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 卷 第 l 期

1 9 9 4 年 3 月

中国人 口
·

资源与环境

CH IN A PO PU L A I
、

IO N
,

R E SO U R C E S A N D E N V IR O N M E N T

V o l
.

4 , N o
.

1

M a r . ,

1 9 94

区域持续发展与地理信息系统的协调作用

钟耳顺
(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信息 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

摘 要 环境与发展是 当今人类社会所面 }}台的两 大 主 题
,

已引起各 国政府和 国际社会的 广泛 关注
。

持续发展 代表 了一 种新的发展 战略和 我们 从事经济 活动 的新万法
。

地理信息 系统技米具 有综合各种

社会
、

经济 和环境 因素的能 力
,

为科学决策和 实现区域持续 发展提供 了一种强有力 的工具
。

同时
,

地

理 信息系统 为在 区域持 续发展中利 用生 态学方法
、

时序分析 和科 学决策提供 了强 有力 的技术 支持
。

在我国
,

区域持续发展 已 引起 了越来越多的研 究机构与政 府部门的重视
。

应该注意 到
,

实现这 一 目标

离不 开地理信息 系统技术的支持
。

本 文 主要讨论地理信息系统对 区域持续发展的作用 和探讨建立 区

域持续发展的地理信息来统的理论模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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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与发展是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两大主题
,

它们已 日益引起各国政府和科学界的关

注 这两个主题的基本思想集中反映在《21 世纪议程 》中
,

它认为人类正处于历史的抉择关头
,

人们必须根据关于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各种新认识来改变和协调社会的经济活动
。

这一思

想对世界各国的决策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同时
一

也给现代科学带来了新的挑战
。

自 70 年代以来
,

环境 问题 己成 为一个热门的科学研究课题
,

特别是对工业污染和全球变

化等方面的研究
,

经过各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
,

取得了可喜的进展
。

今夭
,

对区域持续发展的

究
,

方兴未艾
。

持续发展的思想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响应
,

同时也引起 了科学界的高度重视
。

如何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关系
,

如何在保护环境与生态平衡的前提
一

下发展经济
,

是持续发展

的核心问题
。

这一问题对于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我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

为了实现

持续发展
,

首先需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

反映和分析区域中的各种环境资源和社会要 素
,

协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

为科学决策提供服务
。

地理信息系统 (G IS) 技术具有综合各种社

会
、

经济和环境要素
,

进而产生新的信息和提供决策支持的能力
,

为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关 系和

实现持续发展提供了一 个重要的技术基础
。

一
、

持续发展 历史的必然抉择

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
,

环境 与经济发展 已成为一对尖锐的矛盾
。

高速的经济发展往往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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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或其它地 区环境资源的损坏为代价
,

这种关系早 已引起人们的注意
。

环境与经济发展的

关系是极为复杂的
,

然而
,

它们首先体现在环境管理和发展战略上
。

世界各国
,

在经济发展与环

境管理上采用过各类模式
,

产生了多种结果
。

柯林逊和威肯把这些模式归纳为前缘经济论
、

资

源管理论
、

持续发展论
、

选择环境论和极端环境论等五种基本类型
。

图 1 列出了各种基本模式

的主要观点及综合结果
。

可以看出
,

持续发展是最平衡
、

最合理的模式
。

综合结果

前缘经济论 资源管理论 持续发展论
·

很少考虑环境
·

环境服从于经济
·

社会
、

经济和 环境
·

环境可以无限
·

污染者自行负责 为相互支持的系统

提供
·

环境调节与估价
·

环境和经济互不分
·

基于某些狭窄
·

基于传统的部门 割
,

需长远考虑

科学专业 科学和一些综合
·

健康的环境是健康

学科 的经济之基础

选择环境论
·

经济服从于环境
·

产品有益于环境
·

环境保护与规划
·

基于传统自然

科学和多种学科

极端环境论
·

很少考虑经济
·

环境有限沦

·

基于某些狭窄

自然科学专业

现在情况

/
/

{
边 缘经济论 } 资源 管理论 } 持续发展论 1选择环境 论 {极端 环境论 !

