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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过去半个多世纪 , 我国的自然与社会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 单纯对自然或某一部

门进行的区域刻画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 , 亟待开展中国

综合区划研究工作。编制中国综合区划方案所要解决的重要科学技术问题包括 : 服务对象与

研究目标 ; 综合区划理论体系 ; 地域系统主要要素的变化过程、格局及其相互作用关系 ; 中

国地域系统重要界线的确定 ; 典型区域的辨识及其特征分析 ; 世界地理格局与中国综合地域

系统相互作用 ; 数据的采集、处理、量纲化 ; 综合区划的集成方法 ; 中国地域系统未来发展

情景分析 ; 综合区划方案的动态演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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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开展综合区划编制工作的有关背景
　　区划是制定和实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 , 我国许多老一辈地理

学家的区划成果[ 1～11 ]在我国的农业生产布局 , 以及其他经济社会的各行业都得到了广泛

应用 , 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过去综合自然区划明确以农业生产为服务

目标 , 其他的一些实用性自然区划则涉及到区域经济发展的某一部门。虽然这些研究成果

解决了它们所处年代中的重要经济社会建设问题。但是 , 五十年来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

技术的革新、地理环境格局的巨变 , 使过去的综合自然区划方案 (包括某些部门区划) 已

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发展形势的需要 , 目前必须有跨自然与人文学科的研究对区域进行刻

画 , 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区域发展的认识。这个跨自然与人文的区域刻画就是综合区划 ,

也是黄秉维先生晚年竭力倡导的未竟研究[12 ] 。

111 　过去 50 年我国地理环境的巨大变化及其启示

　　过去 50 年 , 强烈的人类活动与全球环境变化叠加 , 使我国地理环境要素和格局发生

了巨大变化。主要自然过程与环境要素的变化有 : 全球变暖导致气候带明显摆动 , 降水南

增北减使南方洪涝增加、北方干旱日趋严重 , 巨大的物质和能源需求与日趋严重的环境污

染 , 天然水文过程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地理格局变化方面 , 工业化过程带来的经济地理格

局变化 , 改变了人口、城市、自然资源供需格局 , 进而改变了地表景观格局 : 城市交通等

非农用地面积迅速增加 , 大量优良农田被侵占 ; 传统农耕区耕地面积减少 , 而农耕区边缘

的开垦不断增加 , 耕地质量下降 ; 天然林面积减少而人工林面积增大 ; 草原面积缩小、退

化严重 ; 湖泊湿地萎缩 ; 海水养殖面积大增。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着以下多种资源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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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严峻挑战 : 全球变暖情景下的气候风险、耕地与粮食风险、水资源风险、能源风

险、矿产资源风险、环境质量风险、大型工程项目的潜在环境风险等。

　　这表明 : 过去 50 年我国人与环境关系的内涵已发生根本改变 , 需重新认识 ; 经济社

会发展已导致某些环境要素的变化不可逆转 , 对此需积极适应 ; 资源环境已从发展的条件

演变为制约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因素 , 需引起高度重视 ; 解决中国的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

问题需有全球视角 , 需加强国际合作 ; 在中国地理环境特征方面认识的不确定性 , 对未来

社会发展是一种巨大的潜在威胁 , 必须加强对中国地理环境的科学研究 , 做到未雨绸缪。

112 　原有的区划工作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需求

　　我国众多区划方案的提出都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 既是科学的总结 , 又与当时经济发

展的水平和需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致说来 , 20 世纪后半叶我国的区划研究主要服

务于农业生产。90 年代起 , 一些科学家开始注意将区划目标向可持续发展的转移[13～31 ] 。

　　我国已有区划工作尚需进一步完善、深入 : 第一 , 我国的区划研究大多以自然地域系

统的划分为研究对象 , 很少考虑到作为主体的人类在自然地域系统中所起的作用。自然区

划和经济地理区划未能很好地结合起来 , 致使一些内容相关的研究在区域划分上有较大差

异 ,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 第二 , 区划工作大多集中在陆地系

统 , 对海洋系统的关注相对要弱得多。目前尚未制定同时考虑陆地系统和海洋系统的综合

区划方案 ; 第三 , 区划工作多是静态的 , 不能及时反映变化中的自然和人文要素 ; 第四 ,

早期区划多是专家集成的定性工作 , 若干重要界线的确定带有假定、推测成分 , 指标的选

取也有待改进与完善。近年来则出现了单纯模式定量化的倾向 , 但分区界线往往与实际出

入较大 , 采取指标的地理意义难以诠释 ; 第五 , 在区划方案的认定上 , 没有制度化的保

障 , 区划方案作为科研成果 , 而不是一定程序下认定的法律性文件 , 因此并未真正为各地

政府的经济建设规划所吸纳 , 未能达到为可持续发展服务的预期目的。

　　区划必须适应并能为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服务。当前 , 我国正进入构建和谐社会阶段 ,

