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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科融合与交叉是当今科学研究的趋势之一。本论文阐述了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研究的综合性、交叉性

和复杂性；概况了学科经济化、社会化和生态化发展历程和特点，总结了经济社会快速革新背景下学科的技术化新

特征；分析了经济社会变革与技术进步背景下学科发展的可持续问题聚焦趋势和技术导向发展趋势，介绍了在这

两种趋势下学科与经济区位研究、社会公平研究、生态要素研究、信息技术研究相关学科的深入融合方式；预测了

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将可能出现关注个体的理论创新、基于空间数据分析的技术创新、融合新产业的应用模式

创新以及重视生态要素的理念创新；尝试提出了新区位理论、空间定制、地理业态等创新思路及促进学科创新的实

现途径。并以此文纪念中国杰出的地理学家吴传钧先生的百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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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文—经济地理学作为一门同时具备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性质的学科，兼具自然科学、社会科

学和哲学等大门类科学之间交叉所形成的综合性、

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和方法体系，奠定了其有效解决

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和社会问题、尤其是

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潜在能力。二战以来，包括

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地理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人

文科学以及技术科学进入了一个大交叉、大渗透的

新的发展阶段，新兴学科不断涌现，专业不断分化，

技术方法不断进步，推动了学科的专业化发展。但

是，学科的过度分化也导致不同学科间的割裂、单

一学科理论基础薄弱与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减退等

一系列现象。人文—经济地理的学科发展也面临

同样的问题，一方面内部专业学科的过度分化导致

“地理”特色减退和解决发展中地理问题能力的减

弱；另一方面，人文—经济地理作为一个整体学科，

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及联系不够，使其解决社会综合

发展问题能力不足。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面临着

全球化、全球气候变化、区域可持续发展等一系列

重大科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应对这些人类共同的挑

战需要多学科融合与创新。人文—经济地理学需

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创新自身的方法论体系和技术

手段；除了强化学科内部各分支学科的融合发展

外，还须兼容并蓄经济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的

理论与方法，积极应用信息技术、空间分析、实验模

拟等技术手段，加强区域和空间视角的学科优势，

提升解决区域可持续发展等复杂问题的能力。本

文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

发展的探讨，认为需要从学科综合交叉和理论创新

出发，加强新区位理论、空间定制、地理业态等方面

的研究，突出技术应用的引领作用，推动学科发展

和解决社会复杂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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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特点

2.1 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概念

人文—经济地理学是以自然圈层和人文圈层

的相互作用、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在地球表层的分

布及其演变规律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学科(陆大道

等, 2003; 樊杰等, 2011)，区域性(或空间性)是人文

—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基础。人地关系地域系

统是其学科研究的核心(吴传钧, 1995; 吴传钧等,

1995)，将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在一定区域范

畴内关联起来综合分析是地理学尤其是人文—经

济地理学者进行科学研究的独特视角。人文—经

济地理学者总是将其观察的世界和事物与现实的

地球表层相联系，探索地球表层某一特征的区域分

布规律和空间建构，其主要任务是：解决地表不同

空间尺度的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按照不同功能、

不同类型的“区域”解析经济社会的变化及其与资

源环境的关系，探索区域的功能、结构、效率以及可

持续发展状态的系统性规律；解析某一特征区域类

型的系统性分布规律；建构区域功效或空间功效。

2.2 人文—经济地理学和其他学科的关联

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学科视角与学科任务使

得它在发展中与其他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中的

物质能量交换、复合物质系统与格局功能演化等既

体现自然规律，也体现社会规律，更体现自然—社

会复合规律，对这些规律的探究具有明显的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交叉特征。所以，从“自然、社会经

济、技术”相组合出发，人文—经济地理学与自然科

学(特别是自然地理学、生态学等)、经济科学(尤其

是政治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等)、社会

科学(如人口学、社会生态学等)和技术科学(特别是

地图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等)有着天然的联系

(吴传钧, 2008)。人文—经济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交

叉重叠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吴传钧等, 1985)。

2.3 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的交叉性和复杂性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地理学主要由单一自然

