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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索建立新的管理体制下自然资源分类体系对资源管理具有重要的意义。现有自然资源的学理、法

理和管理分类在资源管理上存在交叉重叠、分类标准不统一、不利于掌握资源家底等现实问题。通过深入剖析自

然资源统一管理的基本内涵，认为新的自然资源分类应该以满足资源管理为基础，还要与现有法律有效衔接、与现

有分类有效融合。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分类标准统一清晰、新旧分类有效衔接以及学理、法理、管理分类有机结合

的分类原则，构建了面向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包括3个一级类15个二级类53个三级类的自然资源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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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主要

开发利用对象，其种类广泛，相互间联系密切、相互

依存 [1,2]。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直接影响着国

土空间生态环境的质量，为此，美国、俄罗斯、加拿

大等资源大国，已经按照地球系统科学理念对各类

自然资源实行了综合管理[3-5]，并取得了良好效果。

反观我国，在对自然资源产业进行精细分工的理念

下，资源管理和用途管制长期分属于国土、水利、林

业、农业、环保等不同部门，又由于自然资源本身具

有的系统性和复杂性特征，导致各部门的职能、权

利交叉重叠，在管理上出现了“九龙治水、分头管

理”的现象[6,7]。这种情况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一

方面，由于自然资源在空间上存在交叉重叠，同一

自然资源分属不同部门管理，不利于从整体性上对

资源进行保护、开发和利用，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生

态环境问题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问题 [8,9]；另一方

面，虽然各部门根据各自的分类标准开展了自然资

源调查，得到了一些家底数据，这些数据也在资源

分部门管理体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也暴露出

了资源数据相互矛盾等问题[10,11]。

为解决以上问题，我国将原国土资源部等 8个

部委的自然资源相关管理职责进行整合，组建自然

资源部，对自然资源实行统一管理[12,13]。然而，在技

术和操作层面上如何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

体理念，将自然资源进行科学分类，使之既满足自

然资源统一管理需要，又要与原有体系及基础数据

有效衔接，成为当前自然资源统一管理以及自然资

源领域研究的焦点[14-20]。

本文在梳理我国自然资源管理及分类演变的

基础上，结合已有的基于学理、法理和管理的资源

分类，剖析当前统一管理下对自然资源分类的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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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明确了分类原则，探索提出了一套基于资源空

间分布和相互作用，面向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分类

体系，以期为满足资源管理而进行的自然资源分类

研究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2 自然资源分类理论基础
2.1 资源及自然资源概念与内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是财富之父，

地球是财富之母”[21]；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提到“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

