸建设和发展等角度开展了大量研究。在边境跨

国合作领域，较多地关注到湄公河[62-63]、北部湾[64]、

图们江[65]、中亚[66]等跨界区域的共同开发和国际合

作问题。在中国向西开放和中亚区域合作研究中，

提出了“陆心辐射”的理论框架和“一轴两极三翼”

的双向型空间发展战略[67-68]，并以乌鲁木齐、喀什、

吉木乃为案例区进行了实证研究，针对新疆国际大

通道建设、外向型进出口加工基地、边境自由贸易

区、跨国旅游提出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战略构

想 [69-71]。在边境区域自身开发建设领域，新疆、广

西、云南、黑龙江等省区的相关研究中都提出各自

边境开发的空间组织模式[72-73]。

(2) 边境城镇集聚扩散的动力机制研究。总体

而言，陆疆区域城镇集聚扩散的演进和动力机制研

究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 ①典型陆疆区域的城市化

过程和动力机制研究，如天山北坡城镇集聚扩散研

究、塔里木盆地城镇演进规律研究、新疆边境城镇

发展带战略研究等[74-75]；②不同影响要素对城市集

聚扩散的作用机制研究，如产业集聚与城市化的耦

合机制研究，交通网络对城市系统的相互作用研

究，水资源与现代绿洲城市的动态胁迫研究等[76-78]。

(3) 旅游生态安全和自然遗产地研究。自然遗

产地旅游生态安全体系研究是近年来陆疆旅游发

展研究的新兴方向。以喀纳斯为典型区，创建了旅

游生态安全评估、生态设计、生态管理“三位一体”