要素或单一人文要素的专门学科所推动。技术的

进步使得人们对自然要素的度量和把握日益定量

化和精准化，但要素配比过程中的空间、时间和逻

辑组合要求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来指导，需要

在交叉基础上开辟新的研究途径和方法体系(金凤

君, 2003)。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人文—经济地理学研

究对象已由静态描述向动态分析，由定性向精确度

量，由模拟向控制方向发展(吴传钧, 1996)，在与其

他学科深度交叉的进程中，复杂性特征将进一步强

化(王兴中, 2004)。相对于自然科学，当前人文—经

济地理学研究对象——地域系统——的复杂性、不

确定性、非线性、动态性，使得其具有复杂性科学的

特性。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应对复杂多变的事

物通常需要建立比自然地理更复杂的数学模型。

3 新时代下人文—经济地理学发展
特征

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与地表资源环境的关系随

人类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变化，并向广度和深度发

展，人地关系随着经济社会背景的变化而变化。人

类在生产过程中改变的不仅是物质条件，还有地球

表层的资源环境(吴传钧, 2008)。人文—经济地理

学的学科发展，也会在社会和技术的推动下呈现不

同于以往的发展趋势。经济社会的快速变革促使

了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注重“人”的自身发展，也

更加关注资源环境对人生存、生产、生活的影响，以

及经济社会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目不暇接的

技术革新促使人文—经济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一样，

必须跟上技术发展的潮流。人文—经济地理学学

科发展的“区域可持续问题聚焦”和“技术导向”特

征日益明显。

3.1 区域可持续问题聚焦特征

工业文明导致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迅速发展，

人类的定居性不断强化，以国家、城市为活动空间

的基本范式被固定下来。人类在追求多样的景观、

繁荣的经济、丰富的生活和宜居的环境等理想目标

中，总是对国家、城市等特定地域空间的功能、效力

和效率等方面提出要求，这种要求转化为意志和愿

望，导致“人”这一主体对自身赖以生存的地表空间

产生强烈的塑造感和建构动力，营造出多样复杂的

功效区域，成为人类从事“扩大再生产”的工具。这

些功效区域改变了地球表层的结构、功能和稳定

性。而且，人类不合理的空间建构还使自然界面临

超载、系统状态失衡、系统功能失序等一系列困境

(金凤君等, 2013)。作为研究自然圈层和人文圈层

的相互作用、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在地球表层的分

布及其演变规律为基本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区域

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技术手段、工程措施，提出向

生态文明转向的调控途径，是其未来发展的主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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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从客观发展现实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

