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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的十八大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升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为经济地理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巨

大需求与发展机遇。经济地理学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国土空间格局成因与演变规律，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提供了前瞻性的科学基础和科技支撑。文章结合近年来中科院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究团队围绕国土开发的学

术创新与应用实践，重点讨论了基于经济—生态—社会综合效益和生产—分配—消费立体系统的区域发展均衡模

型，阐释人—地系统相互作用的自然对人文作用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基于地域功能成因理论与识别方法尝试

开展的综合地理区划，以及纳入面状形态完善点—轴系统理论和利用三种功能空间比例关系表达空间结构。研究与

实践表明，从应用需求中凝练科学问题、在解决科学问题中推动学科建设及提升支撑应用需求的能力，是比较合理

的学科发展方式。未来，按照十八大在国土空间格局中提出的“均衡、开发强度、空间结构、功能区、格局”等主题词，

持续发展经济地理学，发挥经济地理学对国家战略决策的科技引领作用和支撑作用，实现学科建设的新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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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and Practice of Economic Geography for Optimizing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in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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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t the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as the primary task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is provides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huge demand for economic geography. Economic geography researches man-land relationship
territorial system and causes and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which provides prospective scientific basis and further
implement support for optimizing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cademic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concerning spatial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economic geograph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team i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our major achievements are concerned. First is the Equilibrium Model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based on comprehensive benefit with economy, ecology and society, and stereo system with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Second, th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which interpret the
interaction of human system and the natural system, especially the restriction effect of natural on human being; Third, the
Integrated Geographical Zoning ground on territorial function theory and identification method; Fourth, the Spatial
Structure with the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 of three kinds of function spaces which incorporated the planar space with
point and linear space. Research and practice show that it is more reasonable ways of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by
refining scientific issues from the practical needs, promoting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 solving scientific problems and
enhancing the ability to support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In future, according to the key words of“Equilibrium,
Development Intensity, Spatial Structure, Function Zone, Pattern”of the report of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economic geography will continue to play a leading and supporting role in national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and achieve a new leap forward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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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十八大报告与经济地理学

地球表层的经济地理过程和国土空间开发格

局形成与演变规律的研究，是经济地理学长期以来

坚持研究的方向[1-3]。在十八大报告中，优化国土空

间开发格局被列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经济

地理学的应用需求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方面，由于科学研究具有的前瞻性特征，许

多逐渐进入决策层视野和逐步被社会认同的区域

发展理念、目标、重点、措施，在经济地理学研究中

已比较成熟或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积累。也可以说，

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影响了社会进程的轨迹和

政府决策的行为。2012年12月27日，在中国科学院

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原经济地

理部，现又称人文地理与区域发展研究部）召开

2012年度实验室专家委员会暨学术年会上，实验室

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土资源部副部长胡存智指出：

“从十八大报告可以看出，经济地理学的话语体系

在一步步转化成各种政府文件和国家决策，这套话

语体系对整个经济建设和区域发展会起到重要的

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当中央政府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格局”上升到生态文明建设首要任务的高度时，能

够给出国家战略命题答案的经济地理学理论和方

法支撑能力又明显不足。对照“十八大”报告关于新

的科学研究命题，讨论经济地理学未来发展的研究

重点和学科建设方向，有助于加快学科发展、推进

理论创新、实现方法改进、指导应用实践。“十八大”

报告指出，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要按照人口资

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

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加快实施主体

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

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

态安全格局……[4]。”

近些年，中国科学院经济地理学和区域发展研

究团队依托长期理论与方法的研究积累，致力于研

究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基本特征和演变规律，积极

从事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战略咨询和规划研

制工作，在国土空间合理开发的重大理论建设和应

用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积累，围绕“均衡、开发

强度、空间结构、功能区、格局”等关键词，坚持从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中找学科发展差距、凝练关键科学

