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地理学

日 村山枯司

加拿大在政治上受英国强烈影响
,

而在经济上受美国强烈影响
。

 ! 年代后
,

英国地理学

日益发展
,

于 ∀! 年代进入鼎盛期
。

美国则地理系学生减少
,

有些大学撤消地理学系
、

科
,
地

理学前途未 卜
。

加拿大地理学现状和前途又如何呢#下面全面论述加 拿大地理 学 的特色和动

向
、

学会状况
、

学术刊物
、

课程
、

大学地理教育
、

就业等
。

一
、

加众大地理学的历史 ∃呛纪初以前大学不开 地理课
,

仅中学有地理课程
。

%& %!

年蒙特利尔大学第一次开设地理学课程
,

但并未列为独立的学科
。

%& ∃ ∃年不列颠
·

哥伦 比亚

大学开设地理学学科
,

但是仅是地质地理的合并学科而 且只开 自然地理学课程
,

老师是地质学

者
。

%& ∋(年多伦多大学成立 正式的单独的地理学科
,

%&仍年开始招收研究生
。

%& )搜年在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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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思想状况讲话的猛烈批评 ,准确地讲是 自我批评 − . +
在英国地理学家协会上的争论

。

我这里要着重强 调后两种情况
,

即对在他们中很有威望的人所作的重要讲话进行批评和争

论
,

这种情况对我们是很不习惯的
,

但显然对于他们联合职业地理学家于同一联合会和协会

中则十分有效
。

约翰斯顿常用生动的语言
,

作者特有的语调去评述这一群和那一群人
。

例如
,

他列举地

理学家 《保守派》 和 《现代派》 观点的相似
,

写道 《痛饮吧》 物理和经济模式
,

谈到 《聪明

的人们》
,
《偶象战士一孤家寡人》

,

关于 《宗教》 ,数量和理论革命.
,

关于 《失望》
,

关于夸大 ,譬如讲引用某些新方法就能马上解决世界性问题 .
。

分析的严密逻辑性与轻松自如
,

不拘形式的风格相结合
,

科学的严密性与富有人情味的

语调相结合绝妙地向我们展示 了争论的实质和争论的白热化
,

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描绘出人

类集团中称之为地理学家的那一部分人的概貌
。

格里戈里在这方面就显得比较传统化
,

书中某种思想的创立者
、

宣传者
、

评论者之间的

对抗不甚明显
。

地理科学已牢固地树立了这
‘

一种思想
/

不研究过去
,

不研究趋势
,

就不可有预测
。

但是

很遗憾
,

不知为什么我国的地理学总是不急于传播这一原理
。

我们经常仅仅是热衷于构思她
理学当前的任务》

。

我们至今还没对整个苏维埃政权时期或战后时期地理学的发展作出客观

的历史的分析
。

对地理学的未来
,

预见已形成趋势的命运
,

可能的抉择
,

推动力和障碍
,

《预料》 可能的分歧点等想得也不多
。

我认为有根据说我国在总的战略上有错误—
力图使

研究人员不去研究地理思想史这个从事科学创造必不可少的要素
,

在大学中也不去研究地理

思想史
。

这里我们也对苏联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部的著作表示深深的遗憾
,

他们

只集中研究遥远的过去
。

最后我希望地理学家们
,

不管自己从事的专业是什么
,

都能腾出时间和精力仔 细研究这

两本好书
,

并把这两本书列为研究生和 大学生的必读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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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指导下中国学生获得第一个博士学位
。

%&)∃ 年安大略省麦克马斯特大学成立地理学科
,

它是第 ∃ 个开地理课的大学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地理学 ,地缘政治学 . 对国防‘故略起重要作瓜妥甚薰要性
,
必要性为

国民所认识
。

许多地理毕亚生被政府
、

军队雇用
,

对大学的地理研究提供很多的研究调查费

用
。

人们常说
“
在加拿大是战争创造了地理学

” 。

战后许多大学纷纷开地理课
。

%&) 年蒙特利尔大学成立地理研究所
,

同年拉瓦勒大学开

地理课
。

%&) 一 )& 年多伦多大学地理学科学生多达 %!!! 人
。

地理学老师队伍和学科规模也相

应地扩大 了
。

%&:! 年有 ∀ 所大学有正式的地理系
,

有 ( 所大学设硕士课程
, ∋ 所大学设博士

课程
。

到 %&  !年加拿大主要大学几乎都有地理系科
,

地理学研究体制也很快得到充寒
,

从而

为加拿大地理学打好了基础
。

表 % 有地理系 科的大学 %.

