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口发展功能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口发展功能区划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030330062

10位ISBN编号：7030330064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任志远　等著

页数：22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口发展功能区�>>

内容概要

　　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是目前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口发展功能区划研究》在对关中一天水经济区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系列研究基
础上撰写而成，包括区域人口分布格局、人居自然环境评价、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水资源承载力评
价、物质积累评价、人类发展水平评价、人口发展功能分区评价、人口凋控政策研究等。
《关中-天水经济区人口发展功能区划研究》可供地学、资源环境学、土地生态学、人口学、城市发展
规划、城市生态、土地管理、区域开发、农学和林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及高校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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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虽然我国一直把区域发展战略作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其在推动现代化进程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在空间发展的有序方面仍存在显著的差距。
由于长期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在不同空间尺度上都存在着人与自然、生产与生活甚至生态系统内部
关系不协调的矛盾，结果造成区域生态环境破坏，对区域生态安全构成威胁，影响了区域可持续发展
。
更重要的是我国对未来区域开发。
例如，土地开发利用的格局、人口产业城镇的布局、重要发展轴带和功能性通道的分布、资源储备和
生态屏障的分布等方面尚无明确的答案。
因此，开展区域社会、经济、环境和人口综合、系统的区域发展功能规划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区域发展功能规划是统筹区域发展的典型体现，针对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国家将采取有区别的调控措
施，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政策，有利于引导经济布局、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有利于
促进经济、人口、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有利于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实现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
　　二、地理学地理区划及主体功能规划研究　　国外早期的区划工作主要是以自然生态系统的地域
划分为研究对象，几乎没有考虑作为主体的人类在生态系统中所起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加剧，区划研究必须考虑人文因素的呼声越来越高。
同时，“生态足迹”、“生态城市”和“生态优先”的概念与思想相继被提出，生态区人文化趋势更
加明显。
该趋势和理论思想对我国正在开展的主体功能规划，特别是人口功能规划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
义。
　　我国现代区划工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但早期的分区研究多以气候、地形地貌、土壤、植被等自
然要素的空间分异规律为依据，进行自然要素区划和综合自然区划研究。
在认识自然地带性规律基础上，根据生产力布局的需求，开展了农业区划、经济区划以及部门区划等
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环境问题的出现，主要开展了生态区划以及生态
经济区划等研究。
上述研究成果不仅对指导工农业生产、资源环境利用和保护及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学支撑，同时
对区划工作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有益探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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