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

富”。由此可见，财富就是人类利用地球自然资源，

通过劳动将其转化为能够被人利用的物质的过

程。狭义的资源仅指自然资源，广义的资源则包括

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前者如土地、森林、草原、动

物、矿藏等；后者包括人力资源、信息资源以及经过

劳动创造的建筑设施、科学技术、传统文化等[22,23]。

广义上，自然资源包含一国主权范围内自然形

成的所有空间资源、物质资源和能量资源[24]。自然

形成的物质或环境是否属于自然资源，目前学界对

此的认识还不统一，判别标准主要包括能不能被人

利用、能不能产生价值、是否需要劳动改造等。狭

义上，自然资源仅指法律中规定的或授权相关部门

管理的特定资源。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辅导读本》对自然资源的解释是“自然资源

是指天然存在、有使用价值、可提高人类当前和未

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和”[14,21]。自然资源的

范畴随着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并取

决于信仰、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

2.2 自然资源分类现状

分类是指根据事物特征的差异性和相同性进

行归类[25]，自然资源科学分类是认识、开发、利用和

管理自然资源的基础[26-29]。根据科学的分类体系开

展调查监测、观测研究，有助于摸清各类自然资源

数量、质量及相互间的作用过程，掌握自然资源的

现在状况，模拟预判其未来的发展趋势，实现资源

的合理开发与利用等。根据自然资源属性、服务对

象和使用目的任务不同，现有的自然资源分类主要

分为学理、法理和管理3种类型。

（1）以学理为基础

以学理为基础的自然资源分类，服务于自然资

源学科发展，主要分类依据包括自然资源的自然属

性、分布规律和成因机制等。由于分类依据不同，

类型呈现多样化。例如，根据资源存附的空间位置

分为陆地资源、海洋资源；根据地球圈层特征分为

气候资源、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矿产资源[30]；

根据是否可再生分为可再生（可更新）资源和不可

再生（不可更新）资源。基于学理的自然资源分类

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但与实际管理的需要

衔接不足，不能满足自然资源管理实践的需求[7]。

（2）以法理为基础

法理分类[31,32]是指我国现行律法关于自然资源

的分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自然资源

分为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 7类。

法律中涉及的自然资源种类界线并不十分明确，不

同法律根据需要做了相应的变更，例如，《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增加了水面资源，《中华人民共和

国物权法》增加了海域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自

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办法（试行）》则将矿藏资源修

改为探明储量的矿产资源。法律中涉及的自然资

源种类宽泛，内涵并不十分明确，部分资源类别间

存在重叠现象。例如，专项法规中划分的山岭与森

林、矿藏等自然资源类型存在交叉重叠[33]。

（3）以管理实践为基础

管理分类是指各资源管理部门根据自己管理

实际的需要，对自然资源进行的分类 [30,31]。水、土

地、林、草、海洋、国情地理等管理部门都有各自的

分类，并在管理的过程中获得了大量分类资源数

据 [34-39]。例如，土地部门将陆地自然资源分为建筑

用地和非建筑用地，其中非建筑用地又因地表不同

的覆盖物被细分为森林、草原、湿地、荒地、水面等，

并分属不同的部门进行管理。由于各分管部门的

管理需求不同，其分类原则、标准、内涵也不统一，

导致据此开展的资源调查统计数据相互间缺乏可

比性[13,33]。例如，分部门调查统计的森林资源、草原

资源中林地资源、草地资源与土地资源交叉重叠，

且林草管理部门与土地管理部门标准不统一，造成

资源家底难以准确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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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内涵与分类
3.1 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内涵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人类对于自然资源

的利用改造不断深入，自然资源的内涵与外延也逐

步深化扩大[40]，原有的管理模式与分类体系已不能

适应新的发展需要。2018年，我国新组建了自然资

源部对自然资源实行“两统一”管理，即统一行使全

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前者包括

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和自然资源

开发利用等；后者包括国土空间规划、国土用途管

制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等。自然资源统一管理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的特征：

（1）要素管理和综合管理相结合。自然资源管

理遵循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原则，按照

自然资源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规律及各自然资源

要素本身的内在规律，统筹考虑各资源要素，以及

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流域上下游等各种

情况，进行整体规划、系统开发、高效利用，形成要

素管理和综合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这就要求

分类既能满足各森林资源、草原资源等自然资源系

统的单资源要素管理，也要满足一个管理区域内森

林资源、草原资源、耕地资源、水资源等各种资源之

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空间上所有资源的优化配置等

综合管理的需要。

（2）分级管理与分类管理相结合。分级管理是

基于自然资源的潜在价值、可开发性、生态附加性，

确立保护优先级、开发优先级等定级管理；根据资

源属性、功能用途等进行分类管理。自然资源管理

要坚持发展经济与资源合理开发、高效利用统一，

资源开发利用既要能够支撑当代经济发展，也要为

子孙后代留下生存根基。因此，在管理中要根据不

同自然资源的各种属性之间的差异，进行合理分级

分类管理，控制好开发强度、优化好空间布局结构。

（3）资源监管与资源资产管理相结合。自然资

源“两统一”管理的核心之一就是自然资源资产化

管理。我国对于领导干部实行的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审计制度，标志着由自然资源管理向自然资源资

