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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资源短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限

制因素 , 未来这一矛盾将会更加突出。资源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与资源开发 、利用 、保护 、

分配和管理之间关系的一门综合学科。加强资源经济与世界资源的研究 , 对实现我国可持续

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适应国家发展的需求 , 我国在国内资源与资源科学领域研究已

取得显著进展 。同时 , 积极关注和研究世界资源问题 , 并取得了较大成就。这些研究为资源

经济学发展提出新的需求 , 积累了丰厚的研究资料 、实践经验 、研究方法以及系统的理论准

备 , 促进了资源经济的研究及学科不断成长与发展 , 并为国家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论文着重

分析资源经济学和世界资源的研究进展 , 对我国资源经济和世界资源研究进展及其成果进行

总结和评析 , 对我国资源经济和世界资源研究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 提出新时期主要的研究方

向和重点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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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处于基础性 、战略性地

位 。我国主要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不足世界人均量的一半 ,水资源短缺 ,耕地紧张 ,主要矿

产资源长期短缺 ,国内储量有限且资源品位不高。能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十分紧缺 ,目前我国

已经是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 ,石油对外依存度较高 ,能源安全面临油价 、油源 、通道 、政治四

大风险 。资源短缺问题是困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限制性因素。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

人均收入水平提高 ,资源紧缺矛盾日益突出。加强资源经济与世界资源研究 ,对保障国家资

源安全 、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

意义。

资源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与资源开发 、利用 、保护 、分配和管理之间关系的一门综合

性学科
[ 1]
。其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实现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 ,以最佳的社会 、经济 、生态

效益 ,支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学学科体系中 ,资源经济学属于应用经济学的一

个分支 。在资源科学学科体系中 ,资源经济学作为其重要基础分支学科 ,其理论与方法为资

源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提供了理论依据
[ 2]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1999年由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整合而成)是我国资源科学

研究的主要机构 。建国初期 ,以竺可桢 、周立三 、吴传钧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 ,为我国自然

资源科学考察和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简称综考

会)自 1956年建立以来 ,组织了我国青藏高原 、黄土高原 、西南地区 、南方山区 、内蒙古 、新疆



9期 董锁成等:我国资源经济与世界资源研究进展及展望 1433　

和黑龙江等区域的能源 、水资源 、土地资源 、生物资源等综合科学考察和研究 。 1956— 1996

年期间 ,完成了包括研究报告 、地区开发方案 、试验总结以及专著 、论文 、图件在内的一大批

成果 ,其中出版著作和文集 440多部。 1978— 1996年 ,由综考会主持或参加完成的获奖科

技成果共 66项 ,其中获国家级奖 14项 ,院(部 、省)级奖 52项
[ 3]
。这些工作和成果对摸清

我国 “资源家底” ,合理布局生产力 ,加快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陈述彭 、

阳含熙 、孙鸿烈 、石玉林 、李文华 、孙九林 、刘昌明 、陆大道等院士 ,程鸿 、施慧中 、陈国新 、赵士

洞 、容洞谷 、郎一环 、何希吾 、毛汉英 、成升魁 、霍明远 、董锁成 、谷树忠 、沈镭 、王礼茂 、张雷等

一批学者 ,以及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中国地理学会 ,对我国资源科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先

后主持或组织出版了一系列相关学术研究著作。这些著作主要有《资源遥感纲要》(郑威 、

陈述彭 , 1995)、《中国森林资源研究 》(李文华 、李飞 , 1996)、《农业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 》

(谷树忠等 , 1999)、《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 》(孙鸿烈 , 2000)、《中国资源态势与开发方略 》

