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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关系演化：脉络、局限与趋势

王佳韡１，２，祁新华１，２，伍世代１，３，∗

１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２ 福建师范大学湿润亚热带生态地理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３ 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福州　 ３５０００７

摘要：如何实现资源环境与区域经济社会耦合协调发展已成为当前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对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相互关

系的研究脉络与研究热点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相关研究经历了起步、快速发展和持续深化三个阶段，总体上呈现从传统的单

一要素基础理论研究向动态化、智能化、模型化的综合性研究转变。 同时，指出现有研究中的主要局限与难点在于：如何协调评

价指标普适性与特异性，如何平衡关键阈值准确性与弹性，以及如何衔接实验模拟结果与实践应用平台。 在此基础上，从资源

环境与区域发展综合评估框架改进、多学科融合视角下的智能模拟决策平台构建、中国转型期特殊背景下协调发展模式探索、
国家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四个方面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研究有助于深化对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内在联系的认识，为
相关政策制定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资源环境；区域发展；耦合协调；可持续发展

全球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背景下，全球范围内自然资源消耗量迅猛增长，资源环境压力与日俱

增。 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不协调的状态愈发突显，集中表现为资源短缺［１］、生态环境恶化［２］、“城市

病” ［３］、“乡村病” ［４］等一系列问题，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二者的“过冲”现象［５］。 推动和实现资源环境与经济社

会活动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已成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６⁃９］。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中国经济高

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 但是，追求高速度

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各种资源环境问题相伴而生，成为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１０］。 当

前，学界和政府决策者等对资源环境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已有广泛共识［１１］。 遗憾的是，区域发展实践中

经济社会活动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经常性矛盾冲突，时常背离可持续发展预期［１２⁃１４］。 如何甄别区域性资源

环境问题的关键因子及其安全阈值？ 如何深入揭示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的交互胁迫机理？ 如何精确诊断资

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复合系统的病理风险？ 仍是当前社会各界亟需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为了解答这些问

题，有必要系统梳理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关系的研究脉络与趋势，以及当前相关研究中的主要局限与难点，为
制定行之有效的区域政策措施、推动更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１　 研究脉络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刻画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中国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脉络。 鉴

于此类研究文献主要发表于地理与资源环境类期刊，在综合考虑期刊影响因子和相关文献数量后，本文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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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报》、《地理科学》、《地理研究》、《生态学报》、《自然资源学报》和《经济地理》六种代表性核心期刊，
并从中筛选出 １９８０ 年以来涉及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相互关系研究的文献共计 ５２７ 篇（不包含学术会议信息、
学科资讯、学术争鸣、书评、通知）作为文献分析来源。 本文将这些文献按照研究类型分为理论综述、实证研

究、方法探讨三大类（图 １ａ），其中，实证研究类文章共 ４１９ 篇（占比 ７９．５１％），方法探讨类文章共 ７８ 篇（占比

１４．８０％），理论综述类文章共 ３０ 篇（占比 ５．６９％）。 再按研究视角不同分为三类（图 １ｂ）：①资源环境对区域

发展的约束作用（共 ９７ 篇，占比 １８．４１％）；②区域发展引起的资源环境空间效应（共 １３１ 篇，占比 ２４．８６％）；③
复合系统视角下经济⁃社会⁃生态、生产⁃生活⁃生态等多维动态过程及其空间格局演变 （共 ２９９ 篇，占比

５６．７４％）。

图 １　 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相互关系研究分类统计图

Ｆｉｇ．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１．１　 研究阶段

从历年文献篇数来看（图 １），发文量大体呈现较明显的逐年上升趋势。 在此基础上，可以将我国资源环

境与区域发展相互关系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表 １）。

表 １　 不同研究阶段文献数量统计表

Ｔａｂｅ １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ｔａｇｅｓ

研究阶段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ｈａｓｅ

起步阶段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ｈａｓｅ
（１９９０ 年以前）

快速发展阶段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ｈａｓｅ（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年）