命题，在解决国土空间开发科技问题中实现理论和

方法创新，提升学科支撑应用实践的能力，实现科

学研究创新和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双赢。

新年伊始，以笔者及所在经济地理学团队的工

作实践为例，讨论我国经济地理学在优化国土空间

开发格局中的学术贡献、应用价值、发展差距以及

未来的主要命题，对我国经济地理学健康持续发展

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 区域发展均衡模型与国土空间开发三个
效益相统一

区域发展格局变化的根本驱动力是发展差距

导致趋于区域均衡的力量，这是经济地理学经典理

论已形成共识的结论。但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核心

问题是，区域均衡是否等同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

均衡[1]。应该说，2007—2009年的两年时间，中国科

学院组织 18个重点领域开展的“中国至 2050年区

域科技发展路线图”项目和围绕主体功能区理论基

础的构建形成的区域发展均衡模型，以及经济—生

态—社会效益三维区域发展目标体系，改进了区域

均衡模型和区域发展根本驱动力研究，为十八大确

定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原则：“人口资源环境

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提供了科学依

据。

在“中国至 2050年区域科技发展路线图”研究

中，系统梳理了寻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生态

效益”三大效益综合较优的区域发展目标[5]。提出只

注重于经济效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可持续的，

不可持续的核心在于资源环境上限的约束。具体而

言，资源供给有上限的要求，环境有合理容量的要

求，当突破了环境的合理容量和资源上限的要求，

区域发展最终将会是崩溃性的。此外，在传统的工

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随着经济的发展，涉及到社

会进步的很多参数实际在同步下降。譬如区域之间

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因此，如何实现经

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协调成为优化国土空

间、实现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三维目标的理念被

深化和应用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该研究提出国土空

间规划应立足于适应“提升竞争力、改善民生质量

以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三维目标相统一的综合

发展要求，国土空间规划其本质就是给出实现综合

效益最优或更优的空间实施方案。在三维目标的要

求下，区域发展不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是经济、

社会、生态三者相互作用下的发展。在这样的区域

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曲线的轨迹特征，包括方向

和过程都不同于单一经济目标要求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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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揭示区域发展中三维目标之间的关

