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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及其时空变化规律的科学，它广

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具有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性质。面对当前全球变化和可持续发

展的世界性科学问题，地理学家根据学科特点和领域优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目前主要研究地

球表层系统各界面间的物理、化学、生物及人文过程，探讨多种过程的相互作用机理，探求人类活动

与资源环境间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规律。地理学以“格局—结构—过程—机理”的研究思路贯

穿始终。随着新技术、新方法的使用以及观测资料的不断积累，实验测试数据质量的提高和数据量

的增加，当今地理学的研究在空间尺度上同时向微观、宏观两个方向扩展，模型研究不断科学化，已

具备现代科学的主要特征。总体上，表现为部门地理研究深化，区域综合研究加强。长期以来，中

国地理学在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地表自然过程研究、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以及面向社会现实的

应用基础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好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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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

素相互作用及其时空变化规律的科学，它广泛运用

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具有跨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的性质［1］。地理学研究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和综合

性。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方向对解决当前世界性的人

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具有重要作用。探

讨地球表层系统的演变及其动态机制是地理学的中

心任务。围绕“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探讨人类活动

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是地理学的核心科学问题。研究

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并寻求解决其中关键

问题的途径，为区域整治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

是地理学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综合的观点和学科

交叉的方式是地理学研究的特色。在不同尺度上探

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关键环节是地理学解析科学

问题的独到手段。围绕不同尺度的地域综合体，探

讨地貌、水文、土壤、生物、气候、人文多种因素及过

程的相互作用机制，表述相互作用的模型以及定量

模拟与预测，是地理学的主攻方向。长期以来，中国

地理学在地貌、水文、土壤等部门自然地理研究方面

发展较快，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也有一定的进展。人

文地理学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迹。以经济地理

研究为主导，以地区产业结构和城市研究为核心，与

区域发展研究密切结合。在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地

表自然过程研究、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以及面向社

会现实的应用基础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好进展。

1 地理学的学科战略地位

就科学意义而言，地理学是地球系统科学的重

要组成部分。地理学主要关注空间区域———陆地表

层，是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人类圈共同作

用的区域。了解、认识和解释地球各环境要素在陆

地表层的作用过程是发展地球系统科学的关键。地

理学关注的核心是百年、十年尺度自然环境变化以

及人—地相互作用过程，着力认识地球表层系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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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社会和经济共同作用下的变化规律，实现地质