(何希吾 、姚建华等 , 2000)、《中国的自然资源》(霍明远 、张增顺 , 2001)、《中国百年资源 、环

境与发展报告》(董锁成 , 2002)、《2002中国资源报告 》(成升魁 、谷树忠等 , 2003)、《资源科

学导论 》(封志明 , 2004)、《资源科学 》(石玉林 , 2006)、《中国自然资源综合科学考察与研

究 》(孙鸿烈 , 2007)、《东北地区水与生态 》(刘昌明 , 2007)、《中国土地资源与可持续发展 》

(成升魁 , 2007)以及 《资源 、环境 、区域开发研究 》(中国地理学会 , 1988)、《资源产业化开发

与生态环境建设 》(中国地理学会自然地理专业委员 , 1999)、《2006— 2007资源科学学科发

展报告 》(中国自然资源学会 , 2007)、《2008— 2009资源科学学科发展报告》(中国自然资源

学会 , 2009)等 。其中 , 《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系统地总结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资源科

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全面反映了资源科学的成就及进展 ,标志着我国资源科学的形成和学

科体系的完善。上述研究和成果为我国资源经济学的理论 、方法 、技术与实践奠定了基础 ,

促进了资源经济的研究及学科不断成长与发展 。

1　资源经济学理论及方法研究进展与展望

1.1　资源经济学理论研究进展

近些年来 ,我国资源经济学理论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①在资源市场化和资源管

理方面 。董锁成指出我国现行土地产权关系模糊 ,制约和阻碍着土地市场的发育和完善 ,造

成大量国有土地价值流失 。必须明确界定土地产权关系 ,尽快将其推向市场 。并提出划拨

土地要区别使用对象和用途 ,有计划分步骤地推向市场进行转让 ,实现国家对其所有权的地

租形式 。集体所有的农用地要逐步推行租赁制 。完善土地产权管理和地产市场交易的法律

体系 ,使土地产权制度化 、土地市场法制化 。建立科学的土地价格评估系统 ,制定合理的土

地价格
[ 4]
。沈镭等对我国资源市场化及资源市场管理进行了研究 ,从交易对象 、市场要素 、

交易形式 、市场结构 、供需关系和空间范围等方面对资源市场进行了系统的划分 ,分析了资

源市场结构及其组织形式 。提出以主体资源市场为龙头 、以资源服务市场和要素市场为两

翼 ,构建我国完整的资源市场体系设想 ,并提出了相应管理对策
[ 5]
。 ②在资源 、环境与经济

相互作用方面。董锁成等对资源 、环境与经济相互作用过程 、相互作用机制和规律进行了探

讨 。指出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实质是外部不经济性 、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等资源 、环境与

经济发展相互作用机制。提出资源与环境演变的 “U”型规律 、资源利用和替代的不确定性 、

资源与环境问题的不可逆转规律
[ 6]
。 ③在自然资源流动方面。董瑜等借鉴物理学中的场

思维 ,构建了资源场理论的分析框架 ,探索了资源流动的力的本质 。指出资源势差是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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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内在本质 ,资源场力是推动资源流动的本质力量 ,资源场力和外力的合力是资源流动的

直接力量
[ 7]
。成升魁等论述了自然资源流动研究的实践意义与科学意义 ,并对自然资源流

动研究领域的若干重点进行了总结
[ 8]
。

1.2　资源经济学方法研究进展

在学习和借鉴西方资源经济学方法中 ,我国学者结合国内实际 ,积极对资源经济学方法

进行研究和探索 。①在研究思维方式方面 。成升魁认为资源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 ,为了

正确认识或解释资源环境问题 ,资源科学必须进行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研

究
[ 9]
,这对资源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谷树忠认为资源经济学具有独特的人本

主义和动态发展的哲学思维 ,注重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伦理思维 ,问题导向性的逻辑思