系、评价区域发展的综合效益以及预测三维目标框

架下我国区域发展的基本趋势，对区域经济增长理

论等也进行了重新审视，重点构建了两个空间均衡

模型[6-7]。第一个是经济均衡本身的立体空间均衡模

型。提出经济均衡并不仅仅表现在以人均GDP为代

表的生产层面的均衡，更体现在民生质量方面的均

衡。而这种均衡受到政府二次分配、物价等因素的

影响。具体而言，欠发达地区的实际购买能力可以

通过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相对较低的物价水

平等得到提升；而发达地区的实际购买力可以通过

税收、较高的物价得到合理的调节。也就是说，在工

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人均GDP代表的区

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是必然趋势[1，7]，但仍然可以

促进经济方面的均衡。譬如根据国家的资金实力，

逐步提升地区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而这一

水平能够维系国土开发格局逐步趋近平衡态。第二

个是综合的空间均衡模型。提出考虑到区域发展条

件的客观差异，经济的单一均衡是很难实现的。空

间的最终均衡应该是实现由经济发展类、社会发展

类、生态环境类等指标构成的区域综合发展状态的

均衡。只有这样，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区域，才可

以通过其更好的社会发展状态和生态环境状态提

高综合发展水平。生活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的

人们会因为社会类或环境类质量的不佳，而导致生

活的综合水平并不比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的区域人

们的生活综合水平高。多样化的发展模式、多样化

的文化风格、满足不同生活价值取向的多样化的区

域特征，是促使区域发展在复杂系统中实现空间均

衡的重要条件。

Di =
∑Dim

Pj

=∑Djm

Pi

=Dj

（区域 i和 j综合发展状态的人均水平值分别为

Di和Dj、人口总量分别为Pi和Pj；m=1，2，3；Di1或Dj1
是经济发展效益、Di2或Dj2是社会发展效益、Di3或Dj3
是生态环境效益）

以上研究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将传统经济地理

学寻求的单一空间经济均衡拓展和提升为综合的

空间均衡。但研究仅提出了一个空间均衡模型的概

念框架，并没有对实现这个过程的驱动因素和驱动

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均衡模型也远远没有展开。空

间均衡的过程实质是势能向动能不断转化、势能逐

渐衰竭的过程。产业的转移、人口的迁移、资本的流

动等各种要素的运动都是空间均衡的不同实现形

生产层

二次分配层

居民消费层

生产层

二次分配层

居民消费层

生产要素

财政转移支付

≈

工资性收入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图1 空间的综合均衡模型与立体均衡模型的简略表达
Fig.1 The comprehensive equilibrium model and stereo

equilibrium model

式。探究各种要素对空间均衡的驱动过程及其驱动

机理，构建综合驱动模型，完善空间均衡理论是未

来进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此外，相关研究在技术

和方法层面也面临一系列科学难点问题。譬如如何

核算经济、社会、生态等各种效益，如何集成各种指

标、合理确定各指标的参数、构建综合的科学测度

体系，目前国内外的理论和方法都还难以支撑。

3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人—地系统相互作用

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定位在于：揭示地球表层的

自然圈层与人类生产生活圈层相互作用关系及其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形成演变

的规律。人—地相互作用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关

键命题，也是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生态—

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优化的基础

性研究。通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揭示自然系统

（地）对人文系统（人）的作用力及作用关系，并通过

在汶川灾后恢复重建及此后玉树、舟曲重建和越来

越多的国土空间规划的成功应用，乃至承载力评价

成为政府决策越来越通行的基础性工作，是经济地

理学作出的重要贡献。

1970年代初，国际上就开始从全球角度开展地

球系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8]，我国的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研究侧重于土地资源承载力领域，而区

域层面上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综合研究长期面临

困境，一方面是受地域系统开放性、资源要素流动

性、承载对象不确定性等研究难点的制约，另一方

面则是由于难以寻求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研究的

应用需求。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国家提出

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作为灾后恢复重建规划

的基础和重建工作的前提[9]，首次在我国尝试将“资

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作为“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的

基础性科技支撑工作。此后，科学认知区域的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不仅在玉树、舟曲灾后恢复重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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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实施规划得到整体应用，而且

被逐步推广到越来越多的国土空间规划和社会经

济发展规划中，成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的重要依据。

汶川、玉树和舟曲三次灾后重建规划的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评价面向“确定可承载的人口总规模，提

出适宜人口居住和城乡居民点建设的范围以及产业

发展导向”的目标任务，比较分析灾前和灾后承载力

变化、集成运用遥感与实地应急评估技术、综合研究

自然本底和开发现状的交互关系；采用自然地理条

件、地质条件与次生灾害危险性、社会经济发展基础

等大类共10余个指标项对承载能力状态进行评价，

按照重建条件测算出适宜性5级评价结果，得到重

建条件适宜性分区方案；结合遥感、次生灾害实地排

查、模型模拟等技术手段，综合灾损和受活动断裂、

山地次生灾害威胁程度以及工程地质的分析，对重

灾区进行了精细评估；此外，基于承载力评价，综合

基本生活需求和未来发展潜力，结合产业类型、城镇

化程度、外出打工等多种社会经济因素，建构了人口

容量测算模型。特别在玉树的评价中，还针对承载对

象的差异性，采用不同的指标体系和技术路线，形成

了3套备选方案，并通过综合比选确定了灾后恢复

重建地域类型及区划的推荐方案[10]。

通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综合评价，有效地解

决了灾后重建地区就地和异地重建选址、就地安置

和外迁人口数量等关键问题。承载力的评价结果直

接被国家重建规划所采纳，受到国务院和地方政府

的高度肯定，成为灾区重建工作的重要依据。三次

灾后恢复重建中的应用实践表明，资源环境承载力

评价在揭示地表自然和人文格局演变规律、合理构

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并满足现

代化进程需要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科学意义和实用

价值。社会经济布局应当以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为

基础，特别是在自然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的区

域，因自然本底对社会经济格局的影响更加直接和

深刻，故而通过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客观认识地域

空间开发利用条件、协调多种功能空间开发利用关

系、形成地域保护和开发空间结构及总体布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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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玉树灾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推荐方案的技术路线图[10]