的自然遗产地旅游生态安全体系[79]。自然遗产地

的旅游生态安全评估建立了基于生态、环境、视觉

景观、地域文化四要素多因子的生态安全评估体

系，并建立了基于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的生态管理

模式，及当地居民参与利益分配、经营管理和决策

保护的社区参与模式[80]。针对民族文化与丝路古

迹开发与保护研究，提出了旅游文化树的理念[81]。

根据丝绸之路地域文化空间格局与地域分工，提出

了丝路古迹原样保护、风貌式保护、发展式保护三

级保护模式和文化保护区、旅游景区与社区经济发

展三结合的文化产业经营模式。

(4) 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基于

陆疆自然地理特点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开发利用

研究是人文—经济地理研究一直以来的关注点。

学者们利用 GIS 等技术手段对 LUCC 以及土地扩

展对区域和城市化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82-83]。针

对不同地域水资源的承载力、开发利用效率及对区

1540



30卷 12期 陈雯 等：中国典型地区人文—经济地理研究进展与展望

域经济和生态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在不同时期体现

了不同的特点[84]。能矿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的影

响研究体现了资源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特

点[85-86]。由于中国陆疆区域大多是生态敏感区和河

流的上游区域，因此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生态补偿

日益成为近年来陆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焦

点。以新疆塔里木河流域为例，开展了一系列的资

源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工作，分析了

塔河干流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以及上下游之间的

生态服务价值流转强度，构建出水资源边际效益模

型与弹性模型，计算出渭干河流域上下游之间生态

服务流转量和补偿标准，分析居民支付意愿等可行

途径[87-88]。

2.4 山区

(1) 山区聚落空间、文化景观及其环境研究。

山区聚落研究是山区人文地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

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山区聚落研究主

要集中在空间、文化景观、生态方面。RS与GIS技

术的广泛应用促进聚落空间研究在宏观层面上揭

示其地域特征和演变足迹，使研究内容从聚落的分

布特征扩展至聚落的空间演变规律与影响机

制[89-90]。从研究方法看，在高分辨率的空间信息和

多源数据的支持下，使GIS空间分析与景观格局分

析方法近年来更广泛应用于聚落变化研究。在山

区旅游业日益发展的驱动下，山区聚落文化资源的

挖掘与保护逐渐受到重视，带来了山区聚落文化与

景观研究的热潮。该方面的研究脉络多是从聚落

地域文化分类及特征探讨到聚落建筑文化与历史

相结合进行研究。其中多数学者倡导将山区个性

特征(特有)文化与特色旅游发展相融合，丰富山区

旅游业发展内涵，促进山区经济多样化和可持续发

展[91-92]。近年来，聚落生态环境的研究从聚落生态

环境安全及其预警方面向山区聚落生态系统演变

与生态建设转变，其中生态建设的研究已经不再局

限于探讨建设生态聚落的方略，而是从聚落形成的

生态机制出发，探讨实现聚落生态建设的关键问

题。在学科思想与方法上更多地运用地理学、生态

学、物理学的理论与方法[93]。

(2) 山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近年来，山区

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逐渐增多，其研究主要集中在

单体资源承载力评价与资源环境综合评价两方

面。目前主要是基于相关理论基础侧重于实证研

究，即应用已有的模型计算特定区域的资源环境承

载力。研究方法由最初的单要素评价向综合评价

转变。应用较多的分析方法是生态足迹模型，其中

多数学者应用该模型揭示区域的生态赤字状况，认

识山区资源承载力动态变化，探究人均生态赤字状

况[94]。而资源环境基础支撑能力综合评价方法弥

补了目前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单一的缺陷。

2008年汶川地震后，在灾后恢复重建前期，地震灾

区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受到高度重视，推动了服

务于地震引发的复杂自然灾害群的灾后重建的资

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95]。

(3) 基于山区开发和灾害风险管理的人地关系

研究。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重大基础设施(高速路、

铁路、水电站等)的建设，人类活动的范围在不断拓

展，影响强度在不断加大，环境灾害不断发生，尤其

是在强震作用和极端天气的影响下，山地灾害风险

增加，以及建设移民、环境移民、灾后异地重建不

断发生，人地关系出现了新的时空变化，其人地关

系的响应与适应为人文—经济地理研究带来了新

的课题。已有学者借助 3S技术，从人地关系协调

的角度探讨了山地灾害与环境整治的人文途径，分

析了山地灾害分布、发生、危害及其防治与人地关

系的相互作用关系[96]。汶川地震之后，更多的学者

开始从防灾减灾角度关注人地关系，研究内容从人

地关系与山地灾害的相互关系扩展到人地关系与

灾区重建的联系，分析高强度人类活动下人地关系

新变化对山地灾害发生的影响[97]，研究重建过程的

聚落再造与生态经济功能。

(4) 山区生计资本评价及农户生计行为研究。

生计的研究已经从宏观视角朝向宏观与微观相结

合的农户生计行为研究。认识到农户是农村地区

可持续行为最基本的行动者，其生计行为决定着资

源的利用方式、利用效率，对生态环境有着深远的

影响[98]。近年来有学者逐渐从微观角度对人类生

计展开了相应的研究，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生态脆

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山区。研究内容从农户生

计资本的现状评价扩展到农户生计行为对土地利

用的影响，从生计资本的贫困效应扩展到生态恢复

与农户生计的相互作用机制 [99-101]。随着农户生计

行为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农户不同的生计策略

下土地利用的差异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目前

的研究主要通过重点与随机抽样、参与式农村评估

和景观格局分析来探讨农户生计行为对土地利用

类型、集约化程度、利用效率等方面的影响。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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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修复与农户生计的相互作用机制方面，主要是国

内一些学者结合全球变化对生态的影响和农户生

计关联关系展开的研究。研究内容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区域生态退化和实施生态修复(退耕还林还草)

对农户生计(生计资本类型、生计策略)的影响；二是

农户生计行为变迁对生态系统的影响[102]。

3 重大成果与社会影响

3.1典型城市密集区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科院所属的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东北地

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新

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等多家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

