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用格式：秦昆,林珲,胡迪,等.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综述[J].地球信息科学学报,2020,22(5):912-928. [ Qin K, Lin H, Hu D, et al.

A review of spatially integrate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J]. Journal of Geo- information Science, 2020,22(5):912-928. ] DOI:

10.12082/dqxxkx.2020.200232

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综述

秦 昆 1，林 珲 2*，胡 迪 3，许 刚 1*，张晓祥 4，卢宾宾 1，叶信岳 5

1. 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武汉 430079；2. 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南昌 330022；3. 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南京210023；4. 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南京 210098；5. 美国新泽西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纽瓦克 07102，美国

A Review of Spatially Integrate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QIN Kun1, LIN Hui2*, HU Di3, XU Gang1*, ZHANG Xiaoxiang4, LU Binbin1, YE Xinyue5

1. School of Remote Sensing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9,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4. College of Hydrology and Water Resources,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5.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ewark 07102, USA

Abstract: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re undergo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quantification and spatialization.

The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GIS), with powerful functions of spatial data management, spatial

analysis and geo- visualization,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resulting in an emerging inter- disciplinary field that is Spatial Integrate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IHSS). SIHSS can provide new comprehensive solutions to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are difficult to solve in a

single discipline. Since the first forum on spatially integrate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as held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2009, this new inter- discipline has developed vigorously and achieved

significant progress. We comprehensively summarized the progress of this new field on the tenth forum, held at

Wuhan University in 2019. GIS has been fully integrated with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cluding

philosophy, history, literature, art, sociology, economics, politic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On the one hand,

scholars and experts in the field of GIS are actively expanding their research fields to provide spatial and

visualization technologies for scholars in field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 in

field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re actively learning GIS technologies and bringing spatial thinking into

their research. Meanwhile, some open platforms, codes, and tools customized for scholars in fields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re constantly emerging. In this paper,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summary of the recent

progress of SIHSS, we first investigated the thought and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on SIHSS, and then

introduced the progress in each detailed direction of SIHSS, including history integrated GIS, literature

收稿日期：2020-05-11；修回日期：2020-05-20.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7YFB050360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71326）。[ Foundation items: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gram of China, No.2017YFB0503604;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41471326. ]

作者简介：秦 昆（1972— ），男，湖北随州人，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时空大数据分析、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

E-mail: qink@whu.edu.cn

*通讯作者：林 珲（1954—），男，江西南昌人，博士，教授，欧亚科学院院士，研究方向为虚拟地理环境、空间综合人文学与

社会科学。E-mail: huilin@cuhk.edu.cn。许 刚（1992—），男，安徽舒城人，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城市土地扩

张和复杂城市系统、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E-mail: xugang@whu.edu.cn

Vol.22, No.5

May, 2020
第22卷 第5期

2020年5月



5期 秦 昆 等：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综述

integrated GIS, linguistics integrated GIS, GIS and philosophy, human dynamics, human geography, politics GIS

and, GIS and management science, spatial econometrics, geo- computation for social science, spatial social

networks and spatial interaction networks, geography of crime, geography of public health, etc. We also

summarized methodologies for the research on SIHSS, including spatial thinking,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spatial cognition, spatial visualization and virtual geographic analysis, and GIS platform development, etc.

Finally, we proposed research directions of SIHSS in the future, including further improving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nd developing new methods of SIHSS, combining perspectives of map, data, spatial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developing online platforms and promoting open data and open source tools, further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of GI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n SIHSS. We

conclude that GIS is about to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SHISS

will also achieve greater advancement and achievement.

Key words: Spatially Integrate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IHSS); spatially integrated humanities; spa-

tially 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s; spatial thinking; spatial visualization; spatial cognition; spatiotemporal analysis;

geo-computation for soci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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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理信息科学与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等人文学与社会科学进行了全面的深度融合。

一方面，地理信息科学领域的学者积极拓展研究领域，为人文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提供空间化、可视化的技术手段；另一

方面，人文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积极学习和掌握地理信息技术，在研究中积极引入空间思维和空间可视化方法。同时，

一些适用于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开放平台、代码和工具不断涌现。本文在对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最新进展

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探讨了空间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思路和框架，并分别对该框架各分支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和

评述，包括：历史GIS，文学GIS，语言学GIS，GIS与哲学、人类动力学、人文地理学等；以及GIS与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GIS与

管理学、空间计量经济学、社会地理计算、空间社会网络与空间交互网络、犯罪地理学、健康地理与公共卫生学等。接着，本文

对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包括：空间思维与空间计量、认知心理学与空间认知、空间可视化与虚

拟地理分析、平台研发等。最后，对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空间综合人文学；空间综合社会科学；空间思维；空间可视化；空间认知；时空分析；

社会地理计算

1 引言

地理信息科学（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

ence, GIS）自20世纪60年代提出至今，得到了蓬勃

发展，已经在多个学科领域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应

用。在当前大数据时代，人文学科（Humanities）和

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的发展更加注重定量化

和空间化。地理信息科学以其强大的空间数据管

理、空间分析和地图可视化功能有效地支撑了大数

据时代的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有力地推动了空

间综合人文学和社会科学（Spatial Integrated Hu-

manity and Social Sciences, SIHSS）这一新兴学科交

叉领域的快速发展。空间综合人文学和社会科学

可以为单一学科难以解决的实际问题提供新的综

合解决方案。地理信息科学在为人文学和社会科

学提供空间化、可视化技术手段的同时，也拓展了

自身的研究和应用领域，而这些多学科应用又促进

了地理信息科学、技术与方法的发展。随着地理信

息科学和时空大数据技术的持续发展，可以更精细

地研究人文学和社会科学问题，地理信息科学与技

术在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也将发挥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空间综合人文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年轻且富

