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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文 NATRUE AND HUMANITIES

人地关系是一对既矛盾又和谐的辩证关系 [1～2]，其

思想源远流长，可追溯到古希腊的希波革拉第(公元前

460～前377)所著的《论空气、水和地方》，哲学思想早

在思想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和亚里士多

德的(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著作中就有体现[3]。

对人地观点提出系统理论的首推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 

Ratzel，1844～1904)，他在《人类地理学》中充分阐述了

地理环境对对人类分布和发展的支配作用，虽然他的许多

论断与事实不符。直到现在，人地关系这一名词逐渐为人

们所熟悉、关心和使用，不仅在地理学界，在环境学、生

态学、土地科学、人口学、经济学、农学、社会学界等也

日益引起重视和研究。在查阅大量文献基础上，回顾人地

关系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借鉴国内外经验，展望我国人

地关系研究，对促进人地关系协调发展和“两型”社会的

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人地关系，狭义而言是人口与耕地的关系；广义而

言，人地关系(man-land relationship)并非仅指人口与土

地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和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

系[3]。人地关系理论所谓的“人”，是指社会性的人，即

在一定生产方式下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人；“地”不仅包

括地球系统的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诸要素共同

构成的自然环境，也包括因人类作用而改变了的人文地理

环境[4]。人地关系理论是人文地理学的基础。人文地理学

是以人地关系的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分布、

变化和扩散以及人类活动的空间结构的一门科学，包括物

质生产流通的研究，如经济地理学、商业地理学，也包

括居民及人类居住场所和游息的研究，如人口地理学、城

市地理学、村落地理学、旅游地理学，还包括非物质的文

化意识形态等的研究，如政治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

地理学，此外还包括军事地理学、人才地理学、犯罪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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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行为地理学等[5]，是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吴传钧

强调[6]，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万变不离人类和地理环境

的相互关系这个宗旨。因此，研究人地关系，协调好人类

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是当前迫切的全球性问题，人地

关系为许多学科及全球众多学者所关注并研究是势所必然

的。人地关系的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它

包括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人的能动地位[7]，因此，相关研

究也不断发展变化。

1  国外研究状况

19世纪李特尔创立人文地理学后，人地关系研究开始

成为人文地理学的核心问题[8～9]，并先后形成了侧重于对

人类活动限制作用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反映人类活动的能

动性和地理环境作用的概率特征的或然论、维持人与自然

生态系统平衡的适应论和人类生态学、人类通过文化创造

和文化积累改变地理环境的文化景观论等，现在强调人类

活动与环境协调共生的和谐论逐渐占主导地位[9～10]。英国

的麦金德将人类的历史发展与地球陆地空间位置相结合，

提出了以人地关系为基础的“大陆腹地”概念[11]。阿钦努

的《地理学的理论问题》改变了苏联将自然地理学与人文

地理学割裂的做法，使人地相关的思想重新得到承认[12]。

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地关系协调论逐步被公认。计

量方法、生态理论、系统理论、协调理论和控制理论、感

应理论与行为理论等被引入地理学中，使人地关系的研究

从定性描述为主转向定量与定性结合，对于微观地区的研

究则更加深入，同时“3S”技术等在人地关系中的应用

也不断加强[12]。为了避免空间分析等学派分析的机械性和

将人地关系物化，1976年正式出现了“人文主义地理学”