维 ,以实证分析 、规范研究和合理预期为特征的经济学思维
[ 10]
。 ②在自然资源综合评价和

测度方面。黄静等对自然资源综合评价的项目与指标 、评价方法 、特点和意义进行了研究 。

指出自然资源综合评价是对一定区域内组合性资源进行适宜性类别 、适宜性程度 、限制性类

别和限制性程度的综合反映
[ 11]
。董锁成在探讨自然资源代际转移动力机制的基础上 ,应用

资源经济学原理 ,分析了对自然资源持续性全面度量的原理与方法
[ 12]
。 ③在自然资源核算

方法方面。谷树忠等对农业自然资源核算方法进行了研究 ,提出农业自然资源核算以农业

自然资源估价为基础 ,主要包括数量核算 、质量指数核算和价值量核算 。农业自然资源核算

的基本程序是分类 、统计 、估价 、绘制流程图 、分类核算 、综合核算 。其基本原则是以分类核

算为基础 、分类核算与综合核算相结台 、以不变价估价为基础 、与其他产业部门联合核算 、分

层核算
[ 13]
。 1998年 ,谷树忠又进一步对我国农业自然资源核算的内涵 、内容 、功能以及核

算方法 、核算框架体系进行了研究
[ 14]
。

1.3　资源经济学理论及方法研究展望

我国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和循环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绿色 GDP核算体系研究 、自

然资源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与发展等国家层面的战略需求 ,以及新技术和手段的应用 ,将大

大推进资源经济学理论 、方法研究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目前 ,资源经济学理论 、方法研

究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 ,也难以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因此 ,从学科发展目标与国家战略需

求出发 ,资源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重点应包括以下几方面。

(1)我国资源经济学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存 、一些关键性战略

资源由国家垄断经营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与西方资源经济学有着较大区别 。目前 ,我国

学者主要借鉴西方资源经济学 、环境经济学等理论和方法 ,结合国内实际进行资源经济

学的研究 ,尚未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资源经济学理论和方法 ,亟待建立我国的资源经济学

学科体系。

(2)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走向综合与交叉 。资源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 ,应

重视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 ,不断从经济学 、管理学 、地理学 、社会学 、资源科学 、部门资源学等

学科中汲取新进展和新成果 ,拓展资源经济学理论 、方法研究的新领域 、新方向。

(3)资源经济学应重点开展以下几方面的理论和方法研究:①围绕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改革的自然资源核算体系的深化研究;②围绕资源产权管理和资源产权交易等需求 ,深化资

源产权及其价值 -价格研究;③围绕提高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管理决策的科学化水平 ,强化

和深化评价 、区划和规划方面的研究;④围绕提高资源经济学的定量化 、模型化研究水平 ,继

续拓展和深化数理方法和计算机方法在资源经济学中的应用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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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资源经济研究进展与展望

2.1　能源及矿产资源经济研究进展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能源及矿产资源被大量消耗 ,资源开发和利用难度不断

加大 ,资源紧缺状况日趋严峻。因此 ,能源及矿产资源成为资源经济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 ,

并取得了较大进展。 ①在矿产资源研究方面。郎一环等对我国矿产资源节约利用潜力进行

分析 ,提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潜力 、资源综合利用潜力 、提高资源回采率潜力 、二次资源

回收利用潜力等 6个方面的矿产资源节约利用潜力
[ 15]
。万会等分析了对我国小矿的地位 、

作用 、弊端以及面临的问题 ,提出小矿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 16]
。王礼茂对矿产资源综合评

价方法进行了探讨 ,从矿产资源的自身特性 、开发利用的技术水平和社会经济条件 3个方

面 ,选择了 9项评价指数 ,用分级评分和对评价指数赋予权值的方法 ,对区域矿产资源进行

综合评价
[ 17]
。 ②在能源研究方面 。王礼茂分析了石油储备在保障能源安全中的作用 ,指出

随着我国石油对外依赖程度的增加 ,建立石油储备 ,防范石油危机是大势所趋。总结了其他

国家建立石油储备的做法和启示 ,提出我国石油储备的方式
[ 18]
。吴映梅等在定量分析西部

能源生产系统结构演进状态和产出效益变化的基础上 ,对能源结构演进与产出效益的相关

关系进行了综合研究
[ 19]
。蔡国田等从影响能源保障的能源资源基础 、生产与消费以及运

输 、生产与消费对环境影响等方面对我国能源保障的基本形势进行了分析
[ 20]
。姜巍等对西

部地区能源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做出了评价 ,得出西部地区能源工业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

动作用要比东部和中部两地区更为显著 , 50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的能源消费效益提高最为明

显 ,中部次之 ,西部地区的改善速率最慢等结论
[ 21]
。 ③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方面 。沈镭