围绕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特征及动力机制，城

市化发展的区域类型划分，城市化发展的资源环境

效应，典型都市密集区发展、都市密集区协调发展

战略及支撑体系建设等方面展开了积极的研究，调

查范围遍及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辽中南、成渝、

武汉等地的城镇密集地区，研究内容涉及经济区划

分、城市化过程与格局、城镇体系、空间整合、区域

差异、产业发展以及城市密集区协调发展等方面的

内容，重点针对城市密集区空间蔓延态势及其可持

续发展问题，着重分析城市化过程中人口、产业、建

设用地的分布演变过程及其对资源环境的胁迫影

响，从而提出空间优化开发的方向、模式及其路

径。该项目为近年来关于城市地理学和区域地理

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的综合性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成

果[103-104]，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健康城市化提供

了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并对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

基础。

3.2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受国务院东北振兴办、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委托，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和东北

师范大学牵头，联合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

态研究所等多家单位，编制完成了《东北地区振兴

规划》，该规划明确把东北地区培育成为国民经济

新的重要增长区域的目标和途径，即到 2020 年全

面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努力将东北地区建

设成为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重要经济增长区

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国家新型

原材料和能源保障基地、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和农牧

业生产基地、国家重要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基地、国

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区”。2007年国务院批复原

则同意《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国函 [2007]76 号)。

2011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开始编制《全国老工

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

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

作为主要承担单位参与此项规划任务。这些研究

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文—经济地理学队伍在国家重

大区域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科技咨询作用。同期，针

对东北地区新型工业化、区域合作、沿海沿边地区

开发开放、县域经济发展和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

等，主要地理机构都开展了大量研究，出版了《东北

区域发展报告》和《东北区域发展报告 2008》，适时

跟踪研究了东北区域振兴与可持续发展态势。

3.3 为国家和地方需求提供科技支撑和战略咨询

《天山北坡经济区发展战略研究》针对新疆跨

越式发展的国家需求，明确提出天山北坡经济区发

展的战略方向和具体部署，对产业、城镇等方面给

出明确的发展思路。这些重大的规划工作对陆疆

区域的开发具有战略引导作用，体现了陆疆人文地

理学的特点和学科价值。新疆作为全国主体功能

区规划的试点省区，较早开展了这项工作，建立了

新疆主体功能区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不同区域的主

体功能，将自治区国土空间划分为重点开发区、限

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引导形成人口、经济、资

源、环境相互协调的空间格局。围绕新疆天山申请

世界自然遗产的现实需求，开展了新疆世界自然遗

产潜力区资源调查与筛选和自然遗产地科学基础

研究与遗产价值评估，根据 IUCN和国内资深申遗

专家的建议以及与周边国家竞争与合作关系的综

合考虑，制定新疆申遗战略；研究解决新疆申报世

界自然遗产的科学路径与自然遗产安全威胁的调

控原理和遗产保护的科学途径，为新疆自然遗产地

制定遗产保护标准和管理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该

研究领域填补了世界自然遗产在欧亚腹地干旱区

的空白和在中国西北的空缺，对于提高新疆国际知

名度、促进新疆世界级精品景区建设、拉动地方经

济发展并带动当地农牧民脱贫致富、稳边兴疆具有

重要意义。此外，在总结国内外经济开发区(特区)

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研究喀什、霍尔果斯经

济开发区的建设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就两个经

济开发区建设的方向、空间布局和保障条件提出咨

询建议报告。这项工作得到了新疆自治区政府的

肯定，其中部分成果在《国务院支持新疆霍尔果斯、

喀什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2011)中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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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出版系列专著和研究报告

继《中国山区发展报告(2003 年)》对中国山区

发展战略开展了系统性、基础性研究之后，《中国山

区发展报告(2007年)》又对山区聚落进行了系统研

究，新近在深入分析山区发展新动态基础上，进一

步分析了近年来山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阐释了

山区发展的分异性，探究了山区发展若干重大问

题，出版了《中国山区发展报告(2010年)》[105-107]。《中

国山区发展报告》是国情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可

为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指导。

“汶川灾后重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是国务院

组织汶川灾后重建规划的一项重要任务，成果包含

文本、表册、图集三部分。《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

规划——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首先分析研究区

域的自然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评价区域震前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确定其在国家主体功能区中的