有活力的交叉学科领域。1999年，美国地理信息分

析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Geographic Informa-

tion and Analysis, NCGIA）成立了空间综合社会科

学研究中心（Center for Spatially 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 CSISS），旨在推动地理空间分析在社会科

学中的应用。2004 年，Goodchild 等出版了学术专

著《Spatially Integrated Social Science》[1]。2006 年，

林珲等发表了综述论文《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

学研究进展》[2]，开启了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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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新方向。2009年，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第一

届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论文

集《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3]出版。2019

年，武汉大学举办了第十届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

科学论坛。自 2009年举办首届空间综合人文学与

社会科学论坛至今，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得

到了蓬勃发展。

本文在对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最新

进展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探讨了空间综合人文

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并分别对该框架

的各分支进展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然后对空间综合

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最后，

本文展望了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未来发

展和研究方向。

2 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
框架

人文学是关于人类内心世界的学问，包括哲

学、历史、文学、语言学、新闻学、艺术学等。社会科

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社会现象的学科，包括：

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等。随着学

科的发展和交融，还出现了一些人文学与社会科学

融合的交叉学科，如政治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

空间综合人文学是指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整合、表达

多种人文信息，使得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可以使用

地理空间信息技术分析和探讨人文问题[2-3]。空间

综合社会科学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引入空间思

维，强调空间概念，探索空间形态与过程。空间概

念包括地理位置、区域、距离、尺度等。综合是指从

空间、时间的角度组织研究资料，围绕数据库、数据

模型和相关技术设计研究方法[2-3]。考虑到学科交

叉融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逐渐模糊，有些

研究方向属于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学、社会科学三

者的交叉融合，这些研究方向可称之为空间综合人

文社会学。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框

架如图1所示。

在人文学与社会科学领域引入空间概念和空

间思维，利用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GIS）、全球导航定位系统技术（GNSS）、分布式传

感器网络技术，以及虚拟现实与可视化技术、空间

分析与时空大数据分析技术等为人文学、社会科学

提供空间化、可视化的技术手段和平台。通过学科

交叉融合，产生了一系列的学科分支或新的研究方

向。例如：地理信息科学与经济学交叉融合产生了

空间计量经济学，与政治学融合产生了地缘政治

学，与社会学结合产生了社会地理计算，与文学结

合产生了文学 GIS，与语言学结合产生了语言学

GIS、语言地理，与历史学结合产生了历史 GIS，与

艺术学结合产生了艺术 GIS 等。空间综合人文学

和社会科学的初衷是借助并发挥好 GIS 的技术优

势，但关键仍在于把握人文学和社会科学自身研究

问题的核心和本质。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

的研究方法包括：① 空间思维与空间计量方法；

②认知心理学与空间认知；③空间可视化与虚拟

地理分析；④平台研发等。需要根据具体问题选择

合适的研究方法。

3 空间综合人文学的研究进展

随着时空大数据、移动互联网技术，以及地理

信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数据越来越丰富、技术门

图1 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框架

Fig.1 Framework of spatial integrate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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槛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人文学者开始尝试引入新

