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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概要分析了生态经济综合区划研究的现状，对比研究了国内已有的若干生态经济区划方案，

认为生态经济区划是当前区域可持续发展工作中较高层次的研究工作，且区划的精度要求越来越高，县域

小尺度生态经济区划和山区生态经济区划是热点；在方法上应该采取自上而下（ =&* F ?&G2） 和自下而上

（C&==&B F 6*）相结合，鉴于已有的聚类方法的局限性，应发展基于 HI 技术的、可操作性强、动态的新的

区划方法。

关键词$ 综合区划$ 生态经济$ 回顾

收稿日期：!++E,+J,!H$ 肖燕为讲师$ 钱乐祥为教授

$ $ 一、生态经济综合经济区划研究内容

生态经济综合区划研究强调生态与经济两方面的相互耦合。在当今时代，重新认识一个地区的生态经

济综合状况需要将其作为一个复合系统来对待。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提出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恢复、保

护、生产和管理的建设程序。进行区划不是目的，而是区域可持续发展得以进行的前提。因此生态经济综

合区划不仅仅是研究如何区划，还包括区域生态经济因子辨识，优化开发策略及运行管理等。

生态经济综合区划过程包括确定区划的原则，建立适度的区划体系，采用相应的区划方法，选取适当

的区划指标和对研究区进行不同等级的划分。但不同的地域其区划重点和方法有所不同，即遵循因地制宜

的原则。

$ $ 二、研究回顾

生态经济综合区划的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属于综合性区划，它借鉴其他专项区划的原理与方法，但又

不与其完全相同。就区划研究本身来说，以前注重单项的或部门的区划，比如自然区划、经济区划及一些

农业、林业的生态经济区划，而综合生态经济区划需要将这些专项区划相互结合，因此属于区划研究中的

较高层次。

生态经济综合区划研究的发展，还与生态经济研究的发展分不开［. F E］。表（.）列出生态经济学研究

由低层次到高层次发展的趋势，可知生态经济综合区划的研究是属于高层次研究。这是因为，首先，人类

通过定性描述、数理统计案例分析等阶段的大量研究，积累了对生态经济状况、其本质及驱动机制的认

识，还有区划所需的大量数据，使得基于定量分析的区划研究具有进行的可能性；其次，人们通过这些研

究，特别是通过研究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其优良生态环境间的紧密关联，认识到生态经济的协调耦合对于区

域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表 .$ 生态经济的研究方法与内容

层次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

低 定性描述 生态及经济状况

数理统计研究 生态经济在区域内相互协调的规律

案例分析 生态经济状况形成机制

高 综合区划研究 区域优化开发策略

$ $ 历史上，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就有“ 天地

合一” 的思想，反映了古代人对于人与自然关

系的长期关注。这种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

分，自然界的万物相互依存，要“ 物我相亲”

“天人和谐”［#］。但生态经济学作为科学研究的

对象，其历史并不长。!+ 世纪 "+ 年代初，随着

 



全球生态危机意识的觉醒，各种保护生态环境的实践推动了生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

·鲍尔丁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这门学科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大范围和长链条上进入了一体化发

展，生态经济学也逐层次发展和充实。!"#$ 年，在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困扰经济发展的背

景下，著名的经济学家许涤新和著名的生态学家马世骏、侯学煜等提出了加强生态经济研究，创建生态经

济学的建议。这项研究时间虽短，但发展很快。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人们对自然本底状况，社会

经济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建立了自然资源数据库，进行了各项自然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区划。区域生

态经济发展战略及各种生态经济产业的研究逐步深化，为进行生态经济综合区划、制定区域优化开发战

略、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方法依据。与此同时，各种尺度、等级的综合区划（ 包括生