产管理的转变，这是一个从实物管理向资产管理、

从基于自然属性的管理向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属

性管理相结合的重大转变[41-43]。因此，在管理过程

中应加强资产权益的统一管理和公平分配，重点关

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同时，加强资源的整体监管

和保护，重点保障自然资源满足社会公共利益的基

本需求，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价值，实现自然资源

的高效使用。

3.2 基于统一管理的自然资源分类需求

（1）与现有法律有效衔接

以自然资源管理为基础的自然资源分类，必须

与国家相关法律一致。我国《宪法》《自然资源统一

确权登记办法（试行）》等法律中，都以开放列举的

形式明确了自然资源类别及范围，如矿藏（探明储

量的矿产资源）、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

涂、水面资源和海域以及野生动植物资源等。这些

法律作为我国的基本法律，是管理的基本准则，因

此在分类中一定要体现和反映这些法律规定并与

之有效衔接。

法律分类中山岭、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是以

地貌的形态为基础划分的资源，矿藏、水流、森林、

草原是依附于土地的资源。其中“山岭”的理论概

念较为抽象和模糊，如果是森林、草原或荒地，则在

确权登记时有可能出现平面空间的交叉重叠问题[44]。

矿藏资源概念在理论上较为具体和清晰，但在立体

空间上，也有可能与上覆资源存在交叉。上述问题

需在自然资源重新分类中予以解决。

（2）与现行分类有效融合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国自然资源实行分部门

管理，各部门均相继出台了大量的管理分类标准[45-51]，

并在此基础上积累了大量的自然资源家底数据[52,53]。

这些数据在分部门管理的情况下不会出现问题，但

若统一使用，则会出现数据交叉重叠和矛盾问题，

影响决策的正确性甚至造成不能据此决策的困

难。为此，如何建立一套既能与现行分类标准和数

据有效衔接，又能实现多规合一的自然资源分类标

准，是当前自然资源管理分类面临的主要问题。

例如，现行分类中水资源包括地表水、地下水

和大气降水；森林资源包括林木和林地资源；草原

资源包括草和草地；矿产资源包括陆地矿产和海洋

矿产；湿地资源包括河流、湖泊、沼泽、珊瑚礁、滩

涂、水库、鱼塘、盐池、水稻田等；海洋资源包括海洋

1862



2020年10月
孙兴丽等：面向统一管理的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研究

http://www.resci.cn

生物、海水、海底矿产等；土地资源指可供农业、林

业、牧业生产使用或作其他用途的土地，是农作物、

地表水、林木、草等依附的载体，其上也可能构筑建

筑物，而建筑物本身却不是自然资源，这些在自然

资源分类中均需要考虑有效融合问题。

（3）服务自然资源统一管理

按照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和山水林田湖草生命

共同体的发展理念，自然资源管理由分部门管理转

变为统一管理，由资源管理转变为资源资产价值管

理。因此，要从资源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相结合的

角度，从资源、环境、生态空间均衡的角度，从空间

权责界线清晰的角度进行自然资源分类。例如，对

于自然保护地、自然公园等自然资源综合体以及各

类环境资源，不仅要考虑其经济价值，还要在分类

中体现其生态环境价值；对于森林和林地、草和草

地、耕地和土地、冰川和冻土等具有密切关联的自

然资源，如果仅按照森林、草原、河流、湖泊等资源

生态系统统筹分类，就会造成资源系统内家底数据

以及各资源要素的管理之间的交叉重叠，不利于资

源的统一管理。

3.3 基于统一管理的自然资源分类原则

3.3.1 分类标准统一清晰

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理念，充分考

虑资源整体性、系统性等特点，按照“一个部门、一

个标准、一个规范、一套制度”等要求重构现有分类

体系，着力解决概念不统一、内容有交叉、指标相矛

盾等问题，力求形成一个上下联系、逻辑分明、标准

统一、分级清晰的分类系统，实现自然资源“一张

图”集中统一管理。

3.3.2 新旧分类有效衔接

为确保自然资源分类的延续性，综合考虑各行

业管理需求，总结归纳现行自然资源分类特点，充

分对接原来分部门管理的各专项资源分类的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充分考虑与现行分类的关系，防止

