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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经湃的炭展对土地科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土地科学在新的形势下．应建立起面向知识经济的完备

的土地学科体系、理论创新体乐、研究方法体系和土地管理体系，以适应以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知识经济社会的发

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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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经济的发展

(--)知识经济的发展阶段殛其作用

知识经挤的产生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使人们不得不重新审思社会

的历史发展轨迹，人们惊讶地发现，经济形态已从原

始经济形态(捕猎采集)、农业经济和高度文明的工

业经济走向全新的知识经济阶段(表i)。￡11而这一

切，速度之快令人深思。目前这种经济形式正高速发

展，倍受全世界各国的重视，这是因为一是它的高速

发展之势不可遏止；二是知识经济形态具备了产业

升级的条件。就新的一轮国际竞争而言，谁抓住这一

机遇，谁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表1经济形态与社会发展阶段

杜会发展阶层 采集渔猎阶蛩 农韭社会阶殷 工业社会阶置 信息牡会阶层～
原始社会 封建社会

社会形态 原始社会 奴隶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
资奉主义社会

封建社会 社会主义牡会
社会主义杜会

息产业

阻务

识经济

依附自然

人地关系理电 天命论
顾应自然 征服自然 ^地共生论

神权论
环境决定论 人定胜天论 可持续发展

人类早期的生活几乎和动物一样，靠自然的恩

赐生活，食物主要来源于猎获的其他动物和采集的

野果。社会形态为原始社会，技术形式为捕猎采集，

经济形态为原始经济，人地关系的实质表现为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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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依附自然。人地关系理论裘现为“神权论m‘天命 使用基础上的经济。”其中所指的知识则包括人类迄

论”等，这段时间非常漫长。 今为止所创造的～切知识，科学皮术、管理和行为科

到了大约距今】万年前后，人类社会进入到了 学的知识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对其生存发展有央定意义的农业社会时期，这是人 知识经济形态的出现使人们有机会重新对经济

类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从刀耕火种、 发展的要素进行重新认识。传统经济学认为：构成经

捕猎、采集最原始的技术形式发展到以依靠人力、畜 济活动基础的三大要素是土地、资本和劳动，而知识

力维持的相对稳定的种植业、畜牧业形式，经济形态 被排除在三大要素之外。

为农业经济，以第一产业为主。人地关系的实质表现 若从知识经济角度来考虑．则经济发展是姒F

为人类顺应大自然，人地关系理论表现为“环境决定 几个因素的函数：E—f(I，，C．M，A)

论”等。 其中，E为经济发展；I，为土地，实则为广义的

18世纪以后，以蒸汽机和纺织机的广泛使用为 国土资源，包括土地、矿藏、海洋、能源⋯⋯；C为资

标志爆发了工业革命，许多国家随着工业文明的崛 本及其实物如厂房、道路、设施等；M为劳动；A则

起，由农业社会过渡到了工业社会，工业文明深刻影 为知识因素，包括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管理、组织、

响着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由于机器系统的出现和 信息等。

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突飞猛进，人类的各种物质用 由上式可知，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上述四个

品不断地被生产出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极火地被丰 方面的因素，而知识因素在经济中的作用．R益显现

富起来i电机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为生产和生活提供 出强有力的力量，其所占的份韵，(卸对经济增长的贡

了巨大的动力；水、陆、空交通线的建设、大都市的建 献率)越来越高．一些专家估计．信息高速公路建成

设，使世界成为了一个整体。技术形式为以机械加 后，知识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zr能由20世纪初的

工、制造为主要内容，经济形态为工业经济，以第二 5％～20％t升到90％。如自』．J93年来，美国工业

产业为主，形成经济二元结构：农业经济十工业经 的增长约有45％是电脑和半导体创造的。计算机技

济。人地关系的实质表现为人类开始试图征服自 术、电脑网络的普及，彻底改变了企业的运作方式，

然，人地关系理论表现为“人定胜天论”。由此也引发 不仅大大缩短了新技术和新产品研究和开发时间．

丁人类预想不到的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环境问 使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和对生产，销售和库存随时进

题”。 行调整，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降低了生产过剩引发经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计算机、激光、光导 济危机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推逃了经济衰退到来的

纤维等为内容的新技术革命使人类遂步迈入信息时 时问。

代。新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发展和应用，给人类 科教系统在知识经济中起到了知识的生产、传

社会增添了新的活力，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新飞跃， 播和转移等关键作用。据统计口”，1993年至1 994

使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和丰t会生括发生了很大的变 年，美国专利所弓l用科学论文的73％来自科研机构

化，对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 和大学的科学研究，只有27％来自企业。同期，专利

