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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与资源科学研究的交叉与融合

濮励杰 1,2，黄贤金 1,2

（1.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南京 210023；2. 南京大学自然资源研究院，南京 210023）

摘要：交叉性以及通过学科交叉实现学科创新，是学科创新发展的重要特征。本文探讨了地

理学和资源科学融合的学科基础，指出自然资源的稀缺性、自然资源的空间性、自然资源系统

的复杂性和自然资源问题的应对性是地理学和资源学学科对象的共性；阐述了地理学、资源科

学两者相互作用及其历史过程，梳理了地理学、资源科学与人地关系思想、可持续思想的发展

关系，揭示了地理学和资源科学的差异性特征；地理学、资源科学的共性与差异性，促进了资源

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据此，提出了资源地理学的学科内容与方向，论述其全球及国家战略支

撑，展望中国资源地理学的发展趋势，以期更好地认识中国地理学和资源学交叉融合的现状，

从整体范畴上把握学科发展的脉络，促进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理论和方法的移植创新，不断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提高学科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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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性以及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实现学科创新，是地理学科创新发展的重要特征。

这是因为地理学的重点在于建立空间分析、揭示人类与地球环境的相互作用，其特点决

定地理学者可以远离某领域的核心并由此讨论其外围的领域，将地理学的观点与其他领

域的观点进行交流[1]。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使得如何科学地开发利用资源成为一门重要学

科。而自然资源的载体性、支撑性、生产性特征，尤其是区域性特征，使得自然资源也

成为地理学更科学地认知人地关系的重要基础。可见，地理学与资源科学具有交叉、融

合的对象本性特征；而作为地理学与资源学结合的产物，中国的现代资源地理学科从诞

生之初到现在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路程[2]，近年来在全球变化（Global Change）尤其是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中国的资源地理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由此，本文进一

步探讨地理学与资源科学交叉、融合的学科共性，阐述资源地理学的发展定位，以期更

准确地认识地理学与资源科学交叉融合的现状，从整体范畴上把握学科发展的脉络，促

进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理论和方法的移植创新，不断开拓新兴研究领域和提高学科研

究水平。

1 地理学与资源科学融合的学科共性

为解决当代复杂而严峻的全球性问题，许多学科彼此交叉、相互渗透，形成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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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领域[3]。在这些学科中，也许没有哪个学科像地理学和资源科学这样密切相关，且互

相作用。这种相关和作用不仅在地理学与资源科学两个学科的学理关系之中，而且也体

现在这两个学科的历史发展之中。

1.1 基于自然资源稀缺性的人地关系特征

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不仅使得自然资源被以人地关系系统为研究对象的地理学所关

注；更是影响资源学科设立和发展并一直重点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

相对于人类的需要在数量上、质量上以及可持续供给能力的不足，即是自然资源的稀缺

性。稀缺性不仅影响了区域人地关系，而且也影响了人类社会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

以及人类迁徙、资源配置远程耦合等适应性行为，从而使得地理学研究在区域性的基础

上走向整体性、圈层化，即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岩石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和人类

智慧圈等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形成的自然—社会—经济综合体[4]；而正是地球圈层中的稀

缺性自然资源构成了资源科学的研究客体，这必然促进了地理学和资源科学的相互融

合、交叉和渗透。因此，自然资源要素的稀缺性不仅是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

影响地理学、资源科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因素。

1.2 基于自然资源空间性的相近学科本源

空间性差异，是自然资源重要特征，也是地理学的本质特征。因此，资源科学和地

理学两个学科都强调空间的概念，注重资源与空间的联系。所以，资源科学的认知和研

究离不开特定的空间尺度，而地理学更为科学理解空间差异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支撑。早

期的地理学者就为资源研究贡献了地理学思想，例如，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宇宙：物质世界概要》中的整体性思想，奥博尔德（A.Humboldt）

提出了“大地共同体”的概念。所以，究其学科本源，地理学与资源科学相近，都需要

基于空间性来认知学科问题。例如，就矿业城市这一独特国土空间而言，随着矿产资源

的耗竭，以及矿产资源开发所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根本性地改变了其人地关系，矿业

城市出现了衰退或转型发展的需求，由此，地理学也从关注矿业城市资源开发主导的人

地关系问题转向关注城市转型发展问题；而资源科学从关注城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转向

关注“城市矿山”、生态修复等重大实践问题。

1.3 基于自然资源系统性的复杂认知理论

地球进入“人类世（Anuthropocene）”新纪元，全球变化环境下的资源环境压力日

益严峻[5]。“人类世”时代表示人类的影响超过地球自身要素的影响，成为全球尺度变化

主要驱动力，而这种影响可能对地球系统造成巨大的不可逆，人类可持续发展受到空前

挑战[6,7]。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影响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

