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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格局历史演变规律及规划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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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历史逻辑回溯千年以来的自然地理格局演变规律，能够更好地支撑以行政逻辑凝练提出中国广袤国土未来发展的政策

建议。通过对大量文献进行综述，总结归纳各区带的独特自然环境基础和历史演化规律，从而基于历史、科学和行政逻辑提出国

土空间规划的政策建议。中国现代地理格局是经过地质时期几十亿年的演化，以及历史时期上万年的人类活动刻画而最终形成

的。在地质时期的地质构造、季风运动、江河形塑等作用下，中国陆域分异出了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青藏高原区三

大自然区，以及农牧交错带、海岸带两大过渡缝合带，历史时期人类因地制宜所形成迥异的生产生活方式，更是不断改造着国土

空间结构，使各区带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演化历史。通过对各区带的演变过程和规律进行了详细阐述和总结，由此提出了遵从自

然生态限制和历史发展规律，保持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合理搭配及相互之间物质能量畅通交流，以及优化区域过渡带

等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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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natural geographical pattern over the past thousand years by historical logic can better suppor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territory  condensed  by  administrative  logic.  We  reviewed  a  large
number  of  literature  and  summarized  the  unique  natural  environmental  foundations  and historical  evolution  laws  of  each  region  and
zone,  in order to propos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 by historical,  scientific,  and administrative logic.  We
found that the modern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China has been formed by the billions years of evolution over geological period and ten
thousand years of human activities over historical period.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eological structures, monsoon movements, and river
shaping  during  geological  period,  China’s  land  has  differentiated  into  3  natural  regions  (Eastern  Monsoon  Region,  Northwest
Arid−semiarid  Region,  Tibetan  Plateau)  and  2  transition  zones  (Farming−pastoral  Zone,  Coastal  Zone).  In  historical  period,  humans
have formed distinct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 pattern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continuously transforming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country, and thus forming each region’s and zone’s unique regional evolutionary histories. And we provided a detailed explanation and
summary of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laws in each region and zone, thus proposing suggestions for the national territory developing
and  protecting,  such  as  following  the  natural  ecological  restric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law,  maintaining  the  reasonable
combination and material−energy exchange between natural and human ecosystem, and optimizing spatial pattern in transition zones.
Key words: China’s geographical pattern; historical evolution; national territory; natural geographical regions; planning im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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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格局既是生态系统演化的景观呈现，也是

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载体。而中国现代地理格局是

经过地质时期几十亿年的演化，以及历史时期上万

年的人类活动刻画最终形成的（张兰生，2012）。因

此，要做好中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优化工作，

不仅需要以科学逻辑探究当下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牛方曲等，2018），更应以历史逻辑回溯千年以来的

