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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区域作为地球表面的一部分, 包含若干地理环境内容, 具有一定的环境结构, 同时

区域又是各种资源的承载体, 必然具有资源结构, 区域的资源结构与环境相互交错形成区

域特有的资源——环境结构。两大类资源即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与自然、人文环境相互作

用共同构成了区域的多种资源——环境结构类型, 不同的结构类型对区域发展的作用不

同, 但只有占主导地位的结构类型才有可能对区域发展起导向作用。基于此, 本文用可持

续发展的观点, 提出了区域持续发展的三种资源导向模式, 即自然资源导向型、人文资源

导向型和资源综合导向型, 并对每种模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进一步的划分, 最后对不同

类型资源导向模式的动态转化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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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 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人民

对未来的期盼和寄托。作为国家内部的区域发展问题已愈益引起众多学科及领域内的众多

专家学者们的注意。自然地理学尤其关注发展问题, 区域发展自然是其核心之一。近年来,

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普及, 它给区域发展注入了新的内涵, 区域发展已超出了传统意义

上的经济发展, 而是综合的、多维的持续发展过程, 是人口、自然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

协调发展的过程, 持续发展是区域发展的最高境界。经济增长只是区域发展的一种手段, 而

区域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社会与人类的全面发展。

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实际上是根据区域发展条件、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和发展的目标所

作的高层次、全局性宏观谋划。它是对区域发展本质的全面体现, 是对区域发展作出的总

体定位和定向。关于区域发展战略模式, 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 陈传康先生提出了资

源结构开发导向模式、产业结构开发导向模式、技术结构开发导向模式、贸易结构开发导

向模式等四种模式[3 ] , 有学者根据区域发展的经典理论, 提出了点域、点轴、网络、资源型、

市场型开发与发展等五种战略模式。在上述各种模式中, 资源型开发与发展模式是较普遍

的一种模式, 在我国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本文拟从理论上对该模式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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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的资源——环境结构类型

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辞海》中把资源定义为“资财的来源, 一般

指天然的财源”, 把自然资源定义为“天然存在的自然物, 不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原料”。由

此可见, “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与“自然资源”的含义近似, 所以在很多有关资源和资源经

济学的论著中, 资源即自然资源, 这是比较传统的提法。

近年来,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 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深入人心,

资源的概念已经具有了新的内涵和外延。封志明等认为, 资源包括人力及其劳力的有形和

无形积累, 如资金设备、技术和知识等等, 并把资源定义为“人类在生产、生活和精神上

所需求的物质、能量、信息、劳力、资金和技术等初始投入”[6 ]。王铮等认为, 资源是指具

有社会有效性和相对稀缺性的物质原料、物质形式或某些非物质的环境事物[1 ]。区域的可持

续发展要求我们具有新的资源观[8 ]。尽管目前对资源的概念还未形成统一的认识, 但毫无疑

问, 资源的概念已经远远超出了自然资源的范围, 劳动力、资本、技术、历史文化等也一

样是资源。这样, 资源实际上形成了两大类, 一是自然资源, 二是人文资源。自然资源的

定义我们还是采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提法, 即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条件下, 能够产

生经济价值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如土地资源、水资源、生

物资源、气候资源、矿产资源等。与自然资源相对的是人文资源, 它包括资金、技术、知

识、劳动力、历史文化等。需要指出的是, 旅游资源实际上包括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

资源两类, 我们把它们分别并入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里。

区域是地理学的基本分析范畴, 它是地球表层某一物质实体, 具有现实和潜在的经济

功能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从本质上讲, 区域是地理空间的一种分化, 分化出来的区域一

般具有结构上的一致性或整体性。作为地球表面的一部分, 它可能含有若干地理环境, 也

可能是环境的一部分, 包含有地理环境内容的区域, 必然有其环境结构, 而这种环境又为

区域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源, 如土地、气候、劳动力、矿产、历史文化等资源, 同时区域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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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种资源的承载体, 各种资源都在区域形成一定结构, 所以区域的资源结构与环境结构