经济与人口、资源、环境等诸要素间关系不断调整，

人口、资源紧缺、环境保护问题直接聚焦都体现了

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的区域可持续聚焦属性。

作为以自然圈层和人文圈层的相互作用、人类生活

和生产活动在地球表层的分布及其演变规律为基

本研究对象的学科，探索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价值

观、技术手段、工程措施，提出向生态文明转向的调

控途径，是其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从客观发展现

实看，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经济与人口、资源、

环境等诸要素间关系不断调整，人口、资源紧缺、环

境保护问题直接聚焦都体现了人文—经济地理学

学科的区域可持续聚焦属性。

3.2 技术导向特征

近30多年来，人文—经济地理学科自身的发展

与建设，以及计算机技术、地理信息技术、卫星定位

技术和遥感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文—经济地理学

开展区域综合研究、要素综合关联研究和区域系统

模拟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地理空间探测技术迅速

发展，新的观测和环境检测手段极大地提升了获取

地理信息的能力(李威蓉等, 2017)。另一方面，新技

术促进了一系列新兴产业和新业态、新模式的产生

与发展，扩展了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研究领域。新

产业空间越来越成为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前

沿(白孝忠等, 2015)。在技术迅猛革新的大环境下，

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技术导向趋势会日益明

显。互联网平台和信息通信技术支撑下的区域经

济科学组织技术，基于资源环境和空间分析技术的

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与预警技术，基于大数据

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与模拟

技术，基于空间分析工具的空间规划技术，也体现

了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技术导向属性特征。

4 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学科融合方向

社会发展过程中，许多现实问题破解需要综合

运用多个学科领域的知识，这种需求是学科间理

论、方法及技术交叉融合的动力(郝若扬等, 2017)。

人文—经济地理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及

技术科学呈现过大交叉、大渗透的局面，这些交叉

渗透不只是不同领域间的互助合作，而是有关学科

理论和方法的交融(吴传钧, 1998)。吴传钧先生于

1985年明确提出，经济地理学要在理论和方法上加

强与经济、社会和生态有关学科的交叉融合。30多

年来，这个观点为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发展发挥

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吴传钧等, 1985)。随着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发展，将进一步相互渗透与交叉、融

合，新技术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等领域的影响逐渐

加深，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使学科间的界线更加模

糊，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和经济、社会、生态、技

术研究领域的交叉融合趋势更加清晰。

4.1 与经济学在聚焦区位研究方面的融合

人文—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有着天然的联系，

经济地理学既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也是经济学学

科体系的组成部分。经济学关于资源利用、生产布

局、国土整治、地区开发等研究与经济的区位研究

息息相关。人文—经济地理学关于区位研究、产业

布局、区域发展分析、资源技术经济评价和生产效

益预测研究，又以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为基础。

新技术的应用不断深入，经济生产的空间组

织、分工、分配关系等也将发展深刻变化，信息化、

全球化、服务化、金融化改变着经济的发展趋势和

发展方式，新产业形态和模式使得资金、技术、劳动

力、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共生融合将突破原有经济

要素的空间约束(唐浩, 2014)。进入 21 世纪以来，

我国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属性进一步突出，

大量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成为人文—经济地理

学的常用理论或方法。经济学研究对经济区位的

话题也逐渐成为热点，并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针

以及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发挥积极主动作用(刘卫

东, 2015)。聚集区位研究是人文—经济地理学与

经济学交叉融合的重要形式。

4.2 与社会学科在聚焦社会治理方面的融合

社会发展是人地关系演进的基本动力(吴传

钧, 1991; 马润潮, 1999)。吴传钧先生曾指出，人文

—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社会因素越来越重要。有关

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区域分工合作的地理学研究，

很多都融入了社会因素的分析(李靖, 2015)。人文

—经济地理学和各类社会学科的共同目标是促进

社会公平，优化社会秩序。

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社会是基于区域视角

研究社会空间关系，关注社会群体和社会要素的空

间状态，关注社会活动空间特征、空间差异。本世

纪以来，我国的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与社会学科

融合越来越深入，关注的社会问题涉及流动人口、

治安犯罪、贫困，城市化、社会阶级等社会问题(方

创琳等, 2011)，与政治、民族、宗教、军事等学科的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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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也逐渐出现。此外，人文—经济地理学也出现了

与虚拟网络问题融合有关的研究(安德森等, 2009)。

社会治理也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点

领域，人文—经济地理学具有的空间视角将在社会

科学研究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4.3 与生态学在聚焦生态要素可持续利用方面的

融合

吴传钧先生认为：人改造自然的同时也依赖自

然界，需要生态学的观点协调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

的关系(吴传钧等, 1985)；地理学的根本任务在于认

识和保护地球表层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协调

人与自然的关系、谋求社会可持续发展(吴传钧等,

1995)；生态学既研究自然也研究人文，其聚焦的研

究领域是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人地关系系统(吴

传钧, 1998)。

人文—经济地理学以人地关系为主旨来研究

人与环境的关系(王爱民等, 2000)，把自然圈层和人

文圈层的相互作用作为基本研究对象之一(陆大

道, 2011)。人与生态之间关系包括调控论、异化论、

目标论、方法论(欧阳玲, 2008)。一些学者认为人受

生态环境约束，如：拉采尔认为人的活动发展受到

地理环境的限制(Platt, 1948)；一些学者认为两者是

交互作用的，如：白吕纳认为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

关联而非单方面作用；地理学者巴罗斯认为地理学

应注重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关注生态系统的

破坏(徐建华, 1995)。生态学为人文—经济地理学

研究提供了研究方法模式，如结构与功能、连锁反

馈、生态平衡观点，以及物质循环、能量交换的测度

方法。人文—经济地理学与生态学的契合在于生

态要素利用的可持续问题。

生态文明是人类发展的文明跃升，除了经济社

会发展观的变革外，生态文明建设也需要经济发展

模式的优化(黄勤等, 2015)，将生态可持续融入到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

过程，遵循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

适应的原则(樊杰等, 2013)。社会的发展必须坚持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赵荣斯等, 2013)。

