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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在科学基金支持下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冷疏影 宋长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

北京 1〔xx 〕85 )

〔摘 要 〕 本文分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地理 学科 已经资助的区域可持续发展

研究项 目的特点 ;介绍了今后
,

尤其是
“

十五
”

期间基金拟优先资助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科

学问题
。

[关键词 ] 地理学
,

科学基金
,

区域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寻求 自身与环境关系协调发

展的新战略
,

其核心是寻求一条人 口
、

经济
、

社会
、

资

源和环境相互协调 的
,

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

会对满足后代人需求构成危害的发展道路〔’
,

2 〕
。

从

区域角度探讨可持续发展途径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图
。

作为一 门区域性的综合性的研究领

域
,

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涉及人 口
、

资源
、

环境
、

发展

等子系统的诸多要素
,

既要用系统的发展的观点探

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特定地域 自然和社会要素
、

子

系统之间的关系
,

同时还要考虑区际联系 [’]
。

由此

不难看出
,

作为主要从事人地关系研究的地理科学
,

其特有的理论
、

方法和思维方式对开展和推动区域

可持续发展研究至关重要
。

1 资助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回顾

区域人口
、

资源
、

环境与发展的研究一直是地理

学关注的问题
,

也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

科学部地理学科主要支持的研究方向之一
。

但是
,

从 1987 年
“

持续发展
”

概念的首次提出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地

理学科资助的项 目中尚未明确出现
“

区域可持续发

展
”

字样
。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如 年代初
,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地理学科资助的项目基

本上是基于地理学对区域发展的认识而设计的
,

即

研究区域协调发展
,

侧重于研究不同尺度区域在某

一时间断面的人 口增长
、

资源开发
、

生态胁迫
、

环境

问题同发展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合理匹配的关系
,

也

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 P o p t l l at io 。 er sou
o es 。 vn ior ~

llt

d ve
e

lon me nt( p RE D )关系的研究与各种模型的建立
。

典型的题目如
“

人地关系调控机理与区域发展模式

研究
” 、 “

地球表层动态机制与人地系统调控研究
” 、

“

陕西关中经济与人 口
、

资源
、

环境协调发展优化模

式研究
”

等等
。

地理学科资助的项 目名称中明确出

现
“

区域可持续发展
”

是在 1994 年 (即 19 93 年受理

的申请项目 )
,

此后
, “

可持续发展
” 、 “

区域可持续发

展
”

被地理学研究人员广泛接受并应用至今
。

虽然

许多项 目都冠以这样的名称
,

但项 目设计中对区域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

研究范畴和内容的理解有所不

同
,

研究的重点也有区别
。

有些项 目侧重基础性的

理论研究
,

如
“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非线性机制分析理

论
” 、 “

跨边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方法
” ;也有

些项目侧重应用性的基础理论在一定地域上的案例

研究
,

如
“

省级区域持续发展的调控与决策支持系统

研究
” 、 “

县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分析和调控策略研

究
” 。

以上两种项 目可以归纳为一种类型
,

无论是理

论研究
,

还是案例研究
,

都是把区域可持续发展作为

一种 目标
,

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系统的研究
。

系统

中包含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所有要素
。

项目研

究的是在较长的时间尺度内子系统 (要素 )之间相互

适应和相互促进的规律
,

谋求不同尺度区域在一定

时期内
,

各子系统 (要素 )保持和谐
、

高效
、

优化
、

有序

的发展
,

确保其经济获得稳定增长和社会持续发展

的同时
,

实现人 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
,

自然资源得到

合理开发利用
,

生态环境保持良性循环
。

国家自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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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理学科资助较多的另一类研究项

目
,

是针对部门持续发展 (或者说是要素可持续发展

问题 )设计的项 目
。

这种类型的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地理学科资助的项目中屡屡出现
。

它包括两个

层次
,

其一
,

针对某一特定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

研究水
、

土
、

矿产
、

海洋
、

旅游等诸多资源的可持续利

用 (永续利用 )
,

如
“

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旅游地理结构

及旅游持续发展研究
” ;其二

,

以资源要素的综合

— 子系统为研究对象
,

探讨其可持续利用的机理
、

模式和对策等
。

涉及的子系统主要包括农 (林
、

牧 )

业
、

工业
、

城市和生态系统等
。

典型的项 目如
“

我国

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区域战略及其操作手段研究
” 、

“

中国 5种不同类型矿业城市持续发展优化研究
” 、

“

区域生态服务功能及其生态经济评价方法研究
”

等

等
。

第 3 种类型的项 目是把某一部门问题与区域可

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
。

这种类型的项目或

者是研究某一特定区域内可持续发展战略下的单要

素或子系统的问题 ;或者是研究单要素或子系统问

题对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与对策的影响
。

典型的项

目如
“

可持续发展战略下区域环境质量指数及其应

用研究
” 、 “

环渤海三角洲湿地资源动态
、

景观结构与

区域持续发展
” 、 “

环渤海地区区域承载力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
” 、 “

夕阳产业地域的形成
、

演变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
”