环境过程和现代环境过程的关键环节的联系和对

接，从而科学地认识地球各圈层间物质迁移和能量

转化，以及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

就社会意义而言，地理学研究主要面向当前世

界性的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地理学

所关注的科学问题直接指向今天决策者的紧迫需

求。地理学通过对自然资源利用，灾害防御与风险

综合管理，环境变化、影响及人类的适应性，人口与

城市化，经济与产业布局，区域发展与规划，技术服

务与信息传递等问题的研究，为地方、区域、国家、全

球等不同尺度问题的预测、规划、决策和优化做出

贡献。

地理学的影响力和应用价值在社会上迅速扩展

和加强。地理学增进了对科学知识的贡献，同时，科

学界也将更加了解和认同地理学在科学体系中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

2　地理学的发展概况

地理学以“格局—结构—过程—机理”的研究

思路贯穿始终［2］。随着新技术、新方法的使用以及

观测资料的不断积累，实验测试数据质量的提高和

数据量的增加，地理学研究在空间尺度上同时向微

观、宏观两个方向扩展，模型研究不断科学化，已具

备现代科学的主要特征。总体上，表现为部门地理

研究深化，区域综合研究加强。

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每个时段在研

究对象、研究手段，以及重要科学问题等方面都有鲜

明的特色。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地理学的研究以认识地

表形态、格局的特点和静态结构的组成为主；研究尺

度以区域尺度为主；探讨的要素相对单一；描述的方

法多以定性为主。

地理空间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获取陆

地表层信息的能力，为地理学工作者提供了开展更

高分辨率区域研究的基础，为定量化区域研究提供

了数据保证，同时也为深入探讨地球表层环境要素

的关系提供了操作平台。

生态系统野外观测台站网络的建设和不断完

善，为地理学深入揭示空间环境要素相互作用机理

提供了可能。以网络台站为依托，以已有的观测数

据为基础，揭示地理过程和机理，已成为当今地理学

研究的主流。

总而言之，今天的地理学已经是以实验为主要

手段，机理探讨为主要目的，数学模型表达为主要特

色的现代科学①。

在实验数据采集方面，从监测、分析、模拟三个

方面，加强了数据的科学性和可验证性。利用化学

分析技术，加强物质迁移转化过程和机理的研究；应

用物理实验，了解地表物质的物理结构及物质运动

的动力学特征；利用遥感对地观测系统和典型地理

单元长期定位、半定位观测网络，加强典型地区地理

要素、地理格局和过程的变化研究；利用室内外模拟

实验，简化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加强不同要素作用方

式和过程的识别研究。

在研究尺度方面，从物质尺度和空间尺度两方

面都有所扩展。研究的物质从某些无机元素扩展到

分子、无机物、有机物；研究的重点从单一元素的空

间分布扩展到多种污染物在水—土—气—生物界面

及不同介质中的迁移转化；研究的地理环境格局从

区域尺度向全球和地方两个尺度方向扩展。同时，

研究的时间分辨率也有所提高。总体而言，物质特

性在空间尺度上的变化研究可以分为 3 个层面：①

区域尺度变化：关注地球表层常量物质变化，在空间

遥感技术支持下，从全球、区域气候变化及人为活动

影响的角度加以解释；②种群、群落、生态系统变化：

关注陆地表层生源要素及生命系统的变化，在定位

及半定位观测的基础上，从土壤、水分、生物和气候

相互作用的角度加以解释；③分子及元素水平的变

化：关注自然有害物质和人为污染物质的空间过程

及环境效应，在化学分析的基础上，从微观地理背景

加以解释。

地理学在融入现代科学体系的过程中，模型研

究备受重视。目前以建立经验模型为主，概念模型

和物理模型涉及不多。为了兼顾基于假设的过程解

释和对未来的有效预测，增强模型的连续统一性，经

验模型与物理模型并行发展，是更准确刻画地理真

实的重要途径。

当今地理学的发展，突出表现在部门地理研究

深化，区域综合研究加强。无论是自然地理还是人

文地理分支学科研究，很多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些进展概括起来，表现为：①基于观测模拟实验基

础之上的过程研究；②基于动力驱动过程的效应研

究；③基于多环境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研究；④基于

对过程理解和定量阐释的模型研究。区域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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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主要体现在：①强调多空间尺度的综合研究；