自然地理格局演变规律，才能以行政逻辑凝练提出

中国广袤国土未来发展的政策建议。

有学者基于历史视角开展了很多地理格局演变

的研究。过去 2000 年是重要的历史地理研究的时

间尺度，葛全胜等（2013）系统梳理了中国过去

2000 年气候变化与自然、经济、人文发展状况的关

系；郑景云等（2020）研究了过去 2000 年黄河中下游

气候与土地覆被变化的若干特征及东部的旱涝格局

（郑景云等，2014）；方修琦等（2021）研究了过去

2000 年中国农耕区的垦殖格局变化。改革开放拉开

了现代中国快速发展的序幕，同时依托更健全的统

计数据，以 1978 年为起始时间，学者们开展了大量

高精度的定量时空演化研究：樊杰等（2019）研究了

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变化，金凤君等（2019）研究了

中国交通地理格局的演变，贺灿飞等（2019）研究了

中国工业地理格局的演变，张城铭等（2019）研究了

中国旅游业发展的地理格局。

本文通过梳理总结古地理、历史地理、环境演

变、气候变化、人文历史等领域关于地理格局演变的

主要研究成果和权威学术思想，对主要史实和发展

规律进行提炼，并为当代的国土空间规划实践提出

相关政策性建议。 

1　地质时期形成的自然地理格局背景

中国现代自然地理环境是在太阳辐射、地壳运

动等内外力推动下，并伴随地质地貌、大气环流、山

川湖海、植物动物等的演化形成的，其中最关键的两

大事件即喜马拉雅运动和现代季风环流系统的建立。

古近纪初期，中国大陆整体地势东高西低，以低

山、丘陵、平原和河湖为主，呈准平原状态，而新生代

以来的喜马拉雅运动逐步形成了中国现代地形骨架

的山脉、高原、盆地、平原，并奠定了西高东低的四

级地形阶梯格局。贺兰山—龙门山以西由于印度板

块的强烈楔入，强烈的挤压作用形成了褶皱隆起的

喜马拉雅山脉、整体抬升的青藏高原，以及西北断块

抬升的高山与断陷沉降的巨盆（《中国地质学》扩编

委员会，1999）。0.15 Ma BP 的“共和运动”期间，青

藏高原达到现在 4000~4500 m 的高度，成为第一级

阶梯，成为阻挡西南气流的屏障；贺兰山—龙门山以

东的大陆以拉伸作用为主，其中大兴安岭—太行山—
雪峰山以西总体隆起上升，形成内蒙古高原、黄土高

原与云贵高原，成为第二级阶梯；大兴安岭—太行山—
雪峰山以东以断裂沉降为主，形成许多平原、丘陵、

低山，以及内陆与近海盆地，成为第三级阶梯。欧亚

大陆东缘遭受太平洋板块的向西俯冲、挤压，中国大

陆东缘边缘海盆被海水淹没，东海、黄海及南海等边

缘海开始出现，接受海相沉积（万天丰等，2002），成
为第四级阶梯。

现代季风环流系统的建立是青藏高原抬升最重

要的环境效应之一。在古近纪与新近纪之交（22 Ma
B.P.前后），控制中国大陆环境的环流系统开始由行

星风系向季风系转变，新近纪（2.6 Ma B.P.前后）青藏

高原抬升到海拔 2000 m 左右，使中国大气环流格局

明显变化（郑度等，2004），开始形成现代季风环流系

统。隆起的青藏高原阻挡了来自印度洋向北输送的

水汽，使西北地区由于夏季风无法到达而成为干旱

区，且中国北方不再易受印度洋气流带来的暖平流

的影响，加强了内陆的干旱程度；与此同时，西南地

区成为孟加拉湾暖湿气流向北输送的重要通道，西

南季风相应加强，给东部地区带来季风雨。由此，中

国自然分异格局出现重大调整，自然带由受行星风

系控制的与地理纬度斜交的纬向分布，转变为受季

风环流影响的东西向干湿分异。第四纪中国陆域环

境分异更加明显，逐渐形成三大自然区——青藏高

原区高海拔使自然地理过程以干寒化为主，成为独

特的高寒环境系统；西北干旱—半干旱区深居大陆

内部，青藏高原隆起后，干旱化程度加强；东部季风

区受季风环流控制，季节变化显著。 

2　历史时期分异的国土空间区域

地质历史时期，在地质构造、季风运动、江河形

塑等作用下，中国陆域环境分异出了东部季风区、西

北干旱—半干旱区、青藏高原区三大自然区，以及农

牧交错带、海岸带两大过渡缝合带，加之历史时期先

民因地制宜的生产生活改造，使区域形成了独特的

区域演化历史。影响中国现代地理格局的重要事件

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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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东部季风区

东部季风区位于 400 mm 年等降水量线以东，根

据地势海拔可划分为东部季风平原区和南方山地丘

陵区，前者主要包括长江中下游平原、华北平原、东

北平原等，后者主要包括东南丘陵、云贵高原、四川

盆地等。 

2.1.1　东部季风平原区

东部季风平原区位于第三级阶梯，海拔较低，位

于长江、黄河、珠江、辽河、海河等大江河的中下游，

是物质能量的输入区域，水系冲积形成了东北、华北

和长江中下游三大平原，疏松易耕的黄土或黑土冲

积层和丰沛的水源，加之雨热同期，农作物在旺盛的

生长期内能供给充足的热量和水分，冬季低温能减

少病虫害，这为中国最早建立高效的农业社会提供

了必要条件。而三大平原的顶级生物群落都是森

林，中国先民的地区开发轨迹始终集中于改造森林

生态系统，这使该区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农业区（张兰

生，2012）。优渥的自然条件使人口持续增长，经济

长期繁荣，天然植被景观被开发殆尽，代之以农田、

道路、村落、城市等人文景观，成为了现代城市、工

业区集中地。

东部季风平原区是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和战争集中地。华北平原凭借优良的水、土、气

候，成为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基本经济区和人口聚

 

①新生代以来的喜马拉
雅运动奠定了中国的地
形格局，改变了中国国
土空间及周边地区的大
气环流，导致了现代季
风环流系统的建立；

②农牧交错带始于青铜时代西方游牧
文化与东方农耕文化的交流，稳定发
展于夏商周，定型于秦汉，其摆动演
进深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暖湿期
农业北界向北扩展，冷干期牧业南界
向南扩展；

③3500 年前，青藏高原东北部
和南部的大麦、青稞农业逐渐
取代早期粟作农业，以及畜牧
业、游牧业的发展，尤其是家
养牦牛的显著扩张，推动了先
民在高原大规模定居；

