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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地理学研究与地方环境密切相关。 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不同的地理学研究特

色。
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国亚热带与暖温带、西部山地与中部东部平原的过渡地带，其

中部是中华民族摇篮黄河，南部属于中华民族另一主要发源地长江流域。 该地区不仅

拥有多样化的地貌、气候、植被，也拥有悠久的农业文明、城市文明。 河南是全国最大的

人口省份和农业省份，其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处于较低层次，但近年增长十分迅速，经
济规模开始领跑中西部各省市区。

身处河南的地理学家一直关注着他们栖息的这块土地，关注着这块热土上的自然

地理、人文经济地理。 早在上世纪 ３０ 年代，地理学家就进行了黄河沿岸沙地的研究。
５０ 年代，地理学家研究了古都开封的历史地理，华北平原的气候变化，人民公社地理

等，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 ７０ 年代，关于农业区划、地貌区划、自然地理区划的研

究也与全国同步进行。 ８０—９０ 年代，地理学家注重于过渡带、环境脆弱地区和黄淮海

平原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同行关注。 结合地理特色研究，地图学也做了许多工作。 本世

纪以来，相关研究不断深化，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在河南地理的综合研究，自然

地理研究的环境化、人文化，农区与农户地理研究，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研究，山地平原过

渡带旅游研究，欠发达地区产业集群研究等方面，均有较大影响的成果面世。
在研究中，河南地理学家十分注意新方法的使用和创新。 上世纪 ７０—８０ 年代，一

些地理学家作为技术骨干参加了国家 １∶ １００ 万土地资源地图集的编制，并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 ８０ 年代，北京大学杨吾杨教授等人为了推动中国的地理学计量方法的应

用，专门在河南大学举办学习班，全国高校的不少年轻地理学家来此学习，在地理学界

产生了较大影响。 ９０ 年代，地理信息系统应用逐渐被河南地理学家采用，相关成果不

断增加。 河南省地理所建立了省级重点实验室，河南大学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共建

了实验室，与科技部共建了黄河流域数据研究共享平台。 在引进新方法的同时，受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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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影响，河南地理学家逐渐走出河南进入国际领域，如进行沿海地区的跨国公司与区

域发展的研究等等。
具有地域特色和方法特色的研究，更能引起同行的关注，也最能形成河南地理研究

最具竞争力的研究方向。 公司地理以及跨国公司与区域发展的研究，欠发达区域———
城市的综合研究，曾作为河南地理学家的研究特色，得到了国内的较好认可，人文地理

博士点（为全国十年之中获批的唯一该项博士点）和区域经济学博士点（为河南省第一

个经济学博士点）也随之花落河南。 “农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下的中部农区社会经

济协调发展研究”实现了河南地理学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零的突破； “人
文地理专业的更新与建设”、“区域模型与信息系统科学的整合和创新”和“地方综合性

院校新世纪创新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等研究又为河南地理界摘得了三项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而河南地理学家主编并主要参与的面向 ２１ 世纪教材《经济地理学》在全国

包括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等在内的多数高校广泛使用，
并获得国家高校教材一等奖。 就地域而言，黄河沿岸区、黄淮平原区的研究是河南地理

学家的集中研究地。 围绕黄河沿岸地带的研究，地理科学界与其他学科学界联合，成立

了河南省第一个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

心，并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同时，关于黄河沿岸景观格局变化的研究，高层次成果不

断涌现。
在河南地理学家几十年的砥砺耕耘中，除了这些在全国和国际视野中引人注目的

贡献之外，还有许多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的实践研究。 这些应用性成果，每年有数十项

以上。 或许它们没有可以炫耀的理论创新之处，但依旧可圈可点，每项成果均扎扎实实

为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
河南地理学界的辛勤劳动和开拓创新，形成了特色鲜明河南地理学。 河南地理学

是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服务的地理学，是对河南地理环境特色进

行理论探索的地理学，是为中国特色的地理学做出重要贡献的地理学。
河南地理学发展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例如，在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过