态经济及生态环境方面的）成果日渐增多［% & ’(］。

) ) 三、生态经济综合区划研究的区域与现行区划方案

（一）研究区域

生态经济综合区划要对区域内部的自然条件、资源、社会经济等相似性和差异性按地域进行逐级划

分，划分是否正确取决于能否客观地反映划分内容的地域分异规律。近些年来，生态经济研究者们不仅进

行一些大区域尺度的全国范围、地区范围综合区划，还进行了一些小尺度的县域综合区划，而且更多的侧

重于基础的小尺度区划。除了一些城市区的，农村作为研究区的居多。其中因为山地系统固有的脆弱性和

不稳定性，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对山地脆弱生态的破坏加剧了生态与经济的恶性循环，使不少的山区变为贫

困地区。山区作为生态经济区划研究区已经是热点［’%，*$ & *!］。

（二）区划方案方法

区划方案包含区划遵循的原则和使用的区划方法。遵循什么样的区划原则决定使用什么样的区划方

法。“自上而下”区划方法是为相对一致性原则而设计的，“自下而上” 区划方法是为区域共轭原则设计

的，这两种方法都是生态经济区划乃至一切单项或综合区划中最通用的方法。用“自上而下” 方法进行

区划时，主要是从宏观上掌握格局，依据某些区划指标，首先进行最高级别的单位的划分，然后依次将已

划分出的高级别单位划分成低一级的单位，一直划分到最低级单位为止。“自下而上” 区划方法则相反，

通过对最小单位图斑的指标的分析，首先合并出最低级的区划单位，然后再在低级区划单位的基础上，逐

步向高级合并，直到得出最高级别的区划单位。“ 自下而上” 区划不但是“ 自上而下” 区划的重要的补

充，而且是“自上而下” 区划的前提；只有进行了“ 自下而上” 区划，才能得到较为准确的区划界限，

“自上而下”区划的界限才具有可信度。

由于综合区划的高级单位在于区分和认识大的区域差异，所以在区划方法上应该采用“ 自上而下”。

而综合区划的低级单位是自然和人文因素相结合，旨在为区域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宜采用“ 自下而

上”的方法［"］。总而言之，综合区划采用“自上而下”演绎途径和“自下而上” 的归纳途径相结合，才

比较完善。其中，“自下而上”的区划方法又包括系统聚类分析、星座聚类分析和模糊聚类综合分析等具

体方法。因为原则都是大同小异的，所以该文主要介绍区划方法。

!+ “自下而上”聚类方法的应用

（!）关于传统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将分类单元对应的指标因子构成分类矩阵。首先，用标准化后的

数据计算分类单元的相似系数，其中有多种统计量、绝对值距离、欧式距离、切比雪夫距离等，较常用的

是欧式距离。最后进行聚类分析，其中方法有最短距离法、最长距离法、中线法、重心法、组平均法、距

离平方和法、可变数平均法等，其中较常用的是最短距离法和最长距离法。

早期应用系统聚类的区划很多［!$ & !#］。其中有李勇、肖笃宁应用主成分分析和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对

辽河三角洲进行生态经济区划，评价了辽河三角洲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功能状况［!,］。

裴晓菲以县作为分区基本单元，运用 - 种聚类方法，对西藏昌都地区的 !! 个县进行系统聚类，将其

分成 ( 个生态经济区，而且提到从完全连接法（./012343 2567568）、平方和增量法（9:;<=>） 两种统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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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的分区最符合实际情况［!"］。

近几年关于生态经济综合区划方法既有理论的探讨也有实践的应用。潘贤君、胡宝清作了关于区域自

然资源综合区划的探讨，以适当的面积为区划单元，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区划单元的主导资

源和优势资源组合类型，再根据主导资源相同，资源组合相似的原则，自下而上的系统类归并分区，并对

大连地区陆域自然资源区域进行了综合区划，特别着重分析了关于指标权重的规定［!#］。

王礼先等认为生态经济分区是宏观管理区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模式，旨在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保

护环境，利用自然资源的关系，实现区域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从生态、经济系统的原理出发，应用系统