在矿业城市的类型 、基本特征 、战略地位与作用分析基础上 ,提出优势替代 、优势再造 、优势

互补 、优势延伸 、优势挖潜等矿业城市的优势转换战略途径与对策
[ 22]
。 1999年 ,进一步分

析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特殊性 ,探讨了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机理与对策
[ 23]
。张耀军等

在分析全球化对资源型城市影响的基础上 ,以陕西省铜川资源型城市为案例进行分析 ,提出

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对策
[ 24]
。董锁成等分析了我国资源型城市经济性转型面

临的问题。提出构建生态产业体系 、资源替代与产业替代战略 、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科技创

新战略等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战略
[ 25]
。并于 2007— 2009年先后主持完成了 “石嘴山资源

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规划” 、“铜陵市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规划 ”,提出以循环经济

为核心的资源替代和资源转换 ,产业 -城市 -资源 -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构建循环型接续替

代产业体系 ,推进资源型城市全面转型的思路 。

2.2　资源产业研究进展

董锁成在 1994年出版的 《资源科学论纲 》中 ,对资源产业的内涵 、类型划分进行了界

定 ,并就资源产业化的理论基础 、研究内容以及资源产业滞后的症结及发展途径进行了探

讨
[ 26]
。指出资源浪费 、资源无价或低价 、资源产权不清晰 、资源产业的非独立经营是我国资

源产业发展滞后的症结。提出保护和节约资源 、有偿使用资源 、加强资源产权管理 、建立科

学的资源核算体系和完善国民核算体系等促进资源产业健康发展的对策。吴玉萍等从西方

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角度 ,通过探讨草地资源可持续开发的经济本质 ,从理论上透析草地

生态环境问题产生的制度根源 ,提出构建绿色经济制度是我国草业发展的制度创新切入

点
[ 27]
。郎一环等对垃圾资源化理论进行了探讨。运用物质循环理论 、资源再生理论和系统

理论 ,分析了垃圾资源化的本质及其客观条件 。认为垃圾产业具有物质或能量的属性 ,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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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 ,垃圾可以回收利用成为资源。变垃圾为资源的关键在于建立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系统 ,实现分类收集 、工厂化处理 ,并使再生资源生产出的产品进入社会良性循

环
[ 28]
。董锁成等分别对我国电子废弃物 、城市生活垃圾再生利用产业化问题进行研究 。在

分析我国电子废弃物现状及其循环利用产业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

产业化的对策建议
[ 29]
。从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律角度 ,通过探讨垃圾回收利用的资源化

潜力 ,揭示垃圾产业产生的历史必然 。并就我国城市垃圾产业的建立 、组织 、运行机制和法

律 、法规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 30]
。

2.3　资源安全与资源战略研究进展

资源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源安全研究已经引起国家决策层的高度

关注。 20世纪 90年代末 ,成升魁 、谷树忠 、沈镭 、王礼茂等率先提出了资源安全的概念和理

念 ,开创并引领资源安全领域的研究 。①在资源安全的内涵 、分类 、机理及保障体系建设方

面 。谷树忠等对资源安全问题的由来 、基本属性 、研究框架等进行系统论述 。认为资源安全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持续 、稳定 、及时 、足量和经济地获取所需自然资源的状态或能力 。

资源安全具有数量 、质量 、结构 、均衡和价格等方面的含义。并对资源安全按过程 、主体和类

别等进行了分类 。提出应树立开放 、动态 、持续和系统的资源安全观
[ 31]
。沈镭等认为资源

安全是资源供给与需求相互均衡的产物。分析了国家资源安全的涵义 、基本特征 、影响因素

和发展趋势以及分类方法 ,提出由资源保护战略 、资源流通战略 、资源消费战略 、资源管理战

略等 7大基本策略构成的国家资源安全复合保障体系
[ 32]
。姚予龙等参照可持续发展研究

理论和方法 ,提出了资源安全机理的 PSR概念模型。并以石油供求安全调控过程为例 ,阐

释了资源安全的经济学含义
[ 33]
。 ②在资源安全影响因素及评价方面。王礼茂通过研究认

为 ,影响资源安全的因素主要有资源基础 、政治因素 、经济因素 、运输因素 、军事因素 5个方

面 ,其中资源基础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因素。在对这些因素分析的基础上 ,选择了 14项指

