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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理科学是研究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相互关系的演变及区域分异规律的科学，其核心是研究人地关系
的地域系统。
它涉及自然和社会两大科学领域。
具有强烈区域性、综合性和实践性特点，和国家的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整治、区域持续发展等重
大国家任务密切相关。
张维邦教授撰写的《地理科学与国土整治及区域发展研究》这本书就是反映了地理科学特色的一本专
著。
作者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地理专业人才。
他于1953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经济地理系，是我国著名的已故经济地理学家曹廷藩教授的得意门生，也
是我国地理学界研究成果较多的并荣获过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知名学者之一。
作者长期在大学和科研机关从事地理教育和地理研究工作，先后担任过山西师大地理系主任，山西大
学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所长等职务。
曾参加过中国科学院华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对广东省汕头地区和海南岛的科学考察，还参加过
黄土高原的考察和大兴安岭火灾迹地的考察工作，先后承担过中国农科院“国外农业现代化经验研究
”和国家“七五”科技攻关课题：“黄土高原综合治理——河曲砖窑沟流域综合治理定位试验研究”
工作。
有一定的理论修养和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他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作者擅长农业地理研究，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全国开展农业区划工作的积极参加者和农业区划理论研究
的专家之一。
他还热心于我国国土整治研究，特别对黄土高原治理研究有所建树。
他对黄土的形成和治理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黄土高原沟壑纵横黄土裸露生态恶化的状况主要是
长期以来滥伐滥垦人为破坏植被造成的。
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他就提出了黄土高原治理和农业发展的战略方针为“水保为纲，林牧为主，粮
食自给，多种经营”16字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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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精选的论文汇编，它虽是文集，但科学地归纳为五个相关的部分。
第一篇是论述地理科学的一些理论问题；第二篇论述与地理科学密切相关的我国国土整治的战略方向
问题；第三篇论述黄土高原的地理环境及其开发整治问题；第四篇论述作者重点考察研究和工作的地
区——山西省的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问题；第五篇是作者对世界地理和其他方面问题的研究。
《地理科学与国土整治及区域发展研究》是一本涉及面广的地理专著，可供大专院校、地理系师生和
地理、环境、经济等科研和实际工作者以及广大地理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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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维邦，1929年12月出生，山西大学教授，原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所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山西省
地理学会理事长，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者，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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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自序第一篇 关于地理科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有关理论问题　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地位及发
展趋向　试论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和发展方向　论农业区划原则和标准　对农业区划工作的几点认
识　农业区划工作的几个理论问题　评马尔萨斯人口论　要正确认识林草和土、水、粮的辩证关系　
略论森林的水文作用　农村地理学的性质与任务初探　对经济地理学研究对象和科学特性的新思考　
经济地理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与地理学　对国土规划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应
该为“地理系”正名第二篇 关于我国国土开发整治与经济地理问题研究　关于我国国土整治的一些设
想　建设小城镇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　对我国山区开发整治问题的几点看法　对海南资源开发
与经济发展战略的几点想法　对我国自然灾害防治对策的思考　对21世纪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
思考　论21世纪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构想　保护青草应作为我国建设良性生态环境的一项战略措施第
三篇 关于黄土高原的环境问题及其整治研究　对黄河中游黄土丘陵地区农业发展方向的几点看法　对
黄土高原界线和范围的探讨　黄土高原的地理特色　试论黄土高原的治理方针　黄土高原国土整治方
向初探　黄土高原整治设想　论黄土高原的农业发展战略　论黄土高原生态环境遭到彻底破坏的祸根
　吸取历史教训，大力建设植被，让黄土高原重现青山绿水　论黄土高原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整治问
题　黄土高原的特点、治理目标和研究方向　论黄土高原的国土整治战略　黄土丘陵沟壑区生态经济
系统向良性循环转化的实践与机理研究　治理黄土高原必须抓住关键突破口第四篇 关于山西省环境整
治与经济发展问题　论山西农业区划问题　关于“引黄入晋”问题之我见　山西省粗线条农业区划简
单说明　论山西农业的主要矛盾和主攻方向　山西农业现代化应从大抓林牧调整农业经济结构起步　
关于西山28县经济发展方向的研究　论山西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及其治理问题　对山西山区开发整治的
几点看法　对山西国土开发整治的几点战略设想　论山西农业的发展战略　论山西能源基地建设的环
境整治问题　解决山西省缺水问题的建议　绿化山西高原的战略设想　山西经济历史发展评述与思考
　对21世纪山西生态环境建设的设想　对山西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　对右玉县农业发展战略的
思考第五篇 其他（世界地理和其他问题研究）　迎接新千年迎接新世纪迎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2001年9月22日山西省地理学会六届二次理事会暨学术会议上的开幕词　云南地理风光及观感　冰雪
的大陆——南极洲　法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和措施　忆原黄土高原地理研究所编后附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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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四、对几处有争议界线的看法按照上述划分方案，黄土高原显示出强烈特性，它与周围地区的
地貌特点迥然不同，这个划分方案显然与前述一些方案有不同程度的差异，现就几处明显不同的界线
谈谈我们的看法。
（一）关于黄土高原东北界线问题过去很少有人谈论这个问题，一般只笼统说“东以太行山为界”。
而据此把河北省完全排除在黄土高原之外，与实际情况不符。
实际上，黄土高原的东北界线应该进入河北省。
其理由是：（1）太行山脉自灵丘往北已不沿晋冀两省边界穿行，而是沿东北方向深入河北境内，晋
东北与冀西北之间并无明显天然分界线，在地体上是连成一片的，大同盆地与阳原盆地相连，广灵盆
地与蔚县盆地相连，天镇与怀安县、宣化县以南洋河河谷川地相连。
按地质地貌特征来看，阳原、蔚县、怀安、宣化和山西相邻地区没有什么差别。
（2）太行山一小五台山以西黄土广布，特别是蔚县、阳原、怀安、宣化四县黄土分布普遍，在河谷
平川一带有厚层黄土沉积（次生黄土），厚度一般有5米左右，在山前坡地和丘陵地带，原生黄土的
厚度可达20米～30米以上，黄土地貌（冲沟、陡崖、陷穴等）也有一定发育，水土流失也很严重。
这些地方与山西相邻地区相同，所以，应划人黄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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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理科学与国土整治及区域发展研究》一书在我八旬之年出版，是我生平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喜事
。
这本书涵盖我从事地理科教工作60年的主要研究成果，虽然其中绝大多数是发表过的论文和内部出版
过的研究报告，但由于时间跨度很长、工作多次变动，资料散失收集和整理核对工作量很大，若不是
我的夫人尹松宙女士长期以来对我的文稿的保护和精心整理，很难实现这本著作的问世。
因此，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要特别向我的夫人表示谢意，该著作也有她的一半功劳。
本书稿涉及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章，内容体例和学术思想不免存在差异，作为一本专著，内容体裁必须
协调统一，这就给编辑工作增加了不少工作量。
所以，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和中国社会出版社的领导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是和编辑同志的辛勤劳动分不
开的。
特别是本书责任编辑张铁纲带病工作，才能促使此书如期出版。
所以，在本书即将面世之际，我要向中国社会出版社的领导、编辑和工作人员致以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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