出现混乱。此外，应当尊重地区差异性，充分考虑

全国各地资源现状，有效衔接、合理继承，满足新时

代统一管理要求。

3.3.3 不同分类有机结合

自然资源系统的复杂性和使用对象、范围、目

标的差异性，导致目前的自然资源学理、法理、管理

分类方法不能兼容，特别是关于人工改造后的自然

资源的界定以及分类等方面存在较大的争议，如建

筑用地、人工改造洞穴、人工林草资源、湿地和海岸

带资源、未利用的裸地资源、冰川和冻土资源、气候

和降雨、辐射资源等。部分资源在法理上能够予以

确定，在学理上不好界定；在管理层面意义重大，在

学理上则不然。因此，构建新的自然资源分类，要

充分考虑不同部门和领域对自然资源的理解与需

求，力求达到最大共识。

3.4 基于统一管理的自然资源分类流程

综上所述，自然资源分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步

骤：首先进行需求分析，然后对现行分类标准进行

研究，在此基础上确定分类原则，最后提出分类方

案。具体流程见图1。

4 基于统一管理的自然资源分类方案
充分考虑各个空间的资源分布，全面反映每个

空间下资源各要素组合，同时充分考虑用途和功

能，制定自然资源分类体系。该分类体系共分为三

级，一级类依据空间属性进行划分，二级类依据资

源要素进行划分，三级类依据用途和功能划分。

4.1 一级类划分依据

一级分类侧重于资源空间属性。资源的空间

属性直接决定自然资源开发和获取的基础条件，从

空间属性区分不同资源类别，可以全面囊括所有类

别的自然资源，有助于资源的统筹管理。根据“标

准统一清晰”的目标和原则，依据所处空间不同可

图1 分类流程图

Figure 1 Classification flow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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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级类划分为陆地资源、海洋资源和气候资源。