相互交错形成区域特有的资源——环境结构[1 ]。不同资源类型与不同环境就形成了多种资

源——环境结构类型 (见图 1)。

由上图可以看出, 区域是一个具有多种资源——环境结构类型的地域, 由于每类资源

具有不同的数量和质量特征, 所以不同结构类型对区域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对具体区域

而言, 总有一种或几种类型占据主导或主体地位, 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主导结构类型, 这

种主导结构类型有可能对区域的发展起着导向作用, 而这正是形成区域发展资源导向型的

基础。

2　资源开发与发展模式

资源开发是区域开发和发展的基础, 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资源保护的问题。

处理好资源开发与资源保护的关系是持续发展的根本问题。资源开发与资源保护是一对矛

盾, 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资源开发的目标是使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使资源得到合

理永续的利用。区域持续发展的资源开发实际上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以生产性为主的开发,

如对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的开发, 虽然对它们也要进行保护, 但保护的目的是使

它们能更好地应用于人类生活和生产; 二是以保护性为主的开发, 如对珍稀动植物及其栖

息地、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历史文化遗产等资源的开发。

区域是一个具有多种资源——环境结构类型的地域, 居于主导或主体地位的资源——

环境结构类型对区域的发展起着导向作用, 所以资源开发与发展模式按这种导向作用从总

体上可以分为三种导向模式, 即自然资源导向型、人文资源导向型、资源综合导向型。

211　自然资源导向型

自然资源导向型是根据区域的自然环境与资源种类、储量和开发条件, 制订区域发展

的主要方向。自然资源是区域发展的基础, 对区域的初期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需要说明

的是, 并不是每一种自然资源都能对区域发展起着导向作用, 有些自然资源如土地资源、水

资源、气候资源是任何一个区域发展都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它们是基础的基础。对区域

发展有导向作用一般是指矿产资源 (包括能源型矿产)、生物资源、自然旅游资源。

环顾全球, 许多著名的工业区域都是在当地的自然资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煤铁资

源上兴起的工业区, 如英国的伯明翰工业区、德国鲁尔区、美国五大湖区、前苏联的顿巴

斯工业区和乌拉尔工业区; 在石油资源上兴起的有美国得克萨斯南部工业区、英国的伯明

翰工业区等等。

我国的许多自然资源开发型经济区都是以围绕该区内某一类或几类自然资源的开发利

用展开的产业活动为主要方向的。最为典型的区域就是东北区, 该区内有丰富的森林、石

油、有色金属、铁矿和煤炭资源, 农业自然资源也较为丰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具有全国

意义的森林、石油、有色金属、钢铁、化工、粮食等主要专门化部门, 实为自然资源导向

型发展模式。一些城市如大庆、鞍山、本溪等形成资源型城市。除此之外还有如山西大同

煤炭基地, 神府——东胜煤田区, 新疆克拉玛衣油田区, 甘肃金昌市的有色金属矿开发等。

在我国, 以保护性为主的自然资源开发也比较普遍。如为保护珍稀动植物或特定生态

系统而建立的自然保护区数在 1997 年已经达到 932 个[9 ] , 其中有 10 个已经加入联合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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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与生物圈计划”; 以自然风光闻名的区域如安徽的黄山市, 广西的桂林市, 川西的九寨沟

和黄龙寺等等。

以生产性开发为主的自然资源导向式是一种传统的发展模式。经验证明它已不完全适

应现代经济发展。由于长期开发, 自然资源已逐渐枯竭, 加上生产的迅速发展, 也必然会

使区域的产业分布和产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从世界范围看, 出现了所谓的“夕阳地

带”和“夕阳产业”, 也就对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的情况亦然, 由于

我国自然资源的重心西偏而资源加工的重心东偏, 广大中西部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都