Fig.2 Research flowchart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carrying capacity evaluation of Yushu



显得至关重要[11]。随着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不

断提高，全球社会经济的空间分布格局正逐步走向

与资源环境的平衡与协调，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的

综合研究对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发挥着

积极作用。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在未来的研究中，应首

先将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的主要地域类型和综合功能

作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的对象，对全国国土空

间进行类型区划分，根据不同类型区因地制宜地制

定差异化的指标体系，采取多种方法集成国土资源

禀赋、环境本底和生态条件单项评价结果给出综合

评价结论，揭示不同地区综合承载能力大小的差异

以及承载能力的特征。此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主要

面向自然系统对人文系统的作用机制分析与测度，

实际上，区域可持续发展和国土空间有序结构塑造

是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交互过程[12-13]，而目前面向

人文系统对自然系统的影响及其反馈过程研究，尚

未找出有效研究抓手，仍需要学科做进一步探索[14]。

4 地域功能成因、识别及综合地理区划

区域差异格局和分异过程是地理学、经济地理

学研究的主体内容，地球表层系统已经成为自然和

人文过程相互作用产生的共同结果 [15]。但长期以

来，刻画区域分异格局的基本地理学方法——区

划 [16-19]，却在解决自然—人文综合作用形成的统一

地表格局方面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究竟地表既符

合自然生态系统持续运行、又能满足人文系统不断

增长和丰富需求的格局是怎样的形态，这是贯彻落

实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

统一原则的空间布局依据，也是开展国土空间规划

应该遵循的科学规律。

2004年以来，中科院继提交按照功能区组织地

域开发格局的咨询报告之后，进而承担了全国主体

功能区划的一系列研制工作[20]。首先，构建了识别地

域功能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由10个指标项构成，

其中 9个是可计量指标项，分别为：可利用土地资

源、可利用水资源、环境容量、生态脆弱性、生态重要

性、自然灾害危险性、人口集聚度、经济发展水平、交

通优势度[21-22]；另一个为全过程调控的定性指标项，

即发展战略选择。每项指标都包括若干因子，在因子

构成上重视资源环境的各类要素、突出“可持续发

展”在不同地域功能区评价中的作用，突出人口经济

的集聚以及地理区位等因素、重视集聚的空间组织

方式对增强“竞争力”的作用。通过对全国国土自然

单元（1km格网）和县级行政单元的单项指标评价和

综合指标评价，得到全国国土空间地域功能适宜性

评价结果。最后，以国土空间地域功能适宜性评价为

基础，采用计算机对主要地理特征线的模拟、城市吸

引范围和区域相互作用断裂点模型分析、生态最小

阻力值分析等方法，划分主体功能区的界线；结合数

量分析和图上作业，开展大规模的实地考察，对综合

评价模糊的区域、近年来变化大而基础数据没有能

够相应更新的区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同类型区域

等进行考察；依照生态系统、城市化等理论，借鉴国

外进行空间管制的做法，综合考虑“优化空间结构、

统筹区域发展、保障生态和粮食安全、集约高效建设

城市群”的要求，在国家财政能力的总约束前提下，

测算生态安全、粮食安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等多项

前景指标，确定主体功能区划备选方案[7，20]。

由于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包括国家和省两个层

级，为正确指导各省编制本省域的主体功能区划，

研究完成了《省级主体功能区域划分技术规程》，该

规程给出了划分的技术路线、标准和基本要求。其

中，在指标体系一致的前提下，根据各省情况给出

在指标因子选择的弹性和阈值确定的弹性范围，并

依据全国国土地域功能适宜性评价结果，匡算出各

省开发类区域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比重最大取值

标准以及各省保护类区域面积占全省土地面积比

重最小取值标准，实现了中央政府对各省主体功能

区划中国土开发强度的控制。未来，还将继续对主

体功能区的建设进行动态监测，在建立监测与评价

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取遥感技术数据采集、全国

土地和环境等部门实地检测数据、国民经济与社会

统计数据以及重点区域和重点区划边界的实地调

研等方法，建立服务主体功能区划的数据库，构建

以评价模型库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区域发展分析与

模拟平台，实现对全国主体功能区变化的动态评

估，提出主体功能区划评估报告和方案调整建议。

主体功能区的理论意义在于揭示了国土空间

的分异规律，同时初步解决了以地域功能导向为指

引，集成自然和人文要素、形成综合地理区划的科

学难点问题。具体而言，不同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经

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差异，其在全国现代化建设中所

承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一个地区的功能是其在地

球表层的自然生态格局以及人类活动格局中所发

挥的综合作用，不仅受制于本地区的自然本底，同

时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区位选择的要求，这样

的区划方案是符合地球表层综合区划的科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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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指导人类重塑和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的应用需求

的。未来，主体功能区与地域功能的研究需要进一

步深化，包括构建适应长远国土空间开发需要的基

于功能适宜性的地域分类体系、评价指标体系以及

开展对县域尺度以下的地域功能研究，完善地域功

能综合集成方法和边界整合技术等。

5 空间结构研究拓展与空间开发强度的政
策价值

空间结构理论是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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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主体功能区划的技术路线
Fig.3 Research flowchart of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优化、重点开发区域 重点生态功能区

图4 主体功能区划方案草图
Fig.4 Scheme of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e of China