图 1 五种环境管理概念模式的比较

持续发展的思想是由以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
。

该委员会在

其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 》的报告中指出
, “

持续发展是一种行为准则
,

用以约束我们 目前 的消

费行为准则
,

这种世代责任感是一种新的政治原则
,

须用以指导当今经济的增长
” 。

持续发展是

一种不损及我们所依赖的环境资源和社会基础的发展
。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概念
,

涉及社会
、

经济
、

文化
、

技术和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
,

同时它也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新的行为准则
,

然而
,

它最根本 的是一种新 的战略性管理方式
,

它要求人们摆脱传统的管理模式
,

采纳新的管理模

式
。

从宏观概念上说
,

持续发展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

而从具体实施来看
,

它又是一个国家或 区

域性问题
。

持续发展是关于环境管理的世界性目标
,

各个国家都应朝此方 向努力
。

各个国家和

各个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
,

在地域上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的差别
。

但是
,

不论富国或穷国
,

发

达地 区或落后地 区
,

都应根据各自的情况以及它对世界的影响
,

重新考虑其经济政策
、

调整其

发展战略
,

以适应环境资源的现状与变化
。

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
,

在实现持续发展方面
,

富国相对

穷国负有更大的责任
,

首先应该最大限度地减轻工业发达国家对环境的影响和让落后 国家分

享更多的经济机遇
;
其次

,

工业发达国家应为经济落后国家提供环境保护技术
,

使它们尽快摆

脱贫困
,

合理利用本国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
;
再者

,

发展中国家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
,

应该增

强环境意识
,

合理开发资源和保护环境
,

使环境和生态进入良性循环
。

为了达到区域持续发展
,

需要进行各种研究
,

为制定区域发展模式和进行决策提供依据
。

区域持续发展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
,

它涉及到区域经济
、

人口
、

资源与环境
、

区域产业结构之间

的相互关系和区域间协作与联合
,

以及它们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等问题
。

其基本原则是协调区

域内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

保持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合理性和连续性
,

同时不要损害本地 区和

整个社会的平衡发展
。

所以
,

必须探讨区域环境的现状与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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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

使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区域的环境变化相协调
,

防 止任何非理性的极度区域经济开发
,

保

持长期稳定的生产能力
。

二
、

G IS 的协调作用

持续发展的思想所强调的是一种整体观念
,

提倡人类与自然共同进化和人类本身的世代

责任
。

不论从全球还是从 一个国家或区域的角度上看
,

经济与环境和生态是互相 交织和相互作

用的
。

要使经济发展和环境相适应
,

必须采用生态系统的方法来分析和处理问题
。

这种方法能

够集中反映复杂 自然系统的相互联系和动态变化
,

可以促进所有影响生态系统的各种活动的

协调作用
。

再者
,

任何研究与方法都必须建立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之上
。

然而
,

现在的问题并非

是数据的本身
,

我们有大量的数据并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

关键在干如何处理数据和利用数据
,

使这些数据成为决策的信息依据
。

G ls 技术为实现这一目的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科学技术基

础
。

故有人把持续发展
、

生态系统方法和 G IS 技术视 为一 个整体
。

G IS 是一门利用计算机软件和硬件对空间数据进行存储
、

处理
、

分析
、

输出和提供决策支

持服务的一门综合性技术
,

其最大特点是具有对空间信息的综合处理和对现实世界的模拟能

力
,

并且能够产生新信息
,

为决策服务
。

地理信息系统不论在环境与资源管理还是在商业或市

场分析与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
,

它同样也适用于社会决策和评价
。

它为进行空间信息处理
,

进而综合各种社会
、

经济和环境因素
,

实现持续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

联合国副秘书长
、

环境

与发展署 (U N D P )顾问斯特朗认 为
, “

在持续发展的研究和决策中没有任何其它领域 比利用

G IS 技术更为重要
” 。

G IS 技术对区域持续发展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1
.

为区域持续发展提供环境资源分析技术
。

根据持续发展的思想
,

人们所作出的经济决

策必须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负责
,

以至不要损坏环境和我们社会的发展基础
。

要实现这一目

的
,

首先必须彻底了解区域内的环境背景和生态系统的内在关系
,

作为决策的基本依据
。

然而
,

我们目前对区域环境和生态的认识是非常有限的
。

虽然
,

我们对诸如大气
、

水文和地质等环境

因子有了相对深人 的认识
,

但对于森林
、

农业
、

城市生态
,

乃至整个生态系统的认识
,

以及对它

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
,

远远不能满足进行科学决策的需要
。

G IS 数据库可以帮助我们克服

这些不足
,

促进和提高对环境与生态的认识与理解
,

特别是其叠加功能和模拟技术为综合各种

环境因子和解释生态系统的功能和过程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

2
.