④自西周以来，华北地区垦
殖强度不断上升，至公元初，
已被开发成垦殖范围与今相
近的农业区，并成为全国主
要粮食生产基地；

 ⑤汉代以来，绿洲区
的形成、演化、退缩
和消亡开始不仅受控
于气候，更是与中原
王朝的实际控制有关；

 ⑥西晋 “永嘉之乱” 、唐
代 “安史之乱”、北宋 “靖
康之乱” 3 次大规模的汉
人南迁后，中国的人口、
经济中心逐渐由北向南
迁移；

 ⑦南宋至明清时期，
南方山地丘陵区逐步
开发，经济社会长足
发展，成为中国传统
社会后期最重要的发
展区域；

⑧中国海平面波动与气候变化存在冷低暖高的对应
关系，公元前 50 年—公元 300 年和 650—1400 年
的气候温暖时期，海平面上升，海岸线向陆地收缩，
海岸陆地面积减少，海岸侵蚀增强; 300—650 年和
1400—1900 年的气候寒冷时期，海平面下降，海岸
线向海洋扩张，海岸带陆地面积扩张，海岸堆积；

⑨19 世纪之前，东北植
被几乎处于原始状态，
1860 年清政府解除 “封
禁政策” 之后，至 20 世
纪中期，东北农耕区向
北推进至黑龙江省；

⑩内蒙古高原草原覆被
受历朝屯垦活动影响，
呈波动下降趋势，当中
原政府国力强盛时，草
原遭受破坏，反之，则
草原得以恢复

1∶32000000

审图号：GS(2016)1569号

自然资源部 监制

三大自然区分界线

图 1    影响中国现代地理格局的重要事件

Fig. 1    Important events affecting the modern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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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区（林忠辉，2011），也满足了军事战争对物质能量

消耗的需要，以及少数部（民）族征服和入主中原的

企望，使之成为地方势力、流民起义和民族斗争的大

战场，造成北方人口大量死亡及南迁，加之北宋黄河

开始频繁决溢改道，黄河流域农业遭受致命打击；而

南迁人口带来的充足劳动力和先进农耕技术，使南

方得到有效开发，南宋时期南北两大经济区地位的

互换与北方政治中心对南方经济的依赖正式形成。

而中国政治重心受西北、东北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

矛盾影响，始终未离开北方，华北是历代王朝定都最

频繁的地区。都城变迁在秦汉—隋唐呈以黄河—渭

河为纽带的东西向变迁（长安—洛阳），北宋后呈沿

大运河的南北向变迁（开封—杭州—南京—北京）

（王明德，2008）。
活跃的人类活动使东部季风平原区由北向南逐

步完成了由自然生态系统到农业和城市的转变。农

业生产的进步是城市形成之路的基石（韩茂莉，

2015），伴随着农业的发展，工业得以迅速聚集发展，

现代城市群出现，经济生产成为该区的主旋律。

华北地区于西周时期始创畎亩法，进行烧荒农

业和开荒种植；春秋时期开始精耕细作，种植区域从

山麓洪冲积平原向冲积平原中部推进；战国中期铸

铁农具、畜力耕作及灌溉设施的推广使农业迅速发

展；公元初，黄河中下游已被开发成垦殖范围与今相

近的农业区，自然植被分布极有限，且其后的农耕垦

殖强度总体呈波动增加（郑景云等，2020）；汉、唐两

大盛世时期，华北都是中国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东

粮西运的格局长期保持（Li et al., 2016）。同时，兼并

战争、手工业发展、城邑房屋建筑等加剧了耕地开

辟、木材消耗，华北的森林在春秋战国时期遭受了大

规模破坏，至西汉时天然森林资源已被农田、枣园、

桑园等人工植被取代而面临枯竭 (葛剑雄，1985)，
唐代以来人工栽培植被成为平原植被主体，而只有

山麓还保有大片森林（朱士光，1994）。
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距今 8000—5000 年间雨量