研究生院
大学名称∃. 设里地理系科年份 爪汀下丽州

教师数∋.

注册学生傲

系科 ; 硕 士 <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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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八 !+∃#八 ∃#∃#∃ ∃ 八 ∋∃#八曰∃∃)∃曰∃“∃ 艾伯塔大学

布兰登大学

不列顺‘哥伦比亚大学

布罗克大学

卡尔加里大学

卡尔倾大学

孔科尔第亚大学

圭尔夫大学

拉瓦勒大学

马尼托巴大学

马吉耳大学

麦克马斯特大学

纽芬兰梅莫利阿大学

蒙特利尔大学

握太华大学

昆士大学

里贾纳大学

雷阿森工学研究所

萨斯喀彻沮大学

舍布洛克大学
西蒙弗雷泽大学

多伦多大学

特伦特大学

维多利亚大学

滑铁卢大煞
西安大略大学

威尔弗里特罗利艾大学

温莎大学

温尼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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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地理系科和地理学研究者 ≅. 地理系科 的特色
‘

加拿大现在设有地理系科的大

学共有∋! 所
。

其中∃: 所大学设硕士课程
,

∃! 所大学设博士课程 ,表 % .
。

由温莎至魁北克

的加拿大大城市连绵区集中着%& 所大学
。

操法语的魁北克省有 ( 所大学
,

用法语讲课的大学有

∋ 所 ,拉瓦勒大学
、

蒙特利尔大学和舍布洛克大学.
。

地理学老师人数最多的是多伦多大学
,

%& ∀& 一 %& &! 年度拥有 %) 名教授
,

∃% 名攀教授
、

∋

名副教授
。

其次是约克大学 ,共 ∋∃ 名 .
、

滑铁卢大学 , ∃& 名 .
、

不列颠一哥伦比亚大学,共∃:

名 . 等等
。

美国设地理系科的大学有∃%! 所
,

其中开设硕士课程的有%∋∀ 所
,

设博士课程的 :% 所
。

加

拿大的人 口只有美国的 % 八Α
,

所以按人口平均来说
,

加拿大设地理系科 的大学比美国还多
。

按每一个地理课程的老师编制和学生数来说
,

也是加拿大比美国多
, 、

每一个地理系科的老师

编制
,

加拿大为%&
∗

%人
,

而美国为 %∃
∗

 人
。

Β . 大学老师的学术背景 大学地理老师几乎都是博士
。

在加拿大
,

虽有学派
,

但学阀
、

校友会的愈识极弱
,

取得博士学位后
,

大多转入对于本人研究条件最好的大学工作
,

留在学

位取得大学的研究室当老师的为数很少
。

对:! )名博士进行了调查
,

在加拿大大学取得学位的有∃ %∋ 名
,

占)∃
∗

∋肠
,

其次是美国
,

%) ∋名 ,∃∀
∗

)临 .
,

英国&∀ 名 ,%&
∗

) 肠 .
。

可见一半以上是在国外取得博士学位的
。

%&(& 年以前

加拿大本国培养的博士仅∋: 名
,

到% & ! 年以后增至 % ∀ 名
,

为以往的:
∗

%& 倍
,

这说明 :! 年代以

后设博士课程的大学增多而且不断提高质量以培养高水平的博士的战略是成功的
。

新开设的大学
,

本国培养的博士多些
,

而且年轻化
,

例如% &(∀ 年成立的特伦特大学
,

>

名专职老师中
,

% & ! 年前取得博士学位的仅二名
,

余 & 名都是 %&  ! 年以后取得学位的年轻博

士
。

分析了在职的地理老师的博士学位取得大学的情况
。

在美国获得此称号的人数最多
,

达

%∋ 名
。

担 ! 年代后就减少了
。 多伦多大学有 : 人是芝加哥大学出身

,

其中 ) 名教授都是 %& (&

年前取得博士称号
。

伦多大学地理系
,

有 ) 名教授 ,Β 1 Χ 7 > 6 ,
Β Χ 7Δ 1 > ,

: %
明

1 > Ε Φ Γ ΗΔ> 6 Ι .领导着  !年代多

现在仍很活跃
,

对加拿大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莫大贡献
。

在英国取得

学位的
,

以伦教大学居压倒多数
,

达∃( 名之多
,

但 %&  ! 年以后仅%! 人
。

在加拿大地 理学初创

阶段
,

伦教大学出身的老师对加拿大地理学的形成曾给予很大影响
,

但 ! 年代后作用也降低

了
。

在法国取得学位的
,

以斯特拉斯堡大学最多
,

计 ) 名
,

均在魁北克大学任教
‘

·

3 . 加幸大地理学会 加拿大地理学会成立 于% & :% 年
,

当时会员 :! 人
,

%& ∀∀ 年增 至

ϑ) %)人
。

第一任会长是多伦多大学的Κ
∗

Λ
∗

Μ Χ Δ > Ν Ο
,

学会刊物是 《 = Γ 6 4 Ν > Ν Π ΗΝ > Θ 6 1 Ρ Σ

7Ν ΜΓ 67 》 出 版 到 % 翻娜映
∗

为胡刊
,

到 %& &% 年出到第∋: 卷
。

从 %& 以年起
,

Δ1 7Ι 》,有时称8 6
ΦΕ Τ6Δ Δ67 .刊登会员名单和上 一年会员撰写的论文题目

。

每年出版 Κ Η / 6 4 Σ

%&∀∋ 年 出版应 用

地理色彩强烈的 《= Γ 6 1 56 7Ν Δ Η1 > Ν9 Θ 6 1 Ρ 7 Ν 5 Γ67 》直到现在
。

此刊物相当于美国地理学会的

《= Γ 6 Μ 7 1 Υ6 ΕΕ Η1 > Ν 9 Θ 6 1 Ρ 7 Ν 5 Γ 6 7》
,

现在是季刊
。

每年召开全国性学术大会
,

由于在主要大学已开过好几次
,

尽量不重复地在各地大学召

开 每次有∃!! 一 ∋ !! 名会员参加学术活动
。

%& ∀∀ 年 %) %) 名的会员中
,

一半以上住在安大略州

,了泥名、 外国人会员 %∃ )名
∗

占∀
∗

∀肠其中美国人 &! 名
。

附表列出了会员的职业构成
,

其中大

学老师约 占 % ς ∋
。

从会 员的专业看
,

自然地理学 ∋ ∋∋ 名
,

人文地理学  ∋∃ 名
,

其余是边缘学科

或研究领域不明的
。

按人数排列
,

城市地理学 ∃∋) 名
,

经济地理学 % ∃ 名
,

历史地理学 %( 土名
,

资源地理学 %∋ %名
,

地貌学 %∃ &名
,

环境规化学 %%( 名
,

地域规 划学 %%) 名
,

文化地理学 9洲 名
,

·

∃ ∃
·



土地利用学 &∋ 名
。

因而在人文地理学方面关于城市
、

经济的研究很活跃
+
自然地理学方面则