4.4 与信息技术在空间数据挖掘方面的融合

人文—经济地理学与很多学科都有密切的联

系，不限于经济、社会、生态学相关问题，信息学、计

算机科学与人文—经济地理学的融合也逐渐呈

现。人们在接受现代化服务时产生大量空间信息

数据，基于这些新型数据收集的空间数据研究已经

形成热门(Lazer et al, 2009)。例如，磁条卡或 IC卡

(集成电路卡)技术产生了大量刷卡支付行为，借助

信用卡刷卡数据可分析消费群体的空间分布(De

Montjoye et al, 2015)；公交卡是射频识别(RFID)或

近场通讯技术的应用，通过公交刷卡数据可分析城

市人口的活动规律(Liu et al, 2009)；移动通讯网络

的普及应用产生的手机信令数据可统计分析人与

空间的交互作用(Gonzalez et al, 2008)；虚拟网络账

号的签到信息也可分析人与人的空间关联(Cho et

al, 2011)。

2017年，全球智能手机用户达到 23亿(数据来

源：www.statista.com)。高速增长的智能移动设备

具备快速的移动互联功能、基站定位、卫星定位及

网络定位、图像采集及多接口通讯功能。人文—经

济地理学与计算科学、信息科学、通讯技术、云计

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领域深度融合已成为必然

趋势。

5 新背景下的学科创新点的预测

新的交叉融合背景下，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

对象和方法也在发生变革(陆大道, 2011)，人文—经

济地理学创新可能会在四个方面出现：一是关注个

体的理论创新，二是基于空间数据分析的技术创

新，三是融合新产业的应用模式创新，四是重视生

态要素的理念创新。

5.1 关注个体的理论创新

人类空间行为与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人文

—经济地理学研究核心，人的行为受社会文化以及

空间因素的制约呈现差异性(柴彦威等, 2008)，传统

的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受制于匮乏的信息技术

手段和分析能力，把人作为群体研究，忽略了个体

的差异(Hägerstraand, 1970)，而新的技术发展下，以

个体为视角的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逐渐成为可

能。普通个体的日常生产生活活动状态也可被采

集，为社会公平研究提供素材。

在追求公平、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空间治

理过程中，完全基于宏观群体的分析很难体现对差

异性个体的关注和尊重。人文—经济地理学与地

理学的其他学科相比，更贴近对人的关注，形成人

文特色。人文—经济地理学者们坚持人文为核心

的特色，发挥好桥梁作用，才能让学科在协调人地

关系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新的时代背景下，人

文核心特色既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发展趋势，

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有序的一个途径。未来，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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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人文核心的特点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和深化，可能会在关注个体差异、注重公平性方面