充沛,湖沼洼地密布，有大片原始亚热带森林，成为生

产力低下、劳动力不足时代开发利用的障碍，使长江

流域农业发展进程落后于黄河流域。两汉时期人口

南迁，促进了农业发展；三国时期吴国重视农业生

产，在太湖流域大兴屯田；东晋南朝混战和安史之乱

后，中原人口多次大规模南迁，加之水利设施的普遍

兴建，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该区成为全国经济中心

和粮食输出地；元代该区圩田发达,税粮为全国之首；

明清时期稻麦复种制普及，粮食产量明显提升，由于

太湖平原转为种植桑、棉等经济作物，江汉平原成为

主要的粮食输出地。

东北地区是中国农耕区中对温度变化最敏感的

区域之一。东北经历了辽金时期（907—1234 年）和

清代“封禁”政策解除后（1860 年）至今的 2 次农业大

发展（方修琦等，2020）。辽金时期正值中世纪暖期，

农垦活动拓垦至整个东北地区，最北达 47°N，与现代

农耕区北界相近（韩茂莉，1999），但垦殖强度小（Wu
et al., 2020）。元代—清代早中期，东北地区被蒙古

族、满族等游牧民族占据，加之小冰期气候寒冷，

农耕区北界南退 3°~4°，至辽宁与吉林边界附近，其

北的农耕区成为牧区 (Jia et al., 2018；方修琦等，

2021)。现代东北农耕区的形成始于 1860 年清政府

解除“封禁政策”之后，至 20 世纪中期向北推进到黑

龙江省。20 世纪以来的全球变暖及新中国成立后的

移民开垦使东北农耕区的范围和开垦强度达到有史

以来最大，并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李保

国等，2021）。同时，19 世纪之前，东北天然植被几乎

处于原始状态；1900—1950 年，辽西和辽东的天然植

被因农业活动被采伐殆尽，鸭绿江和长白山的森林

减少显著；过去 300 年，东北森林覆盖率下降超过

15%（叶瑜等，2009）。 

2.1.2　南方山地丘陵区

南方山地丘陵区地势西高东低，山区面积广大，

呈现中山、中低山、低山丘陵、山间盆地等多种地

貌，植被垂直自然带谱复杂，山林资源丰富，属典型

的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暖，雨热同季，降水丰富，

无霜期长，加之水资源丰富，有利于发展灌溉农业，

很早就成为人类栖息、生活与生产的地方，孕育了原

始稻作农业。南宋—明清时期，南方逐步开发，经济

社会长足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最重要的发

展区域。

随着 3 次黄河流域的汉人南迁，定居农业的耕

作方式改变了南方山地丘陵区的自然景观，人类生

态系统逐步替代自然生态系统。原始森林的覆盖率

随历朝历代逐步下降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25%，取

而代之的是梯田、茶园、人工经济林等（何凡能等，

2007），区域经济功能持续强化，森林人工化使本区

的自然生态功能有所下降，但整体得以维持。自距

今一万年左右原始稻作农业起源，至公元 2 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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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民主要聚居于山区内地势低平的河谷、盆地及其