素。为了应对此挑战，基于复杂科学思维，资源科学、地理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众多科

学家，就全球性自然资源问题开展了深度且综合的探究，从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CRP）、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生物多样性计划（DIVERSITAS）、国际全球

变化人文因素计划（IHDP）、地球系统科学联盟（ESSP），到未来地球（Future Earth）

科学计划的实施[8]。资源研究的“全球化”趋势凸显，研究重点转向资源永续利用和可持

续发展，使得对于自然资源问题及其引致的生态环境以及对人类发展路径的影响，成为

理解自然资源复杂性的重要方面。这一认知推动了跨学科合作研究，引导地理学和资源

科学面向可持续的综合方法，研究范式从过程研究深化到复杂资源环境系统模拟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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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基于自然资源问题的应对研究思路

面对日益突出的复杂性自然资源问题，地理学和资源科学两者都面向解决人类发展

过去、现在或未来的实际问题，两者在服务区域发展、国家战略实施和国际科技合作中

都有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应对突出性的自然资源问题，离不开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包

括协调人与资源关系、优化空间格局等地理学策略；而应对突出的空间性问题，也需要

资源科学的手段，例如，通过生态修复乃至远程耦合等方式，改善区域性自然资源承载

力、挖掘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潜力等方式得以实现。尤其是自然资源作为地理环境的产

物，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关联的整体。这种整体性和复杂性不仅体现在空间中，任何

单要素突破一定阈值的改变，将引起整个系统的改变，而且在时间尺度上自然资源亦是

一个整体，任意时间点上对资源的改变也会触发区域自然资源系统的连锁反应。面对全

球以及区域性地理空间问题，地理学需要开展“综合性”“系统性”应对，地理学存在的

理由在于综合[9]。所以，地理学与资源科学，在应对自然资源问题上都体现了综合性、系

统性的应对思路。

2 地理学与资源科学的相互作用及其历史过程

人类社会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就是以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为核心、人与自然关系相互

作用、相互调适的过程。因此，人类社会的地理实践与资源开发利用实践，一直是相互

交织进行的；而地理学与资源科学的相互作用关系，也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不断互为充

实、互为推进、互为演化。

2.1 地理学和资源科学的学科发展阶段和人地关系思想演进

地理学大致分为古代地理学、近代地理学和现代地理学三个阶段和若干亚阶段。大

多数学者对地理学的思想分期采取了普雷斯顿·詹姆斯（1982年）的三元分期——古典

地理学（早、中、晚）、近代地理学和现代地理学（图 1）；西方资源学科形成发展可分

为四个时期：“自然资源原始利用时期”“对自然资源记载和描述时期”“分学科进行自然

资源研究的时期”“资源科学形成和蓬勃发展时期”（图1）。而将我国的资源科学发展亦

分为古代自然利用、近代资源科学的孕育和现代资源科学的形成与发展三个阶段[10]。

其实，通过对古今中外两个学科的学科发展阶段和特征的梳理，不难发现两者之间

有很强的联系和互动轨迹。人类在与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人地关系发展史，亦是

一部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历史[11]。从地理学与资源科学学科发展“足迹”来看，可

以总体划分三个阶段：

（1）天命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主导的旧石器和农耕文明时期。具有地理学资源认知

的知识混合特征，地理学侧重于知识记载和描述，自然资源知识更多地侧重于人类实践

积累。

（2）工业文明时期。尤其是近代地理学的创始人洪堡的“野外考察对科学研究重要

性”的思想主张激发了资源科学考察的浪潮，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地理探索，进一步推动

了资源科学的发展，资源科学考察使得资源研究真正进入科学范式萌芽。

（3）可持续发展思想实践时期。可持续发展思想丰富了人地关系内涵，人们在较高

生产力水平下重新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与该阶段对应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后现代

地理学和现代资源科学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地理学与资源科学学科在学理基础、技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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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等方面都体现了更强的交叉、融合性特征。

2.2 可持续发展思想与地理学、资源科学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的可持续发展实践，进一步促进了地理学与资源科学

的发展。现代地理学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化的特征，尤其是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带

来的人地关系格局变化，也使得地理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资源科学也

逐渐发展为成熟的学科，2000年《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编撰出版，并提出了权威性

的资源科学定义，即研究资源的形成、演变、关系特征与时空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之

间的科学。

这个阶段，在人地关系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等理念下，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和方向也发