(humanistic geography)，正面探讨了地理学人地关系中的

人的主观能动性，对地理学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有其独特

的视角分析[13]。

国外研究中注重野外调查，投资大，尤其是涉及生物

多样性的研究。如根据野外调查研究了亚马孙河泛滥平原

自然和人文关系，尤其是生物多样性和乡村发展的关系，

提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农业发展的措施大纲[14]。但是在20

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人文地理的野外研究有所减

少[15]。研究范围广，但主要研究人员和论文的作者仅限于

少数国家。Javier Gutiérrez 和 Pedro López-Nieva[16]对19种

以英文出版的国际地理刊物进行了统计，结果表明美国和

英国的人文地理研究最多，共占73.5%，接下来依次是加

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新西兰、南非、荷兰、中国、

新加坡、瑞典、法国、意大利、日本、德国、希腊等国

家，这一方面反映了语言的障碍，更重要的反映了研究基

础和研究实力。

研究领域比较广泛，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既有

单个因素的研究，也有综合研究，人文、自然结合，学科

交叉性强。具体来说，包括：(1)土地、人口、生物多样性

等较普遍的领域；(2)从灾害的角度研究人类活动与环境的

关系，比如，人类在河流两岸定居和水灾的关系[17]；(3)经

济发展和自然资源的保护[18]；(4)从农用地、未利用地等的

环境成本核算来研究人类活动[19]；(5)还有从权力、知识、

生态等的区别和联系来研究[20]。

2  国内研究状况

我国古代地理学注重人地统一和互动特征，在《山海

经》、《尚书•禹贡》、《周易》、《史记•货殖列传》、

《汉书•地理志》和《齐民要术》等典籍中均涉及自然要

素、人文要素和人地关系的记载和论述，蕴含了天时、地

利、人和的因地制宜思想。但我国古代地理学对人地关系

的描述多为现象罗列或堆积，缺少系统性、具体性和因果

关系的分析[21]。

通过整理《地理研究》等16种国内地理期刊①中的相

关文献知：1980年以前的少，仅占1.5%，1980年以后，

尤其是1990年以后的占大多数(1990～2003年的占87%)；

理论与方法的多，综述其次，译文较少，三者的比例为

84.8:13.0:2.2。参考陆林[22]的文献，对所采用研究方法进

行分类(表1)(有些文章兼用多种方法)，概念性的(如王爱

民等 [23]对人地关系的理论透视)最多，占72.6%；统计方

法(如安树伟[24]利用统计数据分析贫困问题与人地关系)其

次，占14.6%；构造模型(如姜冬梅等 [25]对中国北方半干

旱农牧交错带小区域人地关系演变模式的分析)最少，为

12.7%。从文献的资料来源看(表2)，论文回顾等最多，这

与概念性方法所占比例多是一致的，观察和定性分析、官

方统计的三项基本相当，来源于试验、调查的较少，访谈

的最少，也就是说理论分析较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

进，观察的、试验的上升很快，论文回顾和官方统计的也

快，这与我国统计资料的不断完善及近期的研究增多有

关。从刊物看，《地理研究》、《地理学报》、《地理科

学》、《人文地理》、《经济地理》中文献较多。

除了有关地理的刊物外，还有《中国沙漠》(如孙武[26]

对人地关系与脆弱带的研究)、《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如王建华等[27]对人地关系系统动力学模型的研究)等，及

各大学的学报也有关于人地关系的研究。总的情况是定性

分析多，定量分析少。

我国人地关系研究发展阶段比较鲜明。科学化的人地

关系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期，受西方“科学思潮”和我国

古代地理学特质的双重影响，形成了以人地关系研究为核

心、注重人文与自然统一和野外考察的传统。20世纪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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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论文研究方法分类

研究方法分类 基本特征 比例(%)
概念性 论文的论点和逻辑思考与前人的工作有明显的联系，注重理性的探讨 72.6

构造模型
运用模型研究。数学模型，如方程式、函数式等；非数学模型，如分类模
型、空间模型等

12.7

统计方法
统计方法一般分为两类：一般描述性统计方法，如百分比、频率、平均
数、排序等；较复杂的统计方法，如回归分析、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

14.6

表2　论文资料来源分析

资料来源
1980年
以前

1980～1989年 1990～1999年 2000～2003年 总计 百分比(%)

官方统计 0 1 13 6 20 9.30
问卷调查 0 4 6 3 13 6.05
访问交谈 0 0 1 1 2 0.93
观察或观测 0 2 8 16 26 12.09
实验 0 0 6 6 12 5.58
定性材料 0 3 11 11 25 11.63
论文回顾及其他 2 13 59 43 117 54.42
论文数 2 23 104 86 215 100.00
百分比(%) 0.93 10.70 48.37 40.00 100.00