的技术与方法进行人文学研究。地理信息科学与

人文学交叉融合的研究方向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

进展，同时产生了一些新的研究方向。以下从 6个

方面介绍空间综合人文学的研究进展。

3.1 历史GIS

GIS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历史学的专门史学科，

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最为广泛和深入，在社会

史、谱牒学、方志学和人物研究等方面也有相关研

究。梳理历史时期水系、交通、政区、居民地等基础

地理要素的演变，结合历史地图、遥感影像与现代

地名地址进行对位，建立历史地理时空框架，是历

史GIS的研究基础。对于具体的历史问题，通过地

理环境、人物、事件的历时分析和共时空间分析以

及两者的结合，辅助发现历史演变规律，重现历史

场景，是历史GIS研究的核心价值所在。

美国、英国、比利时等国相继建立了国家历史地

理信息系统[4]。在我国，历史GIS已取得了丰富的成

果，正史、方志、家谱与 GIS 结合研究正在逐步展

开。主要有中华文明之时空基础架构（Chinese Civi-

lization in Time and Space, CCTS）、中国历史地理信

息 系 统（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CHGIS）和中国社会科学综合地理信息系统

服务平台（CASSGIS）等。时间上主要涉及中国历史

时期，空间上以中国为范围，地图数据主要来源于各

种历史地图集，技术架构均为WebGIS。CHGIS建

立了一套中国历史时期连续变化的基础地理信息

库。CCTS和CASSGIS强调汉学、社会科学信息和

研究成果的时空整合。通过对正史文本的解析、重

构与时空定位，建设了以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和场

景五大要素为基础的正史GIS[5]。通过对《读史方舆

纪要》[6]中地名信息进行提取、解析和空间定位，建立

了具有地理坐标的历史地名数据库，提出了建立明

清民居和祠堂谱系管理信息系统的设想[7]，构建了以

时间参照数据库和古今地名数据库为基础的统一时

空框架，研发了华夏家谱GIS[8-9]。

近年来，区域性和专题性地理信息系统逐渐涌

现。例如，建立了六朝建康历史地理数据库，研制

了以超媒体电子地图为界面的网络历史地理信息系

统[10]。建立了古佛山镇的空间和属性数据库，实现了

历史文化景观的数据获取与处理、空间查询和分析、

专题图表显示和输出[11]。建设了丝绸之路沿线生态

环境、土地利用、交通商贸、城址城市、民族宗教、文化

传播等专题的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12]。

3.2 文学GIS

GIS在文学中的应用主要包括 2个方面：①利

用GIS研究文学作品中与空间有关的地名、地点、

人物活动等，实现文学作品中空间的定位和认知；

②文学作品信息和文学作家活动的空间分析。

对文学作品中的时空信息进行 GIS 空间化整

合，可以实现对文学作品的多维情节表达，有利于

挖掘作品中的空间模式[13]。GIS应用于文学研究的

目标不只是重建过去，更重要的是确定其中的因果

联系、了解当时的社会和文化[14]。如利用GIS研究

作家在农村和城市的创作历程，对其作品中关于空

间的表述进行文本空间化和地图可视化表达[15]；对

作品《神曲》中与位置或地名有关的人名、建筑物等

定位在遥感影像和电子地图上，帮助读者直观地理

解作品所描写的中世纪城市环境，增强读者对文字

描述的空间认知感[16]；利用GIS对描写英格兰湖区

的旅行诗集中的空间描述进行了可视化表达[17]；研

发中国文学历史地理综合信息系统平台，并以《三

国演义》和“唐代文学”等古典文学为例进行成果

展示[18]。

在文学作品信息和文学作家活动的空间分析

方面，提出将文学史料集成化、数字化和可视化，

建设中国文学数字化地图平台，推动文学地理学

研究[19]。开发了中国学术地图发布平台，发布了大

量文学作家的空间分布地图和行迹地图 [20]。提出

了整合空间叙事理论的数字模型框架，将中国古典

小说《李娃传》文本和作者的时空信息提取并融合到

框架中，帮助读者重新理解经典叙事及其语境[21]。

整理了唐宋时期作家和作品数据，并与地图结合，

开发了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系统[22]。

3.3 语言学GIS

GIS在语言学领域的应用主要表现在利用GIS

辅助方言分析和方言 GIS 平台建设方面。前者将

GIS 作为一种从时空角度分析语言数据的辅助工

具，后者以动态平台方式实现方言数据的共享和

集成。

在GIS辅助方言分析方面，GIS侧重于方言成

片比较、方言历史关系、方言接触方式、方言差异与

地理要素的关系等问题的分析研究 [23]。运用历史

语言学的比较分析与GIS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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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了山西境内晋语区与中原官话区接壤地带的

混合方言的形成原因[24]。结合GNSS和GIS技术研

究族群杂居的语言地理微观分布，为区域方言多样

性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 [25]。利用空间插值

方法生成台语变化趋势面，分析认为广西—贵州交

接带很可能是台语民族起源地 [26]。将文学与地理

相结合的集刊《中国语言地理》[27]已于 2017年出版

了第一集。

在方言GIS平台方面，已初步建设了陕西方言

地理信息系统、汉语方言地理信息系统、中国历史

方言地理信息系统[28]等，为方言的共时与历时、定

性与定量分析研究提供了方言资料和分析平台。

方言地理底图、方言GIS 数据模型、地图投影方式

和比例尺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以进行方言资

源的交换、共享与整合[9]。设计了基于GIS和网络

技术藏语方言数据共享的服务平台框架，旨在促进

藏语方言资源的数字化、信息化与共享[29]。

3.4 GIS与哲学

哲学作为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

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

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地理信息科

学与哲学交叉融合的研究主要体现在 2 个方面：

①借助地理信息技术辅助哲学研究；②将哲学理

论与方法引入地理信息科学研究中，研究探索地理

信息科学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在基于地理信息技术的哲学研究方面，Elmar-

Holenstein致力于东西方哲学思想在时空中的产生

和传播研究，出版了专著《哲学地图：思想的场所和

路径》[30]，研究了哲学思想的地理分布，创新性地将

哲学史扩展到空间维度。利用地图可视化来展现

哲学流派的发展演变是一种独特的、令人兴奋的空

间思维方式，可以利用地理信息技术来追踪各种哲

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展现哲学家生活的各个时代。

关子尹等[2]在对Elmar哲学地图的分析基础上，运用

地理信息技术和空间分析方法，通过数据库和图形

的结合，以便更好地反映哲学思想间的相互联系和

影响，从而揭示哲学思想传播的规律。

在引入哲学理论与方法的地理信息科学新理

论、新方法研究方面，相关学者逐步引入一些哲学

理论和方法进行地理信息科学与技术方法研究，以

丰富地理信息科学的理论。地理信息科学的核心

议题就是时间和空间问题。时空研究在科学史上

是一个经典的问题，无论是宏观的天体运行三大定

律，或是中观的移动轨迹数据分析，还是微观的基

因、行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本质上都是一个时间和

空间的哲学问题。GIS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时间和

空间的关系。1970年，Tobler提出了“地理学第一定

律”，也称为空间相关性定律。2003年，Goodchild[31]

总结提出“地理学第二定律”，也称为空间异质性定

律。地理学第一定律反映静态的时空观，研究不同

空间对象之间的关系；地理学第二定律是一种动态

的时空观，研究同一对象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同时发

生的变化，更为关注地理过程。本体是一个哲学命

题，将本体理论引入地理信息科学领域发展了地理

本体，提出了基于地理本体的空间信息多级网格方

法[32-33]。尺度是地理信息科学领域研究的一个哲学

问题，各国学者对尺度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34]。

3.5 GIS与人类动力学

人类行为是一种纷繁复杂的现象，能够全面深

刻地认识自身行为特征一直是人们不懈努力的方

向。在移动和大数据时代，高频的人类互动将人类

社会数字化成动态的实时系统，以精细的空间、时

间和数字分辨率为底色，我们有机会洞察现实世界

和虚拟世界中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情况。人类动

力学是一门跨学科研究领域，旨在探讨微观的人地

关系叙事机制、模式以及人类行为跨物理世界和虚

拟世界的相互作用。人员和信息的轨迹和流动性

分析是此类研究的核心[35]。

人类动力学由统计物理学发起并推动[36]，该方

向由于其理论和应用上的双重价值，很快吸引了数

学、系统科学、统计力学、非线性科学、地理信息科

学等领域科学家的大量关注和积极研究 [37]。在统

计物理与复杂性科学领域，分析了人类行为时空特

性的统计力学方法，分析了人类行为的时间特性、

空间特性以及人类行为的统计分析方法 [38]。人类

动力学在舆情、公共健康、疾病防治、交通规划、呼

叫服务、信息推荐等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在不

同空间尺度上分析不同人群的行为，对于城市规划

和当地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在地理信息科学领域，人类动力学研究吸引了

众多学者的关注，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通过远

程和市民感知获得的地理空间大数据急剧增加。

不同来源的数据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详细程度，以

及人们在不同时空分辨率下的活动记录。这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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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集的异构结构与近乎实时的可用性相结合，为人