时期，技术形态以知识密集的信息产业为主，开始出 引用的科学论文是1987年至【988年的3倍，而专

现知识经济的新经济形态，以信息产业为主的三元 利总数仅增加了30％。可见，科学研究对企业技术

结构，人地关系开始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创新的支持作用不断加强。

总之，知识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它 知识经济理论形成的历史还很短，但萌芽很早，

的出现将预示着社会生产领域的一场革命，具有重 较为成熟的理论的形成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

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983年美国加州大学教授，著苦经济学家保罗·罗

(二)知识经济的发展 默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他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

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缴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 论”，认为知识是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它可以提高

济》报告中，给知识经济下了一个权威性的定义：“所 投资的收益。“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知议

谓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 经济理论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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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一一自1991年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重点逐渐转移

到经济科技领域+从而加速了经济知识化的步伐。高

新科技不仅使人类获得的知识总量迅速增加，而且

使人类获取知识、应用知识的能力大为提高。知识经

济作为一种产业形态而被确立下来。可以说美国微

软公司为代表的软件知识产业的勃起正是知识经济

形成的主要标志。¨’

现在中国的基本国情是：资源绝对数量——地

大物博；资源人均观——人均过低，资源动态观～一

人增地减；人口基数庞大，增速较快，从现在起到21

世纪的30年代，中国人口将以每年增加l 000万的

速度攀升到高峰——16亿。中国的经济状况目前仍

然是处于落后的状态之中。根据这样的国情状况，到

下世纪中叶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在经济上达到中等发

达国家的水平，在科学技术方面成为少数几个科技

领先的国家之一。在人均资源锐减的同时，要实现上

述战略目标，依靠传统的模式和方法，显然已经难以

为继。因此必须采用新的方法，改变思维方式、决策

方式等，以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要建立适应于市场

经济的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的新机制与新体制。知识

创新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是国家创新能力的两个重

要方面，在中科院呈交给江泽民的《迎接知识经济、

国家创新体系》报告中提出：通过提高国家整体创新

能力，使中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进人世界前10名。

可持续发展是当代社会进步的指导原则，体现

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协调咀及人类世代间的责任

感。可持续发展的提出，是为了从整体上解奂人类面

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更需要进行自然、经济、人文

的综合研究。可持续发展研究应有不同的空间尺

度”]．《21世纪议程》是全球尺度的纲领，是各个国

家和地区应遵循的规范。《中国21世纪议程》则是从

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所制定的中国整体发展战略。

而由于区域差异性的存在．各个地域可持续发展的

内涵则相差很大。黄秉维“1精辟地指出，可持续发展

研究，要在全球宏观背景上把握全局，在区域尺度上

开展基础研究，认真扎实做好工作。他提出了在区域

研究中拟重点解决的问题。如关于土地资源的合理

利用、解决水资源不足和水质保护、能源问题及其区

域对策、环境污染及其预防、陆地与大气及近海的相

互关系，以及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在陆地系统与可持

续发展研究中的作用等。他要求在区域综合研究基

础上，进行区域的比较研究和区域H勺联系研究，汇总

全国的全貌，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二、土地科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知识经济大潮的到来，无疑给土地科学的发展

带来了新的机遇，年轻的土地科学同时也面临着巨

大的挑战。知识经济时代对土地科学的发展提出了

更为严格的要求，土地科学应建立起适应于知识经

济时代的学科结构，在理论与方法等方面有所创新。

同时，知识经济的发展也给土地科学的发展提供了

照好的基础条件。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系，4

先进的理论不断涌现，一系列高新技术的应用为土

地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条件，这必将有力

地推动着土地科学的快速前进。

20世纪数学与计算机的发展，给土地科学提供

了精确与有力的工具。土地科学庄其实践中广泛应

用了数学与计算机技术，并在具体应用中结合土地

科学的实际，在地理信息系统(GIS)基础上，创新地

建立了土地信息系统(I。IS)，并使这一系统具备了

产业化基础。

地理信息系统(GIS)在20世纪90年代的迅猛

发展，已成为信息产业的重要一环，其应用广度与科

学内涵，远远超过70年代以制图自动化与图形分析

为主体的初期水平，形成跨学科的多层次、多功能的

区域综合与空间分析工具。随着蹦知识和信息的生

产、传播及其应用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地理信息

系统在解决信息的存储、检索、处理等方向面日益显

示出其优越性。因此，加快在地理信息系统基础上的

土地信息系统产业化的步伐，对促进土地科学的发

展，是至关重要的。卫星和遥感技术的发展，RS与

GPS的广泛应用，使土地的调查工作更加精确简

单，工作更有成效。

土地科学经过近年来的在实践中的发展，客观

上也对其进行理论总结和刨新提供出了更高的要

求。从20世纪80年代未到现在，土地科学工作者作

了大量的工作。从国有土地使用静J度改革．土地利用

现状调查、城镇地籍调查、城镇t地定级估价、基本

农田保护规划、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整理复垦

规划等，这些工作的相继完成，对我国的土地管理工

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土地科学的发展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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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强大的基础。同时，也要求土地科学在此基础上，