年代至70年代，人文地理学一度遭到否定、地理学的自然

研究与人文研究出现严重割裂，科学体系的建立被长期中

断，致使人地关系研究全面衰退。80年以来，我国人地关

系在科学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构建、国际学术前沿领域的追

踪、人地关系地域体统等方面取得长足进展[21]。

研究的内容复杂多样。人地关系的研究有与空间结

构、区域差异研究相交叉重合的内容。王劲峰等把它归结

为以下几个：人与地之间相互作用的内容是什么、方式是

什么、如何利用，并把答案归结为：资源、能源、区位、

劳动、生产工具、资本，调控人地关系。绝大多数专家认

为[6,28]，在人地矛盾中，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吴传钧、左大康、邓静中、陈传康等人的开创性工

作，构建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及其内容框架体

系 [6,21]：人地系统地域系统的形成过程、结构特点和发展

趋势的理论研究；人地系统中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强度的分

析、潜力估算、后效评价、风险分析；人和地两大系统之

间的相互作用，物质、能量传递与转换的机理、功能、结

构和整体调控的途径与对策；地域的人口承载力分析，关

键是预测粮食增产的幅度；一定地域人地系统的动态仿真

模型，根据系统内各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构和潜力，预测特

定地域系统的演变趋势；人地相关系统的地域分异规律和

地域类型分析；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各种类型区人地关

系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模型研究。

人地关系的研究范式、动力作用机制、分异和演变规

律等也是学者们研究的主要内容，并提出了发展演变规律

和基本原理[23,29]。Qihao Weng[30]以珠江三角洲为例，研究了

全新世时期华南湿地区域农业土地利用中的人地相互作用机

制，阐述了新技术对环境的影响，并提出农用地类型的多样

性是人们根据环境条件而不断应用新的农业技术的结果。

还有学者从技术、文化、民俗、土地利用等不同侧面

探讨人文要素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及其空间差异，比

如，胡兆量[31]探讨了技术在人地关系中的媒介作用，曹诗

图[32]研究了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马洪元[33]分析了民俗

演化与人地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王爱民等[34]分析了人地

关系研究中的土地利用特征指标。

在人地关系圈层分布研究中，有学者做出了重要贡

献，将理论应用到实际区域中。不过，大多笼统地提出

了生态圈、人类圈等[35]，有些是在讨论都市圈、经济圈等

时，分析了人地关系[36]，涉及具体组成要素、指标阐述的

少，而且也仅是对大城市人口圈层分布[37]，或以大城市为

中心，以人口、耕地面积、劳动力密度、粮食产量等进行

人地矛盾层圈分布分析[38]。未涉及乡镇或居住地中心的人

地关系分布，未分析更深层次的驱动力和要素投入。

人地关系的特性研究表明其主要具有客观性、地域

性、时段性、复杂性、开放性、动态关联性、层次性、可

调控性等[10，21，39～41]。区域人地关系研究最多，涉及到人

地关系演化、结构、功能、特征、人地交互作用机制、

人地关系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内容。一些学者采取传统

的历史地理分析法、统计分析和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研

究了地域人地关系的演进，比如，清代以来三江平原人

地关系演变研究 [42]，清代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关系的演

变过程研究[43]；还有学者应用历史地理考证与第四纪地质

测试分析结合的方法研究了历史时期特定地域人地关系的

发展演变。有学者对脆弱生态环境、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

城乡交错带、经济高度发达地区等典型人地系统作了研究，

例如李香云等[44]分析了人类活动对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影响，

岳天祥等[45]研究了湿地生物多样性变化与人类活动的关系。

近年来以区域环境变化和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人类活动响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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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有一大批成果，成为人地关系研究的热点和前沿[21]。

