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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区域可持续发展是一项涉及到自然、经济、社会三大子系统组成的动态、开放的系统 , 其研究内容涉及到地理学、资源管理、生态
学、环境科学、人口学、系统工程、经济学、社会学等许多相关领域。结合人地系统理论 ,分析人地系统的特点、结构和功能及区域可持续
发展思想、内涵 ,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人地关系协调的几点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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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nautomatic and opensystemwhichincludes regional nat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nature
of it lies in the way to harmonize their internal relations andto approachthe goal of rational allocation among population , material , energy and information
flowi n PREDprocess .Inthis paper the Human- Nature systemtaken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e author studiedthe perception process , structure , function,
dynamic evolution of Human- Nature relationships and the concept ,interior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And then some methods that coordinated
the relationship of Human- Nature in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re propo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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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世纪90 年代初吴传钧先生在《论地球的研究核心》中

提出,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而现代人地

关系问题, 又是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并涉

及到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诸问题。从地理学角度看, 人

口、资源、生态环境既是地球表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人地

系统中相互作用的对象, 其中人起着主导作用 , 因此 , 区域可

持续发展实质上是协调人地关系。

1  区域可持续发展思想及其内涵

区域可持续发展是一种以保护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和资

源持续利用与改善为基础, 以激励区域经济增长和配置可持

续发展能力为主导, 以改善区域内部人口生活质量, 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发展模式。从系统科学的角度, 可以将

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视为一个由自然、社会、经济三大子系

统构成的复合系统 , 各子系统又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错综复

杂、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网络关系。三大子系统内部分别

进行着各自的生产过程: 环境生产、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 三

大生产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 区域系统正是通

过三大生产的协调来实现结构调整和功能优化的。

1 .1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素构成  一是人口要素。人口要

素是人地生存大系统的核心因素。它既是这个系统的重要

组成部分, 也是系统要素中最具有活力和主观能动性的部

分, 它既可影响系统的发展 , 也是系统的主体和作用的承受

者和施压者。可持续发展最核心的问题, 就是人口要素的认

识和调控问题, 这个要素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二

是资源要素。资源是指一定的技术条件下, 能为人类利用的

一切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称。自然资源是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 并且和环境问题紧密相关, 因此, 资源问题的解决关

系到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三是环境要素。环境要素一般

是指人类周围一切物质、能量和信息要素的综合, 是人类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 环境要素是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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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存空间和压力指示, 它自身具有的整体性、区域性、动态

性、资源性、相对不可逆行以及经济学上使用的非排他性、交

易上的非市场型、生产上的外部性等特点, 使该要素从区域

环境容量、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等方面对区域可持

续发展发挥预警的作用。四是经济要素。经济要素是区域

可持续发展系统中的核心要素, 区域可持续发展首先是发

展, 经济发展不仅能使人类摆脱贫困, 还能为环境保护和治

理提供足够的资金, 为科教活动提供足够的经费, 为社会发

展提供保障, 并促进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五是社会要素。

社会是以各种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人的总称, 社会要素是人类

与环境等外界因素发生联系的中介, 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调

控器。社会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社会子系统的质量是整个

系统实现协调发展的关键, 合理的政治体制、良好的社会道

德规范、稳定的社会环境、高质量的生活水平以及完善的社

会服务系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也是其所追求的最高

目标。另外, 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要素还有科技因素、制

度要素。总之, 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主要由人口、资源、环

境、社会、经济、科技和制度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而构成的

协调统一的网络型巨系统。

1 .2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核心

内容, 以自然资源与环境为基础 , 以环境保护为条件 , 以改善

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的的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 是全人

类的共同目标。可持续发展的涵义深刻、内容丰富, 其基本

要点: 一是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强调人类在本代人之

间、代际之间和区域间应当具有平等的追求发展和满足需求

的机会。二是可持续发展的持续性原则, 指的是人类的经济

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三是可持续

发展的需求性原则, 是指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类

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四是可持续发展的限制性 , 制约

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包括技术经济条件、社会组织管理水平、

资源环境承载力等。五是可持续发展的协调性 , 资源、环境、

社会的相互协调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以上5

个方面再加上从时间和空间尺度认识可持续发展 , 就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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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涵。