文学与社会科学应用对整合数据提出了独特的挑

战和机遇。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利用时空大数据

分析方法，对出租车轨迹、手机信令数据等进行分

析和挖掘，从地理多元流的角度展开多元空间交互

网络挖掘方法和应用研究 [39]。城市人群活动可以

划分为现实空间活动、网络空间活动、和社交空间

活动，引入人类动力学理论可以发展一系列的城市

人群活动时空GIS分析方法[40]。开展移动地理学分

析[41]、研究人群活动的移动性、聚散性、功能性和适

应性等 [42]。通过在推文中搜索特定的关键字来快

速识别实时的客户购物行为，从而刻画经济地理环

境和市场结果的精细动态。

3.6 GIS与人文地理学

人文地理以探究人-地关系为核心，重点研究

领域包括城镇化、城市和区域规划、土地管理、乡村

振兴、旅游开发等[43-44]。人文地理传统研究方法以

文献调查、实地考察、问卷访谈等为主。随着人-地
关系日益复杂以及所需处理数据的空间范围、时序

跨度的显著增长，传统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

求。GIS为人文地理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技术手段，

当前人文地理研究普遍使用了GIS技术[45-47]。人文

地理研究使用GIS技术可以归纳为以下 3个方面。

①数据存储与管理。数据是研究的前提，人文地理

研究普遍涉及具有空间位置的数据。GIS以其强大

的空间数据存储和管理功能被广泛用于构建人文

地理研究的空间数据库，如土地调查数据库等。②
空间分析与建模。空间分析与建模可以支撑人文

地理研究领域的优化选址、热点区域分析等。③可

视化与制图。GIS的可视化表达和制图功能可以清

晰、动态地展示人文地理研究对象及分析结果。

4 空间综合社会科学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开始

尝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地理信息科学与技术

等新的技术和手段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GIS与社

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呈现了蓬勃发展的态势，以下从

7个方面介绍空间综合社会科学的研究进展。

4.1 GIS与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

GIS技术目前在政治活动中的运用主要表现为

监测选举活动、提供决策支持等。GIS可以辅助选

举活动中相关策略和计划的制定和及时调整，辅助

选举委员会制定选区分区方案，有助于将地图数据

和人口统计数据联合用于选举活动中，促进人口统

计数据的有效使用。利用 GIS 可以直观地表现各

选区或各州、市、县选票的地域分异强度，并清楚地

呈现投票行为的地域差异形态。例如，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Alameda地区的注册选民在 2008年总统大

选投票中通过使用 Registrar of Voters 在线 GIS 系

统，简化了投票过程并提高了精准度；美国洛杉矶

县利用GIS对选举过程进行自动制图展示[48]；利用

WebGIS 研究加拿大、墨西哥、秘鲁、阿根廷、危地

马拉、哥斯达黎加等国的媒体对于其选举过程的

影响 [49]；利用WebGIS对 2004年澳大利亚联邦选举

中的投票过程进行动态地图展示 [50]。运用遥感影

像分析方法和生物地理学理论，结合GIS软件分析

了本·拉登最可能的藏身之处[51]等。

21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瞬息万变，

给世界的经济、安全、外交等带来了深刻变化。国

际关系研究具有复杂性、及时性、时空性等特点，迫

切需要时空大数据分析技术为其提供新的思路和

技术手段。基于 GDELT 的大众媒体数据，为分析

国际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源。利用时空大数据

分析技术和复杂网络理论，对 GDELT 数据进行网

络化挖掘并进一步分析国际关系，为大数据时代的

国际关系探索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52]。国际关系

研究正从国家间的关系研究转向日益开放和多元化

的网络空间关系研究。社会网络分析已经成为国际

关系研究领域的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研究范式[53- 54]。

从地理视角探究国家间各种关系的地缘政治，与社

会网络分析对“关系”的关注非常吻合。可以借助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 [55]。

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与空间分析方法结合，构建空

间交互网络，从地理分析和社会分析的双重视角开

展国际关系的网络化挖掘 [52]。利用时空大数据分

析技术进行国际关系分析，需要综合应用社会科

学、地理信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

研究。在大数据时代，国际关系、政策制定等社会

科学逐步向计算社会科学方向发展 [56]。社会感知

已经成为理解社会经济环境的一种新方法[57]。

4.2 GIS与管理学

管理学是研究管理规律、探讨管理方法、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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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取得最大管理效益的学科。管理学研究