不深, 大多以原材料向东部输送, 致使生产量受运输能力的很大限制, 同时自然资源产地

与加工地的这种背离倾向, 使自然资源产地对对市场变化缺乏适应力, 往往造成经济发展

的低而不稳波动[1 ]。

212　人文资源导向型

人文资源包括劳动力、知识、技术、资金和历史文化等。它们跟自然资源有明显的不

同, 每一种自然资源可以相对独立地存在并对区域的发展起作用, 人文资源则不尽然。劳

动力是知识、技术的承载体, 知识、技术要是脱离了劳动力, 也就不可能对区域的发展起

作用, 所以三者是融合在一起对区域发展起作用。资金是区域发展的基本条件, 但其作为

一种资源, 对区域发展的导向作用并不明显。综合而言, 人文资源导向型可以分为三种类

型, 即人力资源导向型, 知识技术导向型和历史文化资源导向型。由于知识技术对区域发

展的作用是通过劳动者这一载体来实现的, 所以知识技术导向型实际上是高素质的人力资

源导向型, 它可以融入人力资源资源导向型中, 从而促进区域的发展。鉴于此, 下面仅就

人力资源导向型和历史文化资源导向型进行论述。

21211　人力资源导向型

人力资源是指包含在人体内的一种生产能力, 它是表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以劳动者的

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源, 并对经济起生产性作用, 使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它实质上是指具

有一定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的劳动者, 它不是人口数量的全部, 而是人口数量中具

有劳动能力并作为生产力的部分。它不同于一般的被动性生产要素——自然资源, 而是最

活跃、最积极、最具有主动性的生产要素, 是积累和创造物质资本、开发和利用其他资源、

促进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和促进社会变革的主动力量[4, 5 ]。

“世间一切事物中, 人是第一个宝贵的”, 人力资源具有明显的数量和质量特征, 对区

域发展的导向作用又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 侧重数量的人力资源导向型和侧重质量的人力

资源导向型。

人力资源数量占优势的区域, 适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如在工业方面要多发展纺织、

服装、电器、装配等轻工业; 在农业中采取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经营方式, 同时积极发展乡

镇企业, 如我国东部沿海发展特区与加工区, 就是利用当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有利于引

进外资与先进技术, 促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4, 5 ]。

侧重质量的人力资源导向型实际上是知识技术导向型。人力资源质量占优势的区域, 适

于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 更多地依靠机械化、自动化, 不断更新技术, 提高

社会劳动生产率。高素质的人口和劳动力是发展高层次产业的人才和科学技术基础。典型

的如美国的硅谷, 位于加利福利亚州的圣克拉拉县, 沿谷地延伸 50 多公里。这里是生产大

规模集成电路的地方, 其产值约占世界的 1ö5 左右。美国的硅谷之所以分布于此, 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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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附近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这里有 8 所大学, 33 所技术学校和一系列研究所, 其中斯

坦福大学和斯坦福研究所是美国著名的学术中心[7 ]。后来美国硅谷成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

展高新技术区域的代名词, 如德国南部以斯图加特和慕尼黑为主的硅谷城, 日本的筑波科

学城及北九州南部的硅岛, 英国苏格兰的爱丁堡地区。我国在部分城市也建立了相应的高

新技术开发区或高科技工业园区, 其目的就是以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为导向, 发展高新技术,

开发相应产品。其中最为著名的要数北京中关村地区, 它充分利用以北大、清华和中科院

为代表的几十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这一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 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和资

金密集型产业, 中关村因此成为我国的“硅谷”。

21212　历史文化资源导向型

历史文化资源是一种重要的人文资源, 对区域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 并

以此为导向发展相应的产业, 大力发展旅游业, 从而带动商业、金融等其它服务业的发展。

我国是一个有着 5 000 年文明史的国家,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在历史上对世界的文

明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我国的不同区域也有不同的历史文化沉积, 从而构成区域的

特色, 如古都、古城、古军事工程和水利工程, 历史上一些文人墨客、帝王将相涉足之地,

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等等。所以应该充分发掘区域的历史文化资源, 并以此作为区域发