我国人地关系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在于：从理论层次

上讲，缺少与哲学等其他学科的有效沟通和合作，这是与

国外的最大区别。中国近五百年来落后于西方，地理学理

论上的落后是一个原因[46]；另外，对区域不同时段内不同

自然地貌、不同行政层次(如省市级、县区级)的人地关系

对比研究较少；人文地理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科研队伍缺乏

长期的稳定性，主要的科学家或科研骨干力量仍然局限于

一小部分人。

3  我国研究发展趋势

(1)将趋向地域系统综合研究和层次细化研究两个方

向。一方面是人地整合。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科学发展

的综合化趋势日益增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结合，

跨专业、跨学科的实质性合作研究，为统一地理学的发

展、人地整合的研究提供了机会。现代系统科学的发展为

人地关系的传统综合分析方法在更高层次上得到振兴[21]。

另一方面，需进一步加强物理、化学、生物与人类活动过

程的微观机理分析，物质迁移、能量交换等动态过程的研

究，在传统的中观时空尺度研究的基础上，向多级空间尺

度方向发展。

(2)研究方法、工具逐步更新。在研究方法上，应注重

实地调查，并结合历史数据分析；在工具上，除了应用计

算机硬件、软件外，还应结合野外调研的先进的遥感、全

球定位系统、实验观察检测工具，以减小误差。包括现代

技术、工程设计、观测试验台站的建设。

(3)人地系统理论的提升。在多层面上构建人地关系

理论，包括人地关系的哲学思考；现代哲学思潮和流派指

导下的人地关系理论；现代发展模式下的人地作用机制和

区域响应；典型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与演变；人地系

统中各要素的作用关系及其空间模式；从国外理论的借鉴

和应用到理论的创新和国内学派的发展；追踪国际学术前

沿，并抢占制高点。

(4)研究领域的应用性加强，研究的学科综合性日益显

著。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的二元分割现象将逐渐消失，计

量模型、“3S”等与实际工作联系的更加紧密，资源共

享性差，应用性加强。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来说，关

键在于“人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随着人类与生

存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促使人地关系走向面向

实际问题的“应用”道路。比如，土地利用问题、环境

污染问题、资源问题、粮食安全和人口问题、贫困化问

题等。这些问题是人地关系矛盾与冲突的表现，而这些

问题又必须依赖于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合作及综合发展来

解决。

注：

①国内期刊主要有：《地理研究》(1981～2003年)、《地理学报》

(1934创刊，1934～2003年)、《地理科学》(1981～2003年)、
《地理科学进展》(原名《地理译报》(1955～2002年))、《自

然资源学报》(1986～2002年)、《资源科学》(原名《自然资

源》)(1979～2003年)、《经济地理》(1984～2003年，缺2002
年)、《人文地理》(1986-2003年)、《山地学报》(原名《山地

研究》)(1986～2002)、《地理学与地理信息科学》(原名《地理

学与国土研究》)(1985～2003年)、《地域研究与开发》、《干

旱区地理》(1978～2003)、《中国国家地理》(原名《地理知

识》)(1951～2002年)、《中国科学》D辑(1996～2003年)、《中国

人口、资源与环境》(1994～2003年)、《热带地理》等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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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生态城市理念，大力推进生态城市建设，一方面重新

规划城市交通体系，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以公共交通工具

代替私人汽车的大规模发展；另一方面要改变“摊大饼”

式的城建政策，有计划地发展新型的聚居形式，推进多核

心的城市发展和小城镇建设。

我们应认识到，对于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密度高度集

中的中国来说，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即依靠石化类燃

料，以汽车为中心的不可再生型经济模式和消费模式，并

不适合中国。如果私人汽车在中国得到普及，每个家庭拥

有一辆汽车，那么用全世界生产的所有石油来供应中国也

将供不应求，不仅造成能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而且会

对城市道路、基础设施、投资等带来恶性循环的后果[6]。

中国的国情要求我们走一条健康的、可持续的城市发展道

路，即建设生态城市之路。正如瑞吉斯特所说：“建设生

态城市将创造一种崭新的生态文化和生态经济，使我们有

可能解决城市良性循环和健康恶化的问题，而不是采取马

后炮式的末端治理。”[4]建立生态城市是人类解决环境危

机、摆脱城市困境的最佳途径。

瑞吉斯特对中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寄予厚望。他相信中国

有能力去设计和建设生态城市，因为“中国不仅有思想基

础，有实证经验，而且有能力和潜力改变这个世界。这个思

想基础就是中国5 000多年来积淀的天人合一的人类生态观和

儒释道诸子百家融合一体的传统文化；这个实证经验就是传

统农耕社会朴素的自力更生传统和风水整合、阴阳共济的乡

居生态原则”。他希望中国能借鉴工业化国家城市发展的前

车之鉴，对城市发展道路作出明智的抉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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