论。在地域功能识别和功能区划研究中，空间结构

理论是在国土空间适宜性分布的基础上确定区划

位置与边界的主要指导理论，也是进行国土空间开

发格局组织的理论依据。上个世纪，陆大道先生提

出的“点轴系统”理论是我国经济地理学在空间结

构理论研究方面的重大进展，成为我国不同空间尺

度进行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组织的基础模式。如果考

虑将面状区域纳入“点轴系统”理论当中将会对空

间结构理论有什么样的完善，本身就具有主要的科

学命题价值。此外，点轴理论更多地阐释了空间形

态为主体表达空间结构的形成过程及作用机制，对

功能指向及其地域类型很少涉及。如果要进行空间

开发强度的管制，就需要更多地从功能空间的比例

关系来揭示不同自然地理环境背景下、不同发展水

平和发展阶段的空间结构演变规律。

由于地域空间规划、特别是综合性地域空间规

划涉及的因素复杂、内容广泛，如何通过一种指标、

一个集成性的参数衡量各领域规划的合理性，实现

对各领域规划的控制和调节一直是困扰地域规划

的难点[3]。在广东国土规划的研制实践中，尝试着采

用生产、生活和生态三大空间结构的设计作为统领

整个规划的集成方法。规划范围为广东省行政管辖

的陆域和海域，规划期限为 2006—2020年，总体规

划编制与专题研究自2005年6月启动，历时2年。

为实现广东国土空间结构的有序化，实现“和

谐、可持续、富有竞争力的国土”的总体目标。在编

制过程中，通过开展国土资源调查评价，找出资源

开发利用和保护的主要问题，重点研究水土资源与

生态环境对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和容

量；针对广东省国土空间结构、功能组织、分区管理

和建设引导等内容开展研究，提出空间开发战略，

明确规划期广东国土空间结构的变化趋势和特征，

划分全省国土开发功能区划；分析广东省面临的国

土资源安全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和隐患，包括生态

安全、地质灾害、生物灾害等，评价广东省国土安全

的程度，预测其发展趋势，提出建立国土安全保障

体系的方案。此外，还从泛珠三角或更大区域范围

角度，审视广东省国土开发在其中的地位、作用和

影响等，提出优势互补和区域联合开发的建议。

基于空间结构理论的综合集成分析，广东国土

开发突出优化空间结构的总体要求，把调整生产空

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之间的比例关系作为国土

开发的重要抓手，实现从培育生产空间为主导的国

土开发导向、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并重的国土

开发导向的转变。具体来看，将广东国土空间划分

为农业生产与生态复合空间、生活与工业生产空间

以及生态空间三大类，近期在集约、高效利用土地

资源的前提下，为满足人口集聚和经济发展的需

求，可适度增加生活与工业生产空间的比重；远期

主要通过完善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显著提高用

地产出效率来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到2020年，

生活和工业生产空间的比重不超过16%，农业生产

和生态复合空间应保持在21%左右，生态空间的比

重应不低于 62%。同时，还将三大空间的结构比例

合理分解到各个功能区板块，从而对不同功能区类

型的开发重点和发展方向进行差异化的控制和调

节。如在珠江三角洲（外围）优化发展区，该功能区

作为生产—生活—生态 3大空间统筹建设的先行

区，空间生活与工业生产空间到 2020年被约束在

25%的比重。

生态类
功能区

工业化、城
市化功能区

生态空间 生产空间 生活空间

开发强度/%

比
重
/
%

图5 三大空间比例关系与功能类型的对应关系示意图
Fig.5 Correspondence between proportion of three kinds

of spaces and territorial function types

在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规划中常是以产业结

构演进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由此识别一个区

域的产业发展状态和趋势性规律，但是在区域政策

和地域空间规划中长期缺乏类似的理论支撑。如同