是资源
、

地貌的研究很活跃
。

三
、

研究活动和专门领域 2 . 大学老师的专门领域 北美的地理学分类
/

先分出人

文地理学
、

自然地理学
、

应用地理学三大部门
,

再分出如下的分支
/

人文地理学
—

农业地理
、

文化地理
、

经济地理
、

历史地理
、

区位论
、

政治地理
、

人 口地理
、

地域开发论
、

旅游地理
、

农村地理
、

社会地理
、

交通地理
、

城市地理
、
地理学思想

+
自然地理学

—
植被地理

、

气候

学
、

气象学
、

环境科学
、

地貌学
、

海洋学
、

土壤地理
、

水资源
、

综合 自然地理
+
应用地理

学

—
地图学

、

土地利用保护
、

地理教育
、

地理信息系统
、

灾害地理
、

医学地理
、

规划学
、

计盆地理
、

遥感
、

其他应用地理
。

在美国大学中
,

开课最多的是地图学
,

至少有 9 名以上老师的大学达 %)% 所
。

其次是城市

地理学 ,%∋ ∀所大学 .
、

综合 自然地理学 ,%∋ ! .
、

文化地理学 ,%∃∋.
。

在加拿大开课最多的是

城市地理学 ,∃: 所大学 .
,

其次是地貌学
,

地理信息系统 ‘各∃) 所 . 咬气畔
、

∗

气象学 ‘∃∃ 所 ,
。

引人注 目的是在加拿大十分重视地理信息系统 ,Θ ΩΞ .的教育
,

有∀! 肠的大学有 % 名以上的专

职教师
。

这个分枝原来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
,

但现在却是加拿大大学更加积极引入Θ % : 设备

和人栋 由于加拿大有大片未开发地区
,

Θ % : 有广阔的活动天地
。

从每一学科配备的地理老师数来看
,

在加拿大有如下的顺序
/

历史地 理学
、

农村地理学
、

社会地理学
,

地貌学
,

土壤学等
,

这与加拿大人口稀少
、

移民多
、

农村地区广大
、

地下资源

丰富
、

自然受到破坏等地理特点有关
。

与美国相比
,

老师较少的是政治地理学
、

地域开发
、

地理教育
、

灾害地理学等分枝
。

总

的说来
,

在加拿大人文地理学
、

自然地理学的老师编制较多
,

应用地理学的编制较少
。

有些大学如卡尔加里大学对∋∋ 个地理学分枝除地理教育
、

灾害地理
、

医学地理外
,

均配

备有专职老师 ,有的老师兼管 ∃
、

∋ 个分枝.
。

也有些大学是在特有的一些学科有其特色
,

如

不列颠哥伦比
一

亚天李蕊自然地理学
、

地貌学
、

气候学的阵营很坚强
。

所 以加拿大既有重视提

高地理学综合性的大学
’

,

也有在特定领域培养高级人材的大学
。

Β . 学术杂志和研究论文 地理杂志中最有 代 表 性
、

最 有权威的是 《= Γ6 3 碑>Ν Π ΗΝ >

1 6 1 Ρ 7 Ν 5 Γ 6 7》,季刊
, %& : %年创刊.

。

其他定期刊物有
/

Ψ

《= Γ6 1 5 6 7 Ν ΔΗ 1 > Ν 9 Θ 6 1 Ρ 「Ν 5 Γ 6 / 》

,季刊
,

%& ∀∋ 年创刊∋
,

, = Γ6 / Ζ
> ΔΝ 7 Η石 (

6

乙云
7 Ν 5斤万 ,每年三期

,

%& 访
一

年仓画刃《
Ψ

于
一

丽
‘

,
Σ 一

’

一‘ 一 二 一 一
丫—

Σ

Σ Σ ‘ 孟一曰
Σ

Σ Σ
Σ

Σ 一 Σ Σ

一 丁冲十 Σ
Σ

一
2 ΩΖ 6 7 Δ 6 > Θ 6 1 Ρ 7 Ν 5 Γ七7》,年刊

,
% & () 年创刊 . ,

《[ 6Ε Δ6 7 > Θ 6 雌 7 Ν 5 Γ Η6 Ν 9 Ξ6 7 Η6 Ε 》 ,年刊
,

一&  !年创刊.
,

,,6 Ν Γ Ε6 7 Ε Π 6 Θ 已1 Ρ 7 Ν 5 Γ Η6 Π 6 ∴Χ 已Ζ 6 4 》 ,每年 ∋ 期
,

%& : ( 年创刊 .
、

《决
! :

Σ

7Ν 5 Γ Η6 ΜΓ ΙΕ Η] Χ 6 6 Δ ∴ Χ Ν Δ6 7 >Ν Η7 6 》,每年 ∋ 期
,

%& ∋ 年创刊.
,
%& (年以前曾用刊名,, ⊥ 6 _ Χ 6

Π 6 Θ 已1 Ρ 7 Ν 5 Γ Η6 Π 6 ⎯ 1 > Δ7 ( Ν 9》. 等等
。

最后两种杂志的论文几乎嘟用法 语发表
。

此外
,

地

理研究者投稿较多的杂志是 《 6 Ν > Ν Π ΗΝ > α 1 Χ 7 > Ν 9 1 Υ ⊥6 Ρ Η1 > Ν 9 Ε 6 Η6 > 6 6 》 ,每年 ∋ 期
,