聚类方法，对北京密云水库集水区进行了不重叠、内在的等级系统聚合分类。

郑度等从理论上系统探讨了关于综合地理区划的若干问题，并且认为：综合地理区划以可持续发展为

目标，涉及自然和人为因素，依据的原则大体有自然和人文地域分异规律相结合。综合区划的指标体系应

涵盖环境、资源、经济、社会和人口等方面，须选择有代表性的指标，要求简洁使用，避免复杂。所选择

的指标应有区域可比性，能反映动态，可以量化，便于操作，进而使得出的结果作为划分区域发展状态地

域类型的依据［!$］。

（%）关于模糊聚类分析方法。模糊聚类分析的一般程序及原理如下：在数据收集，指标确定完备后，

首先进行标定工作，即标出衡量被分类对象间相似程度的统计量 !"# （ "，# & !，%，’，$）。设论域 % &
｛%!，%%，’%$｝建立 ’ 上的相似关系 (（ ) 代表模糊关系）。&’（&，(） 表示 & 与 ( 按分类特性的相似

程度。

又设被分类的每一对象 &，由一组数 )"!，)"%，’)"*来表示，则 &" 与 &# 的相似程度，可以按实际情况

采用不同统计量方法来计算。常用的有夹角余弦法和算术平均最小值法。用上述方法建立模糊关系 ’，然

后根据模糊数学中的“传递闭包”理论中的定理运算：’+’ & ’% * ’%+’% & ’+⋯’,+’, & ’%,直至某一步出现

’%, & ’,为止，则 ’, 便是一个模糊等价关系。最后利用 !, ! 截把模糊等价关系转化为确定关系，取不同

的 ! 值水平，可把诸分区单位在相似程度下分成若干类［!- . %/］。

以模糊聚类分析作为区划方法的研究不少［%! . %+］。郑可锋运用模糊聚类方法，以乡镇为分区单位，对

浙江省德清县进行生态经济区划并提到以定性角度分析问题的必要性。而运用现成的“ 模糊聚类 01234
程序”调试求解，更是大大减小区划研究的工作量，使得分类结果较精确［%%］。包晓斌也以乡镇作为基本

单元，采用 3256161 模糊聚类区划方法将黄河的一级支流昕水河流域地区划分为 7 个类型区［%7］。杨爱民

等更加确切分析了 3256161 模糊聚类区划方法的优点，认为对于 8 个样本，只要给出初始分类 4，通过

迭代计算，就能很快得到分类结果，而且能对分类效果进行检验，主观随意性小，并以此方法选区 7! 个

生态经济指标，以行政县为单元，把三峡库区分为 + 个生态经济区［%+］。

（7）关于星座聚类分析。灰色星座图聚类是图解多元分析中的一种方法。其基本原理是：将每个样

点按一定数量关系点在一个半圆之中，每个样点用一个星点表示，同样的样点便可以组成一个“ 星座”，

然后归类并区分不同“星座”的界限，从而得到星座聚类图［%9］。王力、于法稳针对山区县自然条件的基

础资料缺乏的特点，采用灰色星座聚类方法，选择 !/ 个指标代表自然、经济、社会指标，对重庆石柱县

进行生态经济分区［%"］。胡宝清等以小区农业生态经济区划原则为基础，应用“星座” 聚类分析方法，将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进行农业生态经济区综合分区［%#］。

%: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综合方法。综合生态经济区划的对象是生态经济复合地域

系统，区划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自然生态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必须对研究区生态区域人口、聚落分布以

及经济布局等不同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等产生的影响差异进行深入地分析。采用“自上而下”

的演绎途径和“自下而上”的归纳途径相结合的区划方法，而不是仅对指标数据进行简单的聚类。很多

学者作了这方面的研究，都认识到定性分析的重要性。

吴绍洪提到综合区划是基础性研究，是一种自然区划的深入，包括自然与社会经济两方面，是为区域

%"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 * * * * * * * * * * * * %//" 年

 



经济发展服务，符合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区域划分。特别提出自然与社会经济同等重要的原则；关于区划

方面研究不充分的低级单位，更应该进行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综合区划，并以柴达木盆地为例，采

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结合的方案，进行了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的综合区划［!］。