周边的低丘岗阜地带，以采集渔猎为主、原始种植农

业为辅，驯化与栽培规模较小，种植方式以撂荒游耕

制为主，农作产出甚低。六朝—北宋，南方山地丘陵

没有受到频繁的战乱破坏，建设了中小型农田水利，

耕地垦辟有了一定发展，皖南山区、浙赣山地、湘中

丘陵、四川盆地西北部丘陵山区的开发程度相对较

高。低山丘陵地区的河谷、山间盆地主要种植水稻，

实施连种耕作制；江西、福建、浙江、皖南、湖南、广

东等丘陵山区的山坡开辟出梯田，采用刀耕火种式

的畲田耕作；山区民众则以山林砍伐、林特产经营，

茶树、漆树等经济林木种植，以及渔猎采集等为生。

南宋—明清时期，尤其在靖康之变后，北方移民大规

模南下，既刺激了粮食需求，也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

术（韩茂莉，2012），南方的开发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

拓展、深化，人们“向水要田，向山要地”。特别是明

清时玉米、番薯、洋芋等美洲高产旱作物的引种和推

广，大大提升了农业产量（王思明，2010）。山外移民

在大部分中高山区修建水利设施和梯田，推行一年

一熟的连作制；由于水稻秧播技术的推广、占城稻的

引进和早熟品种的发展（何炳棣，2020），河谷平坝及

部分低山丘陵逐步实行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的轮作

复种制。原始森林的开发也由低山丘陵向深山推

进，山区种植农业、山林资源的多种经营、矿冶、手

工业等均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林副产品的加工与

再生产所占比重越来越高，山地利用达到新的高度

（鲁西奇等，2010）。 

2.2　西北干旱—半干旱区

西北干旱—半干旱区位于胡焕庸线以西，根据

降水情况可划分为干旱的甘新地区和半干旱的内蒙

古高原区。 

2.2.1　甘新地区

甘新地区涉及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西部地

区，由北往南为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天山、塔里

木盆地和昆仑山的“三山两盆”，山盆间的巨大高差

造成了显著的垂直地带分异，从山麓向上呈现为干

旱荒漠带—半干旱草原带—湿润森林带—高寒高山

草甸带—高寒亚冰雪及冰雪带。由于深居内陆、远

离夏季风、青藏高原及山脉的阻挡与高原下沉气流

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其成为中国气候最干旱的地

区，除高山上部及北疆西部部分地区外，区内年均降

水量低于 250 mm，形成了以荒漠、荒漠草原、戈壁、

亚沙土或黄土为主的景观特征，千年来鲜有人类定

居及生产生活。高大山系截留湿润气流形成降水，

成为“湿岛”，高山上部发育的冰川是内陆河流及湖

泊的主要补给来源。而山口洪积扇前缘及沿河两侧

和环湖平原地区，形成大片温带绿洲沃野，既是自然

生态系统，也成为先民生产生活的中心。

水既是绿洲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也是抑制沙

漠扩张的重要因素，气候变化通过改变河流水系对

沙漠和绿洲的进退演化产生直接影响。甘新地区在

盆地腹地分布有浩瀚的沙漠戈壁，绿洲则集中分布

于贺兰山—乌鞘岭一线以西，形成了干旱区特有的

沙漠—绿洲相伴而生的景观格局。千年以来，绿洲

景观的演变较剧烈，与山地冰雪资源积储有显著关

系，过去 2000 年塔里木地区有 4 次突变性的气候转

干时期，每次都导致沙漠化加剧与绿洲萎缩，以及城

市废弃（张宏等，1998；韩德林，1999）。
历史时期，绿洲的形成、演化、退缩和消亡不仅

受控于气候，更受到人类活动的深刻影响，尤其是与

中原王朝的实际控制有关。当中原王朝势力伸展到

绿洲时，就会推行屯垦，修建城市。当中原王朝失去

控制时，该区就会重新被游牧民族占据，屯垦事业随

即衰落。汉代开始，中原王朝势力深入西域，在河西

走廊、塔里木盆地及吐鲁番−哈密盆地的河流下游三

角洲广泛移民屯垦；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和中原都

处于统治阶级长期割据混战，屯田规模大为缩减，城

郭衰落；唐代统一西域后，进行大规模屯垦，西部绿

洲空前繁荣；五代和两宋时期，该区在行政上脱离内

地中央，王朝屯垦事业中断，但一些游牧民族开始开

垦绿洲，向定居农业生活过渡；元代攻入河西后，屠

城劫掠，民众大规模逃亡，社会经济凋敝；明代西域

民族战乱割据，社会经济比元代衰退；清朝统一天山

南北后，鼓励移民开垦，绿洲屯田和城郭数量达到历

史最大规模，并扭转过往格局，将北疆发展为屯垦重

心；新中国成立后，建设兵团在天山北麓建立 60 多

个国营农场，将古绿洲联结成与天山中段相平行的

绿洲群、带（方英楷，1989）。 

2.2.2　内蒙古高原区

内蒙古高原南高北低，海拔 1000~1200 m，降水

量少而不均，东多西少，介于 150~400 mm 之间，形成

中温带半干旱气候，呈干湿地带性区域分异。高原

无较大河流，无流范围大，小湖泊较多，大湖泊较

少。自然植被以典型草原、荒漠草原为主，形成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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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温带草原的自然景观。

