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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回顾和总结了20世纪以来发展地理学的研究进展，涉及发展地理学内涵和理论、领

域和方法及其发展趋势。系统梳理了发展地理学在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收敛、发达地区或

国家生活品质提升过程中的收敛及其路径等研究内容。通过分析国外研究进展，指出了发展

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条件与学科优势，并着眼于国际学术前沿最新动向与国家宏观战略需求，

提出了今后中国发展地理学研究需重点关注的领域。未来发展地理学研究应以可持续发展理

论为指引，以提升欠发达地区可持续生计能力与区域绿色发展水平为核心，以构建发展地理学

理论和跨学科综合集成研究体系为目标，聚焦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扩散特征与收敛研究，探

索出服务于区域经济建设与产业发展的调控政策与科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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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发展地理学（Development Geography）是研究人类发展水平和生活品质的地理学，
重点关注欠发达与发达地区在环境约束条件下发展收敛或人类福祉提升过程中的收敛议
题。作为地理学的新兴分支学科之一，发展地理学具有典型的跨学科与学科交叉特点，
其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全球不平等和大规模贫困发生机制的探究问题，并试图寻找发展与
经济、政治和社会等要素的关系，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发展地理学源于20世
纪 30年代的殖民地研究，20世纪 40年代后期主要关注战时情报服务与战后社会重建工
作[1]，这一时期的研究与“欠发达地区”这一术语的提出密切相关。20世纪60年代马克
思主义理论推动了发展思想与实践的变化，发展地理学从过去强调经济增长转向社会福
利和自由的研究[2]。在此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发展地理学在东英吉利大学开设第一个
本科课程，推动了该学科领域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3]。随着 20世纪 80年代的全球化发
展，发展地理学研究议题逐渐集中于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均衡发展、发达地区生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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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提升等方面的研究[4]，相关成果围绕以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发展机制与战略
进行了深入解析，先后形成现代化理论、依附论、后现代化理论、新古典理论、新马克
思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等理论[5]。近年来，发展地理学综合运用新信息技术及空间经济学等
研究方法衡量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空间格局、异质特征、扩散状态和收敛方式，为区域可
持续发展提供了技术保障，促进了发展地理学相关研究的快速发展。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
盾日益加剧，面临贫困、发展方式转型、国际贸易竞争、气候变化、环境退化等方面的
危机与挑战，严重制约了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亟需在发展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下利用地
理学科知识指导促进产业转型发展、缓解资源环境压力、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以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对此，国内地理学家针对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工
作；同时，国外相关研究理论与方法也为中国发展地理学研究提供借鉴。本文梳理了近
年来国际上发展地理学的研究进展，并联系实际提出未来中国发展地理学研究的有关思
考，为中国制定区域发展政策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并以此推进
中国发展地理学的学科发展，丰富国内地理学的学科门类。

2 发展地理学的内涵与理论研究

2.1 发展地理学的内涵
发展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其以地理学为依托，融合管理学、经济学、生态

学等学科，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特点。针对现代发展地理学内涵，目前国外学
者给出了发展地理学的概念界定，Chant等认为发展地理学是以不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
研究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和发展战略的学科[6]；Escobar梳理了第三
世界的发展历程，认为发展地理学主要研究发展中社会的人类福祉模式和状态，重点是
开展不平等原因和后果的综合时空分析[7]；Potter等提出发展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发展水平
和生活品质的地理学等[8]。总体而言，发展地理学概念始终围绕“地理学研究紧密结合人
类和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的宗旨[9]，侧重从地理学视角研究发展的时空格局特征，解析
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等关键要素的联系，寻求发达国家/区域与不发达国家/区域之间
及内部发展差异，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撑。

“发展”是发展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要素，结合不同研究背景与视角深入探讨“发展”
的内涵是发展地理学理论研究与科学实践的前提。“发展”本身是一个复杂、动态的概
念，在特定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下具有特定的意义。“发展”最早作为经济学概念自19世
纪 50 年代逐渐形成，早期关注物质产品及经济增长，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开始转换视
角，从对物质量增长的关注转向对经济社会其他方面变化的关注。从广义视角来看，发
展是指发展的意图，侧重于全球及国家等一系列政府与非政府机构为促进欠发达国家或
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发展战略制定及其重大影响解析[10]。从狭义视角来看，“发
展”是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影响人们生活变革的过程，包含了城市与人口发展、技术
变革与产业发展、区域协调与社会公平、消除贫困与生活品质提升等多个方面[8] （图1）。
Todaro 认为发展必须同时包括社会经济结构、公众观念和政策制度等多方面的发展过
程 [11]；Dickenson 等提出发展应包括行动和言论自由，使人们有更广泛的选择权利 [12]；
Hodder 认为发展可被定义为人类发展水平、生活品质与政治参与程度的不断提升 [5]；
Kothari指出发展的目的是减少贫困和世界不平等问题，以改善人类福祉和生活质量[13]。
不同“发展”的定义确立了不同的发展关键目标，包括经济增长、技术变革、平等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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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提升、社会结构改进等。从本