现有条件下，如何通过合理的组织和配置人、财、物

等因素，提高生产力的水平。GIS在管理学中的应

用主要体现在公共管理、空间决策支持等方面。

公共管理以社会公共事务作为管理对象，一般

包括公共资源（自然资源等）、公共项目、和社会问

题（教育、医疗等）。公共管理包括行政管理、社会

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

和土地资源管理等。当前公共管理研究具有定量

化和空间化的科学趋势，GIS以其强大的空间信息

处理能力在公共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6]。

GIS 与公共管理学的结合主要体现在 2 个方面 [58]：

①利用GIS技术研究公共管理问题。②基于GIS

搭建公共管理信息平台。随着公共管理信息化建

设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公共管理部门建立了基于

GIS的公共管理信息平台，如城市公共交通调度运

营平台、城市水务管理系统等。

GIS在管理学中应用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提

供空间决策支持。常规决策的基本策略是将决策

问题分解为小的、可理解的部分进行分析，并以一

种逻辑方式集成各个部分以产生一个有意义的方

案。空间决策主要是调控在地理空间上发生的事

件，如空间优化、城市规划、区域发展规划、公共设

施选点、交通网络分析及环境规划与管理等。这些

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由决策者或领域专家在专业领

域知识和经验的启发下，在分析大量的空间和非空

间信息的基础上得到的 [59]。空间决策利用 GIS 的

“图形建模方法”，以可视化的图形方式提供空间决

策支持，应用空间分析手段对空间数据进行处理变

换，提取隐含于空间数据中的事实与关系，并以图

形和文字的形式进行表达。空间多准则分析模型

是最常用的空间决策模型。Carver[60]早在1991年将

多准则评价模型集成到地理信息系统中。1999年

出版的专著《GIS and 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

sis》[61]，以及 2015 年出版的专著《Multicriteria Deci-

sion Analysis i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62]是

本领域的里程碑性成果。空间显式多准则分析方

法是空间决策支持的未来重要发展方向[63]。

4.3 空间计量经济学及遥感经济学

空间计量经济学（Spatial Econometric）将空间

计量方法引入经济学领域。1979年出版的《Spatial

Econometric》[64]全面论述了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

对象、研究内容和基本模型，标志着空间计量经济

学作为一门学科而诞生。随后，得到了经济学领

域、地理信息科学领域相关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积

极研究。在经济学领域，空间计量经济学成为计

量经济学的一个全新研究领域，为区域和城市经

济学研究提供了可靠思路与方法 [65]。在地理信息

科学领域，空间计量经济学强调采用空间自相关

性统计量度量空间对象的空间自相关性，并进一

步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建模。1988年出版的著作

《Spatial Econometric: Methods and Models》对空间

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应用进行了系统的阐述[66]。

2004 年出版的《Advances in Spatial Econometric:

Methodology, Tools and Applications》[67]进一步总结

了空间经济学的研究进展。空间经济学的一个新

的研究方向是在高性能计算CyberGIS环境下开发

空间经济学的工具[68]。

近年来，遥感与地理信息技术在经济学领域的

应用不断拓展，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分支“遥

感经济学”。例如，夜光遥感影像在经济分析、经济

评估等领域得到了很好的应用[69-70]。多源遥感影像

在经济学领域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应用[71]。

4.4 社会地理计算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为计算社会科学（Computa-

tional Social Science）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无所

不在的网络使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正在向智慧

社会方向发展的大数据时代的计算社会科学具有复

杂性、自适应性、社会交互性和时空性等特点，从社

会数据、信号、情报到社会智慧的转化及量化是智慧

社会的核心目标。计算社会科学利用先进的计算技

术、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等定量分析方法，研究复杂

的人类行为及社会运行，既体现了日趋复杂的人类

活动和网络社会所提出的迫切现实需求，也促进了

计算机技术及多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新方法、新工具

的快速发展。数据密集型时代的到来，对社会科学

的实证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计算社会科学正

在从单纯的数据驱动向理论与数据双向驱动方向发

展。单纯的数据驱动存在很大的“被动性”，难以直

接满足社会科学研究的需要。计算社会科学需要将

理论与数据驱动结合起来形成双向驱动[72]。以现实

问题为导向，以社会科学相关领域的理论、知识、经

验为基础，提出理论假设和研究框架，然后收集数

据，采用合适的分析技术提取信息、挖掘知识，以科

学可靠的方式运用数据和知识验证理论假设，从而

发现和揭示人类社会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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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问题是计算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社

会科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同时研究人与

地理空间的关系；地理信息科学是以“地理空间”为

研究对象的学科，同时研究地理空间与人的关系。

二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人-地关系”和“地-人
关系”。将计算社会科学与地理信息科学进行交叉