内蒙古高原草原覆被受历朝屯垦活动影响，呈

波动下降趋势。当中原政府国力强盛时，通过向边

境移民的方式屯田实边，拱卫边疆，导致草原破坏；

当国力衰微时，则无力经营边疆的农垦活动，屯田随

即遭受废弃，草地得以恢复。而在此消彼长之间，历

史时期内蒙古高原的草原面积整体呈下降趋势，尤

其是近 300 年，人口剧增，边疆解封，大量流民进入

内蒙古，汉人的垦殖范围扩至长城以北，大片优质草

场遭破坏，草地面积持续下降，但高原草原作为顶级

生物群落的基本特征没有改变。

内蒙古高原不稳定的气候深刻影响了土地利用

与农牧生产方式，呈空间上的半农半牧和时间上的

时农时牧。原始农业文化的兴起与发达均处在全新

世暖期的温暖湿润环境，农业文化时期的阶段性变

化与暖期内的气候波动事件大体对应，暖期结束时

农业向牧业文化转换，冷干期则为农牧交错文化时

期，农业经济随冷干程度的变化而兴衰。西周时期，

内蒙古高原东南部为畜牧与农业混合的文化；春秋

晚期至战国时期，中南部的岱海地区为牧农文化，鄂

尔多斯地区则具有更浓的草原游牧特点；秦汉时期，

气候相对温暖湿润，加之“移民实边”政策影响，农业

大规模开发，至西汉，旱作农业北界到达阴山以北；

东汉后期，生业方式由农耕逐渐向游牧转变；三国、

两晋时期，该区为羌胡、鲜卑占据；隋唐时期，该区为

安置突厥降户之地，当地民众以游牧为主；辽初，农

业文化再次兴起，辽金农业空前繁盛，手工业也较发

达；明代出于军事防御需要，农耕区呈 U 形条带状集

中分布于明长城沿线；清代农耕范围基本沿袭明代，

明长城成为农牧文化的分界线（温鹏辉，2021）。 

2.3　青藏高原区

青藏高原是世界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平均海

拔 4320 m，面积约 250×104 km2。高原寒冷低氧、紫

外线辐射强烈、降水稀少、气候干燥，高原新构造运

动活跃，地表垂直带发育，植被按照森林带、草甸区、

草原区、荒漠带依次更迭，生态环境敏感脆弱。草原

占高原总面积的 53%，是该区的顶级生物群落，使畜

牧业成为该区分布最广且居于主导的行业。青藏高

原的地形、水系、植被资源等自然地理要素框定了人

类活动空间的基本格局，只有河湟谷地、雅鲁藏布江

中游及藏东、川西诸流域、盆地等少数地区可以种植

耐寒作物，人类活跃程度相对较弱，高原当前的城市

布局类似于清末时期，居住地区密度依旧较低（金孙

梅等，2022）。
青藏高原较中原地区农业起步晚且发展慢，而

畜牧业和农业的二元发展体系及其之间的贸易交换

奠定了青藏高原现代生产的基调。3500 年前，青藏

高原东北部和南部的大麦、青稞农业逐渐取代早期

粟作农业，以及畜牧业、游牧业的发展，尤其是家养

牦牛的显著扩张，推动了先民在高原大规模定居。

秦汉时期，除低海拔河谷地区兼事农耕外，高原的主

要生产方式仍为游牧，羌族人作为高原的主要居民，

拥有数量庞大的畜群。汉晋时期，伴随中原王朝开

疆拓土和民族迁徙，汉人在高原东部低海拔地区农

耕，鲜卑人多在高海拔地区游牧，青海开始成为中国

最重要的良马产地之一。隋唐时期，青藏高原在吐

蕃的统治下社会经济活跃，民族交融频繁，其不仅重

视畜牧业发展，与中原文明的交流更是促进了农业

生产技术的进步。宋元时期，畜牧的牲畜品种和数

量显著增加，农业仍主要分布在较温暖的河谷地带，

范围和规模较隋唐有一定萎缩，河湟地区大量耕地

转为牧场。明代仍保持半农半牧的生产模式，畜牧

业尤其养马业地位突出，高原东部则广兴军事屯田

生产。清代为稳定畜牧业生产禁止开垦牧场，官牧

设立马、牛、驼、羊等牧场，使其成为高原与外界商

贸的重要支柱；对边疆进行汉族移民垦殖，并多次免

除青藏地区的赋税，使高原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和

范围规模均显著提升。 

2.4　农牧交错带

农牧交错带是农业种植区与草原畜牧区相连接

的生态过渡地带，斜贯中国东北—西南。北方农牧

交错带以 400 mm 年等降水量线为界线，从内蒙古高

原东南缘，经辽西、内蒙古东南和中南及西南部、冀

北、晋陕北部和宁夏中部，是半湿润地区与半干旱地

区的气候交汇带，是草地农业和耕地农业的契合发

展带，是对气候变化反应敏感的生态系统过渡带。

南方农牧交错带位于横断山区的川西、滇西北地区，

自然环境垂直分异明显，相对高差达 4000 m，山地与

高原占 90% 以上，地貌类型丰富，气候立体多样，是

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带（吴宁等，1998），受东南和

西南季风影响，年降水量平均可达 700~900 mm，海

拔较高、热量不足是农牧业发展的主要限制因素。

气候条件与生业模式的不断变化，使农牧交错

带成为民族融合区和生态脆弱区。历史上该地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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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迁徙频繁，中原汉族与西北少数民族在此交流，畜