程中，地理学家比较重视实用性研究，忽视相关理论的总结；整个研究成果中，方法论贡

献比较薄弱；河南地理学家在全国层面的研究明显不足，跨区域研究成果也较匮乏；河
南各地理单位之间尽管有一些交流，但实质上的研究合作和人才培养合作还有较大发

展空间。

（二）

总结河南地理学的发展，旨在观察我们研究方向的轨迹，反思研究中的成功与不

足，凝练学术上的理论贡献。
１９８９ 年，以尚世英教授为理事长的河南省地理学会第四届常务理事会组织河南老

一辈的地理学家司锡明、全石琳、毛继周、刘祖望、王建堂等，认真总结了河南省地理学

１９８９—２００９ 世纪之交的河南地理学发展



· ３　　　　 ·

在 １９４９—１９８９ 年的发展，出版了《１９４９—１９８９ 河南省地理科学的进展》一书。 该书分

章概述了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地图学、地理教学研究进展和地理科普的成就，是第

一本系统记载、分析河南地理学发展的珍贵书籍，对以后的地理学发展起了重要的参考

作用。
１９８９—１９９９ 年，李润田教授作为河南地理学会第五届、第六届理事会理事长，带领

河南地理学家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贡献。 他高雅的领导才能、务实的工作态度赢得

了大家广泛的赞誉。 １９９９ 年底，李润田教授主动辞去地理学会领导职务，让位于年轻

学者，我受大家的推荐，担任第七届、第八届地理学会理事会理事长。 承蒙各位副理事

长、秘书长和常务理事支持，我在较为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尽力做了一些地理学会的

协调组织工作。 在大家通力协作下，河南地理学在这段时间有了较快发展。 伴随着河

南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扩张，河南地理学抢抓机遇，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

都有了明显突破。 河南地理学界实现了人才交替和研究思想转变，呈现出方法多样化、
队伍扩充、成果水平提高和视野扩展的良好局面。 河南地理学家的工作也得到地理学

界的高度认可。 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 １９９９ 年被评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在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 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河南大学地理学排名第八。 ２００９ 年在中国地理学

会的百年庆典上，李润田教授获得了第二届“中国地理科学成就奖”，李小建和张占仓

同时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地理科技工作者”奖，乔家君获得了第十届“全国青年地

理科技奖”。 其中，后一奖项是继 １９９３ 年和 １９９９ 年张占仓、苗长虹分别获得了第二届、
第五届奖之后，河南地理学家再次获得该奖项。

近些年来，总结梳理近一段时间的地理学发展是河南地理学家的共同心愿。 ２００９
年，为庆祝建国 ６０ 周年，李润田名誉理事长提出了编写《河南地理学 ６０ 年》的建议。 ５
月 ８ 日在郑州召开的河南省地理学会第八届常务理事会第 １１ 次会议上，大家对此议题

进行了审议，一致同意启动编写工作，并委托地理学会秘书长赵永江、刘玉振具体负责

此项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６ 日，在河南大学召开的第 １２ 次常务理事会讨论并确认了编写提纲。

７ 月 １０ 日，《河南地理 ６０ 年》编写会议在河南财经学院专门召开。 由于时间关系，为确

保编写进度，书名确定为《１９８９—２００９ 世纪之交的河南地理学发展》，详细提纲与大致

分工同时敲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在洛阳召开第 １３ 次常务理事会议讨论书稿并提出修改意见。

１２ 月 ４ 日，在河南省信息管理学校召开第 １４ 次常务理事会议再次讨论书稿。 １２ 月

１１ ～ １３日，学会正、副理事长和部分编写人员在河南鲁山召开会议，对书稿进行了讨论。
１２ 月 １９ 日，相关人员在河南大学再次讨论了稿件，并分工修改定稿。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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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１９８９—２００９ 世纪之交的河南地理学发展》是一项集体成果。 李润田名誉理事长

不顾年事已高，多次与会讨论。 整个编写工作，始终在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会的领导下进

行，理事长、副理事长多次参加讨论并亲自撰写修改有关章节，秘书长赵永江、刘玉振负

责具体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河南各高校地理单位、河南地理研究所、河南省教育厅提供了第一

手材料，河南省科学院、河南大学、河南财经学院、河南省信息管理学校等单位提供了许

多帮助。 大象出版社原社长李亚娜同志为此书出版付出了许多努力。
河南省地理学的发展，得到了中国地理学会和诸多地理大家的支持、指导和帮助。

黄秉维院士、施雅风院士、吴传钧院士、陈述彭院士、孙鸿烈院士、李小文院士等地理大

家多次来河南指导，陆大道院士、孙九林院士分别担任河南省地理所名誉所长和河南大

学环境与规划学院名誉院长，对河南省这两大地理单位给予非常具体的指导与帮助。
２００３ 年，中国科学院地学部院士常委会在河南大学举行，孙枢、刘昌明、李吉均、童庆

禧、郑度等地学部 ２０ 余位院士齐聚河南，对河南地理学给予了莫大的支持与鼓励。 全

国其他地理大家和前辈也来河南或传播学术或进行合作研究，以各种方式对河南地理

学的发展进行指导，这些均使河南地理人永远不能忘怀，永远心存感激。 河南的高俊院

士、王家耀院士一直关心河南地理学的发展，其真知灼见使我们受益匪浅。 河南省科协

副主席梁留科教授从多方面支持地理学会开展工作。 借此机会，我代表河南地理学会

对这些单位和个人以及其他为此书出版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总结河南地理学 ２０ 年的发展，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 尽管所有编写人员进行了