持续深化阶段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ｐｈａｓｅ（２００５ 年以后）

数量（篇 ／ 年） 占比 ／ ％ 数量（篇 ／ 年） 占比 ／ ％ 数量（篇 ／ 年） 占比 ／ ％
文献类型 方法探讨类 ０．１１ ５．２６ ０．６９ ７．３３ １．５０ ５．０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ｙｐｅ 理论综述类 ０．６７ ３１．５８ ２．３１ ２４．６７ ２．９２ ９．７８

实证研究类 １．３３ ６３．１６ ６．３８ ６８．００ ２５．４２ ８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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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步阶段（１９９０ 年以前）。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大量综合自然地理考察的基础上，受人地关系复兴思潮的

影响，资源环境和人文经济社会组成的复合系统研究开始受到学界关注［１５⁃１６］。 从文献检索结果上看，该阶段

文章总量不多（共 １９ 篇，每年平均 ２．１１ 篇），增长较为缓慢。 其中，典型区域的实证研究类文章占比较高（占
总发文量的 ６３．１６％），侧重于概括总结复合系统所具有的特征与规律、存在的问题、解决的对策以及相关资源

环境要素的管理利用方式。 其次是理论综述类文章（占总发文量的 ３１．５８％），主要围绕资源经济、复合生态

系统、资源环境可持续等相关概念，以及复合系统视角下的思维范式进行理论梳理。 方法探讨类文章较少，以
定性研究手段为主，开始尝试结合遥感等新的定量研究技术。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为后续资源环境与区域发

展相互关系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快速发展阶段（１９９０—２００５ 年）。 随着社会各界对资源环境与区域可持续发展问题关注度的持续升温，

以及现代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的初步建成，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相互关系研究获得了快速发展。 实证案例

研究数量增长明显，《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中国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中国油气和矿产资源可持

续发展战略》等研究工作相继展开，《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国 ２１ 世纪议程—中国人口、环境与发展

白皮书》等研究成果陆续完成。 在文献检索情况上，文献数量出现较快增长（共 １５０ 篇，每年平均 ９．３８ 篇）。
其中，实证研究类文章数量显著增加（１０２ 篇，占 ６８．００％），主要是对典型案例区的资源环境要素分布格局和

演变过程进行研究，提炼耦合协调发展模式。 方法探讨类文章占比提高到 ７．３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１７］、生
态足迹模型［１８］、能值分析法［１９］、系统动力学模型［２０⁃２１］、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模式［２２］、耗散结构理论［２３］、不确定性多目标规

划（ＩＭＯＰ）模型［２４⁃２５］等定量分析方法开始得到运用。
持续深化阶段（２００５ 年以后）。 随着近年来区域性资源环境问题的加剧，破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资源

短缺和生态约束的需求愈发迫切［２６］。 由此，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受到广泛关注，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成为学术研究热点。 从文献统计数据上，该阶段文献数量趋于稳定增长，每年平均发表 ２９．８３ 篇。 其

中，实证研究类文章增长尤为明显（占 ８５．２％），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对不同类型区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要素

的属性特征、分布格局及演变过程进行了广泛分析，同时还涉及要素间的互作效应、作用机理和响应状况等的

探讨。 方法探讨类文章逐步转向智能化、模型化、系统化的方法运用［２７］。 理论综述类文章基于丰厚的研究基

础，开始尝试对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交互作用的客观规律进行归纳总结。
１．２　 研究视角

从资源环境对区域发展约束的研究视角来看，相关研究的起步较早且呈间歇性上升趋势，文献数量从起

步阶段的 ０．３３ 篇 ／年增加至持续深化阶段的 ５．５ 篇 ／年。 当前资源环境研究深受区域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
涉及产业生态、生态经济、人口生态、政策分析等多个方面［２８⁃３１］，节约型空间格局理念也被引入城市精明发展

绩效与资源环境联系中［３２］。 其中，资源环境承载力议题集中体现了资源环境研究领域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的

关注［３３］。 从中国知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ｋｉ．ｎｅｔ ／ ）上筛选出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关研究期刊文献共 １１５５ 篇，利用文

献分析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的爆发点聚类功能对关键词进行整理分析，绘制出 １９６０ 年以来关键词演化的时间图谱