%&  ∀ 年创刊 .
。

各大学的不定期地理刊物很多 ,附表略 .
。

对 % &  !一 %& :)年发表于,,= Γ 6 6 Ν > Ν Π ΗΝ > 1 6 1 Ρ Σ

7 Ν 5 Γ67 》的学术论文 ,分成地理学方法论
、

自然地理学
、

城市地理学
、

历史地理学
、

地图学
、

计量地理学六类 . 进行了分析
,

可以看出
/

自然地 理学论文
,

几乎均限于地貌学和气候学
,

植被地理学
、

水文学的论文很少
。

自然地理学论文(! 肠写 于%&  ! 一 %&  (年期间
,

%&了(年后有

减少的趋势
。

这与许多地理学者关心人类活动引起的环境变化
、

资源开发对自然的冲击
、

人

地关系等有关
。

城市地理学在加拿大是热门的领域
,

特别是 % &   年后论文数急增
,

其中城市

系统/研究 ,城市内系统和城市群系统. 尤其盛行
。

加拿大地理学者的城市系统概念
∗

研究方



法和个例研究的积累
,

对国外的同类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多半是地区性的
,

尤其是关于南安大略省的居多
,

历史地理学老师也

大多集中在安大略州
。

全国性研究很少
。

%&  ! 年开始的 %:年中
,

论文最多的是计量地理学 ,∀ ∃篇.
。

%& (∋年%
∗

Β Χ 7 Δ1 > 关于计量

革命的论文 ,载于= Γ 6 3 Ν > Ν Π ΗΝ > Θ 6 1Ρ
7 Ν 5 Γ 6 7 β

∗

 瓦) . 引起当时世界地理学者的莫大反

响
。

但是按 : 年的论文总数来看
,

计量地理学论文有减少的趋势
,

计量地理学已不象以往那

么流行了
。

其原因是计量方法的应用已不一般化
,

如果不是新的方法论
、

手法
,

往往被列入

雄市地理学
、

自然地理学等部门中+ 较深入的计量地理研究往往投稿于专门的计量地理学刊

物 《Θ 6 1 Ρ 7 Ν 5 Γ Η6 Ν 9 2 > Ν 9Ι Ε ΗΕ
,

χ > _ Η7 1 >

1
> Δ
沐Μ9Ν > > Η吧》等等

。

与北美的其他杂志相比较
,

在 《= Γ 6 3 Ν > Ν Π ΗΝ > Θ 6 1 Ρ 7 Ν 5 Γ 6 7》 中发表的论文
,

多半是

开博士课程的地理氛老师撰写的,娜:
∗

∀ 肠 .
,

而非大学老师的地理学者的论文仅占!
∗

∋肠
,

所以

该刊物主要是加拿大国内大学老师的园地
,

不论从哪方面说
,

都可说是保守的学术杂志石

衰 ∃ %& ∀! 一 %&∀& 年北典 & 种主要地班杂志论文作者的情况对 比

杂 志 名 称 有博士课程

的地理系

(:
。

∀肠

(∃
。
∀

无博士课程

的地理系

非地理

学者

国外地

理学者

非研究

人员
合计

= Γ 6 3 Ν > Ν Π ΗΝ > Θ 6 1 Ρ 7Ν Μ Γ 6 7

2 > > Ν 9Ε 1 〔 ΔΓ 6 2 Ε Ε 1 6
。

1 Υ 2 Ο 6 7
。

Θ 6 1 Ρ 7Ν Μ Γ 6 7Ε

χ 6 1 > 1 Ο Η6 Θ 6 1 Ρ 7Ν ΜΓ Ι

Θ 6 1 Ρ 7Ν ΜΓ Η6 Ν 9 2 > Ν 9Ι Ε ΗΕ

= Γ 6 Θ , 1 / 7Σ马璐
_ “丽<

α
。 1 Υ Θ 6 1 Ρ 7Ν Μ Γ Ι

Μ Γ Ι Ε Η6 Ν 9 Θ 6 1 Ρ 7 Ν Μ Γ Ι

= Γ 6 Μ 7 1 Υ6 Ε Ε Η1 > Ν 9 Θ 6 1 Ρ 7 Ν ΜΓ 6 7

? 7 Ζ Ν > Θ 6 1 Ρ 7 Ν Μ Γ Ι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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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大学地理教育 在加拿大全国
,