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阶段 , 全球环境问题和全球经济化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

全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 也提出了新的挑战。考虑到过去 50 年 , 我国地表宏观格局、资

源环境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 , 已有的区划方案 (包括一些部门区划)

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发展形势的需要 , 集成自然与人文要素、涵盖陆地和海洋系统的中国

综合区划研究成为必然[32 ] 。

113 　开展新一轮综合区划研究的时机已经成熟

　　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开展新一轮综合区划研究的必要条件 , 使得采用新技术、新方

法、新资料更深入地综合地认识我国地域系统的分异规律并进而实现中国综合区划研究方

案的构建与动态显示成为可能。第一 , 近半个世纪以来 , 我国已累积了地面台站观测、遥

感对地观测、长期野外观测、实验室模拟与理化分析、社会经济统计等海量时空数据 ; 第

二 , 随着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区划研究工作的深入 , 综合的及部门的区划研究也

获得了很多成果 , 可以为新一轮综合区划提供基本素材 ; 第三 , 以 3S 为代表的地理空间

信息技术 , 不仅在数据管理方面优势突出 , 而且有着强大的数据分析功能。数据库、系统

分析、专家智能、计算模拟、对地观测、空间信息系统等技术的发展为中国综合区划动态

基础平台的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 ; 第四 ,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跨学科交叉的学科发展趋势

和综合集成研究手段为综合区划方法的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 ; 第五 , 国际全球环境变化研

究计划的全面开展、全球化趋势、国内外科技合作交流的加深以及互联网的全面普及为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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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区划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广泛的国际研究背景。

114 　开展中国综合区划研究的意义

　　在充分吸纳以往区划工作的成果、系统分析过去 50 年自然与人文要素的变化过程及

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 , 对我国的地表宏观格局、资源需求格局和社会经济格局进行新一轮

的涵盖陆地和海洋系统的综合区划 , 建立新的、适应全球变化情景的区划体系方案及其动

态基础平台 , 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提供科技支撑 , 为我国区

域、行业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 实现五个统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科学决策的

依据 , 是当今我国各级决策部门和科技界面临的急迫而又具有重大科研意义的课题[32 ] 。

　　全球环境变化研究越来越强调人类社会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影响、响应与适应问题 , 强

调自然与人文科学、科学与政策的紧密结合。综合区划是在其他区划研究工作基础上的进

一步深入 , 它既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 , 也是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综合

区划研究是人与环境系统研究对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理论贡献 , 是当前地域系统研究和全球

环境变化人文因素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 将为人类约束自我行为的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随着新一轮综合区划研究的全面开展和深入 , 通过综合区划理论体系的构建 , 我国全

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研究有望取得重大突破 , 并将带动一批相关学科的发展 , 为国际全球

环境变化人文因素研究提供典型个案。

2 　编制中国综合区划的重大科学问题
　　综合区划首先要解决自然与社会经济的结合 , 建立起中国综合区划的严密完整的理论

体系 , 从典型地区入手 , 逐步建立中国综合区划系统。此外 , 还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综合

区划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应用 , 在国家政策法规制定中的作用 , 以及对世界地域系

统和国际全球环境变化人文因素等研究领域的贡献。编制中国综合区划方案 , 应重点解决

以下几方面的重大科学问题。

211 　研究目标

　　国家目标 : 服务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 ; 全面落实科学发

展观 , 实现五个统筹 ;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科学目标 : 在研究主要地理要素变化过程及其相互作用基础上 , 构建中国综合区划方

案理论体系 , 提出中国综合区划方案 , 为国家宏观调控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

建设中国综合区划方案动态基础平台 , 为多维、多目标和多用户决策提供技术保障。

212 　综合区划的理论体系

　　在服务对象和研究目标的指导下 , 综合区划理论体系应该包括区域分异与划分原则、

指标体系、等级单位以及区划的方法论。我国在区划研究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 应该

在继承老一辈地理学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创新 , 在理论方法上有所突破。

21211 　地域分异规律与区划原则 　综合区划仍然以地域分异规律为理论基础。确定不同

的理论和方法论准则 , 即以划分原则作为指导思想 , 并指导选取区划指标、建立等级系

统、采用不同方法。传统的发生统一性原则、相对一致性原则、区域共轭性原则、综合性

原则和主导因素原则等都是进行综合区划所必须继承的。但由于综合区划首要解决的是自

然与人文相结合 , 因此必须着重贯彻自然与人文因素同等重要的原则 , 即 : 综合区划在进

行区域划分时 , 同时考虑自然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 , 把自然要素与资源、社会经济作为同