（图 ２）。
从横向时间轴线可以看出，资源环境承载力研究历程中爆发的关键词包括：土地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

力、环境承载力、生态承载力、综合承载力和资源环境监测预警，这些关键词分别代表了不同时期学术界在资

源环境承载力研究方面最为集中的关注点［３４⁃３５］。 从纵向研究关联来看，存在两次转向：第一次由单要素研究

转向综合要素承载力研究，延伸出相对承载力、区域承载力等相关议题，研究工作聚焦于全球、国家和区域等

不同空间尺度上“土地⁃粮食⁃人口”的定量分析［３６⁃３７］；第二次由综合要素承载力转向集成应用研究，在主体功

能区划［３９］、重大自然灾害的灾后重建规划［４０］、省级空间发展规划［４１⁃４２］ 等国家重大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服务

中，进行监测预警、政策预研、风险评估等集成应用研究［３８］。 综合来看，资源环境研究转向对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关注，并呈现出由静态单一时点向系统动态过程评价，由理论基础研究向智能化超前应用研究转变的

趋势［４３］。

０１４９ 　 生　 态　 学　 报　 　 　 ３９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资源环境
监测预警

主体
功能区

地震灾后
重建规划

生态
旅游

生态
补偿

生态
城市

生态
修复

生态
系统

生态
农业

环境承载力 环境承载力

水资源
承载力

地
下
水

水
环
境

水
污
染

水
质

水
权

水资源
承载力

水
质

生态
文明

循环
经济

生态
文明

环境
污染

环境
生态

环境
保护

生态
承载力

生态
建设

土地资源
承载力

土地利
用规划

土地利
用变化

土地集
约利用

土地
整理

耕地
保护

土地资源
生产潜力

图 ２　 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关研究的时间图谱

Ｆｉｇ．２　 Ｔｉｍｅ ｍａｐ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从区域发展引起的资源环境空间效应视角来看，从快速发展阶段中期以来，相关研究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文献数量由快速发展阶段的 １．３８ 篇 ／年增加至持续深化阶段的 ９．０８ 篇 ／年。 从区域类型来看，存在“城”和
“乡”两条风格迥异又密切关联的研究轴线。 “城”方面，随着城市蔓延、人口过度集聚、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和

资源约束趋紧等城市问题的突显［４４］，城市空间研究向“人⁃地⁃城”三位一体的新型模式聚焦［４５］，城市“宜居”
成为推动城市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落脚点。 如何为城市居民提供优质的生产生活环境，已成为城市规

划者和管理者的重大挑战［４６］。 “乡”方面，由于长期重城轻乡导致城乡分隔、人地分离、土地分治、城进村衰

等乡村问题［４７］，推动了乡村空间研究在近十年间急剧增长，乡村旅游、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乡村治理、乡村

振兴、精准扶贫等成为新的研究热点［４８］。 如何协调和合理利用乡村资源，有效推进乡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激发乡村创新创业活力、优化乡村生态环境，将成为今后面临的重大议题［４９］。 总的来说，学者们揭示了不同

地域功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资源环境特征和规律，如何在转型期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一体化和等值化发

展将成为今后研究重点［５０］。
从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复合系统的角度来看，相关研究起步最早，文献数量最为丰富，在持续深化阶段的

论文发表量达到 １５．２５ 篇 ／年。 学者针对人文⁃自然多因素作用、多过程并存的复合系统，将不同区域类型和

特定资源环境进行组合研究，深入揭示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要素相互作用的内在机理，并构建了不同情景模

拟下的区域发展与响应机制。 如方创琳等学者通过研究二者的耦合机制，总结出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变化过

程交互耦合的 ８ 种类型，并提出交互耦合发展遵守的六大规律［５１⁃５２］。 张郁等从“人”的角度出发，对资源环境

和区域发展耦合作用进行诊断，从而构建高效复合生态系统框架［１４］。 陈晓红等学者开始突破耦合关系思路，
从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相互脱钩的角度出发，研究二者的脆弱性关系［５３⁃５４］。 此外，刘凯等学者从影响复合系

统综合效用的驱动因素角度出发，发现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是影响资源环境与区域耦合发展的两大主要