融合，就衍生出社会地理计算，如图2所示。

关于社会地理计算的概念目前还没有统一的

认识。社会地理计算是大数据时代下计算社会科

学与地理信息科学的交叉融合，社会地理计算是在

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全球导航定位系统技术等地

理信息科学与技术的支持下，从时空观的角度，研

究和探讨计算社会科学的时空分析理论和方法，探

索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文学、艺

术、历史等相关学科与地理相关的模型和算法等。

社会地理计算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社会地理计算

的理论与方法、社会地理计算的软件平台建设、社

会地理计算的案例研究与教程培训等。

4.5 空间社会网络与空间交互网络

社会由许多相互关联的环境组成，个人在空

间、时间和网络上相互影响并互动[73]。个人的地理

空间和社会约束将限制信息的传播，这种耦合约束

涉及每个人的日常行为以及时空流动性。“弱关系

的强度”理论指出一个人的弱关系（如萍水相逢的

人或者难得见面的人）可能会为你的事业提供更大

的支持 [74]。由于缺乏便捷的公共交通和高成本的

旅行，无法轻易找到工作的工人获得弱关系青睐的

机会往往更少。社会和空间上的分离导致弱势群

体在社会竞争中越发不利 [75]。空间社会网络在城

市科学中有 3大研究主题：①社交网络的空间性：

将社交互动与社区形态特征联系起来为城市设计

提供科学依据；②社会-空间的协同效应：探索建成

环境形式与社会如何相互作用来影响城市绩效；③
空间和网络综合分析：综合应用网络和时空分析来

捕捉城市动态的地理和社会维度 [76]。计算社会科

学的社会交互性与社会地理计算的空间交互性相互

支撑，构成了计算社会科学与社会地理计算的核心

关键技术。通过复杂网络科学把社会学与地理学进

行连接，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理论框架来整合物理空

间和社会空间的整体模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定性和定

量关系。需要注意的是：一些算法忽略了社会空间

互动和社会联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常规的定性方

法，例如访谈和实地考察仍能提供坚实的语境。我

们不能忽略数据丰富的社区和数据贫乏的社区实际

共存在城市与区域中，如果不区分数据的代表性以

及偏差，将导致许多扭曲的分析结果[76]。

空间交互网络是与空间社会网络紧密联系的

另外一个概念。空间交互网络无处不在，人口迁

移、人群出行、交通、贸易、通信、国际关系、社交等

网络中存在着人流、商品流、信息流等嵌入地理空

间而形成的有向流网络[77-78]。空间交互网络是利用

多源数据构建的包括多个主题、多个层次的多元网

络，并且具有随时间而不断变化的特征。如何从这

些具有多主题、多层次、时变特征的多元空间交互

网络中挖掘出时空演变规律，并进行有效的预测分

析，进而为领域专家决策提供辅助支持，是一个迫

切需要解决的科学问题。多元空间交互网络的各

网络内部、层与层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

利用复杂网络、结构模式识别理论与方法，可以挖

掘和识别其中的小世界、无标度、集群等复杂网络

结构特征，为进一步的时空演变与预测分析提供基

础。单一网络难以准确全面地表达事物之间复杂

的交互作用，必须构建多层交互网络来捕捉层内、

层间关系，多层复杂网络构建与分析是复杂网络领

域的研究热点之一[79-80]。复杂网络科学是空间交互

网络分析的重要理论基础。空间交互网络研究的

难点和未来研究方向集中于多元空间交互网络和

时序多元空间交互网络。

4.6 犯罪地理学

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时空分布规律，呈现出某

种时间或空间的聚集性，这些规律与自然、人文、地

理环境密不可分。GIS为犯罪制图、犯罪热点探测、

犯罪时间序列分析、犯罪空间分布分析、犯罪路径

分析、犯罪建模、犯罪预测、犯罪预防等研究提供了

新的工具和方法。机器学习成为当前犯罪热点预

测的主流方法。例如，在随机森林预测模型中，加

入城中村范围、路网密度及POI密度 3个代表性的

协变量可以进一步提高模型的精度[81]。

图2 计算社会科学与社会地理计算

Fig.2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 and geocomputation

for soci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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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犯罪地理学分析的 GIS 软件工具应运