②强调空间区域上多自然环境要素相互关系的耦合

研究；③强调区域中自然和人文要素相互作用的研

究；④强调区域内和区际间相互联系的关系研究。

3　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就地理学整体发展而言，已经从经验科学走向

实验科学，从对宏观格局的研究走向微观过程和机

理与宏观格局相结合的研究，从要素和过程的分离

研究走向综合集成研究。为了逐步提高地理学研究

水平，推动地理学的发展，各国地理学家都在努力探

索。从近期的发展看，现代地理学有以下一些明显

的动态和趋势。

（1）重视新技术的引入，促进研究手段的现代

化。发挥计算机技术、应用数学方法、空间信息科学

与技术在地理学海量数据获取与处理中的重要作

用，不断提高地理研究的效率和精度；借鉴化学、物

理学、生物学先进的测试、分析与模拟技术，深入识

别和甄别地理要素在环境变化中的作用方式和

强度。

（2）重视相邻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借鉴、渗透与

融合，发现新的学科生长点，发展地理学理论。借鉴

系统论、协同论，加强地理学的整体观念，注意发展

从理论假设出发进行演绎，使归纳与演绎相互补充。

借鉴生态学理论，深入研究陆地表层地域系统的结

构功能及动态演变过程。重视科学思想在解决交叉

性问题中的作用，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如生态水文

学等。

（3）地理过程研究的微观化。注重物质迁移过

程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和人文机理，物质在多界面

转化和传输过程等方面的研究。从不同的物质尺

度，对地形发育、径流形成、环境演变、污染物迁移、

土壤发生形成、植被演替、土地退化、城市化等地理

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

（4）地理过程研究的综合化。注重自然环境演

变过程与人文过程的耦合研究，突出以人的需求为

驱动的地理过程综合研究；深化自然环境演变过程

中多种自然地理要素相互作用研究，突出多种自然

地理过程耦合研究；注意再现地理过程、预测未来情

景的模拟研究，重视模型在综合研究中的作用；针对

综合性地理科学问题，解析物质尺度、空间尺度和时

间尺度，发展尺度转化的方法。

（5）区域研究层次化。注重开展全球、区域、地

方各种空间层次的研究，并且针对每个层次突出的

科学问题设计研究思路，围绕解释不同层次地球表

层过程发生的机理展开。同时深入开展层次间关联

与综合的方法论研究，突出刻画系统的整体性。

（6）结合实践，拓宽应用研究领域。地理学为

社会服务的应用研究领域更趋多元化，从传统上主

要为农业服务，逐渐向城市建设、旅游业、交通运输、

防灾减灾、公共安全、生态保育和环境保护等方面扩

展；研究内容也更多样化；比较重视发展应用地理学

理论。各国地理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相当活跃。

4　我国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研究
进展

中国地理学发展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对世界

地理学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长期以来，地貌、水

文、土壤等部门自然地理发展较快，自然地理的综合

研究也有一定的进展。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具有明显

的时代印迹。以经济地理研究为主导，以地区产业

结构和城市研究为核心，与区域发展研究密切结合。

总体上说，我国地理学研究在以下几方面取得了一

定进展［1 ～15 ］。
4.1 自然地理的综合研究

针对自然地理学的综合研究的 3 个主要领域，

即：自然区划、区域自然地理和土地系统，都有不同

程度的进展。综合自然区划是自然地理学的传统研

究方向。在国外自然地带学说的基础上，1959 年完

成的中国综合自然区划，揭示出中国自然地域分异

的特点和地带性规律，在理论方法上有明显创新，成

为各部门研究和应用的重要依据。其后的中国农业

区划、中国自然地理系列专著等成果，均具有世界意

义。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随着全球变化研究、生物

气候原则在区划中作用的认识，以及应对全球变化

和面向生态与环境保护，拟订了中国生态地理区划，

建立了以生物地理学为基础的气候—植被分类系

统，并考虑了人类活动的影响。多年来中尺度的区

域自然地理的研究是自然地理学关注的重要方面。

对重要自然地域单元的自然地理学研究，如青藏高

原、黄土高原、黄河流域等，为表达区域的异质性，分

析和评价区域资源、灾害问题，为区域规划提供依据

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90 年代以来，区域定量研

究不仅注重自然地理要素的研究，同时更加强调各

环境要素的综合研究。在选择研究区域时以中小流

域为主，开展更加深入的地理过程（生态过程）研

究。土地系统是自然地理学综合研究的理论基础。

在 20 世纪70  ～80 年代，围绕土地分类、土地评价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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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大量的工作，服务于农业。90 年代以后，我国