质上说，发展应体现不同主体、

不同层面、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下

的多方位利益的人类社会发展过

程。如何明确发展定义中全部过

程的关键目标及标准是发展地理

学研究面临的重要挑战。

发展地理学的研究以地理学

为依托并融合管理学、经济学、

生态学等学科的方法和手段，必

然成为解决区域发展不收敛及失

衡等问题的重要分析工具。发展

的实践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40 年

代，产生于发展实践及以实践为

基础的概念中，并具有跨学科的

性质和丰富的社会科学形式。各

国政府、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

和社区组织都参与促进实地发展

的相关政策进程 [14]。政治学和社

会学等主流社会科学学科，人口

学、国际关系学、人类学和历史

学以及城市和区域规划等学科也

为发展研究做出了贡献[3] （图 2）。

当前地理学家凭借其区域和地区

研究优势，借鉴经济学方式积极

参与发展实践，促进了“发展地

理学”的学科发展 [8]。与地理学

的其他分支学科不同，发展地理学的内涵应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

是否收敛，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或地区生活品质及人类福祉提升过程是否收敛。在全球

环境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国际背景下，不同地区面临着

贫困、区域发展失衡、生态退化等影响人类社会福祉的巨大问题，利用发展地理学知识

促进转型发展、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等成为发展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内容。

2.2 发展地理学的理论探讨

20世纪以来，发展地理学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包括发展概念辨析、关键要素分

析、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发展模式的对比等，其理论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4个阶段：

（1）早期现代化理论研究阶段。20世纪 40年代至 50年代末，发展地理学相关领域

的学者陆续提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概念。现代化理论在建构和意识形态方

面具有多学科性，但其强大的影响力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以及现代创新和技术

向欠发达国家的传播。该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有所动摇，Myrdal认为贫困的循环因

果关系可以通过工业化来打破，同时强调涉及人类社会福祉和自由的重要性[15]。

图1 “发展”概念涵盖的方面
Fig. 1 Aspects of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图2 发展地理学与相关学科的联系
Fig. 2 Links between development geography and related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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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附理论研究阶段。20世纪60年代，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主流科学中出现了激进
的政治观点，促进了依附论的出现。该理论源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发展过程中，
认为西方主导的全球发展模式仅起到维持贫困国家和地区现状的作用，而不是帮助其社
会加速发展、消除贫困[16]。该时期产生了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人文主义概念，广
泛用于跨学科的发展研究。Harvey把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成为一套完整解释资本积累地理
机制的学说，其核心概念是资本的“空间出路”，使人们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逐渐接受
人类地理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和结构主义方法[17]，同时提出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以满足欠
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基本发展需求。

（3）新古典理论研究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以里根和撒切尔政府为代表的西方国
家纷纷抛弃凯恩斯主义政策，实行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大幅度减少政府干预，将
国有企业私有化，并采取措施推动投资和贸易自由化[18]。同时，在早期结构主义发展经
济学理论影响下，依靠计划性、国有化和工业化来加速资本积累的大多数国家，在经济
运行过程中出现了多种矛盾和问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开放程度较高、注重发挥市
场作用、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并在经济上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拉美
国家的经济改革进一步巩固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在经济理论中的主流地位[19]。该阶段
的主要特征是欧洲“新权利主义”和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兴起。