而生。例如，CrimeStat提供系统聚类、犯罪时空分

析、K均值聚类、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等功能；Geo-

Da支持犯罪专题地图制作、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

分析等功能；SatScan提供了犯罪空间、时间和时空

热点探测模型，包括泊松模型、伯努利模型、时空排

序模型、有序模型、指数模型等。

基于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全局移动窗口、网

格方法、结构性犯罪分类算法的犯罪热点探测方法

不断出现并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基于美国马萨

诸塞州土地利用和建筑物数据，采用分区密度专题

制图的方式，制作了当地入室盗窃犯罪的热点专题

图 [82]。利用密度估计和专题制图等方法研究了美

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 2000 年的犯罪分布形态，

制作了犯罪热点地图 [83]。利用犯罪专题地图方式

研究了犯罪热点的空间变化[84]。综合应用3D 可视

化技术、虚拟地理环境技术和GIS 专题制图技术，

研究了犯罪热点的多维时空制图方法[85]。

犯罪建模、犯罪时间序列分析、犯罪空间分布分

析的空间分析方法包括：空间回归、空间分布描述性

分析、样方分析、距离分析、空间聚类分析、元胞自动

机等。例如，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制作了

暴力犯罪热点地图，并利用空间联立方程模型研究

了犯罪建模中模型参数的时间序列稳定性问题[86]。

利用空间回归模型研究了毒品交易市场的空间分布

与暴力犯罪之间的相关关系[87]。基于日常出行理论

和元胞自动机的犯罪模拟模型，模拟犯罪事件和犯

罪空间形态[88]。利用犯罪地理学、犯罪经济学、社会

解组、日常出行、理性选择等犯罪理论与方法，发现了

犯罪率与失业率、受教育程度、就业便捷度和收入不

均度、贫富差距、移民比例、家庭婚姻状态、无亲属关

系的合住户比例、警方执法力度等社会经济因子、自

然环境因子之间具有相关关系。

基于 GIS 的犯罪空间分析的目的是发现犯罪

的空间和时间规律、发现犯罪决定因子、准确预测

犯罪行为发生概率、最终实现犯罪预防。随着犯罪

统计数据的开放性日益增强，空间数据挖掘方法的

日益成熟，未来在犯罪空间分析，尤其是犯罪预测

方面将迎来更长远的进步，从而更有效实现犯罪预

防的目标。

4.7 健康地理与公共卫生学

GIS在分析疾病空间分布规律与社会人文、自

然环境的关系中具有核心作用，是疾病预防和干预

决策支持系统的关键技术。

利用 GIS 可以研究疾病的时空分布规律。例

如，在时间规律方面，通过对美国马里兰地区

1993—1998 年的莱姆关节炎疾病案例的空间分

析，发现该疾病有按照邮政编码分布的时空分布

趋势 [89]。通过对鼠疫时空分布的研究，确立了鼠

疫病情的评价指标，为鼠疫的有效控制提供了依

据 [90-91]。通过对手足口病监测数据进行统计计算、

空间分析和可视化，阐明了手足口病疫情的时间分

布特征与动态变化规律[92]。在空间规律方面，对不

同区域间、城市与乡村间人的碘摄取量的空间分

析，划定了碘缺乏疾病易发生人群的地域分布[93]。

根据 1973—1992年美国加州普鲁氏菌病案例的时

空分布研究，发现该疾病的发生风险与西班牙后裔

对于牛奶的消费习惯相关 [94]。通过分析广州市

SARS感染者的家庭住址空间化信息，发现了不同

SARS感染人群传播中心的异质性及其变化规律[95]。

GIS在研究疾病发生的危险因子和病因方面具

有优势，对疾病和疫情的时空传播过程可进行有效

的分析、模拟和预测。例如，将遥感数据和环境数

据结合，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帮助人们理解大范

围疾病传播的时空动力学机制[96]。结合GIS和RS

技术研究发现土壤和植被状况等环境因素决定了

血吸虫疾病的流行率[97]。基于地理探测器确定了导

致山西省和顺县神经管畸形病的环境危险因子[98]。

利用 GIS 和遥感技术对血吸虫病的时空传播流行

进行了定量模拟，提出了疾病传播的时空动态概念

模型 [99]。运用 GIS 预测模型对江苏省不同区域血

吸虫病流行程度的可能性和正确性进行预测研

究[100]。开发了SARS时空分析系统[101]。通过“两步

移动搜寻法”计算诊所医生的就医可达度和病患的

就医便捷度等指标，实现了医疗资源的空间优化和

公平配置[102]。运用 GIS 技术研究美国伊利诺伊州

的看访家庭医生与癌症监测设施的方便程度，发现

就医便捷度极大地影响了病情的发现和癌症的诊

断[103]。基于GIS和空间可达性指标、空间可达性模

型对兰考县乡级以上卫生院的空间布局进行评估

分析[104]。利用泰森多边形方法研究了上海浦东新

区的医疗服务可达性问题[105]。

2019 年底至 2020 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简称“新冠肺炎”，COVID-19）在全球蔓延，成为

威胁群众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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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的地理信息科学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

相关研究，积极为防控“新冠肺炎”贡献力量[106–108]。

5 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
方法

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作为一个学科交

叉融合的新的研究方向，需要总结一套研究方法。

以下从空间思维与空间计量分析、认知心理学与空

间认知、空间可视化与虚拟地理分析、空间综合人

文与社会分析平台研发4个方面介绍空间综合人文

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体系。

5.1 空间思维与空间计量分析

在人文学、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中贯彻空间思

维和空间概念，是进行空间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

的关键。空间思维方法提供了解释世界的逻辑，提

供了建立好的模型序列和一系列用来可视化、分析

和综合不同信息来源的工具。空间概念正在为人

文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逐步接受。在人类的

知识体系中，各种现象除了时间先后及相互因果联

系以外，在空间上是如何体现的，如何利用这些资

料有效地组织这些信息，成为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

究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现代地理学以理论和

量化研究为主要标志，将人作为理性个体，在地理

学研究中关注地理要素的同时，发掘地理现象与过

程中人的作用[109-110]。这种关注于量化研究的空间

思维在多个相关领域推广，尤其在人文学、社会科

学的相关研究中[111]。地理空间思维的贯彻与空间

计量分析技术的应用在人文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

究逐步被广泛接受[1]。在进行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

会科学研究时，空间思维方法提供了解释人地关系

的基础逻辑，以量化模型分析和空间可视化实现信

息的综合分析。

目前，人文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空间计量分析

实践多集中于3个层次：①采用基于直观空间度量

的可视化分析等空间数据探索性数据分析技术[112]；

②基于全局统计分析模型的空间模式与关系分析，

如空间面板分析[113]、空间交互模型[114]等；③强调关

于空间位置变化而导致的空间异质性或非平稳性特

征局部建模技术，如地理加权回归分析[115]、局部空间

自相关指数[116]等技术。总之，通过将统计分析方法

向空间维、时间维扩展，进而推动空间计量理论与方

法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用是一种重要趋势。

5.2 认知心理学与空间认知

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心理现象及其影响下

的精神功能和行为活动的科学。认知心理学是心

理学的一个分支，研究人的高级心理过程，主要是

认知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和语言

等。空间认知是认知心理学与地理信息科学的学

科交叉新方向，研究人们如何理解地理空间、进行

地理分析和决策，包括地理知觉、地理表象、地理概

念化、地理知识的类型等。地理学家引入心理学的

研究成果发展出空间认知理论。空间认知理论也

称为认知地图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空间的位置学习

和其它类型学习本质上是不同的。空间认知实际

上是对空间环境的一种拓扑表达，这种表达并不取

决于观察点，即有机体在环境中学习之后，在不同

角度上都能顺利地识别目标位置。例如，从不同模

型的对比与分析入手，结合空间认知行为、神经系

统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有关研究成果，对空间认知

模式进行了研究[117]。2008年发表的地理信息科学

的空间认知研究专栏，通过一系列文章分别就认知

地图形成过程、地理语言认知、模糊地物要素认知

与空间分布、心象地图可视化表达、地理知识可视

化地图，以及旅游者地理空间认知模式等进行了探

讨[118]。尺度对人口地图空间分异规律的认知具有

重要影响[119]。眼动跟踪方法作为地图视觉认知研

究的重要手段之一，为地图视觉认知研究的定量

化、实用化提供了有力支撑[120]。

5.3 空间可视化与虚拟地理分析

由于人对于社会与环境的认识主要还是通过

视觉来获得，以空间可视化、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技术为基础的虚拟地理环境，可以丰富人文学和社