生了转变。随着全球性资源短缺、环境恶化成为社会各界的研究热点，资源问题作为全球

环境问题的重要部分，也得到了众多学者的重视，同时加深了地理学与资源科学的融合交

叉，在资源可持续利用[13-18]、资源环境承载力[19-23]和资源优化配置上[24,25]得到长足发展。

2.3 地理学和资源科学的学科差异和相互关系

差异性是地理学和资源科学交叉、融合、相互支撑并独立发展的重要特征。两者的

差异性着重体现在：一是学科出发点的差异。地理学基于人类资源利用的空间尤其是人

与自然资源关系的空间性而形成；资源科学基于人类资源利用类型、方式、规模等而形

注：根据彭补拙《资源科学导论》 [10]、王爱民《地理学思想史》 [12]、中国资源学会《中国资源科学学科史》 [2]等相关内

容整理。

图1 地理学和资源科学发展阶段

Fig. 1 Development stage of geography and resource science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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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二是学科侧重点的差异。地理学侧重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空间差异”

等核心问题的探究；资源科学侧重于“资源系统”的研究，强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时

空配置。三是学科研究范式的差异。地理学的研究范式经历了从对地理学知识的描述，

到格局与过程的耦合、再到复杂人地系统的模拟。资源科学的研究范式从单要素资源考

察与利用，到资源系统综合评价与管理。四是学科生长点的差异。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

现代的学科，经历长时间的发展在理论、技术和方法上都建立了相对独立的研究范式。

复杂的人地关系所不断产生的新的社会需求和人地协调格局为地理学提供了生长空间，

当然，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不断交叉融合也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资源科学是在不

断吸收地理学、生态学、土壤学、环境学等相邻学科的思想和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资源

科学作为更年轻的学科，其研究对象——自然资源及其与政治、社会、环境、生态等多

要素耦合关联，以及学科发展也同样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正是地理学与资源科学的共性和差异性，使两者既有交叉融合的基础，又各有侧

重，具备了更宽广的视野、更包容的态度和更大的融合潜力，而两者交叉融合的产物就

是资源地理学。

3 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资源地理学的学科地位和发展趋势

作为地理学与资源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的资源地理学，1960年前苏联出版的《简

明地理百科全书》探索性地刊载了“资源地理学”条目。而在应对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

的各类自然资源问题中，地理学和资源科学两者的不断交叉、融合，则为资源地理学发

展提供了永恒的生命力。

3.1 资源地理学的学科内容与地位

资源地理学是在资源科学和地理学等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交叉科学，但其主要被认为

是地理学科中应用地理分支（经济地理学范畴），或者是资源科学中资源经济学、资源生

态学等并列的重要组成部分[26,27]。随着资源科学的发展完善，2008年资源科学名词审定委

员将资源地理学列为资源科学的主要分支，将资源地理学认定为“研究自然资源形成、

演化与分布中的地理过程及作用，以及资源开发利用中的地理学响应的学科”[28]。资源

地理学已经成为资源科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推动资源科学的发展。

资源地理学科具有自然和社会交叉、整体和要素结合、理论和实践并重的特色。它

既体现了各类资源作为资源系统构成要素的学科特性，又突出了资源地理学科理论和技

术的特征。因此，从资源科学和地理学交叉的视角开展资源地理学研究，有助于揭示各

类资源地域组合特征、资源跨区流动及其对人类经济社会的承载能力，从多资源要素耦

合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活动的自然资源需求、未来利用态势以及应对策略，为可持续开

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29]。

3.2 资源地理学的全球及国家战略支撑

在当前气候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资源地理学应积极响应并服务于减缓和

适应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的国家战略，这不仅能进一步凸显资源地理学

的时代价值，而且能提升资源地理学的学科地位。

（1）气候变化、人类行为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

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是当前各国政府和科学界的共同任务。以资源系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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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经济社会系统的优化协调为目标，建立气候友好型的资源利用模式，是应对气候变

化的必然要求。中国已将资源节约、保护与管理等内容作为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措

施列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年度报

告。在这种背景下，应积极从人类生产、消费和生活行为入手，从多资源要素视角发挥

资源地理学的价值，探索自然资源耦合开发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为国家资源合理开发

和利用提供决策服务。比如，当前“食物—能源—水”（FEW）关系[30]，“水—土—能—

碳”多要素耦合[29]等成为重要的研究热点，其目标在于探索低碳、可持续的资源耦合利

用模式和食物生产方式。

（2）美丽中国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中国“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进一步强化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并将其作为美丽

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基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开展自然资源统一管理、