标组成资源安全的评估指标体系 ,并运用该指标体系对中国石油和粮食安全状况进行了初

步评估 ,得出我国主要的资源安全问题是石油安全问题的结论
[ 34]
。③在国内资源安全态势

方面。谢高地等认为我国以大量资源消耗获得经济高速增长 ,整个社会经济体系对自然资

源问题更为敏感 ,对国际自然资源的依存度越来越强 ,并提出我国资源安全策略方面应采取

的 3种方式
[ 35]
。代涛等对我国大宗性矿产资源安全性进行综合分析 。结果表明 ,我国大宗

性矿产资源呈现可采储量不足 ,资源服务年限很短 ,资源自给率过低 ,资源进口份额过大 ,进

口集中度过高等问题 ,大宗性矿产资源供应的安全问题十分严峻
[ 36]
。 ④在资源安全功能区

划方面 。谷树忠等认为国家资源安全须建立在区域合理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能源和矿产

资源是非原位性资源 ,区域间合理配置是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基础 。在综合考虑资源条件 、

交通运输条件以及生态条件等因素的前提下 ,进行了国家能矿资源安全的功能区划。提出

应将全国能矿资源富集区划分为开发区 、接替区和储备区 3种类型 。并针对各能矿资源集

中区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 37]
。

资源战略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郎一环 、沈镭 、王礼茂等对此进行了较多的

研究。 ①在全球资源战略研究方面。郎一环等对我国的全球资源战略进行了论述 ,提出我

国的全球战略任务 ,指出我国应积极参加全球性资源革命
[ 38]
。王礼茂等指出加强我国面向

21世纪的全球资源战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 39]
。王礼茂分析了主要大国资源安全战略 ,

总结了发达国家保障资源安全供应中建立战略性资源储备体系 、建立区域性合作组织 、增加

资源进口渠道等 5个共同措施
[ 40]
。 ②在我国资源战略选择及对策方面 。王礼茂等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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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国家资源战略实施成败的分析 ,从中总结了 3点启示 ,提出了我国资源战略选择的

4个主要方面
[ 41]
。王礼茂分析了我国钨 、锑和稀土 3种垄断性矿产资源在国际上的地位 ,

并提出了垄断性矿产资源出口战略的对策建议
[ 42]
。 2002年 ,在分析我国石油供应的安全

问题基础上 ,提出了我国石油安全战略的 7个方面对策
[ 43]
。郎一环等认为我国迫切需要调

整石油安全战略 ,提出石油安全战略调整的 6个转变和石油安全战略构建的 8个方面对

策
[ 44]
。沈镭承担国土资源部咨询课题 “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机理研究 ”,以能源和矿产资源为

例 ,探讨了我国资源节约社会战略的内涵及其调控机理 ,提出了 “隧道 ”战略。目前承担的

“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国土资源战略研究”项目课题 “国土资源安全与全球战略研究 ”,提出了

构建基于全球开放的以及分类 、分区 、分级的国土资源安全综合保障体系 ,实施开放 、竞争 、

高效的国土资源安全保障总体战略 ,以及国土资源宏观调控型综合管理战略 、科技推动型的

国土资源消耗战略 、时空协调型的国土资源区域保障战略 、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一体化战略

等子战略 ,实施 “还富于民 ”、“藏富于民 ”、“投资于土 ”、“绿色消费 ”和 “两种资源 、两个市

场 ”等战略工程。

2.4　资源经济研究展望

资源经济学是一门应用学科 ,其发展与国家战略需求联系非常紧密。由于国家可持续

发展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的需求 ,资源经济研究将逐步深化 ,广度不断拓展。同时 ,由于