（4）多元理论研究阶段。21世纪以来，发展地理学的理论著作逐渐增多，发展地理
学者逐渐将研究重点从大尺度范围转移到中小尺度发展过程的研究中，包括基础运动、
正义与民主、公民主权、全球化冲突和环境变化等与发展收敛相关的热点问题。后现代
主义在本世纪初成为社会科学的另一种范式，新增长理论强调政府政策在促进社会经济
长期增长和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20]。Power重新思考了发展地理学的话语权与地缘政治性
质，探索了发展思想和实践的空间性[21]；Lawson认为未来发展地理学必须以全球和区域
人民的物质生活和话语权关系为框架，研究新自由主义经济下话语权与政策发展 [2]；
Potter等通过总结发展地理学相关研究思维的演变、理论与实践应用，打开了对就业、人
口、文化等要素与发展关系探讨的新视角[3]。
2.3 发展地理学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可持续发展是发展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以发展地理学综合视角与多学科优势，
解决区域面临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等多维度的发展问题，对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
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全球变化背景下，人类社会发展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环境脆
弱、资源相对匮乏、贫困多发地区人类可持续生计亟待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
可持续发展问题，联合国多次召开峰会，对全球层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进行设计，
主要包括“21世纪议程”“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我
们期望的未来”、可持续发展目标等目标体系[22]。其中，MDGs将发展所涉及的概念与衡
量贫困和发展水平所涉及的概念相结合，为全球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表1）。但
MDGs的实施在全球范围内仍存在巨大差距，且取得的进展极不均衡，新的挑战逐渐显
现。为促使国际社会继续围绕人类发展的重大议题展开广泛合作，2016年联合国通过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取代MDGs的决议。“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核心是设定面向2030年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目
标制定一系列促进国际发展融资和技术转让的体制机制，重构当今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治
理体系，对各国的发展空间乃至国内发展政策将产生重要影响，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
关注[23]。随着对全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深入认识，可持续发展目标呈现演替与升级，与
发展地理学重点关注的核心领域相一致，不仅关注物质生活的提高，而且强调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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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面发展和生态系统的健康。因此，进一步推进发展地理学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应用将
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研究提供重要工具。

3 发展地理学的关注方向与议题

发展地理学研究主要体现在相关领域理论和应用实践的多元化等方面，相关理论涵
盖了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后结构主义、激进发展理论、新自由主义和发展问题的空间性
质等概念，并论证了全球制度和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为欠发达地区均衡发展和发达地
区生活品质提升过程中的收敛两个方面的研究议题提供理论基础。上述两方面的研究主
要涉及欠发达溯因、发展收敛的表征、发展收敛的过程等[25]。发展地理学者通过研究不
同国家和地区发展的空间模式、比较欠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内外部差异，分析影响其
发展特征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等因素及其空间分异、扩散和收敛机制。发展地理学及发
展收敛的研究议题包括以下方面。
3.1 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溯因及其发展收敛
3.1.1 人口非均衡与区域分工 从发展的角度看，人口被视为地理资源要素，常用人口规
模、密度、分布、增长率、年龄结构、移民和人口质量等指标进行衡量。在比较不同国
家之间发展水平时，人口质量较其他指标更为重要，尤其是健康、教育、人权等指标。
该领域注重社会边缘群体的研究，取得的主要进展包括：童工问题、多元化的童年和成
年过渡途径[26]；青少年的权利、健康、福利等指标影响其教育的限制因素[27]；女性地位、
性别不平等与发展的联系及发展政策中性别思维的转变[28]；残疾人的权利和话语权[29]；
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挑战[30]；社会再生产、性别分工以及家庭间的关系[31]；
移民迁移形式和因素、人口迁移对源地和目的地社会发展潜力的影响等研究[32]。
3.1.2 文化多元性与区域差异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要素在发展地理学中的重
要性日益突出。文化与发展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导致发展政策和实践中“文化转向”的

表1 与发展地理学核心领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取得的主要进展[24]

Tab. 1 Major progress towards the MDGs in the core area of development geography

目标

目标1：消灭极端贫困和饥饿

目标2：普及小学教育

目标3：促进男女平等和增强妇女权利

目标4：降低儿童死亡率

目标5：改善孕产妇保健

目标6：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
疾病作斗争

目标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

目标8：全球合作促进发展

主要进展

全球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数从 1990 年的 19 亿下降至 2015 年的
8.36亿；发展中国家极端贫困率从1990年的47%下降到14%。

2000—2015 年发展中地区的小学净入学率从 83%增加到 91%；
1990-2015年全球15~24岁青年识字率从83%上升至91%。

到 2015年，发展中地区整体而言已经实现消除小学、中学和高等
教育中两性差距的具体目标。

1990—2015 年全球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超过一半，从每 1000
名活产婴儿中90人死亡降至43人死亡。