牧文化和农耕文化交替影响，此消彼长，形成农牧并

存发展的格局，使农牧交错带成为传统农耕文化与

游牧文化相碰撞的地带。与此同时，农牧交错带作

为生态交界带和区域缝合线，其生态环境本就复杂

而脆弱，自我修复能力较弱且不稳定。加之农牧业

在该地带此消彼长式粗放经营，时农时牧撂荒式耕

作放牧，造成土地生产潜力急剧下降和生态环境极

大破坏，使得农业发展长期处于旱、薄、粗、单、低、

穷的恶性循环。因而，该地带是中国农业生产最不

稳定的区域，也是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

生态脆弱区。

农牧交错带是中国对全球变化反应敏感的地

区，其摆动演进深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暖湿期农

业北界向北扩展，冷干期牧业南界向南扩展（方修

琦，1999）。农牧交错带始于青铜时代西方游牧文化

与东方农耕文化的交流，稳定发展于夏商周，定型于

秦汉（陈全功，2018）。自秦汉以来，中国气候经历了

多次暖湿、冷干的交替，农牧交错带相应出现了 6 次

明显的北进和南退（葛全胜，2011），温湿期北推到

41°~42°N，干冷期则南退到 35°N 附近。秦汉时期，

气候温暖，农业区比现在广阔；魏晋南北朝时期，气

候寒冷，农区大幅度向南退缩，牧业向南扩到华北平

原；隋唐时期，气候温暖，鄂尔多斯高原被再次垦为

农区，农牧交错带北界比南北朝偏北；唐中叶至五代

时期，气候转冷，北方地区畜牧业再次得以发展，农

牧交错带北界显著东退南撤；北宋至元中叶为气候

温暖期，农业种植北界达今宁夏同心以北—内蒙古

温脑儿一带；明清时期，气候寒冷，农牧交错带中段

北界在明末退至明长城以内，后随清代农业技术改

进和耐寒农作物品种的推广，农业种植北界越过明

长城（邹逸麟，1995）。 

2.5　海岸带

海岸线是海洋和陆地的分界线。受海面波动、

河流沉积、潮汐、风暴潮等自然因素和人工围垦、海

岸防护等人为因素影响，历史时期中国海岸线始终

处于动态变化。

中国海平面波动与气候变化存在冷低暖高的对

应关系，而伴随海平面的周期性升降，中国海岸线处

于动态变化。总体看，在公元前 50 年—公元 300 年

和 1400—650 年的气候温暖时期，海平面上升，海岸

线向陆地收缩，海岸陆地面积减少，海岸侵蚀增强；

在 650—300 年和 1900—1400 年的气候寒冷时期，

海平面下降，海岸线向海洋扩张，海岸带陆地面积扩

张，海岸堆积（谢志仁等，2012；徐南，2019）。
河口三角洲是海岸线变化最剧烈的地区，受泥

沙沉积和海水顶托作用影响，历史时期河口三角洲

成陆过程明显，海岸线显著向海扩张（侯西勇等，

2016）。辽东湾地区海岸线变化主要与辽河三角洲

向海推移有关，唐代，岸线大致沿 3 m 等高线分布；

明代，下辽河平原以每年 5 m 的速度向海扩张（邹逸

麟等，2013）；19 世纪末，海岸线距现今岸线仍有数千

米至十余千米。渤海湾西岸和莱州湾海岸线的变化

与滦水和黄河下游的河势及变迁有关，秦汉时期，滦

河三角洲前缘海岸线位于 5 m 等高线稍南一带；元

明时期，滦河三角洲上河流改道决溢频繁，泥沙堆

积，成陆过程明显；清代，滦河上游大规模农垦，水土

流失加剧，海岸线大幅向海扩展；民国时期，海岸线

已与现在大致相同。黄河在历史时期发生过 26 次

较大规模的改道，形成一系列三角洲，造成渤海湾和

苏北海岸线巨变，1128—1855 年，黄河南徙注入

黄海，苏北废黄河三角洲不断发育，陆地面积增加

17000 km2，黄河改道后三角洲进入侵蚀阶段，海蚀损

失陆地面积 1400 km2（尤联元等，2013）；1855 年后黄

河在兰考决口夺大清河从利津入渤海，以年均造陆

20.41 km 2 的速率形成现代黄河三角洲（尹延鸿，

2003）。长江口在科里奥利力的影响下，以北侧沙洲

并岸，南侧边滩以年均 15~20 m 速率淤积外延的方

式实现河口湾向滨海平原的转化，并随着汉晋以来

长江流域普遍开发，长江泥沙来量增大而加速；至清

光绪年间，长江北岸海岸线基本与现今相同，南岸则

在上海岗身基础上继续东扩。南海北部在 1.7~1.5
ka BP 和 1.4~1.2 ka BP 为相对高海面，在 1.5 ka
BP 左右为相对低海面（余克服，2012）；唐宋时期，珠

三角完成水下堆积，进入洲潭岛屿时代，而不断修筑

堤围更是加速了河口沉积，使陆地迅速扩展；明清时

期，珠三角进入陆地大发展时代，农耕发展，每年向

海外伸数十米（赵焕庭，2017）；距今 150 年左右，珠

三角口门堆积、河系收缩变窄，海岸线进一步向海

推移。 

3　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规划启示
 

3.1　遵从自然生态限制和历史发展规律

地质时期分异形成的三大自然区的区域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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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限制为历史时期中国地理格局的演变路径和速度

设定了方向和阈值，对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的

优化必须遵从其自然生态限制和历史发展规律。

东部季风区一直是并将继续是物质、能量的输

入地，来自西北和西南的地表基质等各类生态要素

在大气环流和江河水流的搬运下在东部堆积、沉降、

生根、发芽，孕育了优良的自然生态背景，进而促使

人口、经济等人文要素向东部聚集，该区将继续成为

人类活动的中心地带，其西部边界一直没有、今后也

不会越过 400 mm 年等降雨量线。由此，为防止对东

部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良影响，必须防止其上游西

北、西南地区的不当自然生态行为发生。而在东部

季风区内部，物质、能量不断向东南方向聚集，人口、

经济等人文要素随之发生适应性流动，这一历史大

势决定了当今城市、经济等向东南聚集发展的态势，

并伴随海洋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加强。

而历史时期西北干旱—半干旱区的草原及沙漠

生态和青藏高原的高山草甸生态虽一直处于人工化

进程，但无论自然环境如何变化，封建王朝如何演

替，沙漠、草原等自然生态类型一直少有变化，仅在

局部地区发生类似东部季风区森林生态系统完全被

农业及城市等人类生态系统取代的状况，也看不到

将来发生这种改天换地般演变的可能性。因此，这

两大自然地理区的发展必须遵循历史演化规律，落

实生态文明建设各项措施，不能试图突破当地自然

生态背景约束，例如大规模植树造林治沙、城市群规

划建设等均需要特别慎重。 

3.2　保持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统合理搭配

及相互之间物质能量畅通交流

经过千年时间的历史演进，东部季风区已普遍

发育为农业和城市生态系统，无法自给自足和自我

发展，需要通过自然和人类的输入才能保持其发展

动力。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广泛发育

的沙漠、草地等生态系统，尽管历经千年的人工化进

程，自然生态的原真性并未受根本性破坏，仍属于具

备自我发展能力的自然生态系统，并通过物质能量

的输出，支持东部人类生态系统获得持续发展的能

力。由此，中国西部的西北干旱—半干旱区及青藏

高原区作为物质能量的输出端，东部季风地区作为

物质能量的输入端，通过大江大河、大气环流等相互

沟通所形成的宏观地理格局就成为保持中国国土空

间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和基础。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格局的任何工作和举措均不能破坏这一“关键