实现生态学方法
。

区域持续发展是一个关于区域经济
、

社会
、

人 口与环境资源的整体性

观念
,

在方法上需要广泛应用生态系统方法
。

G IS 技术能够充分展示环境
、

社会和经济等多种

要素
、

有效地反映生态学的观点
,

从而增加区域的整体观念
。

所以
,

应用于区域持续发展的生态

系统方法必须是建立在 G IS 技术之上
,

使 G IS 的基本功能与环境观测
、

分析
、

动态模拟以及社

会反馈等一系列活动紧密地结合起来
,

从而促进科学对政策
、

环境和社会的协调作用
。

3
.

为经济学提供空间分析模型与技术
。

今天
,

尽管 G IS 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资源管理
、

设

施
、

城市
、

科学研究和商业活动中
,

然而经济部门对这一技术仍非常陌生
。

圭利欧认为
: “

经济系

统一直被 认为是非空间的
,

这种思想在机制上是无法改变全球环境危机的
,

所以在思维方式和

信息处
:
理上需要一场革命

,

即引入空间分析和环境相关分析等新的概念
,

G IS 对于实现这场革

命可以发择重要作用
” 。

G IS 技术可以为经济学提供 区域研究
、

空间影响分析
,

从而增强经济的

区域整体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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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实现区域持续发展中基本要素的时态分析和发展预测
。

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观点是需

要同时考虑环境的现在价值和将来价值
,

对环境变化需要采用一种
“

预测和预防
”

的战略
,

所以

各种要素
,

特别是空间要素在时间上的反映尤其重要
。

利用 G IS 的时态数据库技术 (te m p or al

G IS )可以记录和分析数据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化
,

提供预测结果
,

从而满足有关决策要求
。

5
.

为区域持续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

为了达到持续发展的目的
,

我们在制定决策的时候需

要研究区域内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现状
,

所需处理和利用的数据内容不同
,

包括空间信息 (如

土地资源
、

环境背景
、

地球化学
、

物探数据等 )和社会经济统计信息 ;信息形式也不同
,

如统计报

表
、

地图
、

遥感图象等
。

G ls 作为一种工具箱
,

具有综合不同内容和不同形式信息的能力
,

并且

可以结 合许多其它学科和技术
,

开发各种应用模块
,

提供决策模型
,

模拟所产生的综合结果
。

再

者
,

这一技术能够使这些信息以多种方式提供给所需要的部 门和个人
,

进而帮助决策
、

指导行

动
。

’

应该提出的是
,

持续发展为 G IS 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
,

同时也给这一技术带来了

新的挑战
。

如全球环境数据库或国际间环境数据库的建立
,

仍缺乏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
;如何

使现有的组织机构更为有效地利用 G IS 技术
,

也有待改进和调整
。

三
、

现状与展望

利用 G IS 技术进行区域持续发展研究刚刚兴起
,

但 已引起了许多专家的重视
。

国外已有

这方 面的研究报道
,

例如
,

有人利用 G IS 研究了非洲乌干达的气候变化与咖啡产量的关系和

农业对策
。

其结论认为
,

如果年平均气温增加 1 ℃
,

该国咖啡种植地必须移植到海拔相对较高

的地区
,

而那些地方的土壤化学成分不宜种植咖啡
,

这个外汇来源 80 %靠咖啡出 口的国家
,

必

须改变其农业政策
。

在我国
,

陈述彭
、

刘光鼎教授等在 80 年代末期就提倡资源与环境系统的调

控
,

极力主张区域持续发展
,

并提出了许多理论性和方向性问题
,

开创了我国区域持续发展研

究的先河
。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

对于协调经济与环境的关系
,

保持经济的平衡性
,

实现区域持

续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

特别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显得更为重要
,

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显得最

为迫切
。

第一
,

该地 区是我国 目前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
第二

,

该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极其

严峻
,

除了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 外
,

全球变化的影响
,

如海平面的上升将对该地

区造成严重后果
。

最近中科院组织 9 位学部委 狡和有关专家对该地 区进行了考察
,

专家们认为

到 2 0 3 0 年该地区海平面可能平均上升 20 ~ 30 至 50 ~ 7 0c m
,

这对整个地区将造成多方面的影

啊
。

广东省政府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
,

在拨专款成立广东地理研元所资源与环境信息中心的基

础上
,

近期又立专项开展海平面上升对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

为了达到区域持续发展
,

必须建立区域资源环境信息系统
,

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综合分

析区域环境资源
、

人 口
、

经济和社会的相互关系
,

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

确定区域持续发展指标体

系
。

有关方面正在建立珠江三角洲环境数据库
,

为开展区域持续发展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
。

建

议在此基础上
,

开展珠江三角洲区域持续发展研究
。

其基本 内容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

1
.