地理学列为社会科学的 , 个部门
,

,− 44一4− 年度

攻读地理学的学生达 . , 7人
,

在社会科学学生中占7
0

/肠
,

居第 4 位
。

与英国相比
,

相对地少

些
。

在研究生院中攻读硕士的占社会科学的 3
0

/肠 5 ./ 人 6
,

攻读博士的占/
0

/肠 5 2 4 .人 6
、

相对地多些
。

从时间上看
,

,− 44 一4− 年与 ,− 4 一 4, 年相比地理系学生增加了0 ,1 倍
,

而社会科学全体

为
0

3/ 倍
,

即低于平均增加率
,

而且每年在减少
。

目前来说还不象美国地理学那样处于危机

状况
,

但如果长此 以往加拿大地理学也可能发生滑坡
。

但是研究生院的状况要好些
,

地理博士生有上升的趋势
,

说明目前的地理博士课程很充实
。

以多伦多大学为例介绍了地理系大学生和研究生的全部教育课程
,

地理 系课程多达 /4 门
,

几乎班盖地理学的全部领域
。

地理系学生毕业后授予学 士称号
,

毕业前必须从下列五种科目中选择一门以取得规定的

学分
,

即 ,6 环境
、

资源管理
,

260 地理学
,
7 6历 史

、

文化地理
, 3

厂

》自然地 理学
, . 6城市

、

经济

地理学
。

研究生院的研 究生
,

约一半是加拿大人
,

余一半是外国人
,

来自英国
、

美国
、

中国的留

学生特别多
。

但是
,

由于留学生的学费高 5为加拿大人
,

移民的约3
0

.倍 6 ,

近年来未获助学 金



的 自费留学生有减少的趋势
。

在加拿大获博士学位的研究生
,

目前找工作较易
,

据鲁宾逊统计
,

%&  ( 一 ∀∋ 年获博士学

位的 ∃!  人中
,

约有 %∋) 人 ,(: 肠 . 任大学老师
,

大学是他们最大的就业 口
,

其中有:∋ 人 ,多

为外国留学生 . 在外国大学任教
。

第二位多的是州
、

联邦和外国政府的行政和研究职务
,

约

占∃! 肠
,

加拿大政府的环境
、

能源
、

矿山
、

资源
、

统计等部门的研究单位录用学位取得者
。

商业方面占 ) 呱
,

城市
、

地域规划
、

环境评价等咨询业占) 肠
。

一
Ψ

主狄
δ

姆鲜一
加拿大地理学的特色< 进入 ∀! 年代

,

美国地理学明显地衰退
,

而加拿大地

理学保持稳定的地位
。

仅有:! 年历史的加拿大地理学在∀! 年代中叶进入成熟阶段
。

从 :! 年代到(! 年代加拿大许多大学纷纷设立拥有硕士
、

博士课程的大规模的地理系
。

当

时由于人才不足
,

不得不依靠外国地理学家
。

 ! 年代后
,

由于地理系科质量
、

数量均提高
,

优秀人才辈出
,

有些人才还名扬世界
。

现在不仅政府的计划部门录用许多研究生
,

到英美名

牌大学任教的也不少
。

与学科日益分化有关
,

加拿大地理学的覆盖面广
。

传统地理学各领域 自不必说
,

地理系

还包含环境科学
、

自然灾害
、

资源问题
、

计算机制图等领域
。

此外许多地理学者活跃 于地域

科学
、

城市交通规划学
、

城市问题
、

地域经济学
、

植物学
、

园林学
、

景观学
、

建筑学
、

地质

学等领域中
。