1900—2013 年每 10 万活产婴儿孕产妇死亡人数从 380 人降至 210
人，孕产妇死亡率下降率45%。

2000—2013年新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数下降了约40%，从350万下降
至210万。

消耗臭氧层物质几乎被消除；1990—2015年全球获得改进饮用水
的人口比例从76%上升到91%；2000—2014年全球发展中国家中生
活在贫民窟的人口从39.4%下降到29.7%。

2000—2014年来自发达国家的官方援助实际值从810亿美元上升至
1352亿美元，增长了66%。

注：根据《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报告2015》相关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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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33]。发展政策制定需与特定地区的生活实践、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观相结合，以实
现人们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该领域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有：深化了不同理论
和意识形态下文化概念的理解，发展了种族中心主义文化与价值观、文化相对主义与文
化决定论等基础理论观点[21]；分析了种族、阶级、宗教、性别与弱势群体等特定文化要
素对不同经济水平的影响，探讨了其变化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动力机制[34]；构建了以权利
为基础的发展方法，指出了人权与社会潜在挑战及发展之间的关系[35]；针对欠发达国家
或地区文化、种族差异的特点，提出了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的新模式[36]。相关研究还探
讨了女权主义的发展，分析了妇女生活的变化，并讨论了扩大妇女经济、政治权利与经
济发展的联系等[37-38]。
3.1.3 区域贫困与减贫 全球不平等和大规模贫困发生率是发展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也是发展地理学者长期密切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议题一。联合国人居署最新的数据表明全
球人口日益城市化，但农村地区贫困人口的比例持续增长，农村贫困和农业问题仍然是
全球发展议程的核心。早期国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社会贫困问题进行探讨分析，Desai和
Potter认为，除了收入和消费之外，健康、教育、社会生活、环境质量以及政治和精神自
由等都是造成贫困的重要因素[39]。相关研究成果体现在：识别欠发达地区贫困原因、发
生动力机制与空间地理贫困[40]；辨识贫困地区空间分布格局及时空演变特征，提出脱贫
模式、扶贫战略选择与区域反贫困政策[41]；实证分析不同区域贫困地区与经济发展的耦
合关系、探究制定有效的收入分配政策，以实现发展收敛与社会公平[42]。此外，探索区
域多维贫困测度方法，为研究区域贫困与减贫提供科学支撑。
3.2 发达国家或地区生活品质提升过程中的收敛
3.2.1 环境可持续能力研究 资源和环境作为人类生存活动的投入要素，承载了大量人类
活动所导致的生态环境影响[43]。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长期主导全球经济的核心思想，其
资源开发方式和市场驱动目标导致了生态系统破坏和人类贫困的循环模式，阻碍了环境
可持续能力的发展。环境可持续能力研究起源于全球环境变化研究，并结合社会科学研
究的“未来地球”研究计划[44]，为各国家、区域和社会寻求发展途径提供必要的理论知
识、研究手段和方法。该领域重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变化与人类福祉的关系，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对人类物质需求、安全、健康、社会关系、自由权与选择权的影
响[45]。较为系统的成果有：基于环境主义和发展思想中不断变化的观念和实践，探讨了
可持续发展的竞争性[46]；指出制约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提出了实现环境可持续性与
增长的模式 [47]；优化土地利用管理以改善生态系统服务，确定环境可持续性指数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Index, ESI），评估了各国在未来的环境保护的能力 [48]。此
外，在国土空间管理对全球环境变化的研究上，发展地理学者从土地利用的角度提出了
适应全球环境变化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等[49-50]。
3.2.2 区域发展方式转变 近年来，随着研究方法和技术的创新与完善以及社会对欠发达
国家或地区发展是否收敛问题的高度关注，区域农业与乡村协调发展、工业与城市均衡
发展研究成为近期发展地理学研究的热点，同时区域发展方式与政策研究取得了显著进
展。新自由主义贸易改革与欠发达国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密切相关，对其生计与生产
方式产生广泛影响 [51]。相关研究议题主要涉及以下方面：区域间农村、农业与发展收
敛：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对农村、农业的影响[52]；农村地区非农业化与生计系统多样化[53]；
土地改革与农村经济振兴[54-55]；创新农业生产方式对农村发展与农民福祉的影响[56]；可持
续生计框架、农村发展新范式与农村协调发展[57]；城市、工业与发展收敛：城市贫困住宅
区改造模式及综合整治；欠发达国家的城乡互动关系，扩展的大都市区与城郊区发展[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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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方式变革对可持续城市化的促进作用[59]；可持续发展与城市生活质量提升等研
究[60-61]。
3.3 发展地理学目标函数的实现
3.3.1 多边贸易及全球治理方案 当今世界正发生着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
次影响继续显现、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不断调整，使得欠发达国家或地区
面临的发展问题尤其严峻。发展地理学者围绕“南南国家”发展合作与交流[62]、“经济欠
发达国家”援助捐赠计划的地缘政治驱动因素等研究前沿议题开展了相关研究。重新阐
明了南北之间和内部的发展合作关系，强调了南南合作的必要性[63]，并突出区域集团合
作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消除贸易壁垒的重要方式。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区域贸易与发展、
世界自由贸易区、贸易保护主义及世界贸易组织等方面。相关研究还探讨了政府援助、
国际组织援助及人道主义援助等多种援助形式[64]；援助格局的复杂性、新兴国家与全球
发展援助模式与挑战等[65]。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国
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与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平台，相关学者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
科学内涵与科学问题[66]，指出“一带一路”贸易发展对全球贸易格局、全球经济格局可
能带来的影响[67]，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受援格局与发达国家对外援助转型的未来
路径等。
3.3.2 全球化及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世界正在兴起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进入经济
全球化3.0时代。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和生态全球化呈现出的差异性和多样化趋势是
新自由资本主义对全球化响应的集中体现。此外，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影响到各国的
领土安全、经济安全、资源安全与生态安全等。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
合作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68]、跨国公司及外商投资对产业聚集和区域发展格局影响的
研究 [69]、结构性矛盾与债务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等方面，并取得了重要研究成
果。在跨国公司、债务等全球化产物作用下，欠发达国家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日益尖锐。相关研究主要涉及全球化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区域贸易和区域格局的影响；
垄断资本全球化下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控制[70]；债务危机的演
变趋势及其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影响[71]；全球化对产业发展的塑造及区域共同体资源
格局与合作开发模式等。