因素［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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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热点

２．１　 关键影响因子甄别及耦合互作效应

　 　 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相互关系研究是以关键影响因子甄别技术为基础，刻画出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两大

系统耦合互作效应的水平、空间格局与演变特征［５６］。 在京津冀［５７⁃５９］、长三角［６０］、东北地区［６１］ 等区域的实证

研究中，均有涉及关键影响因子甄别及耦合互作效应的研究，但由于区域差异和尺度效应的影响，使得要素间

的互作关系复杂多变，目前尚未形成体系。 此外，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人口经济活动高度集聚的城镇地域，关
注城镇化过程中水、土、气等典型资源环境因子对区域发展的制约效应［６２⁃６３］。 而如何从资源环境要素层面推

动乡村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释放农业农村新动能，仍是乡村振兴战略中有待深入研究的重点问题［６４］。 由此，
科学识别区域性资源环境因子，解析资源环境空间差异对城乡区域发展耦合互作的支撑与限制效应，不仅是

城乡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地理学为国家战略需求服务的重要内容。
２．２　 交互胁迫的内在机理与病理风险

基于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关系的大量研究案例［５７⁃５９］，学者们对二者交互胁迫关系进行初步总结，认为这

种交互胁迫关系可以通过区域自然、人文、社会不同要素间“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的非线性胁迫效

应加以表征［１３，５８］。 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尚未能准确掌握不同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规律，对深层次内在机理

的解释亦缺乏令人信服的推导过程，不同水平和压力调控下的近远程胁迫机理仍有待深入分析。 另一方面，
病理系统研究将区域自然和人文系统视为一个生命有机体，以区域新陈代谢和生态系统服务为生命体征，综
合诊断区域自然⁃人文系统的病理表征、病理程度、发病机制、持续时间和未来趋势［５２，６５］。 配合贝叶斯等数理

统计方法［６６］，能够测算区域各类自然⁃人文风险发生概率、可控程度和影响强度［６７］。 因此，探寻区域有机体的

健康风险源，建立病理风险预警响应系统，也成为当前又一大研究热点［４３］。
２．３　 发展模式转型路径的探索

区域经济发展没有固定的模式，区域发展模式会随着资源结构、经济发展条件、社会文化等的变化而进行

适当调整或转型，其内涵和特征将受阶段性新发展理念的影响而不断更新［６８⁃７０］。 就中国而言，区域发展模式

先后经历了均衡发展、非均衡发展、一体化发展、统筹发展等模式的探索与实践［７０］，实现了由片面追求城市规

模扩张转向注重城乡统筹发展和内涵提升，由以往单纯强调经济高速增长转向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同并

重［７１⁃７２］。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如何将新发展理念融入国家、区域、城市、乡村层面的区域发展模式中，成为

当前研究的重要命题［４，７３］。 同时，依托不同假设情境的空间仿真模拟技术，确定不同时期适度承载的人口规

模、空间规模和经济规模，提出基于资源与生态环境容量约束的可持续发展模型和高效能成长模型，也是当前

发展模式研究的重要切入点［４３， ５２，７４］。

３　 研究的局限与难点

３．１　 评价指标体系普适性与特异性的协调

当前，综合运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等现代技术手段，构建普适、可比、易于操作的集成评价指标体系已

成为理论研究与实践运用的普遍做法和现实需求［３８，７５］。 然而，客观上存在的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空间

非均衡性，以及不同尺度下关键影响因子及其作用机理的分异，强烈要求要素评价应反映空间异质性特征，使
评价指标兼顾普适性和特异性成为综合集成的重点和难点［７６］。 部分学者针对该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方创

琳等解析了京津冀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近远程耦合关系的关键主控因子［５６］；张郁、杨青山等从利益冲突

视角诊断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因子［１４］；王庆喜与钱遂等概括了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间一般性

分异特征、类型与相互关系［７７］。 总体而言，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中普适性与特异性评价指标的协调