展的导向, 提高区域的知名度, 吸引外来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对北京来说, 除了古

都这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外, 它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其政治形象也是一种优势, 所以北

京大可以以“长城之邦、东方古都、新华首都”形象为导向, 展示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树立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形象, 发展相关产业, 提高知名度。其他区域如苏州以典

型的东方园林著名, 都江堰市以古代重要水利工程——都江堰闻名, 山东曲埠市以“孔庙、

孔陵”出名, 革命圣地延安等。

人文资源导向型相对自然资源导向型而言是一种升级模式, 其表现形式更为复杂, 而

且每一种人文资源相互交错, 对区域的作用也无法截然分开。对人力资源导向型而言, 我

国的人力资源最为丰富, 但要控制人力资源的数量, 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这就要求国家

和社会重视教育, 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因为只有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 才能提高人力资源

的素质。在以历史文化资源为导向的区域发展中, 要充分发掘区域最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资

源, 加大宣传力度, 同时也要注意保护和维护区域的历史文化形象, 正确引导以此为导向

的产业。

213　资源综合导向型

区域具有多种资源, 每种资源对区域的发展起作用, 但并不意味着每一种资源都对区

域的发展起导向作用。从现实情况看, 单靠一种或一类资源对区域发展进行导向是不可能

的, 而往往是几种或几类资源联合对区域发展进行导向, 即资源综合导向型。从更广泛的

意义上看, 资源综合导向型实际上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每一类资源内部的联合导向, 如在

自然资源里, 有可能是一种或多种矿产资源与一种或多种生物资源的联合导向, 在人文资

源里, 有可能是人力资源、历史文化资源或技术资本资源的联合导向; 二是两大类资源即

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综合导向。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 我们更关注资源综合导

向型的第二层含义, 因为它体现了更高层次的区域发展, 是自然资源导向型和人文资源导

向型的作用整合。

在我国, 资源综合导向型比较典型的区域有京津唐地区和沪宁杭地区。京津唐地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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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华北平原, 以北京市、天津市和唐山市为中心。该区不仅具有丰富的农业自然资源 (如

小麦、棉花等) 和矿产资源, 而且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是北方最

大的综合性发展区。沪宁杭地区以上海、南京、杭州三城市为中心, 地处长江下游, 自然

条件优越, 农业发达, 堪称“鱼米之乡”, 为该区工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加之该区

具有极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得天独厚的交通运输条件, 充分利用国内及国外的矿藏资源, 大

量吸收外来资金和技术, 使得该区成为我国最大的综合性发展区,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业

城市和商业中心。对于相对较小的区域而言, 优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可

以为区域发展导向, 如山东的泰山市以泰山的雄奇和历代帝王将相及文人的涉足闻名, 四

川的峨眉山市以峨眉山的险秀和佛教文化出名, 四川的乐山市以岷江边山的起伏形成的卧

佛和全国最大的石刻坐佛而著名, 江西的庐山县以庐山秀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

淀积而出名。

资源综合导向型是区域发展的高级模式, 它可以使区域的各种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 使

区域内的产业结构更趋合理, 为区域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使之迈向更高的发展阶段。