和基础”。

因此，出于西部自身健康发展的需要，以及保证

全国国土空间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应将西部作为

重点发展生态的区域，尽力保持自然生态的原真性，

避免布局过多的人口、农业和工业。同时，自然生态

系统与农业和城市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

支撑的共生关系也表明，要保持区域发展的可持续

性，应当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保持自

然、农业、城市空间的合适比例，并畅通各类空间之

间物质和能量的有效传递。 

3.3　优化区域过渡带的国土空间布局

农业生态系统和草原生态系统的过渡带——农

牧交错带，以及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的过

渡带——海岸带，由于处于缝合地带，生态环境敏感

脆弱，虽然覆盖地理空间不大，但对其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工作具有全域生态价值。

农牧交错带的演变脉络具有独特性，既不同于

农区，也不同于牧区。因此，需要综合考虑气候变化

等自然变迁规律，合理确定其规划编制周期，并从其

特有的生态价值、演化规律、面临问题等角度，单独

对农牧交错带的发展进行科学规划，提出针对性的

开发保护措施，以利于保持国土空间的整体活力和

生态安全。

海岸带是海洋经济的桥头堡，是陆域与海洋进

行能量物质交换的场所；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放大镜，

微弱的气温变化都将导致岸线的空间摆动；是国际

交流的发生地，历史上在开埠口岸与海洋文明国家

进行物质、资金、技术的交流；同时也是海洋自然灾

害的缓冲区和近海陆域生态安全的保护屏障。其千

年来的空间摆动与覆被变化是自然侵蚀—淤积过程

和人类开发利用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将海

岸带作为独特的地理空间类型进行合理规划，在考虑

海岸带的发展问题时，必须统筹考虑全球气候、海洋

变化，地缘政治影响，自然灾害防控，生态环境保护等

多重影响因素，对流域—河口—海岸带进行整体性

开发保护，保持其水文和生态的连通性，尤其应做好

直接影响海岸线发育的入海河口地带的发展规划。 

4　结　论

（1）喜马拉雅运动奠定了中国的地形格局，改变

了原本的大气环流，导致了现代季风环流系统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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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季风环流控制着中国境内热量、水分条件的空间

分布与季节变化，进而影响河流水系的发育及布局，

从而决定了中国现代自然地理环境的形成和区域分

异，为形成中国独有的生态系统和人类生产生活方

式奠定基础。

（2）在地质构造、季风运动、江河形塑等作用下，

中国陆域分异出了东部季风区、西北干旱—半干旱

区、青藏高原区三大自然区，以及农牧交错带、海岸

带两大过渡缝合带，其中东部季风区根据地势海拔

分为东部季风平原区和南方山地丘陵区，西北干旱—
半干旱区根据降水分为甘新地区和内蒙古高原区。

历史时期人类因地制宜所形成迥异的生产生活方

式，不断改造着国土空间结构，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演

化历史。

（3）东部季风平原区以森林为顶级生态系统，基

本完成了由自然生态系统到农业和城市生态系统的

转变，是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方山

地丘陵区以森林为顶级生态系统，历史时期原始森

林逐步向农业、人工林、次生草地等转变。甘新地区

地处干旱地带以荒漠、荒漠草原、戈壁为顶级生态群

落，人类主要在绿洲活动，沙漠和绿洲的进退演化与

气候变化及历史时期中原王朝的实际控制有关。内

蒙古高原区以草原、荒漠草原为顶级生态系统，草原

覆被受历朝屯垦影响呈波动下降趋势。青藏高原区

以高原草甸为顶级生态系统，气候变化对冰川进退、

草原消长影响较大，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农牧交错

带主体沿 400 mm 年等降雨量线分布，是半湿润—半

干旱及森林—草原过渡带，其摆动演进深受自然环

境变化影响。海岸带是陆地—海洋过渡带，气候温

暖时期海平面上升，海岸陆地面积减少，海岸侵蚀增

强，气候寒冷时期则反之。

（4）国土空间规划首先要遵从自然生态限制和

历史发展规律，并保持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态系

统合理搭配及相互之间物质能量畅通交流，同时重

视农牧交错带和海岸带区域过渡带的国土空间布局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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