2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人地系统是包含环境、地理、资源、社会和经济等子系统

的复杂的大系统, 是人类和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后的共

存体。人地关系的和谐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灵魂。

2 .1  人地系统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人地系统

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以及地理等方方面面, 其目标就是

在不损害生态环境的服务功能价值的前提下, 保证经济的持

续增长, 实现社会的稳定进步。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的一项

基本国策, 就现实国情而言经济发展是压倒一切的工作主

线, 环境建设和保护应为经济建设服务, 为其提供物质保障

和发展动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础, 就是要充分地研

究环境、地理、资源、社会、经济之间的动态响应模式, 科学地

认识社会行为和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 以及环境变化后对

社会经济的反作用 , 进而实现对区域发展的科学规划和有效

管理。

2 .2  人地系统的基本特征  环境、地理、资源、社会、经济是

人地系统的基本单元, 都是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 系统外

的扰动会引起系统内部因子状态的一系列改变, 它们共同构

成的人地系统则是一个自组织、自适应的循环系统, 各子系

统内部的因子之间以及不同子系统的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相

互制约并互为因果, 当某个子系统的某个因子发生阶越式变

化时, 除了造成该子系统内其他因子的变化外 , 还会引发其

他子系统在结构、状态、功能等方面一系列的动态调整过程。

这样一个复杂大系统, 整体性和动态性是它的基本特征, 在

对人地系统动态响应模式的研究中应充分体现这两大基本

特征。另外需要强调指出的是, 由于非线形和高阶性, 人地

系统时常会表现出反直观性的特征, 这就要求在研究动态响

应模式时进行定量分析, 避免主观臆断。

2 .3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 人地系统的结

构可以理解成3 个关系圈的集合( 图1) 。其核心圈是人, 包

括人的组织、文化和技术 , 可称其为人地核, 是人地系统的调

控、管理与决策中心; 第2 圈是人地系统的内部环境圈, 包括

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 简称为PRED) 称其为人地

基, 是人地系统的内部介质; 第3 圈是外部环境 , 称其为人地

库, 是人地系统的基础支持系统。

图1 人地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人地系统的功能可用图1 中的8 面体简单表示, 其顶点

是人口( P) 、资源( R) 、环境( E) 、发展( D) 、文化( C) 、组织

( O) 、技术( T) 分别表示人地系统的调控、生产、生活、转化、

供给、接纳和还原功能。

这些功能之间的作用构成了人地系统复杂的关系 , 包括

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促进、抑制、适应、改造关系, 人对资源

的开发利用与加工关系以及人类生产和生活中的竞争、共

生、隶属关系, 图中的 OT 轴、RE 轴、PD 轴分别代表人地系

统中组织与技术、资源与环境、人口与发展之间的三类主导

矛盾, 正确处理好这三类矛盾是调控好系统功能的关键。

3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调控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区域可持续发展是一项涉及到自然、经济、社会三大子

系统组成的动态、开放复杂系统 , 其研究内容涉及到地理学、

生态学、环境科学、人口学、系统工程、经济学、社会学等许多

相关领域。其思想有着极为深刻的哲学背景、社会背景乃至

心理背景。同时, 由于区域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以及自然、经

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 形成了区域经济活动的高度复杂

性, 继而在区域发展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和矛盾。如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经济增长方式的

高耗粗放等。因而, 对该问题的解决 , 单纯运用某种手段, 如

技术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等往往得不到预期的目的, 而

必须进行系统调控。系统调控的目的在于使区域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资源环境支持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达到一种理

想的优化组合状态, 以便在空间结构、时间过程、整体效应、

协同性等方面使区域的能流、物流、人流、信息流达到合理流

动和分配, 从而提高区域持续发展的能力。

4  人地关系与可持续发展协调对策

4 .1 加速科学技术进步, 提高环境有效载荷  科技进步是

人地关系协调的决定性因素, 必须加快资源替代技术和开发

技术的发展 ; 加快环境保护技术和建设技术的发展; 加快自

然灾害防治技术的开发。

4 .2 改善教育与健康状况, 提高全民人口素质  环境问题

与人口素质关系十分密切, 可持续发展要求改变传统的环境

价值观 , 使人人都肩负起促进人类与环境协调的责任。

4 .3 改变传统消费观念, 减少资源消费性浪费  消费观念

决定消费方式, 改变传统消费观念是减少资源消费性浪费的

重要环节。

4 .4 提高资源利用率, 减少资源开发性浪费  节约资源不

仅必须减少资源的消费性浪费, 而且必须减少资源的开发性

浪费。

4 .5 减少废弃物排放, 加强环境污染治理 环境污染是人

类活动的副产品, 人类通过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的改善可减

少消费废弃物的排放 , 通过科技进步与生产方式的改善可减

少加工废弃物的排放。

4 .6 保护生物多样性, 提高资源再生能力 保护生物多样

性就是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资源的再生能力 , 也就是保

护环境的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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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X2) 从模型中剔除, 农作物播种面积以 X1 表示, 农业机械

总动力以 X2 表示, 化肥使用量以 X3 表示, 产出指标为农业

总产值以 Y 表示, 建立生产函数方程并运用SPSS 软件进行

分析, 得到方程 :

Y= 15 .096 X1
0 .473 X2

0 .684 X3
0 .276

( - 4 .831) ( 4 .443) ( 5 .509) ( 2 .127) ( 9)