4 发展地理学的目标函数测度及应用

发展地理学以发展指标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收敛水平，其包括定性与定量两
部分（表2）。20世纪中期，对比分析、观察描述、理论探讨等定性方法，以及统计学、
线性分析等定量分析方法得到快速应用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开始，相关研究通常采用

表2 发展地理学中衡量发展收敛水平的相关指标
Tab. 2 The 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convergence in development geography

指标

定量指标

定性指标

经济指标：基尼系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PC GNP)、失业率、
能源消耗、第一产业占比

社会指标：清洁水资源和卫生设施、成人识字率

人口指标：出生率、死亡率、生育率

综合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
人类贫穷指数(HPI)、与性别有关的发展指数(GDI)

包括自由、权利、安全等非物质利益的指标

用途

用于衡量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
与均衡性

用于衡量国家是否满足人们的需求

用于衡量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

综合衡量国家是否改善人们的生活
质量和水平

用于分析不易计算或度量的指标

232



2期 邓祥征 等：发展地理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失业率等定量指标衡量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水平。Gould指出认知
过程是环境给个体施加刺激后的客观产物，并提出追求风险损失最小化的“零和博弈”
方法 [72]。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海外发展委员会提出了物质生活质量指数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 PQLI），目的是为了衡量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物质福利水平。20世
纪 80年代，受人本主义思潮影响，发展地理学引入了心理学分析方法研究的新思潮[73]；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于 1989年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用以衡
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学科研究领域的持续深化，国内外发
展地理相关学者逐渐认识到非经济因素与发展过程的相关性。涉及发展领域的定量方法
逐渐增多，包括运用系统科学、运筹科学、计量学等，以揭示人文现象间的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的空间规律。美国运筹学家Saaty提出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层次分析法，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主观因素的影响，在相关领域得到广泛应用和发展[74]。“以人为本”的理念
作为实现发展的渐进手段，促进了女权主义的发展，使发展地理学研究更具人性化。遥
感技术的出现提高了发展表征指标数据收集和处理的准确性，Lowe提出了尺度不变特征
变换方法（Scale Invariant Feature Transform, SIFT），并对其进行了总结完善，使得地理配
准技术得到提高[75]。