对其理论与方法等进行总结，以建立起适应于21世

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土地科学体系。

三、土地科学的发展

在知识经济时代，土地科学应在学科建设、理论

刨新、研究方法、综合技术、土地管理体制等方面有

所创新发展。

(一)建立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土地学科体系

土地科学的发展首先应根据研究对象、相应的

特性等标准，尽快建立比较完整的土地科学体系。根

据已有的研究成果[7,83，我们拟提出建立如表2所示

的土地科学体系；

表2土地学科体系结构

土地一缎学科 土地二级学科

土地资辞学

j_地生态学

j。地资源系统评价学

土地资源综合开发学

土地资本可持续利用学

土地资源系统配置学

士地资源承载量学

土础斑源动巷变彳七与监耐学

上地利用规划学

士地资产学

土地信息学

土地经济学

土地蛀营学

土地市场学

土地价格学

土地谊融学

上地税收学

土地信息系统学

土地信息动态监测学

土地工程学

士地开发1程学

土地复垦工程学

十地整理工程学

土地整治工程学

土地保护工程学

土地管理学

土地行政管理学

土地贷源管理学

十地资产管理学

士地社会学

士地法学

土地制度学

士地伦理学

十地黄学

(二)建立土地科学的理论体系

土地科学的理论体系包括以下内容：(1)土地科

学的基本理论：土地系统论；土地区位论；土地生态

理论；地租理论等。(2)在土地资源基础上构造的土

地资源综合理论体系：土地资源系统评价的理论；土

地资源综合开发理论；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土

地资源系统配置理论；土地资源承载力理论；土地资

源供需理论；土地资源动态变化与监测理论；土地利

用规划理论等。(3)在土地资产基础上构建的土地资

产综合理论体系：土地经济理论；土地经营理论；土

地市场理论；土地价格理论；土地金融理论；土地税

收理论等。(4)在土地信息系统基础上构建土地信息

系统理论等。(5)在土地管理系统上的土地管理科学

理论。(6)具有应用基础性质的土地工程理论。(7)

与土地的社会性质相关的土地社会理论等。

(三)土地科学研究方法论

土地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在研究解决土

地系统时，采用一般的常规方法，是难以有成效的。

经过土地科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土地科学研究已

形成了独具特点的研究方法，我们姑且称之为土地

集成法。该方法与钱学森所倡导的在解决复杂巨系

统时所采用的综合集成法的思想是吻合的。该方法

可表达为：

土地集成法一先进的理论指导+专家的经验+

科学的处理手段

先进的理论指导是指在具体工作中，采用先进

的科学理论作为工作指导，如在土地研究工作中，人

们常用可持续发展理论、大系统理论、土地科学理

论、规划理论、景观生态学理论等作为指导，以确保

土地科学方向的正确性与科学性。

在解决复杂问题时，专家的经验是至关重要的，

专家包括各个方面的专家。如在城镇土地定级估价

工作中所采用的特尔斐咨询法，就是要充分发挥当

地专家的经验，以保证工作的可操作性。

科学的处理手段是指在处理所收集到的各种信

息时，充分利用先进的处理手段，以保证科研成果的

先进性和科学性，如在上述各种土地研究中，各地普

遍采用了RS、GPS和I，Is，从而使土地科研成果达

到了较高的水平，对土地科学和当地经济的发展起

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方法在土地利用现状调查、城镇土地定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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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本农母保护规划、土地

整理复垦规划等方面的应用中，已取得了满意的效

果。

(四)高新技术在土地科学中的应用

高新技术在土地科学中的成功应用，对土地科

学来说，至关重要。土地科学要及时跟踪现代科学技

术的发展，积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有这样，才

能使土地科学永保青春。

目前，土地科学已成功地引入了RS、GPS、GIS

与ES，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虚拟现实技术与网络

技术在土地科学的应用，已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

(五)土地管理体制的创新

尽管我国在土地管理中，已取得了很大成效，但

目前还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如如何认识并正

确确定土地资源在自然资源中的地位，管理效能的

低效率，管理职能的急待转型，在城镇房地产管理

中，如何协调地产管理与房产管理的关系等，这些问

题的存在，直接制约着土地科学的健康发展。因此，

建立高教的管理体制对促进土地科学的健康发展，

对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土

地资产的价值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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