定位，再以自然地理环境、地质条件、次生灾害危险

性和人口经济基础等专项评价为基础进行综合评

价，将重建规划区划分为适宜重建区、适度重建区、

不宜重建区，并明确3类重建区城乡、产业布局、人

口安置的基本原则[108]。作为被《国家汶川地震灾后

重建总体规划》直接采用的基础性报告，该成果在

灾区重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体现了科学工作者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重大科技

问题的使命感。“四川省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依据

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分的指标体系，对可利用土地资

源、水资源承载能力、环境容量、生态系统脆弱性等

9项指标进行测算，结合对未来四川全省人口分布、

资源利用、经济发展、生态建设、城镇布局等因素的

统筹考虑，采用指数评价法和综合评判法，进行国

土空间开发评价。最终结合国家主体功能区划成

果，将四川省域划分为国家级与省级 2个层次 8种

类型区。该成果对政府实施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引导经济布局和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

应，促进经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

要指导意义。

4 研究趋势与展望

4.1 城镇密集区研究

(1) 城市密集区发展的社会和生态效应，主要

是城市过度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病以及城市化的生

态影响。城市密集区高密度集聚的结果带来深刻

的集聚负效应，高密度、大规模的人口带来的慢性

交通堵塞、长时间通勤的常态化、居住环境的低劣、

环境污染的高度集中和热岛效应等各种问题已经

开始严重困扰中国城市密集区的发育和发展[4]。城

市化空间形态与区域资源环境约束性因子的相互

作用机理、城市密集区协调发展的相关对策研究等

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2) 不均衡的城市化空间增长导致的区域差异

扩大及其城市化政策响应。由于城市密集区的迅

猛发展导致落后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被城市密集区

所汲取，在给城市密集区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

拉大了内陆地区与城市密集区城市化的空间差

异。国家的公共政策可以与城市化空间形成互动

作用。因此，劳动力流动政策、户籍政策、就业政

策、公共住房政策、社会保障政策、行政区划调整政

策、城市土地使用政策、投融资政策等满足中国城

市密集区发育和繁荣的政策研究显得尤其重要[1]。

(3) 转型经济及其增长对中国城市密集区空间

布局的影响。未来中国生产力布局的宏观格局和

经济开发的重点仍然集中在沿海地区、沿长江地

区、沿欧亚大陆桥地区，城市密集区将成为中国未

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增长

极。但是随着经济结构从工业生产转向服务业，工

业化推进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将发生质的变化[1]，如

此将对中国城市密集区的空间布局产生重要影响，

这将是未来城市密集区研究的重要内容。

4.2 老工业基地研究

(1) 老工业基地地域结构演变与功能提升。老

工业基地振兴引起地域结构的深刻变化，要研究地

域结构变化的空间效应及老工业基地自身功能和

地位转变方向，探索老工业基地的区域创新机理。

(2) 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与新型工业化。老工

业基地将转变成新型工业化基地，实现功能转变，

要研究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布局，传统

优势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协调发展途径，能源、资

源高效利用与低碳循环经济，产业集聚与资源环境

协调等。

(3) 老工业城市再生与新型城市化。从全球城

市网络和区域城市体系关联中，重新定位老工业城

市的区域功能，促进老工业基地城市功能联系及城

市群健康发展，提升老工业基地综合竞争力，发挥

老工业城市区域性中心作用，把城市老工业区改造

和资源型城市转型作为新型城市化的核心任务。

(4) 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资源环境效应。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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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振兴带来新一轮的区域大开发，在解决历史遗