例如多伦多大学下设 的环境研究所
、

城市
、

交通研究中心中有许多地理学者在

工作
。

%&∀∃ 年多伦多大学地理系合并了城市规划系
。

在 ! 年代以前加拿大地理学中
,

自然地理研究特别盛行
,

英国式 自然地理学居主流
。

其

中地貌学
、

冰川学
、

∗

气候学尤其扎实
。

这是因为加拿大拥有广裘的国上
、

丰富的地下资源
,

对自然地理学的期望高
、

社会需求大的缘故
。

进入 ∀! 年代
,

纯粹的 自然地理学研究衰落
,

处

理自然
、

人们相互作用的环境研究活跃起来
,

资源利用
、

环境评价
、

自然灾害
、

人 为灾害等

的研究很盛行
。

对于引起全世界关心的全球环境问题
,

地理学者也积极发言
,

他们的建议 在

新闻媒介上广为传布
。

地理信息系统研究
,

是近年来流行的领域
,

从世界看正指导着这方面

的研究
。

加拿大地理学
,

应用科学色彩浓厚
。

积极参与监测
、

未来预测
、

政策等的研究
。

对于 目

前需要什么
,

敏感地作出反应
,

迅速回答社会的要求
,

而且迅速地确保必需的人才
。

在地理

信息系统等领域
,

比美国领先
,

吸收许多优秀的研究者
。

优秀人才不仅来自地理学者
,

对于

民间公司
、

其他学科 ,计算机科学等 . 的人才也积极吸收
,

从而提高了地理学的地位
。

对于

研究的资助
,

随课题相差很大
。

自然地理
、

经济地理
、

资源地理
、

应用地理较易获得研究费
,

而文化地理
、

历 史地理较难获得研究费
。

加拿大地理学也存在不少问题
。

第一
、

地理系学生减少
。

原因有二
/

%.  ! 年代中期后大

学不再设置地理系科
。

∃ .初
、

高中教育课程修改后
,

学地理的学生减少
,

地理学在初
、

高中

教育的地位将日益削弱
。

魁北克省的专科学校
,

自%& &! 年起将地理课 目由∃: 个减至 %( 个
,

特

别是 自然地理科目由%! 个减至 : 个
。

这样地理学从主要科 目降为为其他等球教浪务的科目
。

目前

英国地理学繁荣而昌盛
,

初
、

高中的地理学科 目不断加强和充实
,

而加拿大地理学的前途令

人担忧
+
第二

,

大学老师年令构成不平衡
。

%& (! 一 %&  ! 年期间设立 了许多地理系科
∗

而% & !

年 以后很少建立
,

以致大学老师年令构成倾斜
。

老的大学老师急剧老龄化
/

编制不增加的小

规模的地理系科年轻老师很少
。

由于编制限制
,

进入大学的路子变狭 了
。

另外联邦
、

州政府

的研究职务
,

最近也面临与建筑系
、

土木系的学位取得者的激烈竞争
+
第三

,

地 理研究者的

性别比问题
。

尤其是地理系女性毕业生就业机会更少
。

%& ∀∀ 一 ∀& 年度全部学科的大学老师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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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城市郊区的土地利用布局

