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学窗：区域地理研究是中国地理学的传统

地理条件是区域发展的基础，地理条件的时空差异使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等活动也

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以某一特定区域为对象，揭示区域地理环境的特征、结构、

发展变化，以及区域差异和区域关联，研究人类活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形成

了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区域地理。一些学者认为，区域地理是地理科学的

核心，因为它最完美地反映了地理学地域性特征和综合性特征的结合。我国著名地理

学家吴传钧先生曾撰文指出：“重视区域研究是中国地理学的伟大传统。”

早在公元前5世纪出现的《尚书·禹贡》，即是关于区域分异的叙述。从公元2世纪开始

的地方志编写，集区域地理研究之大成，地方志累计总数达1万多种，是研究中国古代

地理的珍贵资料。

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地理学者就对中国许多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研究区域的自然

和人文特征。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中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

大批地理学者参与了各种类型的综合考察，进行了各种区域地理调查、区划和区域规

划。

到了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区域地理以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形成过

程、结构特征和发展趋向为中心，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

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发展理念和实践指导。

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从形成主体功能区布局，到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的空间治理方

向，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区域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都是国家建设中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的

大事，直接面向全球、国家和地方不同空间尺度的可持续发展需求。

当代中国区域地理研究在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服务的过程中，必将展示其不可或缺的社

会价值和社会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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