其中，陆地资源是人类直接从自然界获得，并

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物质和能量，是陆地环境的重要

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矿产、土地、生物、水等资源；海

洋资源是海岸带和海洋中一切能供人类利用的天

然物质、能量和空间的统称，按其属性分为海底矿

产、海洋生物和海岸带资源等；气候资源泛指大气

圈以及相关方面能够为人类提供能源或者生产生

活资料的资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气候的季节变化

产生的经济效应等资源。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某国的自然资源必须归属

国家所有，而太空是没有国界和主权的地方，太空

资源是人类共同财富。目前，人类对于太空资源的

开发和利用，基本处于探索研究的初级阶段。因

此，本文未将太空列入资源分类，但随着科技手段

的发展进步，对太空的深度探索与太空资源的利用

将是未来发展必然趋势，需要引起战略上的重视。

4.2 二级类划分依据

二级分类侧重于自然资源要素类别。自然资

源要素体现某一空间属性内具体自然资源的种

类。依据要素划分，既体现了与现行标准的结合，

又拓展了自然资源的全空间、全要素立体统一观测

的对象。在这种划分依据下，考虑到大气对陆地等

资源的影响和耦合，特地在现行的分类基础上加入

大气资源。因此，共划分 15个二级类，主要包括耕

地资源、森林资源、草原资源、建设用地资源、保留

地资源、陆表水资源、固体水资源、可开采利用矿产

资源、具开发利用潜能的地下资源、海底矿物资源、

海洋生物（水产）资源、海岸带资源、海岛资源、气候

资源。

4.3 三级类划分依据

三级分类侧重于功能用途。从管理需求角度

看，人类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关注的是资源的功

能，在二级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按照功能和用途划

分，直接反映资源的利用方式，可以平衡自然资源

开发利用中的需求。按照功能和用途划分，可以将

三级类进一步划分为56类（表1）。

需要强调的是：对二级类中“草原资源”“耕地

资源”和“建设用地资源”的进一步划分，是为了与

现行分类体系做好衔接。根据“有效衔接”原则，三

级类的划分参考和衔接了原有国土空间调查标准

以及原草原分类标准，以期符合多部门的使用要

求。此外，在其他分类标准中存在“湿地资源”。考

虑到湿地具有特殊性，为了避免交叉重叠，根据“规

范转换”目标和原则，将湿地资源以三级类“河流湿

地”“湖泊湿地”和“海岸湿地”等形式分别划分到二

级类“陆表水资源”和“海岸带资源”中，形成一个上

下联系、逻辑分明的分类系统，做到标准统一、分级

清晰，能够有效克服重复交叉的问题，便于在统一

管理的前提下实现“多规合一”。

综上所述，本套自然资源分类体系共分为三

级：一级类依据空间属性划分为 3 个，二级类依据

资源要素属性划分为 15 个，三级类依据用途和功

能划分为 56个。这种划分模式充分考虑了各个空

间的资源分布，全面反映了每个空间下资源各要素

组合，同时根据用途和功能细分了各类资源，便于

实践运用。新分类体系统一了各类资源分类分级

标准，真正能实现“一张图”管理；同时和传统分类

体系有效衔接，继承了原有的一些经典分类，方便

用于传统各个部门履行管理职责中使用。此外，实

现了规范转换，贯彻执行了“多规合一”的理念要

求，满足新时期下国家对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新

目标。

5 讨论
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基本前提是对其进

行科学合理的分类，现行自然资源分类体系无法满

足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新要求。针对此问题，本文

参考了国内外有关自然资源分类的研究，根据自然

资源统一管理和国土空间统一规划的要求，结合自

然资源要素综合观测全面展开的需要，初拟了一套

包括 3个一级类 15个二级类 53个三级类的自然资

源分类体系，并提出了初步的分类原则和分类

方案。

本分类方案既能满足统一原则、衔接原则和适

应性原则，又可满足面向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多

规合一”和“一张蓝图”的重大需求，希望能够解决

原来不同部门管理下存在的因自然资源分类体系

不同而导致的标准不统一、重复交叉等问题。但

是，由于资源科学是一门探索性、综合性很强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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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面向统一管理的自然资源分类方案

Table 1 Classification scheme of natural resources for integrated management

一级类

陆地资源

二级类

耕地资源

森林资源

草原资源

建设用地

旅游资源

陆表水资源

地下水资源

固体水

可开采利用矿产

具开发利用潜能

地下资源

三级类

水田

水浇地

旱地

乔木林

竹林

灌木林

其他林地

牧草地

灌丛草地

草甸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住宅科研用地

公共管理服务用地

特殊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水利设施用地

遗产资源

洞穴资源

风景名胜资源

河水

河流湿地

河流动能

河流生物

湖水

湖泊湿地

湖泊势能

湖泊生物

特殊地下水资源

一般地下水资源

冰川

永久积雪

能源矿产

非金属矿产

金属矿产

地热

冻土

概念/内涵

指用于种植水稻、莲藕等水生农作物的耕地。包括实行水生、旱生农作物轮种的耕地

指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在一般年景能正常灌溉，种植旱生农作物（含蔬菜）的耕地

指无灌溉设施，主要靠天然降水种植旱生农作物的耕地

指树木郁闭度≥0.2的林地，不包括森林沼泽

指生长竹类植物，郁闭度≥0.2的林地

指灌木覆盖度≥40%的林地，不包括灌丛沼泽

包括疏林地（0.1≤树木郁闭度<0.2的林地）、未成林地、迹地、苗圃等林地

指在雨水适中、气候适宜的条件下，由多年生丛生禾草及根茎性禾草占优势所组成的

草原植被

泛指草本植物群落，包括禾草与非禾草

指在适中的水分条件下发育起来的以多年生草本为主体的植被类型

指主要用于商业、服务业的土地

指主要用于工业、采矿、仓储等生产的土地

指主要用于人们生活居住、科学研究工作的房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的土地

用于机关团体、新闻出版、文卫、公用设施等的土地

指用于军事设施、涉外、宗教、监教、殡葬等土地

指用于运输通行的地面线路、场站等的土地

指沟渠、水工建筑物等用地

主要指考古遗址、历史建筑物、历史海难等保护地

指各类地层岩石在特定的地质作用下，形成的形体复杂、奇异多姿的洞穴旅游资源

具有观赏、文化、科学价值的自然或人文地理资源

河里的水，含有碳酸盐、硫酸盐及钙等溶解物与海水主要含有氯化物和钠有区别

是指河水浅滩或滞流处发生沼泽化过程而形成的湿地

是河流在相关作用下形成的水力能量

指在河流中生存的生物资源，主要指河流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四面都有陆地包围的水体

是指湖泊岸边或湖发生沼泽化过程而形成的湿地

是指湖水在相关作用下具有的能量

指在湖泊中生存的生物资源，主要指河流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能被开发利用为热能等特殊用途地下水资源