R2 = 0 .960  DW= 1 .188  F = 65 .886

从统计角度看, 以 a = 0 .05 , n= 21 , k = 4 , 查 t 分布表及

F 分布表, 得到临界值: t0 .025( 17) = 2 .110 , F0 .05( 3 ,17) = 3 .20。

  表1 1983～2003 年江西省农业生产相关因素变化

年份
农业总产

值∥亿元

农作物播种面

积∥万hm2

农林牧渔从业

人员∥万人

农业机械总

动力∥万kW

化肥使用

量∥万t
1983  59 .44 546 .53 930 .50 522 .9  23 .12
1984 66 .55 545 .67 963 .65 610 .6 47 .4
1985 74 .03 541 .91 996 .80 677 .0 53 .9
1986 76 .87 543 .87 1013 .90 559 .6 62 .4
1987 89 .00 548 .27 1064 .20 609 .8 66 .4
1988 96 .26 539 .63 1096 .05 665 .5 73 .8
1989 120 .30 555 .53 1129 .70 666 .0 76 .1
1990 153 .46 575 .97 1152 .70 667 .7 83 .6
1991 161 .23 582 .97 1168 .30 669 .23 93 .3
1992 168 .35 584 .49 1136 .20 634 .58 94 .1
1993 196 .14 572 .10 1055 .10 630 .61 93 .8
1994 276 .27 575 .34 1096 .40 643 .8 105 .2
1995 331 .64 595 .06 1112 .40 663 .1 112 .1
1996 386 .32 601 .53 1103 .20 691 .3 112 .8
1997 394 .61 603 .76 1089 .40 750 .0 120 .4
1998 361 .54 580 .40 1073 .70 793 .9 113 .1
1999 388 .17 587 .10 1060 .20 853 .0 116 .7
2000 387 .27 565 .08 983 .40 902 .3 106 .9
2001 358 .33 553 .47 977 .47 1 002 .0 109 .7
2002 366 .45 535 .51 983 .50 1 111 .8 112 .4
2003 383 .71 499 .74 971 .30 1 220 .5 111 .0

 注 : 数据来源于1984 ～2004 年历年《中国农业年鉴》、2004 年《江西统

计年鉴》。

  可见, 上述模型中的 t 统计量和 F 统计量均大于临界

值, 因此, 可以认为模型通过了统计检验。

为了测定农业转换效率对农业产出的作用程度, 必须使

∑a i = 1 。为此, 对参数进行必要的调整, 得到: a 1’= 0 .330 ,

a 2’= 0 .477 , a 3’= 0 .193 。计算得出所研究期间农业产出年

平均增长速度 Y’=10 .37 % , 同期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年平均

增长速度 X1’
= - 0 .41 % , 同期农业机械总动力的年平均增

长速度 X2’
= 4 .66 % , 同期化肥施用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X3’
=9 .79 % 。在此基础上, 利用各投入要素的弹性系数分别

乘以相应投入要素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求得三要素增长对农

业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 分别为 - 0 .001 4 、0 .022 2、0 .018 9 。

最后, 用增长速度方程测定农业转换效率提高对农业产出增

长的贡献份额, 即 : A′= Y′- ∑a i′·Xi′( i = 1 ,2 ,3) = 0 .063 9 ,

它表示除生产要素 X1 X2 X3 外, 其他因素对产出量的贡献份

额。此外, 为了解各要素对农业产出增长的相对程度, 可以

用 Ei = a i′·Xi′/ Y′×100 %( i = 1 ,2 ,3) 计算三要素对农业产

出增长的贡献份额占农业产出增长的比重指标, 称为作用程

度, 分别为: - 1 .35 % 、21 .41 % 、18 .23 % 。用 EA = A′/ Y′×

100 %计算农业转换效率对农业产出增长的作用程度为

61 .62 % 。

从分析结果来看, 农作物播种面积对江西省农业综合生

产能力的影响为负, 农业机械总动力和化肥施用量的影响为

正, 作用程度分别是21 .41 % 、18 .23 % , 而模型外的其他因素

影响程度达到61 .62 % , 可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综合性很

强, 影响因素非常庞杂, 模型变量的选择还有待进一步细化。

研究分析的意义仅在于运用 C- D 生产函数法从某个侧面反

映江西省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要全面评价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 还有待于采用其他多种评价方法, 进一步研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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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加强环境治理与建设 , 提高生态环境品质  资源的过

度开发和不适当的土地利用方式 , 使生态环境总体上具有

不断恶化的趋势。必须加强荒漠化与水土流失的综合防

治, 搞好水土保持生态工程建设, 提高环境品质 , 减少环境

承载力损失。

4 .8  减轻自然灾害损失, 保护环境承载力 自然灾害是环

境生产中的副产品 , 可造成人的生产和物质生产的损失 , 实

质上等效于环境生产的损失, 即承载力损失。协调人地关

系, 一方面必须大力提高对自然灾害的管理水平, 加强防灾

减灾体系的建设, 减少人为因素诱发和加重自然灾害 ; 另一

方面必须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优化环境生产结构, 使环境生

产达到资源生产力最高、环境纳污力最大、灾害破坏力最小

的最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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