紧跟国际全球变化研究的潮流，开展了大量的土地

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研究，为国际大的科学计划开展

全球及区域对比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
4.2　地表自然过程研究

我国学者提出自然地理学要研究地表物理、化

学和生物的自然过程，突出了对水、土、气、生要素变

化过程与机制的观测实验研究。部门自然地理取得

长足的进步。一些交叉学科逐渐分化出来，形成新

的学科生长点；有些学科通过交叉和融合，使原来的

学科体系更加丰富，理论更加深化。物理过程研究

进展主要表现在对土壤侵蚀的监测、模拟与建模，泥

石流与主河相互作用的实验与实测，砂质与砾石河

流河床演化的河型判别，风沙边界层动力过程与风

沙地貌演化，冻土路基结构设计及冻土环境保护，土

壤—植物—大气连续体（ SPAC ）水分运行及节水调

控实验，内陆河流域山区分布式水文模型等；化学过

程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地方病，与人体健康有关的

环境生命元素平衡和环境保护，污染物在水—土—

生物界面的迁移转化及农业土壤中微量有机物的活

性和生物有效性等；生物过程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

作物水分胁迫与反冲机制，污染物高富集植物的筛

选与培育，环境内分泌干扰物质对生物多样性的危

害等。自然历史过程研究进展主要表现在通过黄

土、冰芯、湖芯、树轮及历史文献资料深入研究古地

理及历史气候与环境变化，在青藏高原冰芯记录与

全球变化、河西地区环境演变与人地关系、我国北方

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相互作用机制方面的成果为世界

所公认。
4.3　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

回顾我国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人文地理学无疑

是地理学众多分支学科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分支

学科之一，城市与区域发展的研究已经成为人文地

理学研究的核心范畴。对城市的研究在城市群、城

市带的形成，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特征、城市化等方面

进行较为全面的探讨，主要进展包括中国城市实体

地域的概念，都市区和都市连绵区的界定标准；城市

空间过程集聚与扩散的规律和机制，我国城镇化发

展水平及郊区化的空间趋势；城镇体系规划与城市

发展战略规划的理论与方法等；城市社会地理学研

究主要围绕城市社会空间形成与演化机制展开，在

城市社会区与城市社会空间分异，新城市富裕阶层

及城市社会极化，城市非主体社会群体与异质社区

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对区域发展的研究在主导因

素和综合集成两方面都有不同尺度的进展。主要表

现在：结合公司和企业地理、产业链、产业集群的研

究，探讨区域产业生命周期与产业结构的演进规律；

重视经济全球化的区域响应研究，通过产业转移和

国际贸易的分析，阐释经济要素的空间流动机理及

其相互作用的基本特征；采用区域发展差异性及其

格局变动的跟踪研究方式，揭示我国区域发展空间

结构的形成与变化的驱动机制；以实现区域研究的

应用价值为导向，开始建立支撑区域政策和区域规

划的人文地理学理论基础；影响区域发展的新因素

的研究，以及对“地学要素—区域发展”系统的整体

性，不同时期不同空间尺度发展因素与发展格局之

间关系的研究等方面。
4.4　面向社会现实的应用基础研究

积极开拓和发展对自然资源管理、自然灾害防

治、旅游、城市规划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

究。地理学家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就分析了我国自

然资源的态势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率先提

出了“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概念，对科学发展观的形

成和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典型区域自然灾

害形成机制与规律、区域自然灾害系统、自然灾害风

险评估方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有关研究结果在国

家减灾报告、国家减灾战略制定及减灾规划中得到

应用；在旅游资源评价、旅游开发与规划、旅游产业

布局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为中国的旅游业发展做

出了巨大贡献；在区位、城市空间结构、城市与区域

发展的关系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为我国城市规划、

区域规划及各级政府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

供了科学基础。近年来完成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报

告”和“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引起决策部门和社会的

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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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ACTERISTIC  S AND  TREND  OF M ODERN  GEOGRAPH  Y AND 
 PROGRESSES OF GEOGRAPHIC  AL RESEARCH  IN  CHIN  A 

 SONG  Chang- qin g ， LENG  Shu- yin g 
（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 Bei jing 100085 ， China ）

 Abstract ： As a disciplinary ofstudying  the  spatialand  t  em  poralchanging  regulation  ofnaturaland  hu  m an  ele-
 m entson  the  earth surface ， geography  has  the  attributes  ofnaturalscien  ce  and  socialscience.  Facing  the  worldwide 
 scientific problem  s ofglobalchange  and  sust  ainable developm ent ， geographers allover the  world  are taking  the  o p-

 portunities  to m eetthe  challenges.  The  prese  nt study  fields  include  interfaces ＇ physical ， chem  ical ， biological and 
 hum an  processes ， the  interaction  m echanism  of m ultiple proces  ses ， and  regulations ofcoordination  between  hum a n
 activities  and  environm ent.  The  train  of  thou  ght  pattern- structure- process- m echanism  r  uns  through  m odern  geo-
 graphicalstudy.  As the  accum ulation  ofonsit  e data and  the  use  ofhigh- tech  and  new  m ethods ，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experim entaldata have  been  im proved.  Mode  rn geographicalstudy  isexpanding  to m icro an  d m acro scale.  Ithas 

 the  m ain  characteristics  of  m odern science.  G  enerally ， branch  geography  study  has  been  deepened  and  r  egional 
 com  prehensive  study  has been  enhanced.  After 1949 ， Chinese  geographicalstudy  has  m ade  good  prog  ress  in a com  -
 prehensive  study  of physicalgeography ， land  surface  natural process  study ，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 entstudy 
 and  som  e basic practicalstudies  serving  soci  ety.

 Key  w ords ： Geography ； Position ； Trend  and  progresses ；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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