ε %Ν Δ 3 Γ Η_ Ν φ Χ 9

一
、

增长中的经济 很显然
,

自% &(! 年以来的所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

已使泰

国适应了通过促进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发展来实现工业化
。

自(! 年代的第一阶段开始进 口替代

进程以后
,

 ! 年代的第二阶段又成功发动了生产出 口导向制造业商品运动
。

制造出口品收入

占出口商品总收入的百分比从 %& ∀∃ 年的∋: 肠增加到 %& ∀ 年的:: 肠
,

制造业部门产值占全部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由 %& ∀% 年的∃!
∗

 肠增长到 %&∀ 年的 ∃∃
·

1肠
。

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发

展的方便
,

为私营企业的有效运转创造过渡性环境
,

国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

私营企业提高了其工艺技能
,

通过国际广播网扩大了其贸易和商业银行业 务
,

改善 了管理

和劳动产力并发展了合资企业
。

所有这些发展
,

使泰国逐 步变 成了 一 个新的工 业化 国家

,8 Ω3 .
,

或更怡当地说
,

成了一个新的农业工业化国家 ,8 2 Ω3 .
。

二
、

城市化的发展 城市化的发展可以从第四个国家计划 ,%&  

—
%&∀% . 以来的市

区人口数Δ 和住宅区的显著增加反映出来
,

在这个计划中第一次制订 了区域发展中心政策
。

% &  ∀年全部% ∃ !个市和 ( & (个环带区的总人 口为 %∃ : & ∋ ( : ∃人
,

占全国 总人 口的 ∃ 
∗

&肠
。

然而到

%& ∀ 年
,

城市和居民数分别为 %∋∃ 个市
、

∀% ∃个环带区和 %( ∃ : (&:  人
。

不断增加的城市人 口 占

总人口的∋,.
∗

∃肠
,

年平均增长率为∃
∗

∀ 肠
,

同期乡村人 口从 ∋∃ (∃  &  ∋人增加到 ∋  (∃ ! & ∋&人
,

年平均增长率为%
∗

:& 肠
。

环带区人口从 ) &∋ ∃∋ ∃ 人增加到 ( ( ∋ ! )∋ :人
,

年平均增长率为∋
∗

( 肠 +
城市人 口从 ∀ ∋! %) (

人增加到&( ∃ ( : ∃∃ 人
,

年平均增长率为∃
∗

∋∃ 肠
,

城市住宅与环带区住宅的比率由%&  ∀ 年的 (∃
/

∋∀

变为 %&∀ 年的:&
,

)%
。

这些情况从两方面导致了城市面积的扩大
,

一是市区地域不断扩大
,

二

是在分散的乡村住宅区中的新建地区
。

中心区由四个亚区组成
/

曼谷市区
、

东部区
、

西部区和中部其余地区或者叫上中心区
。

这些地区拥有绝大多数的城市人 口
,

%&∀ 年人口 占全国的: 
∗

∋肠
,

土地面积占全国的)∀
∗

( 肠
。

而东北部地区拥有绝大多数的乡村人 口和土地面积
,

分别占全国的 )∃
∗

! 肠和 )%
∗

!肠
。

城市

化程度最高的中心 区受作为首都和全国重要城市的曼谷市的影响很深
,

这些地区拥有人口

:( !& ∋∃ :人
,

占全国总人 口的卫
∗

:肠
。

受受谷空间伸展
、

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地区是曼谷附近的东部
、

西部和上中心部亚区
,

其

城市人口数Δ 和人 口密度构成分别为% ! :∃ ∋ 一:人
、

%! ∃ ∃ ) ∃ ∃人
、

& %∋ : ∋ (人
、

 ∋ & ∋ % &人和 %: %∋人八 Ο γ
、

一%!  人八 Ο 鸽
、

跳。人八 Ο γ
、

%! :  人ς φ Ο γ
。

其一&  :一 %& :  年间平均增长率很高
,

尤其是东

部地区
,

因东部沿海工业发展规划设置在这里
,

其人 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

%) 肠
。

东北部和 下

。
、弓卜

∗

弓、弓卜
∗

弓卜
目

雌卜
,

程卜、程卜‘ 心卜
∗

程卜, 理卜
δ

嗯卜
‘

弓卜
目

找乒‘理卜
‘

理、 理卜
δ

魂,
,

代卜
δ

雌卜 傀卜 今
Ψ

理卜
∗

雌卜
δ

程、 理卜
δ

程卜
习

代卜
、

代卜
∗

代卜、 吮卜
、

愧卜左卜侣、弓、弓、理卜
目

誉
一‘卜 咤卜

,

女老师占%∀
∗

( 肠
,

而地理女教师仅为 Ρ 肠
。

教授一级
,

女的更少
。

%& ∀∀ 一 ∀& 年女教授仅一人
,

华教授 & 人
,

而地理系女学生却占∋:
∗

&肠
,

女硕士生占∋)
∗

) 务
,

女博士生占∃ :
∗

∋η
。

都相当 α
,

而且每年增高
,

所 以今后应为她们到大学就业创造机会
。

拓 郁华摘译自 《人文地理学研究》 % &&% 年
,

恤 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