等重要的组成成分看待 , 不偏重于任何一方[ 28 ] 。这也是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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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原则的重要方面。没有这一原则 , 综合区划可能类同于综合自然区划或经济区划。考

虑到综合区划研究目标和过程的复杂性 , 需要对综合区划的独特原则进一步探讨。

21212 　综合指标体系 　受资料、技术条件限制 , 早先的综合自然区划方案多在专家会商

基础上 , 先确定界线 , 再探讨能够反映出界线的指标值 , 这是早年间的一种“权宜之计”。

但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海量数据积累的今天 , 在确定刻画区域指标的基础上划定区域界

线就势在必行。关键要解决的是选取什么样的指标 , 在哪一等级的单位使用什么样的指

标。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结合是否就意味着每一区域划分等级单位都以自然和人文的指标进

行刻画 , 还是在不同等级单位上有所侧重 , 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基础科学问题。

21213 　区划的单位 　中国综合区划首先要确定与不同层次相对应的地域单位。不同层次

的地域单位与相应的地域单元如何对应 , 是地域区划单位要解决的一个最基本问题。因为

能刻画自然区域差异的指标数据与刻画社会经济区域差异的数据来源和格式不同 , 社会经

济数据以行政单元统计 , 因而必须解决这两种数据单元的统一 , 即通常所说的自然与行政

界线的统一问题。该问题将在划分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 寻找相应的制图技术突破来实现。

21214 　区划的技术手段与方法 　区划的技术手段主要有叠置法、主导标志法、地理相关

法、景观制图法、聚类分析方法、遥感 ( RS) 、地理信息系统 ( GIS) 和全球定位系统
( GPS) 分析方法等。其中 , 3S 技术在区划研究中有广阔的前景 , 与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

的新的更为复杂的综合区划与动态监测评估任务相适应 , 为综合区划研究从静态走向动态

并充分考虑人类活动的影响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在具体地域单元的划分上 , 经典的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将被应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区划研究的进一步

深入 , 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将不断地被发掘出来。

　　中国综合区划研究方案要涵盖自然与人文因子、陆地和海洋系统 , 因此需要在国内外

相关研究文献分析与评估基础上 , 集成分析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我国地表宏观格局、资源

环境格局和社会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化特点 , 探索把这自然与人文要素、陆地系统和海洋系

统揉和一起的具体可行的综合集成方法 , 确定中国综合区划的方法。

213 　地域系统主要要素的变化过程、格局及其相互作用关系

　　中国综合区划方案的编制需要辨识我国综合地域系统的主要自然和人文要素 , 研究主

要地理要素的变化过程、时空格局及其相互作用机理。重点包括 : 主要自然要素变化过

程、时空格局 ; 辨识中国综合地域系统的地貌、气候、土壤、植被、水文等自然要素 , 研

究其变化过程 ; 整理我国已有部门及综合经济区划方案 , 辨识政策、人口、科技、消费等

人文要素 , 研究其变化过程、时空格局。

214 　中国地域系统重要界线的确定

　　地域界线是区域划分的具体表现 , 与地域体系的划分原则和方法紧密相联系 , 又与等

级单位系统分不开。客观地认识和划定地域界线是揭示区域时空有序性的重要途径 , 在应

用上也有很大的前景和价值。由于绝对的界线在自然界中很难寻觅 , 界线是在模糊的渐变

客观中寻找变率最大的空间 , 可能是一条线 , 也可能是一条过渡带 , 因此历来在区划界线

问题的确定上争论比较多 , 如关于亚热带界限的讨论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一直持续至

今[33～43 ] , 以及青藏高原的界线问题 , 等等。由于早期的区划多是专家集成的定性工作 ,

若干重要界线的确定带有假定、推测的成分。在经济区的划分与界线确定问题上 , 对经济

区是否应有一定的范围和有明确的界线同样存在很多争论[44～45 ] 。

　　由于自然界各现象的发展规律不同 , 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别 , 加上科学资料的详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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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选用叠置法来拟定有关区划单位的界线。