3　不同类型资源导向模式的动态转化

资源是区域发展的条件, 资源的有效性是与产业相联系的。新的资源观要求我们重视

研究能为某一产业所利用的一切资源。区域产业的布局变化与区域的资源结构密切相关。对

区域来说, 不可能同时具备上述各种资源, 所以我们要使区域资源结构从传统的封闭型转

向开放型资源结构, 从而形成区域间的资源共享, 区域也可以利用其中的一种或几种资源

优势, 吸引区外资源, 进行生产的空间组合, 形成现实生产力, 发挥产业的集聚效应, 促

进区域持续发展, 这种过程实际上就是资源转换即不同资源导向型的动态转化[2, 8 ]。

在自然资源导向型区域, 对自然资源的开发要具有全面整体的认识与规划, 注重自然

资源的综合开发, 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一般说来, 该类区域的发展要经过三个

阶段: 一是自然资源开采、初加工阶段, 这实际上是一种卖出资源或初级产品意义上的开

发; 二是自然资源深加工阶段; 三是资源综合开发阶段。在区域发展初期, 对自然资源开

发主要倾向于直接利用, 即开采和初加工。随着区域的发展, 自然资源开发强度的加大, 资

金和技术的投入, 这时区域发展就步入第二阶段即自然资源深加工, 随着区域进一步发展,

资金和技术的进一步投入, 就可发展与资源开发相关的一系列产业, 使其结构更加多样化,

此时区域发展实际上已经步入高级阶段即资源综合开发阶段, 由于资金和技术的大量投入,

使得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从开采、初加工向深度加工、综合利用发展, 精加工产品、高技

术产品比重不断增大, 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实现资源优势→产品优势→商品优势→经济优

势的转化过程, 使区域发展逐步转向依靠具有较高文化和技能的人力资源, 区域的自然资

源开发与人力资源开发相互综合进行, 促进区域的进一步发展[2 ]。

在人文资源导向型区域, 也可充分发挥区域的优势, 吸引区外资金技术及自然资源等

进行组合。如上海经济区的农业自然资源较丰富, 但其产品主要供当地消费, 要发展强大

的工业, 包括轻工业, 其能源和工业原材料严重不足, 但本区有丰富且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加上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可充分发挥这些优势, 吸引更多的资金和技术, 吸引区外的能源

和原材料, 并对之进行深加工, 其产品销往国内外市场。在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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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也可充分利用这一优势, 发展相关产业, 提高区域知名度, 吸引区外资金技术及其他

资源, 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部门, 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见图 2)。

总之, 区域发展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具有不同的资源结

构, 所以区域发展应该注重各种类型资源导向模式的转换和综合。需要注意的是, 资源导

向只是为区域的发展找到了一个“切入点”, 而非“万能钥匙”, 它不是区域发展的固定模

式, 区域发展到一定阶段, 完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资源导向模式之外的其他发展模式。

也可以说, 区域以资源为导向, 就好比有了块“敲门砖”, 其目的在于开“发展之门”, 引

“八面来玉”, 从而使区域最终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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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en ta tive D iscuss ion on the Resources-or ien ted Pattern s

in Reg iona l Susta inable D evelopm en t

X IE Q iang　W AN G Hong2ya

(D epartm ent of U rban and Environm ental Sciences, Pek ing U niversity　100871)

Abstract: A s one part of the Earth su rface, reg ion con ta in s som eth ing of the geograph ica l

environm en t, so it su rely po ssesses the environm en t st ructu re, sim u ltaneou sly it is a

carrier fo r variou s resou rces and it a lso po ssesses the resou rces st ructu re. T he resou rces

st ructu re and environm en t st ructu re impact on each o ther and they con st itu te the specia l

resou rce2environm en t st ructu re in one region. T he tw o k inds of resou rces w h ich are

physica l resou rces and hum an resou rces, the physica l environm en t and hum an

environm en t, they all impact on one ano ther, so they con st itu te k inds of resou rce2
environm en t st ructu res. A lthough the differen t have differen t funct ion s, on ly w hat lies in

dom inan t po sit ion can be likely to o rien t the regional developm en t. Based on tho se and

from the view po in t of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th is paper b rings fo rw ard th ree k inds of

resou rces2o rien ted pat tern s, they are physica l resou rces2o rien ted pat tern s, hum an

resou rces2o rien ted pat tern s and compo sit ive resou rces2o rien ted pat tern s. Each k ind of

pat tern has been discu ssed, to w h ich subpat tern s are gived. A t last the dynam ic

tran sfo rm at ion among the differen t k inds of resou rces2o rien ted pat tern s has been

analysed.

Key words: R egional su sta inab le developm en t; R esou rce2environm en t st ructu re;

R esou rces2o rien ted pat tern; D ynam ic tran sfo rm 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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