区域环境容量评价
。

在环境信息系统支持下进行环境容量分析 (包括土地承载力和特

大 自然灾害对环境的影响分析 )和现代环境变化趋势分析
,

为区域持续发展决策提供基础
。

2
.

区域经济评估与发展预测
。

在信息系统支持下进行区域人 口发展预测
,

区域经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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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持续发展与地理信
才

总系统的协淌作用 ) 1

分析
,

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的研究
,

充分认识现有经济基础和发展趋势
。

3
.

建立区域持续发展模型
,

确定指标体系
。

在 G IS 的支持 卜研究环境与经济布局的关系
,

并利用动态仿真技术
,

建立区域物质
、

能量
、

信息流的交换与发展预测的动力学模塑和探讨区

域环境
、

资源
、

人 口
、

经济等要素的相 互作用关系
,

进而确定区域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

最后探讨

所选定的指标体系的政策 反馈
,

并进 一步修改指标体系 建议中的}K 域持续发展研究模式如图

2 所示
)

区 域环境综合评价摸型

环境容量分析

环境变化分析

_ 一」

GGG 1 555

··

动态仿真真
··

指数修正正

图 2 玛门 角洲区域持续 发爬日于
‘

龙摸式

m l 全士 布五
‘‘刁 、 》口 卜口

碑

为了保护人类所居住的这个星球
.

不损坏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
,

我们的经济政策和

社会行为准则要求达到持续发展
,

这 是历 史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
。

要达到持续发展
,

应该采 几下J

生态学方法
,

并且利用 G IS 技术
,

协调区域环境 与发展政策
。

G IS 技术 可以具体实现生态学 方

法
,

更好地认识新经济学
,

为区域持续发展提供环境分析
、

发展预测和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环

境的关系
,

并提供决策支持
。

从我国国情来看
,

持续发展 十分必要
,

建议尽快开展这方 面的研

究
,

探讨适合我国现状的区域持续发展模式
。

(编辑
:

刘呈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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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房 1 弓

台专家建议大陆建五大国际港

台湾港务专 家李连禅先生 考察大陆 一些主要港 口 之 后
,

提 出在大陆 自北至 南
,

选择 大连
、

天 津
、

青岛
、

上

海
、

广州五 个地
.

点
,

建五个大型国际港 口
,

可供百年发展的需要
。

这五个大型国际港建港完成后
,

将 成为所 在

地 区货柜运输的干线港
,

可带动各后方地 区 的经济发展
,

因此
,

应 以远程宏观的观念去规划
。

首先应 该确定 为建单 一商港
,

若军
、

工
、

商
、

渔 并用港埠
,

互相 冲突
,

严 重阻碍港埠功 能
。

第二
,

要有 效利 用

港 考资源
。

大陆海岸线
,

北起鸭绿江
,

南迄 北仑河口
,

全长 1
.

8 万 多 k m
,

有此五个港平均分布 于 沿线 内
,

可谓得

天 才女厚
,

只 是规划 时要谨懊研 究
,

使港域 内每片水
、

每块 地均被充分 利用
。

第三
,

紧临货柜码头 后 方建火车调

度姑
。

水陆联运 一贯作业
,

并 由港 口 作 主导
,

达 成却船装 车与却车装船的经济的
、

有效 的运 转
。

第四
,

港域 要

大
,

大至若 干年 后 出现不 够用的情形
。

第五
,

沿海与 内陆运输要 紧密配合
。

五大 国际港 分布 于大陆沿海
,

可 能

自然 地将沿海分成五个 区段
,

各 国际港即成 为中
,

‘港
,

各 中心港 集运 的货柜再 由 行驶远洋大货柜船
,

穿枚于各

中
,

讼港之间
,

将所 有货柜运至世界各 国
。

大陆 以火 车站为聚点
,

以汽车装运至火 车站
,

再装火车至港 口
,

铁路
、

公路配 合顺杨
,

定 能发挥港 口 的枢纽功能
。

(张林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