出现理论创新。

5.2 基于空间数据分析的技术创新

新技术使空间信息获取的门槛和成本越来越

低，各种开源空间数据服务平台和能够提供空间信

息或数据的商业服务平台及“应用程序接口”（API）

越来越多。Landsat开源数据可提供专业波段的高

分辨率地表信息，Google地球引擎和地图服务以及

OpenStreetMap等的“用户贡献数据”（UGC）可帮助

地理学者开展非常前沿的人地关系研究(Weiss et

al, 2018)。

在自然地理科学和地理信息科学领域，这些开

源空间数据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人文—经济地

理和自然地理及地理信息学科并没有天然的界限，

这些数据本质上在揭露自然和信息规律的同时，也

密切体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状况。人文视角下的

空间数据分析，将会引起人文—经济地理学的技术

创新发展。

5.3 融合新产业的应用模式创新

地理信息加强服务与需求的空间关联，催生了

新的经济业态。可以预见，新经济的“地理业态”是

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新方向。基于新型的

个体定位技术，经济社会在技术的推动下迅速演

变，产生了新业态及新产业，如网络购物、服务预

定、网络约车、共享单车。若没有新型定位技术、地

理信息服务技术、移动计算设备及移动互联技术的

支撑，服务供应与需求之间难以建立高效的空间联

系，这些新型产业和经济模式就不会出现。

当前，经济活动已经从物理实体空间转化为逻

辑的虚拟空间，传统产业借助新技术已经突破实体

产业园区空间的约束，在虚拟空间中组合(唐浩,

2014)。新产业的发展既需要借助地理信息技术，

也需要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空间理论支持。未来，

人文—经济地理学将会与新产业融合发展，为新产

业提供新的服务支持，引发人文—经济地理学应用

模式的创新。

5.4 重视生态要素的理念创新

生态环境是人地关系的第一个层面，关系到人

类生存的根本。自然地理学对生态要素利用的功

能更多体现在技术实践层面，而人文—经济地理学

则宏观指导人类开发利用生态要素。人文—经济

地理学与自然地理学以及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过

程中，若脱离人文的指导，容易脱离地理学研究的

核心，背离自然要素服务人类发展的价值取向。在

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已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人文—

经济地理学应发挥空间理论的学科优势，促进生态

要素合理有序利用，为人地关系和谐的可持续发展

服务。

6 学科创新突破的实现途径

在人类文明跃升和技术革新的背景下，人文—

经济地理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需要理论创新、

技术创新和研究范式创新，加强学科的地理性和交

叉融合特色，提升对生态要素利用的指导性，关注

学科与新产业经济的融合，注重与信息技术和空间

数据分析。

6.1 新区位理论研究

区位理论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基础理论之

一。传统的区位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工业文明时代

人类活动的地域空间规律。但是随着信息等新技

术的发展，一系列与传统因素不同的新因素开始影

响人类的空间行为，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出现，需要

新的区位理论对其进行阐释与模式化总结。学科

发展面临的新的问题是：如何重新审视物质空间中

的区位及其作用；如何建构信息空间语境下的区位

内涵与基本范式；如何评价与界定“流空间”区位；

等等。因此，新区位理论的创新突破方向可能是：

第一，新区位理论的基本内涵与框架；第二，新区位

理论的基本范式；第三，新区位理论的关键因素与

作用机制；第四，新区位理论对现实世界和未来世

界的阐释；第五，人文—经济地理学现象新空间规

律与模式的升华。

6.2 新的空间组织研究

空间结构和空间组织是地理学的核心研究领

域，也是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直观表达。传统的空

间结构与组织研究多集中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社会

经济各组成部分及其组合类型，以及空间相互作用

和空间位置关系，依据的是传统地图学的科学基础

和认知范式。新的文明背景下，人类社会合理的空

间组织应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着力点。需

要解决的关键核心问题可能是: 第一，人类文明跃

升和技术革新的背景下，人类经济社会行为的地理

格式是什么，如何表达？包括功能、格局、强度、效

率和作用关系等。第二，可持续发展理念下人类活

动与自然界的基本作用规律与准则是什么？是基

于自然承载约束的地理范式，还是基于功能、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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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承载的综合评判？不同的导向需要不同的科学

基础与理论。第三，新的空间组织需要彰显空间安

全、健康、发展等空间福利理念，建立综合的方法论

体系。

6.3 空间(区域)定制研究

此处的“空间定制”是指基于生态文明的基本

理念、一系列技术经济评判标准和模拟筛选，对空

间单元功能、模式、效率、强度、准入的强制性约

束。人类发展从要素范式向系统范式转变将是必

然趋势，不得不从“空间中的生产”转变为“空间的

生产”(Lefebvre, 1991)，以一个个规制性功效空间的

构建规范现代社会，发挥着空间治理的作用，也改

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人文—经济地理学的学

科发展历程看，已经经历了空间和空间要素认知、

空间和空间要素解释、空间和空间行为构建等阶

段，随着生态文明理念的不断深化，空间整体定制

和空间行为定制将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主要方

向，目标是形成可持续性规制空间，规制性行为和

规制性社会(金凤君等, 2013)，体现一系列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抑制人类社会的空间欲望和资本的低环