统筹治理和系统修复显得尤为迫切，这为资源地理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水、土、

气、生等各个资源要素构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系统，该系统多要素和复杂性

特点决定了必然要打破部门管理、行业管理和生态要素界限，统筹考虑资源系统的整体

性特征和不同资源的保护需求[31]，健全资源管理体制，探索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资

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实现资源要素从单一要素管理到多要素综合统筹，推进生

态系统整体保护、综合治理和系统修复。

（3）区域发展与自然资源可持续承载能力

当前国土空间规划以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双评价）为

主要技术支撑，并作为国土空间格局和“三区三线”划定的重要依据。从区域自然资源

整体性的视角揭示资源系统的支撑能力、开发适宜度和环境容量，对于区域产业结构和

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探索资源系统可持续性评价的方法和

资源优化配置、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模式，积极服务于区域资源环境可持续承载能力的

实践，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转型提供技术支撑。

3.3 资源地理学的发展趋势

展望未来，全球尺度上的变化过程已由过去的单一经济格局变动演变成经济、社

会、政治、人口、资源、环境、科技等多要素之间耦合或胁迫的复杂过程[32]。资源地理

学未来应该重点在理论发展和实践指导两方面继续寻求突破。

（1）各类自然资源的地理特征和地域组合格局。研究土地、水、生物、气候、能

源、矿产、海洋等自然资源和人力、智力、信息、旅游等社会资源的空间分布规律，揭

示其禀赋特征、分布格局和演化趋向等，并进一步从多资源视角分析区域资源组合格

局，阐明区域资源储备、资源质量和保障条件，为区域开发模式和战略的选择提供支撑。

（2）区域自然资源耦合特征及其对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承载能力。区域水、土、能

等资源的地域组合及耦合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社会规模。尤

其是为提高自然资源综合保障能力，以更有力地支撑中国“两个百年”战略目标的实

现，需要开展面向新时代的中国自然资源战略研究及顶层规划设计[33]。据此，应在多种

资源要素耦合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区域资源系统对社会经济系统的支撑能力，提出未来

适宜的资源开发模式和国土空间开发强度，构建可承载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3）区际贸易引起的跨区域自然资源流动及其生态环境效应。在全球化背景下，国

家之间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越来越频繁。因此，揭示区际贸易引起的跨区域隐含资源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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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局，揭示其时空格局和演变特征，分析跨区域资源流动对资源供应地生态环境的影

响，探讨区域之间直接和间接资源流动的规模、效率及其与区域产业系统的关系，并构

建基于跨区域资源流动的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等，对于跨区域资源合理配置和资源利用效

率的提升、区域之间资源节约和节能减排的协同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4）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管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性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因此，应加强对各类自然资源利用及其组合开

发利用效率的评估，并分析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产业结构变动对资源开发利用、流通和

循环利用效率的影响机制，识别影响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的关键环节，并提出满足人

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模式。

（5）面向国家安全及经济内外循环的自然资源利用模式和战略。资源安全是人类安

全的重要组成，也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自然资源学科应着眼于国家战略，从水、

土、能、矿等各类资源的禀赋和分布出发，基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需求，从全球

整体、典型关键带以及重点区域，开展各类资源安全保障能力的动态评估，增强对于经

济发展内外循环的支撑能力；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分析沿线国家资源配置空间的差

序错位对中国全球战略的影响，分析全球化进程中资源供给和对外投资的关系，为制定

面向国家安全的资源利用模式和战略服务。还应该放眼全球，开展全球地缘政治经济格

局与世界资源形势的研判，增强全球经济、地缘政治等变化对世界资源影响的科学判断

能力，不断增强全球资源安全尤其是中国资源安全的保障能力[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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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and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es for
geography and resources science

PU Li-jie1,2, HUANG Xian-jin1,2

(1.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Research Institute of Natural Resour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and integration are the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disciplin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subject ba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ge-

ography and resources science, and points out that geography and resources science have the

commonness based on the scarc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spatial nature of natural resources,

the complex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system and the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of natural resourc-

es. Then it introduc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ography and resources science and its histori-

cal process, sorts out the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y, resources science, the

thoughts of "human-land relationship"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inally, resource geogra-

phy, the integration of disciplinary product of geography and resources science, summarizes the

subject content and direction of resource geography, expounds its global and national strategic

support, and forecast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resource geography in China. This paper aim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intersection and integration of geography and re-

sources science in China, grasp the context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from the overall catego-

ry, promote the mutual penetration between disciplines, transplant and innovate theories and

methods, and constantly open up new research fields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discipline studies.

Keywords: geography; resources science; resource geography;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integ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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