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虚拟地理环境就是通过虚拟

环境技术，构建符合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的数字空

间。在自然法则方面，虚拟地理环境对应真实地理

参考系统与地理现象规律，在社会法则方面，虚拟

地理环境对应于人和人群的行为方式。

虚拟地理环境对于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

意义还在于它对于现实环境的超越，包括 3个层次

上的意义。①重建与推演历史场景。从2010年上

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中展示的《清明上河图》，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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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命馆大学的矢野桂司教授的“虚拟京都“[121]，让人

们直观地了解和分析中国古代汴京与日本京都的

生活场景与节日民俗。从 2003 年“非典肺炎”到

2020年的“新冠肺炎”的公共卫生事件，二维和三维

场景的动态模拟都有助于我们分析和宣传公共卫

生知识[122]。②模拟未来情景。对于收集人们对于

城市设计的问卷调查和社会心理学研究来说，采用

虚拟城市和小区的景观设计，可以促进人们与设计

者的交流与互动，更容易达至社会共识 [123]。③ 亲

身参与。通过跨越真实环境与虚拟环境的增强现

实手段，克服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将真实事件与虚

拟空间结合，亲身体验与展开研究。

5.4 空间综合人文与社会分析平台研发

打造适合于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

软件平台、数据平台、应用展示平台是重要的基础性

工作，也是建立地理信息科学与人文学、社会科学交

叉融合的重要桥梁与纽带。例如，ArcGIS软件提供

了地图故事StoryMaps模块，以更加丰富和启发性的

地图可视化功能进行展示，针对人文学、社会科学研

究推出了更具灵活性与适应性的展示方式。作为美

国空间综合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以及武汉大学-芝加

哥大学联合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Geoda软件的开

发与不断完善，为空间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提供

了一个基础的空间统计与可视化平台；SimplyAna-

lytics能够便捷地对美国社会人口和经济状况进行

分析与地图可视化；R软件平台中的GWmodel[124-125]

提供了丰富的地理加权建模技术，并被频繁应用于

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中[126-127]。

此外，在历史 GIS 研究过程中，多个系统被开

发应用。复旦大学和哈佛大学联合发布了CHGIS，

建立了一套中国历史时期连续变化的基础地理信

息库，主要提供历史地名查询、历史地图浏览和历

史地图矢量数据下载等功能。浙江大学发布了学

术地图发布平台，收集并展现了大量的历史名人轨

迹；“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开放平台”构建了包括

生态环境、交通商贸、城市遗址的丝绸之路专题数

据库。武汉大学研发的“空间综合人文社会分析平

台”提供了行为轨迹和社交网络的在线展示功能。

6 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十个
研究问题

2009 年至今的 10 年间，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

会科学取得了长足发展，汇聚了国内外众多学者

的积极参与，已经成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

本文尝试性地将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

的关键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总结为以下 10 个

方面。

（1）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框架的完

善。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作为一个地理信

息科学与人文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交叉融合新方

向，其研究框架的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应用体系

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2）时空大数据时代的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

科学研究方法。时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空间人

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源，同时也

提出了新方法、新手段的要求。

（3）地图视角。从文本到地图，从文字描述到

赋予地理位置，并进行基于地图的空间展示，重视

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背后的地图空间化。

（4）数据视角。从数据库到知识库，重视空间

综合人文学与社会学科学背后的行业知识管理，构

建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各种数据库，彻底

扭转“数据在中国，而数据库在国外”的现象。

（5）时空分析视角。从数据描述到数据分析，

重视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背后的时空分析

理论与方法，重视空间计量方法的研究与应用，建

立共同的学术基础

（6）可视化视角。人对于社会与环境的认识主

要通过视觉获得，以可视化、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技术为基础的虚拟地理环境，可以为人文学与社会

科学提供空间可视化展示的平台和手段。

（7）在线平台研发。研制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

会科学的在线软件，为相关学者的研究提供一个便

捷的在线平台。

（8）开放数据和开源工具。提供开放数据和开

源工具，供多学科领域的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

学研究者共享和协同研究。

（9）应用领域拓展。进一步启发思路、开拓创

新，积极拓展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新的应用

领域，如网络舆情分析、情感计算，以及地理信息科

学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应用等。

（10）教育与培训。加强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

会科学的教育和培训，开设相应的本科生课程和研

究生课程，开展相关培训，培养空间综合人文学与

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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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总结与展望

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近年来得到了蓬

勃发展，在理论、方法、应用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研

究，越来越多的地理信息科学、人文学、社会科学的

学者涌入该研究领域。本文探索了空间综合人文

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框架，从地理信息科学与人文

学、社会科学交叉融合的角度，设计了研究框架。

随后分别介绍了空间综合人文学、空间综合社会科

学的研究进展，包括：历史 GIS、文学 GIS、语言学

GIS、GIS与哲学、人类动力学、人文地理学、GIS与

政治学及关系关系学、GIS与管理学、空间计量经济

学与遥感经济学、社会地理计算、空间社会网络与

空间交互网络、犯罪地理学、健康地理与公共卫生

学等。接着介绍了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

研究方法，包括空间思维与空间计量、认知心理学

与空间认知、空间可视化与虚拟地理分析、以及空

间综合人文社会分析平台研发等。空间综合人文

学与社会科学已经成为一个学科交叉融合的新方

向，其研究框架、理论体系、方法体系和应用体系还

需要不断完善，可以分别从地图视角、数据视角、时

空分析视角、空间可视化视角等多种视角展开研

究，迫切需要研制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在

线平台，提供开源数据和开源工具，为相关学者研

究提供一个便捷的共享平台。空间综合人文学与

社会科学研究一个方面在众多领域呈现百花齐放

的状态，同时也必将走向综合和集成。同时，可以

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以及地学信息图谱、

格网地图等新理论、新方法逐步引入空间综合人文

学与社会科学领域，逐步丰富和完善空间综合人文

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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