发展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涉及范围广、数据量大，准确的数据分析、模型建构、可视
化表达等技术支持成为认识客观规律、提供决策服务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夜间灯光数
据、统计分析、大数据挖掘等分析手段得以快速发展和应用[76]，地理信息系统（GIS）和
遥感技术的进展为发展地理学的空间分析和空间规划提供了技术支撑；综合运用定性与
定量方法有助于强化发展地理学者对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区域均衡发展
问题和发展模式的认知。近年来，发展地理学在研究中运用的新技术方法主要包括GIS
技术的空间分析与模型模拟、评价和预测方法，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技术、社会网络
分析方法、投入—产出方法与一般均衡分析（CGE）模型等。基于 GIS 技术的空间分
析、模型模拟与可视化表达，显著提升了空间格局演变过程分析的能力。如3S技术的方
法已广泛应用于区域资源承载能力模拟模型、产业发展与产业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变化环境下社会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估等研究领域，为推动欠发达国家或区域绿色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在互联网与技术变革时代，大数据、可视化和虚拟现实等技术为研究发展地理学问
题提供了关键支撑。基于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创新扶贫新模式、建立扶贫管理动态监管
机制提高贫困识别精准度[77]；通过识别人口空间流动热点地区，为产业布局提供科学依
据，进而加速了对发展地理学研究范式、方法与内容的探索。社会网络分析法用来识别
不发达农区集群网络中的核心节点、重要关系及不同网络组织类型的区域聚集效应。投
入—产出方法已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区域乃至全球贸易分析、跨国生产、贸易增加值的
变化和全球化贸易造成的环境效应等方面。环境CGE模型基于一般均衡理论及环境与经
济系统相互作用的关系，综合研究环境保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政策制定、评估提供
技术支持。此外，针对区域产业落后和环境制约等问题，综合集成发展经济学、管理学
和生态学等学科，实现了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治理和产业优化布局。

5 发展地理学研究领域的拓展

经过不断创新和发展，发展地理学理论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理论建设日趋完
善。但是在区域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从地理学视角辨识欠发达地区发展收敛以及发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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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生活品质提升过程中的收敛是当前发展地理学促进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
战[78]。过去发展地理学注重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从发展地理学的观点
探讨其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如今亟需重新思考发展地理学发展的话语权和地缘政治性
质，分析基于发展思路下行使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方式。但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特定的气候
环境、薄弱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教育条件缺乏、贸易保护主义壁垒、财富分配不均等社
会因素妨碍了其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基于性别、种族、宗教和性取向的歧视等阻碍发
展的文化障碍难以解决；人类贫困特别是长期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饥饿与文盲、流行性
疾病、环境退化、女性歧视及对现有发展援助机制的依赖性等构成了人类发展的全球性
挑战。虽然上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障碍在世界上欠发达经济体中最为普遍，但即使是最
发达的经济体也受到诸如毒品和收入不平等特定发展障碍的困扰。

发展地理学研究议题的结构和方向反映当代重要的发展问题，未来发展地理学的研
究领域将不断拓宽，欠发达国家发展路径、城市和工业的变化与农村生计模式选择，以
及发达国家生活品质提升过程中的收敛仍然是发展地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79]。另外，贫
困与减贫、国土空间规划与产业政策、气候变化与区域应对、生态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
展、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地理与地缘政治经济等研究成为发展地理学关注的研究方向。同
时，随着地理信息技术的完善及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研究中运用模型模拟、地理计算、
大数据以及GIS等技术手段分析发展问题，促进新研究方法的产生。未来发展地理学研
究方向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不断革新，人性化、社会化与技术化将成为发展地理学的重
要发展方向，从而为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中国城镇化大规模快速发展期间，城乡发展失调、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发展
地理学研究兴起并逐步开展[80]，在中国地理学会等学术团体的积极努力下，2015年成立
中国地理学会产业政策与发展地理学工作组，分别在北京、武汉、济南和银川等地举办
了“中国产业政策与发展地理学”学术年会。学术会议以“交流对话”的形式探讨发展
地理学研究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为相关国内学者提供了交流经验、展示科研成果和开拓
科研视野的平台。积极创新中国的发展地理学学科体系，以最新的研究内容和创新的科
学方法服务国家与地方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地，实现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
与环境科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与应用实践，推动了发展地理学在中国的发展。