　　综合区划方案中重要界线的确定需要考虑以下几种因素 : 首先选择人类无法大量改变

的因素进行界线划分 , 但同时参考人类活动引起的地理环境界线变化 ; 其次 , 界线必须反

映客观的变化 , 同时考虑潜在的变化 ; 第三 , 界线划分应是模糊的、动态的、量化的 , 可

以考虑用 GIS 的缓冲区分析等有关功能来实现 ; 第四 , 自然界线和行政界线相结合 , 变

动的行政区域界线对区划的影响。

215 　典型区域的辨识及其特征分析

　　根据综合地理学或统一地理学的观点 , 区域研究是体现自然和人文相结合的重要层次

和有效途径。探讨区域单元的形成发展、分异组合、划分合并和相互联系 , 是地理学对过

程和类型综合研究的概括和总结。从地理学角度看 , 可以认为抓住典型区域研究 , 深化对

地域分异规律的认识 , 是与国际接轨、连接全球的桥梁[ 18 ] 。

　　中国综合区划研究方案需要识别中国综合地域系统若干典型地区 , 包括黄土高原、青

藏高原、南方丘陵、喀斯特地区、西北干旱区、农牧交错带、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

京津经济区等 , 研究典型地理单元的地域特征。

216 　世界地理格局与中国综合地域系统的相互作用

　　世界地理格局与中国综合地域系统相互作用研究 , 要着重研究周边国家、发达国家的

地理格局变化以及全球环境变化对我国综合地域系统的影响等诸多问题。具体包括 : (1)

中国地域系统变化对全球环境变化的贡献以及全球环境变化在中国的区域表现 ; (2) 建国

以来我国综合地域系统变化对世界地理格局 (产业布局、经济结构、地域分工、原料来

源、人口分布等) 的影响 ; (3) 全球经济一体化对中国综合地域系统的影响 , 包括国际分

工、地域分工、市场作用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资源消耗的变化、能源生

产与消费、人口流动、对外贸易及旅游等方面 ; (4) 中国战略性宏观结构调整与区域发展

新格局对中国综合地域系统的影响 , 包括产业经济调整与地区经济发展 , 农业结构调整与

地区态势 , 城乡结构调整与城镇化发展 , 基础设施发展及其结构调整 , 能源结构调整 , 高

速经济增长下的环境状况 , 技术创新与空间结构等。

217 　数据的采集、处理、量纲化

　　多源数据的采集、处理、整合与量纲化是综合区划集成方法研究的前提。

　　过去半个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与区划工作研究的全面深入 , 使得我国积累了遥感对地

观测数据、长期野外观测数据、实验室模拟与理化分析数据、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等多源海

量时空数据。在此基础上 , 整理我国已有部门与综合自然区划方案 , 分析单要素区划的理

论、方法、资料、应用前景、特点及局限性 , 整合原有区划方案成果及新增数据 , 建立中

国综合地域系统研究数据库。

　　利用中国综合地域系统研究数据库 , 可以清晰了解目前我国现存自然与人文要素的状

态、存量、格局、结构 , 准确把握我国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瞬时变化 , 结合情景研制工

作 , 实现我国综合地域系统变化的实时监测与监控 , 为更好地应对包括全球环境变化在内

的国内外各种变化提供知识储备与技术支撑。

218 　综合区划的集成方法

　　如何辨识、提取用于综合区划方案的代表性自然与人文因素指标 , 这些指标如何叠加

进而构建合理的动态指标体系 , 是中国综合区划方案的重点和难点。GIS 重视对海量空间

数据的有效管理 , 重视对拓扑结构的管理和拓扑关系的自动生成 , 强调与空间相关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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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空间分析 (多边形叠置、缓冲分析、网络分析等) 和三维模型分析 , 提供多种空间

数据录入和输出手段等等 , 而这些功能正是中国综合区划研究方案及其动态基础平台所应

具备的。利用 GIS 设计建立模型库、图形数据库 , 将各种类型图及等值线图按分布、类

别、属性加以综合分析 , 可以为区划研究提供较为便捷的手段。在具体工作中 , 需要综合

采用专家个人与团体智能、理念分析、模型应用和多学科集成等方法 , 探索区划的综合集

成方法 , 构建中国综合区划的时空模型。

　　以往许多区划其实已经兼顾了自然与人文两大要素 , 譬如我国各时期的农业区划。由

于农业生产具有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过程相结合的特点 , 因而农业区的划分不仅需要

考虑自然条件 , 还要考虑农业经济条件。在本质上 , 农业区划是一种自然 —经济区划。但

这些区划方案的指标选取多为静态 , 而且很少考虑人类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其反馈。

　　综合区域的划分应充分考虑经济社会要素。在自然地带性基础上反映经济要素很困

难 , 但可以在基层单位 (区划的二级 - 三级单位) 加上人文/ 经济要素 , 往上划出区[28 ] 。

就可持续发展而言 , 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比较适当的区域划分 , 即按温度条件划