境代价流动，阻止低效率的物质空间建设和损益性

空间行为的发生。所以，在人类文明跃升和技术革

新的背景下，空间行为定制及特定空间单元功效的

整体性定制将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的新课题。

6.4 新经济的“地理业态”研究

“互联网+”的新经济模式确实在改变经济社会

活动的传统经济地理范式和模式，产生了一系列经

济地理现象，权且称其为“地理业态”。这些业态有

其独特的特性和规律，如展现出独特的时空虚拟

性，演进规律的时空动态性，模式的不确定性，空间

轨迹的散乱特征但又有空间统计特性，等等；空间、

时间和要素的相互纠缠产生一系列的“时空域”，一

定程度上在颠覆传统经济地理学的空间认知和地

理模式的基本范式。所以，新经济的“地理业态”的

出现对传统经济地理的理论提出了挑战。人文—

经济地理学面临的任务是研究新经济“地理业态”

基本类型、形成机制、空间偏好规律、统计特性等新

课题。

6.5 空间数据挖掘与地理规律再认知

空间数据的积累为人文—经济地理学规律的

认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借助海量空间数据

和新信息处理手段，可以精准高效地认知人类活动

的基本规律。基于人文—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空间

数据挖掘方法，能够指导数据挖掘更好地为破解学

科疑难问题服务。同时，开展人文空间数据建设将

成为人文—经济地理学中一个重要内容。人文—

经济地理学或许在有些方面可尝试介入式获取空

间数据，甚至参与设计数据库结构和改进数据采

集，让信息技术更加充分地为人文—经济地理学服

务，精准客观地认知地理规律。

7 小结

本文突出了社会进步和技术变革在人文—经

济地理学学科发展变革的驱动力作用。人的行为

受经济社会属性约束，快速的技术变革使各种互联

网相关的新业态蓬勃发展，人与空间交互模式的转

变为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发展带来了活力。信

息技术产业对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的影响已经达

到相当高的广度和深度，具体案例不胜枚举。信息

技术有关学科与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的交叉融合

相关的问题有必要开展更加专门和深入的研究。

本文基于已发生及正在的技术革新开展讨论，

但技术的发展速度往往超过理论研究的进展速度，

如爆发的共享单车可在很短的时间给城市系统带

来空间组织问题。许多经济产业在技术驱动下发

生着巨变，并不断带来新的地理空间问题，如：电子

商务带来的物流系统空间组织问题、自动驾驶带来

的交通空间秩序问题、人口高度聚集产生的安全危

机问题等等。人文—经济地理学学科的发展如何

更有前瞻性地构建空间系统理论，有待在以后的研

究中再进行讨论。

技术革新背景下的人文经济地理学发展演进

规律具有一定的适普性特点，受篇幅限制，本文的

研究未触及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文地理学发展

演进的共性与特性问题。在未来的研究中，人文地

理学在国内外不同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下的

发展和演进差异也将是学科演进值得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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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complexity of human geography, which is comprehensive and frequently

interactive with other scientific disciplines.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issues are core subje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geography discipline, with technological drivers as one of its new features. Sustainability

concerned and technology-oriented are two new characters of human geography in a fast-changing world, and

the discipline is being reshaped by advanced technolog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human geography will interact more with issues of industrial location,

social equity, ecological factors, as well as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Future developments may include: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that give individuals more central place than befo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based on

spatial data analyses; new application models that integrate emerging industries; and conceptual innovations that

that place great emphases on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Proposals on how to realize these changes are

also presented, with new approaches to neo- location theory, spatial and space customization, and geographical

format introduced.

Key words: human geography; innovation of human geography; neo- location theory; spatial and space

regulation and customization; geographical 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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