6 中国推进发展地理学研究的若干思考

当前中国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一带一路”
倡议、生态文明建设、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为有力抓手，试图破
解当前中国仍处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主要矛盾，进而
分阶段有序完成全面小康、“2035年目标”“2050年目标”等国家发展目标，最终借助中
国发展的快车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得以实现。发展地理学是一门经学致用的
学科，迫切需要以服务上述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深度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研究特性，高度凝练各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及有效举措，切实为国家经济建设
和社会发展提供发展地理学者的科学智慧。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改变了各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生态环境结构[81]，经济呈现出增速趋缓、结构趋优、动力转
换的经济新常态特征。如何推动发展地理学研究来促进经济转型，如何加快新时代绿色
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如何消除贫困、实现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寻找一条符合中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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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科学发展之路以实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创新驱动与持续增长，成为当前和未来中国
发展必须思考的核心问题，亟需创新发展地理学专业理论与学术成果的有力支撑；同
时，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问题的关联性亟需发展地理学的深入研究。

在中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等新形势下，中国发展需要中
国特色发展地理学作为科学指导。然而，中国特色发展地理学的理论研究长期滞后于实
践探索，尚未形成面向国家发展重大需求的科学研究范式，难以为宏观布局战略等国家
客观现实需求提供路径选择与应对策略。对此，中国应深入借鉴和吸收国外在高速发展
过程中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引发的发展问题
制定对应的发展政策。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与地区协调发展需要，中国发展地理学与创新
研究将面临更加综合、复杂的挑战[82]。在此，对接国际学术前沿研究的最新动向与国家
宏观决策的重大需求，提出中国发展地理学研究需重点关注的4个方向：

（1）搭建中国发展地理学理论框架。中国发展地理学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深度与
广度较国外有所差距，理论框架和方法体系有待完善，但其区别于西方的现实国情为其
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研究方向。需从发展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拓展以区域发展政策
评估理论、产业空间发展前沿理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为主的发展地理学理论框
架；聚焦欠发达地区发展方式与可持续生计研究，打破单一及不合理的发展模式，解决
发展过程中的摩擦争端和环境代价问题。

（2）构建跨学科综合集成体系并开展应用研究。地理学的本质特性是综合性，地理
学研究取得的重大成果离不开综合集成的结果。结合发展地理学已取得的成果，加强跨
学科的综合集成研究将进一步促进不同学科间融合与交叉，从而深度探索欠发达国家或
地区发展问题与发展方式，为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提供更加科学有效的途径。
此外，信息时代对地观测技术和时空分辨率技术日渐成熟，各种新技术不断涌现，为发
展地理学多尺度多时空的研究提供科技手段，深入探索新技术的应用研究与实践，将发
展过程中的问题定量化，从而搭建区域发展新平台。

（3）探索区域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新模式。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既要经济发
展又要碧海蓝天，区域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将成为发展地理学当下研究的重要科学
问题，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研究亟待深化的领域。主要包括探讨欠发达地区生
活品质提升过程中区域人口与经济、城市与农村、生态协调耦合新模式；注重区域生态
环境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因地制宜促进区域产业发展以及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积极应对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加强生态环境管理与可持续发展；探索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新型
人地关系，从而激发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潜力，以促进区域协同发展。

（4）探寻新常态下中国产业政策转型新路径。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迈入新常态，探讨
中国产业发展的时空格局与特征、绿色转型过程中的资源优化配置以及产业转型与创新
的政策保障机制等重大科学问题及现实议题，为实现区域绿色发展战略和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提供必要的科技支撑与决策咨询。产业的发展与转型需要与之相适应的配套制
度，通过梳理欠发达地区产业发展的空间格局与地区差异，系统分析欠发达地区产业政
策转型的发展机制与主导要素，适时调整产业政策目标，探寻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区域模
式与科学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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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and sort out research progress on development geography
since the 20th century, involving its connotation and theory, fields and method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we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development geography in the fields such as in the convergence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or regions, the convergence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in developed countries or regions. Then, in line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development geography in foreign countries, we indicate the development conditions and
disciplinary advantages of development geography in China. Further, we pointed that future
development geography research in China should focus more on the latest international
academic frontier research and national macro- strategic needs. The future research of
development geography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theor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th the
core of improving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capacity and regional green development level in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aiming at constructing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geography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ed research system, and focusing on research on the spatial
pattern, diffu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onvergence mechanism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to
explore the regulatory policies and scientific paths that serve reg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development geography; development path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rowth
convergence; regiona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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