"# 与 $%& 相结合的综合区划方法。现在很多学者都将先进的 $%& 地理信息系统方法运用到综合区划

的研究中。它是在计算机软、硬件的支持下运用系统工程和信息科学的理论，科学管理和综合分析具有空

间内涵的地理数据，以提供对规划、管理、决策和研究所需要的信息的空间信息系统。在数据条件满足的

情况下，$%& 的应用使区划结果由基于行政基本单元发展为基于相对均质的地理网格单元，大大提高区划

成果的精度和准确度。而且其快速方便的特点使区划研究由静态走向动态，平面走向立体，更能满足区域

可持续发展中的各方面需求。其中王平等将 $%& 方法与自然灾害综合区划融合，提出了基于基本单元的图

斑合并方法，通过提取基本单元的空间邻接系数进行自然灾害综合区划，并取得了较满意的成果［’( ) ’!］。

将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分析功能与传统的区划方法结合，分析了农业气候资源与空间地理条件对农作物布

局的综合影响，得到了客观精确的区划成果。另外还有 $%& 应用到生态环境区划方面［* ) (］。

$%& 方法应用到生态经济综合区划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但是由于生态经济综合区划所需基础数据的缺

乏，不能做到像在自然灾害综合区划及在气候区划中得到基于相对均质的地理网格单元，只能在有限的条

件下充分利用各种空间数据。国内对此研究为数不多。

胡宝清针对山区资源丰富但生态脆弱的特色，以地域分异规律和山地系统理论为指导思想，依据一定

的原则，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设计思路相互结合，依托图文信息可视化系统等先进手

段，选择适当的指标体系，以南钦丘陵盆地为例，进行了综合评价和聚类分区。除此，他还用同样的方法

进行了湖南省怀化市的生态经济区划［"+ ) ",］。高群、毛汉英采用“自上而下” 生态要素宏观分析与“自下

而上”的经济要素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运用 $%& 分析手段对复杂的自然生态要素与人类经济活动的

时空变化及其相互作用进行分析和表达。以地处三峡库区腹地的典型山地县云阳县为例，根据不同区域所

表现出来的对生态变化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变化的承载力差异，进行综合生态经济区划。

- - 四、生态经济综合区划研究展望

,# 综观当前生态经济综合区划的发展可知，生态经济综合区划精度的要求已越来越高，从单纯的定

性分析或单纯的数量统计分析，向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发展已是潮流所在。

’# 随着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进行，特别是应可持续发展可操作性的要求，生态经济综合区划区域热点

已逐渐由大尺度综合区划转到县域小尺度的山区综合区划。因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是基于最基层的单位，且

山区脆弱地带更是生态经济综合区划的研究热点。

"# 生态经济综合区划方案急需系统化。“自上而下”（ ./0 ) 1/23） 存在着区划界限的不稳定性，同

时，难以考虑综合经济状况的影响。而传统聚类分析中主成分分析与系统聚类、模糊聚类及星座等方法多

适用于专项生态或专项的经济区划及部门的生态经济区划，难以对研究区生态要素的区域分异与人口、聚

落分布以及经济布局等不同的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等所产生的影响差异进行深入分析。因此应

发展“自上而下”（ ./0 ) 1/23）演绎途径和“自下而上”（4/../5 ) 60） 归纳途径相结合的区划方法，而

不是仅仅对指标数据进行简单的聚类。

7# 图谱可对空间格局进行真实的表达，反映各生态、经济各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相互作用。因此运用

地学信息图谱简洁明了的图形语言对复杂的自然生态要素与人类经济活动的时空变化进行分析是对研究区

进行生态经济综合区划的有效手段。即利用 $%& 与聚类分析两相结合，对研究区进行较深入地分析，结果

用图件表达，做到图文可视化。可以对不同生态经济发展区的缺陷和潜力做一定位。而且基于基本单元是

地理网格的区划方法可以尝试应用到生态经济综合区划中来，使生态经济综合区划更加精确、快速、静态

走向动态，平面走向立体。因此应发展 "& 技术支持下的新的区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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