埋藏地下的水资源

是指寒冷地区多年降雪积聚、经过变质作用形成的具有一定形状并能自行运动的天

然冰体

是指由降雪形成的覆盖在地球表面的雪层

又称燃料矿产、矿物能源，矿产资源中的一类。是指赋存于地表或者地下的，由地

质作用形成的，呈固态、气态和液态的，具有提供现实或潜在能源价值的天然富

集物

指在经济上有用的某种非金属元素，或存在能够被直接利用的某种化学、物理或工艺

性质的矿产资源

指能够从中提取某种供工业利用的金属元素或化合物的矿产

指贮存在地球内部的可再生热能，一般集中分布在构造板块边缘一带，起源于地球的

熔融岩浆和放射性物质的衰变

指温度在0℃或0℃以下，并含有冰的各种岩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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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自然资源概念内涵认识不一、外延过于宽泛等

问题客观存在，自然资源分类工作十分重要且有相

当大的难度，本文的分类不可避免地还存在一些问

题有待修正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自然资源具有复杂性、综合性、

动态性等特征，本次分类基于当前的部门需求和认

知，提出了初步构想，使用过程中仍需要结合职能

部门需求，进行针对性衔接。此外，本分类体系只

做到三级，四、五级分类还需要相关职能部门在使

用时根据需求和实际情况进行具体设定。最后，分

类尺度问题始终是一个难点，需要经过时间检验不

断完善，后期将予以重点关注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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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一级类

海洋资源

气候资源

二级类

海底矿物资源

海洋生物 (水产)

资源

海岸带资源

海岛资源

气候资源

三级类

能源矿产

非金属矿产

金属矿产

水汽矿产

其他海底矿物资源

海洋动物

海洋浮游生物

海洋植物

港口建设用地

海浪能

海岸湿地

其他海岸带资源

大陆岛

火山岛

冲击岛

珊瑚岛

风能

大气降水

概念/内涵

海底中所蕴藏的由地质作用形成的，呈固态、气态和液态的，具有提供现实或潜在能源

价值的天然富集物

指从海底中提取的某种供工业利用的非金属元素或化合物

指从海底中提取的某种供工业利用的金属元素或化合物

指在海底中以气体或液体为载体形式的矿产资源

是海底中形成的其他相关矿物资源

是海洋中异养型生物的总称，主要有海洋浮游动物、海洋游泳动物和海洋底栖动物三

个生态类型

指游移于水中、一般不具备运动器官的水生有机体

海洋中具有叶绿素，并能进行光合作用生产有机物的自养型生物资源，是海洋生物资

源一个组成部分

指主要用于港口码头等建设用地

海洋中的波浪，具有十分巨大的能量，在一定科学技术下可以有效开发利用

指由海洋和陆地相互作用形成的湿地。亦即海浪对海岸作用范围内的湿地，包括海

岸带湿地、潮间带湿地和水下岸坡湿地三个组成部分，其下限应在低潮位6 m水深处

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在海岸带范围内可被人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以及与海洋

开发有关的海洋空间

大陆向海洋延伸露出水面的岛屿

海底火山出露水面的岛屿

大河出口处或平原、海岸外侧河流泥沙或海洋作用而成的新陆地

热带、亚热带海域由珊瑚虫等生物筑巢或者生物骨架堆积而成的出露水面的岛屿

因空气流做功而提供给人类的一种可利用的能量，属于可再生能源

从天空的云中降落到地面上的液态水或固态水，主要包括雨、雪、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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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ed management

SUN Xingli1, LIU Xiaohuang2, LIU Xiaojie3, GAO Juan4, ZHU Zhangliu2, ZHENG Wenyi5

（1. Hebei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Shijiazhuang 050031, China; 2. Natural Resources Comprehensive Survey Command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Beijing 100055, China; 3.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4. Department of Investigation and Monitoring,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Beijing 100812,

China; 5. Institute of Geological Survey,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under the new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resource management is important for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existing natural resource theories, jurisprudence, and

management classifications, which cannot well avoid the overlap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are not uniform,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producing a clear

inventory of natural resources. It further analyzed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by combining natural resource element management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and classified management, and resource supervision and

resource asset management. On this basis, the requirements for resource classification in

connection with existing laws, effective integration with traditional classification, and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re discussed, and unified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new and old classifications, and organic integration of academic, legal, and

management classification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s, a natural resourc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3 main categories, 15 sub-categories, and 53 types was constructed for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Key words: natural resources; connotation;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tegrate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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