等等
。

概括地说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理学科

资助的可持续发展研究项目具有如下特点
: ( l) 以某

一地域为背景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案例的研

究
,

包含一个完整系统中的所有要素
、

子系统及其相

互关系
。

其内在逻辑关系清楚
,

内容丰富
。

如果能

正确揭示其本质
,

结论当合理
、

可靠
。

但是
,

正是由

于系统内在关系的复杂性和要素的多样性
,

很难对

每个环节所产生 的科学问题进行合理的概括
、

提炼

和深人的研究
,

因此
,

对整个系统的描述与研究就容

易流于形式 ; (2) 对部门可持续发展的研究
,

要素或

系统单一
,

有部门地理研究做基础
,

容易深人
,

但是

离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目标有一定距离
,

很难判断其

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 ( 3) 把某一部门问题与区

域可持续发展联系在一起研究
,

其主要侧重点在对

问题的研究
,

而把区域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更广阔

的背景
,

作为一种目标来考虑
。

拟研究的要素或部

门的问题应该是某个特定区域内比较尖锐的影响该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性问题
。

这种着眼点就决定

了此类项 目比区域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案例研究项 目

更具针对性与应用前景
,

易于深人
,

同时扩展 了部门

可持续发展研究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贡献
。

2 “
十五

”
期间科学基金优先资助的区域可

持续发展研究

上述 3 种类型 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各有特

点
,

相互促进
,

互不可替代
。

作为一门刚刚开始 10

余年的研究领域
,

其概念
、

理论和方法 尚未成熟
,

关

键科学问题有待不断发掘和提炼
。

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经过组织专家讨论和多方征求意见
,

认为
“

十五
”

期间科学基金拟优先资助的区域可持续发展

研究
,

应主要围绕区域资源
、

环境和发展 3 大主线
,

继续针对上述 3 种类型的项 目
,

开展不同时间尺度
、

不同区域层次的研究囚
:

2
.

1 区域可持续发展原理和评估体系

探讨易于操作的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与自

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有序的新的理论和研究 方

法
。

具体问题可包括生态系统的阂值研究
,

多种胁

迫下人地系统的脆弱性评估体系研究
,

区域可持续

发展的综合评估体系
、

系统调控与决策支持系统研

究等
。

2
.

2 区域综合资源对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支撑与影

响

研究区域水土资源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的演变

过程与利用机制
,

以及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保

障与支撑能力
。

具体问题可包括人类活动影响下的

水资源与水循环
、

土壤侵蚀与土壤质量演变过程
,

水

土资源的承载能力
、

协调与祸合以及可持续利用机

理
,

区域资源保障与生态系统安全等
。

2
.

3 环境质里变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研究人类高强度活动下区域环境质量演变的机

制
,

危害及可能的调控机制
。

具体问题可包括污染

物的环境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和行为
,

区域环境质量

演变的机制
,

对人体健康
、

人居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影

响与危害评价
,

以及区域环境质量预测与调控机制

等
。

2
.

4 特殊地学过程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研究特殊地学过程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

制
,

区域可持续发展对特殊地学过程的响应机制
,

以

及二者之间的脆弱性
、

风险性与协调性关系
。

具体

问题可包括区域特殊地学过程的动力学机制
、

模型

表达及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
,

区域灾害风险评

估模型
、

风险转移机制与可持续发展
,

区域抵御自然

灾害的脆弱性评估与综合减灾模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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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5 区域可持续发展模式

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诊断
、

模式设计以

及决策支持系统
。

具体问题可包括区域可持续发展

信息集成研究
,

区域可持续发展系统复杂性理论与

方法研究
,

以及典型 区域可持续发展决策支持系统

研究等
。

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基础科学问题的研究不但符

合国家目标
,

而且地理学具有极大的参与优势和工

作基础
。

可持续发展研究是社会
一

经济泊然高度复

合的系统研究议题
,

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也决定

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必将涉及多学科
、

多技术的

相互支撑与交叉
。

地理学如何发挥自身优势
,

寻找

适合的切入点尤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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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科技论文写作高级研修班将举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基金杂志部拟于

200 2 年 6 月 24一 28 日在北京举办第一期科技论文

高级研修班
,

授课内容是
:
国际期刊研究论文写作技

巧
、

如何运用图表等方式说明科学数据
、

国际会议及

非正式场合的 口语表达技巧
、

如何与国外同行共同

申请联合资助项 目
、

如何与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及公

众沟通交流等
。

授课的 5 位教授分别来 自哈佛
、

布

朗等著名大学的华人青年学者和外籍专家
,

他们具

有丰富的研究论文写作的教学经验和多次在国际知

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经验
。

研修班详细介绍和报

名方式请详见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址
:

h ttP
: / / p ub

·

sn fo
·

vgo
·

C n

(科学基金杂志部 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