留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同时，还要面对新的资源环境

问题，要系统研究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资源环境效

应，探索可持续的老工业基地振兴途径。

(5) 老工业基地振兴政策与绩效评价。应该按

照分类指导、区别对待的原则，研究识别标准，明确

支持对象，实施差别化的国家区域政策[23]，加强研

究国家、地方、部门出台政策的衔接和优化组合，探

索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的长效机制。对老工业基

地振兴政策效果要给予及时客观的评价，为完善相

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4.3 陆疆研究

(1) 陆疆地域系统演变机理和发展模式研究。

科学认识新因素对区域发展的作用机制，阐述人地

关系演化的时空过程、机制以及政策的社会、经济、

环境效应，揭示其空间格局演变规律。建立人地关

系地域系统理论、区域发展与城市化的理论体系和

集成方法，揭示产业空间分异规律、城乡发展和区

域相互作用原理，在地球系统科学研究中确立人文

驱动因素的研究地位并发挥作用。

(2) 区域发展演变模拟和调控技术体系系统研

究。加强数据及技术支撑平台建设，整合和集成现

有分散的数据资源，建立区域发展基础数据库、开

发和集成分析手段和预测预报工具(模型)、提高成

果可视化表达水平，加强区域发展研究能力。研究

和建立适应干旱区的区域发展状态模拟分析模型；

建立区域人地关系优化调控与情景分析模拟模型。

(3) 边境区域跨国合作研究。从资源开发、市

场开拓、成本收益可行性、国家安全以及国家利益

平衡等方面，开展陆疆区域合作机制与合作模式研

究；陆疆区域安全体系与发展战略研究；国家关系

权衡—平衡—制衡模式与机制；陆疆对外开放的体

系，如边境共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跨境城镇体

系构筑、跨境产业集群重组、国际大通道的建设等。

(4) 陆疆区域跨越式发展研究。研究在区域社

会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水土资源开发效应与生

态系统安全等关键的科学问题，为实现区域跨越式

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丰富陆疆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内容。

4.4 山区研究

(1) 环境变化下的山区人地关系演变的时空

(多尺度)特征、差异性、驱动力和调控机制。关注山

区环境移民、山区建设移民、山区聚落重构过程中

人地关系新的变化和维持机制等新问题。

(2) 山区城镇化与聚落格局调整及其功能提

升。城镇化方向、水平、产业集聚效力和可持续发

展能力将成为研究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山区城镇

化道路与模式探索亟待从理论和实践方面加强。

(3) 应对气候变化的山区可持续生计选择、动

力和机制研究。与山区减贫、脱贫紧密关联，及基

于生态功能区划的生态补偿是热点方向之一。

(4) 山区公共服务布局、效率、机制与区域协调

发展关系研究。从人地关系协调、基础设施配套与

服务效率等综合层面研究山区可持续发展的统筹

机制问题。

(5) 山区发展重大战略问题和对策研究。包括

山区发展的综合规划研究、山区发展法规制定等，

都需要在人文地理学的视角上进一步提升和深化，

促进其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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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in regional types in China, urban concentrated areas, old industrial bases, borderland areas,

and mountainous areas are important objects when human-economic geography scholars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rule, driving force, evolving proces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man-earth relationship regional

system”.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economic system and natural system is changing distinctly. So gett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reas mentioned above is both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economic

geography and the necessary requirement for strengthening the service functions of human-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latest research progress of spatial pattern

and its evolution of China's urban concentrated areas, revitalization of old industrial bases, dynamic factors and

processes in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diffusion, settlement space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

of mountainous areas. And then, we summarize the crucial role of human-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national

important regional planning and strategy consultation, and significant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social influ-

ence of the typical study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centrated areas, revitalization of the old in-

dustrial bases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al bearing capacity of mountainous areas. Finally, from the view of sub-

ject construction and technical methods, we propose several important propositions of future research, including

the social and ecologi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centrated areas, the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poli-

cies and the effect assessment, evolution dynamic and development patterns of borderland regional system, the

choice and mechanism of sustainable livelihood in mountainous areas.

Key words: urban concentrated area; old industrial base; borderland area; mountainous area; research progres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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