分温度带 , 在此基础上再按水分条件划分为自然带 , 进而在上述两级区域框架上再叠加流

域界线[14 ] 。在区域综合研究基础上 , 进行区域的比较研究和区域的联系研究 , 然后汇总

为全国区划。当然 , 这只是其中一种思路 , 更加有效的综合集成方法尚需进一步研究。

219 　中国地域系统未来发展情景分析

　　进行综合区划研究 ,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包括全球环境变化以及国

际政治形势变化在内的诸多潜在变化。为此 , 中国综合区划方案应该对中国地域系统未来

发展情景进行分析 , 做到未雨绸缪。

　　中国综合区划研究方案拟根据未来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环境变化、中国人口增长、经济

增长、社会发展、资源开发以及环境保护等变化 , 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时空变化的多种情景

及其资源环境风险进行模拟 , 分析各种应对政策可能产生的时空效应并进行系统评估 , 为

中国综合地域系统的功能优化及政策响应提供科学依据和决策平台 , 以最终为落实科学发

展观、实现五个统筹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服务。

2110 　综合区划方案的动态演示系统

　　为了更好地为我国宏观调控决策服务 , 需建立中国综合区划方案的动态演示系统。该

方案应该界面友好 , 各种数据可以实时更新 , 能动态地反映区划的重要界线 , 并根据用户

需求提供不同层面、不同要素的 (专题) 区划方案。

　　中国综合区划方案动态基础平台应该包括系统总体设计、模块研制、区划方案演示与

分析、系统更新与维护等功能 , 满足各级、各行业决策部门及不同区划单元的演示与分析

需求 , 为我国发展资源环境综合分析、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发展、国防和公共领域科技

创新及多层面、多目标决策服务。通过该平台的构建 , 有望实现综合区划方案的制度化 ,

为中国综合区划方案的贯彻执行提供法律依据。

3 　中国综合区划方案构架
　　图 1 为中国综合区划方案的结构 , 该方案的总体思路为 : 在收集、整合原有区划工作

成果基础上 , 辨识过去 50 年我国自然和人文要素的变化过程及其相互作用机理 , 探索构

建中国综合区划体系的集成方法 , 提出中国综合区划方案 ; 进而通过对未来情景的把握 ,

确定不同用户的需求 , 建立多用户和多目标的动态基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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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 , 研究中国综合区划的理论基础 , 建设中国综合区划动态基础平台 ,

为区域发展政策响应提供科学依据 ; 构建集成考虑自然与人文要素变化过程及其相互作用

机理、涵盖陆地与海洋系统的中国综合区划体系 , 为地球系统科学综合研究提供典型案

例 ; 综合采用专家个人与团体智能、理念分析、模型应用和跨学科集成等方法 , 构建中国

综合区划时空模型 ; 应用数据库、系统分析、计算模拟、对地观测、空间信息系统等技术

建设中国综合区划动态基础平台 ; 挖掘我国区划已有研究成果 , 整合已有数据和新增遥感

对地观测、长期野外观测、实验室模拟与理化分析、社会经济统计等不同数据来源的海量

时空数据 , 构建系统研究数据基础 , 实现数据共享。

　　通过中国综合区划研究的开展与深入 , 将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兼备广泛应用价值和较

强实用性的中国综合区划方案 , 构建中国综合区划方案动态基础平台 , 提交中国综合区划

方案报告 , 以此推动地域系统研究的发展 , 并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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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modern regionalization in China has at tained plentif ul and substantial a2
chievement s in recent 50 years and has made important cont ributions to the socio2economic

const ruction1 Meanwhile ,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 he natural and socio2econom2
ic pat terns in China1 So it is indispensiable to develop comprehensive regionalization as t he

basis of t he sustainable socio2economic develop ment for China1 The main scientific issues

to be discussed are as follows : 1) t he target of service and t he mission of research ; 2) t he

t heory and system of comprehensive regionalization ; 3) t he changing processes , pat terns

and t heir interactions of the main element s in regional system ; 4) t he identification of t he

boundaries between the regional systems in China ; 5) t he identification of typical regions

and t he analysis on t heir characteristics ; 6) t 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lobal geograp hical

pat terns and the comprehensive regional system in China ; 7) data mining , p rocessing and

dimensioning ; 8) t he integrative met hodology of comprehensive regionalization ; 9) scenar2
io analysis for t he f ut ure evolution of regional system in China ; and 10) t he dynamic dem2
onst ration system for t he comprehensive regionalizatio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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