努力，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遗漏与错误在所难免。 尤其是我本人本应全力投入进行最后

修改，但由于定稿期恰逢河南财经学院与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合并组建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诸事纷繁，未能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来精细修改稿件。 不足之处，请各位谅

解。
河南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地理学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条件。 将近一亿居民、近 ２０ 个地

理教学研究单位，使其具有世界大国的地理学发展基础。 我们这一代地理学家承接前

辈，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未来一代的地理学家在我们工作的基础上，将会做出更大

的成绩，使“中原地理学”的特色更加鲜明，实力更加强大！
李小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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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展概述

第一节　发展特点

１９８９—２００９ 年，河南地理学迎来了发展的良好机遇期。 在老一代地理学家的扶持

下，在全国地理学界的支持下，在河南地理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河南地理学界实现了人

才更替和研究思路转变，呈现出方法多样化、队伍扩充、成果水平提高和视野扩展的良

好局面。

一、人才更替

人才是地理科学研究的核心和载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河南地理研究人才的构成发

生了较大变化，老一代地理工作者相继退休，新一代地理工作者逐步成为当前河南地理

研究的主体。 老一代地理工作者和地理学家基本上全部集中在河南大学地理系和河南

省地理研究所。 在河南大学地理系，李润田、尚世英、张光业、李克煌、全石琳、黄以柱等

一批老教授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获得了国务院特殊津贴或河南省优秀

专家称号。 在河南省地理研究所，出现了毛继周、朱友文、刘东海、李学仁、汪秉仁、王文

楷等一批较为知名的地理工作者。 新一代地理工作者大多是“文革”以后、恢复高考以

来所培养出来的地理工作者。 他们长期从事地理学相关研究，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了

大量论文，已构成当前河南地理研究的骨干力量，其中不少还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地理学

家，例如，河南大学的李小建、王发曾、秦耀辰、马建华、覃成林、苗长虹、丁圣彦等，河南

省地理研究所的张占仓、冯德显、张震宇、王国强、杨迅周等。 此外，河南其他高校

中，也出现了一些优秀的、有一定影响的地理工作者，如李卫红、高更和、余国忠、张
本昀等。

二、队伍扩充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扩张，从事地理教学与科学研究的

人员数量也呈现急剧扩展的态势。 目前，高校教师已经成为河南地理研究的最重要力

量，专门的地理研究队伍也有一定增长。 在上世纪 ６０—８０ 年代，河南省地理研究的力

量主要集中于河南大学和河南省地理研究所（一所一系），前者大约拥有专职教学和研

第一章　 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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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员 ５０ 余名，后者大约拥有专职研究人员 ４０ 名。 此外，其他单位也有少量的地理相

关研究人员，如焦作矿院地质系、南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地理系等。 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

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地理研究队伍快速扩张。 这种扩张主要来源于高校扩招后

专职教师数量的增加，同时一些高等院校中新增地理相关专业，从而导致教学和研究人

员快速扩展，如商丘师范学院、许昌学院、河南财经学院、郑州大学等。 目前，全省主要

地理教学科研单位中，大约有 ６００ 名专职教学科研人员，其数量是上世纪 ８０ 年代的

５—７ 倍。 目前，河南地理机构除了河南大学和河南省地理研究所以外，还有河南财经

学院、信阳师范学院、南阳师范学院、许昌学院、安阳师范学院、商丘师范学院、郑州大学

等，此外，河南理工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等院校也开设有资源与环境相关类院系和

专业。 总的来看，研究队伍已经从过去的“一所一系”转变成了“多所多院（系）”。 研

究队伍的快速扩充除了与高等教育发展直接相关外，同时也与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日

益严重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有关，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而地理

学作为研究人地关系和空间规律的学科，可以为其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法。

三、思想转变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自然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的学科，在人文地理研究领域地

理学的主要特色是空间分析和综合分析，但地理学的发展也呈现出与经济社会发展和

科学技术发展相一致的特点。 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及以前，河南地理学的研究主要以地表