实践，将是对自然⁃人文耦合系统综合研究的重要补充［７８］。
３．２　 要素阈值准确性与弹性的权衡

要素阈值的确定不仅与要素自身属性密切相关，还深受研究区域特征与研究目标的影响。 阈值设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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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合理将直接关系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７９⁃８０］。 一方面，学者和政府决策者在理论研究与实践中

均试图基于区域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特征分析，设定不同要素的明确阈值标准，以提高评价指标体系的可

操作性和可比性。 另一方面，随着区域经济社会活动内容、规模、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及不同区域资源环境与

区域发展关系的差异，必然要求要素阈值标准应留有上下浮动空间，即具有弹性，以体现不同区域自然⁃人文

系统独特性，以满足不同区域应用需求［８１］。 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大多关注要素阈值设定的准确性问题，
而对于要素阈值弹性问题的研究仍较为鲜见［３８］。 如何在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中，有效破解要素阈

值准确性和弹性之间的矛盾，还有待今后更多实证案例研究的支撑。
３．３　 实验模拟结果与实践应用的衔接

随着计算机建模技术的飞速发展，部分学者开始采用多时空动态模拟和多维度区域发展情景模拟［８２⁃８３］，
探讨不同功能类型区域发展速度、强度和规模特征。 或是利用时空棱镜［４３］、向量误差修正模型 ＶＥＣＭ［８４］等时

空表达方式进行地理综合集成，构建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智能决策支持系统［５２，８５］。 还有学者针对未来可能

影响区域发展的主要超载因素，探索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超前预警研究方法［８６］，形成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

区域风险防范和优化体系［７５］。 然而，由于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巨系统所具有的复杂性、开放性和流动性等特

征，导致理论模拟研究结果在实践运用中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 如何将实验模拟结果与实践应用进行

更好地衔接，建立真正科学、实用、系统的监测评估预警决策体系，尚需要进一步探索与验证。

４　 研究展望

当前，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已实现从静态向动态、从客观表象向内在机理的不断深入，但相关研

究的深度与广度尚存在一定局限，全面系统的研究仍较为缺乏，规律性总结和理论升华有待加强。 总而言之，
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仍存在以下可以进一步深化的空间：

（１）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综合评估框架的改进

当前研究的热点地域更多地集中于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平原地区，以及资源相对匮乏的西北部干旱半干旱

地区，对于生态脆弱区、山地丘陵区等地形条件复杂、生态服务价值突出、生态系统敏感脆弱、区域内部经济发

展存在较大时序差异的典型人地关系敏感区域，相关研究仍较为有限。 因此，今后研究工作中应加强典型区

域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类型评估方法探索及规律特征提炼，进一步完善和改进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综合评估

框架，为开展自然⁃人文耦合系统综合区划奠定基础。
（２）多学科融合视角下的智能模拟决策平台的构建

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不仅涉及气象学、水文学、土壤学、生态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与区域经济学、
经济地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也关系紧密，需要对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空间格局、不同要素组合所产生的生

态效应进行比对、模拟、分析与调控。 将多学科研究视角聚焦于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中，通过地理学

空间技术加以综合，将有助于从多个维度突破资源环境和区域发展系统耦合互作机理的研究瓶颈，构建区域

城乡协调发展智能决策支持系统。
（３）中国转型期特殊背景下协调发展模式的探索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发展方式已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粗放

增长转向高质量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科技驱动，使原本复杂的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巨系统呈

现出更为多样的变化。 探讨转型期不同区域功能定位下的资源环境问题和转型阶段特征，揭示转型嬗变发生

的驱动因子和形成机理，分析区域转型发展模式与演变路径，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

键，相关工作亟需开展。
（４）国家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对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的影响

新一轮国务院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对部门设置及其职能进行重大调整，尤其是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

的组建。 这不仅有助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利益主体广泛参与新的治理体系，也使自然资源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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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得到进一步集中，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我国自然资源管理与利用过程中条块分割、多头监管等乱象，实现对山

水林田湖草矿等的整体保护。 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管理体制的根本性变化，势必对我国区域发展与资源环境

相互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在区域经济发展转向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文明新模式时期，探索全民所有的自然

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对资源环境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影响，研究新的空间规划体系对区域资源环境空间格局的

作用，将是未来资源环境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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