产业结构一样，空间结构同样能产生和影响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23]。尽管研究尚未成体系，

但通过“生态、生产、生活”空间比例关系表达的空

间结构理论的探索，使三大空间比例关系形成的空

间结构与点轴系统理论中点—线—面空间形态构

筑的空间结构相互支撑，构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合理

的空间结构体系，初步揭示空间结构有序化演进规

律，探讨生产、生话和生态三大空间的结构与区域

的自然条件、发展阶段和功能类型的对应关系。因

此，继点轴系统理论采用空间形态揭示空间结构演

变规律之后，又将面状空间纳入空间结构理论体系

之中，对于科学认知区域发展过程、判断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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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指导区域发展规划是有着重要的科学价值和

应用意义的。此外，三大空间组合的空间结构还衍

生了国土空间开发强度这样一项具有深刻政策内

涵、且科学基础性很强的概念与指标。

产业结构给出了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关

系（如三次产业结构）同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发展

状态之间的对应关系，但与之相比，空间结构理论

的发展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生态—生产—生活

空间”之间的比例关系一定是随着地理环境、发展

水平和发展方式不同而不同的，一个区域的产业空

间的增长应该有一个合理的上限约束，打破这种比

例关系和上限约束都将因空间结构的无序而要付

出发展效益的代价，但“比例关系如何、上限约束怎

样”都还是未解的科学命题[14]。同时，“点—轴—面”

共同组成的空间结构体系中，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关系和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6 结语

我国经济地理学步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阶

段。应用需求强盛且要求层次高，学科创新加快推

进且得到社会认可程度不断提高。此外，学科自身

建设也进入又一次的代际转移——仅中国科学院

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原经济地理部目前科研人员

总人数 59人中，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已经超过半

数，达到30人。因此，认知学科发展规律，把握社会

需求机遇，在我国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实现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发挥科学应有的作用。与此同

时，还应当充分认识到学科发展机遇和挑战并存，

所谓挑战，就是相邻相近学科领域的不断拓展对经

济地理学的挤压作用，如建筑科学和城市规划科学

向人居环境科学的拓展、生态科学中不断增加的人

文生态比重，地球科学的自然科学分支越来越多地

纳入人文因素的作用机理及其在区域发展方面的

响应，等等。所以，认真体会经济地理学的学术价值

与应用价值，把经济地理学科发展植入十八大优化

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科学支撑体系当中，通过经济

地理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在 30—40岁的

学者出人才、出成果的加速过程中，建构经济地理

学理论方法体系，拓展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和研究

范畴，实现经济地理学的持续繁荣和不断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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