形态的特点和静态结构为主，在研究尺度上主要是以中观和宏观为主，在研究对象上主

要是以单要素研究为主，缺少多要素的综合研究。 从检索到的当时发表的论文来看，研
究的思路大多按照“条件———现状———问题———对策”的模式和链条进行分析。 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人类面临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化，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特别是随着信息科学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地理学的研究思想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 上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尤其是本世纪以来，计算机日益普及，使地理学的定量分析成

为可能并得到普及，同时随着与国际地理学的交流和接轨，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
微观研究进一步被河南地理工作者所接受和采用。 目前，河南地理研究在研究尺度上

呈现出宏观、中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多尺度特点，同时实证研究和人本主义、结构主义等

研究思潮在具体不同的研究对象中也得到体现。 此外，随着与国际地理学交往的日益

增多，西方规范分析的研究思想和学术问题的研究思路也被更多的地理工作者所采用，
即“科学问题提炼———研究数据和方法———研究结论”的研究思想。 总之，目前研究思

想转向多元化和精确化，更加强调整体分析和综合研究，重视时间演化、动态分析和预

测。

四、方法多样化

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及以前，河南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定性分析为主，只有少

量的、简单的定量分析，描述性的方法是当时最常用的方法。 归纳法是当时最常用的方

１９８９—２００９ 世纪之交的河南地理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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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一，通过调查、收集各地区的基础资料，经过整理、归纳，然后得出一般结论。 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普及、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的影响，河南地理工作者

当前所采用的方法日益多元化。 目前，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可视化的研究方

法、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社会调查方法等方法已被广泛采用。 在定量分析方面，计量地

理学得到较大发展，相关统计和计量软件的开发使地理学研究更加快捷、方便和准确，
例如，ＳＰＳＳ、ＳＡＳ、ＥＶＩＥＷＳ、ＭＡＴＬＡＢ 等软件被地理工作者广泛使用。 在可视化研究方

法使用方面，除了常用的统计和计量软件的图形制作工具外，ＧＩＳ 的制图和空间分析功

能也常常被研究者所采用，并用来直观表达研究对象的特性。 在计量经济学方面，除了

常用的各种计量分析方法以外，假设检验的研究方法也在一些学者中使用。 社会调查

和实地调查方法近年来使用也较多，因为只有通过面向对象的调查才能获得对象的真

实数据。 总之，通过近 ３０ 年的发展，目前地理学多元化的方法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五、视野扩展

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和社会实践相联系的。 一方面，社会实践为科学研究提出课

题，另一方面，科学研究为社会实践服务，河南省的地理学发展也是如此。 在上世纪 ７０
年代及以前，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展经济，作为一个一穷二白的国

家，我国当时发展经济的首要任务就是摸清家底、发展农业，为工业化做好准备。 因此，
当时地理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自然资源普查、农业区划和农业规划，河南地理工作者先后

完成了河南省综合自然区划、县级和公社级农区区划、农田基本建设规划、高产农田选

片、农业肥水资源调查、农业生产条件调查、河南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调查等工作。 ８０
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逐步落实，非农产业得到较快发展，因而非农专题的研究

逐渐升温，非农领域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多。 根据从中国学术期刊网检索到的论文情

况看，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除自然地理外的非农方面的论文数量占到该时期发表论文总量

的 ６１％ ，主要集中在经济地理（包括城市和旅游等）、环境等领域，而农业方面的论文

（包括土地方面的研究）占 １０． ３％ ，该时期自然地理研究的成果比较丰富，占到当时论

文总数的 ２８． ７％ 。 进入 ９０ 年代以后，河南地理研究的非农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城市地

理、旅游地理、区域经济、环境、土地管理、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 据

统计，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年，城市地理类论文占 １０． ７％ ，旅游地理和旅游管理类的占 ７％ ，除
城市和旅游外的其他经济地理论文占 ２８． ４％ ，土地管理类占 ４． ７％ ，环境类占 ５． ６％ ，
可持续发展及理论类的占 ７％ ，原先农业和自然地理占优势的时代已经结束，经济地理

占优势的特征已非常明显。 到了本世纪以后，自然地理研究成果比重进一步下降，单纯

的农业地理研究成果也较少，经济地理优势更加突出，尤其是城市地理和旅游地理成果

较为丰富，土地类和 ＧＩＳ 类论文数量增加也较为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农户和农区

发展研究的论文数量增加较多。

第一章　 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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