较长时间尺度的数据积累 ,数据的统一性 、连贯性和系统性加强 ,以及资源遥感 、资源信息系

统以及 GIS技术 、系统模拟等手段的发展 ,为资源经济时空格局的定量研究及动态评价 、动

态模拟提供了条件。除继续推进资源安全 、资源战略以及主要部门资源经济的研究之外 ,资

源经济还应重视和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研究 。

(1)研究对象向区域化和专门化发展 ,即更加注重对区域资源的系统研究 ,同时也注重

对单项资源的系统深入研究 ,进而推动部门资源经济学的发展。

(2)重视资源经济的综合集成研究 。资源在自然界作为系统而存在 ,资源系统内部 、资

源子系统之间 ,资源系统与环境 、经济系统之间是一个相互联系 、相互制约的整体。资源系

统的结构 -功能变化 、时空演替具有整体性。资源经济研究既要强调资源系统内部要素的

关联性和整体效应 ,也要强调资源系统与其环境系统 、经济系统之间的耦合。加快单项资

源 、局部区域的研究向整体 、综合集成研究发展 。

(3)积极开展区域资源经济研究。自然资源空间分布的地域性决定了资源经济研究具

有很强的区域性 。不同区域由于其经济结构的差异 ,对资源开发利用的种类 、数量 、质量要

求不同 ,资源经济系统具有不同的结构 、功能和演化趋向。因此 ,应重视研究区域资源的种

类 、数量 、质量 、结构 、资源区位 、空间组合态势 、资源需求 、资源贸易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

相互作用机制 、耦合关系。

(4)继续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我国资源型城市

数量多 、规模大 ,是国家基础能源和重要原材料供应地。但其会因为赖以发展的主体资源枯

竭 、或主体资源产品价值下降以及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 ,发展陷入困境甚至衰落。因此 ,一

方面 ,应加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 ,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理

论指导 。另一方面 ,我国资源型城市在东 、中 、西部地区均有分布 ,不同类型 、不同区域资源

型城市所处的发展阶段 、自身特点 、面临矛盾等具有较大差异 ,应根据其实际 ,提出差异化的

转型战略。积极参与不同类型 、不同区域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实践。

(5)加强资源综合利用 、循环利用与循环经济的研究。我国高投入 、高消耗 、高排放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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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 ,导致环境污染 、生态退化 、资源存量和环境承载能力下降。加强

资源综合利用 、循环利用与循环经济的理论 、机制 、对策 、措施等研究 ,是资源经济研究响应

和参与国家建设生态文明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以及

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领域 。

3　世界资源研究进展与展望

3.1　东北亚和中亚地区资源研究

东北亚地区和中亚地区是与我国相邻的油气资源 、矿产资源富集区。东北亚地区的俄

罗斯是世界石油 、天然气储量巨大的国家 ,是世界主要的能源生产国和出口国 ,其石油 、天然

气资源大部分集中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中亚地区的蒙古 、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 、

土库曼斯坦等国石油 、天然气 、矿产资源丰富。我国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展了对东北亚

地区和中亚地区资源的研究。 1976年 ,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完成了 《东海 、日本海 、鄂霍次克

海的海底概况:日本群岛岛架 、岛坡的基本特征及其油气资源 》的研究报告。在 1996年北京

新亚欧大陆桥区域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 ,李岱提交了学术论文 “亚洲石油大陆桥建设的

设想”,建议我国建设中东至远东石油大陆桥 ,积极推动亚洲石油大陆桥的国际合作。这一

构想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热烈反响和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 。此后 ,郎一环就积极利用

中亚油气资源进行了讨论
[ 45]
。李岱提出随着两极世界的解体 ,国际政治壁垒的崩溃 ,亚欧

大陆合作不断加强 ,而天然气资源合作是亚欧大陆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重点讨论了沿新

亚欧大陆桥 30个国家天然气资源国际合作的前景
[ 46]
。郎一环等研究了近年俄罗斯能源地

缘战略走势 ,提出我国应加强对俄罗斯能源政策和能源投资环境的综合考察和研究 ,充分发

挥中俄同为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来推动能源经济合作 ,严格按照国际

法规和国际通行原则规范中俄能源合作行为等建议
[ 47]
。李红强等阐释了中亚地区能源在

全球能源格局中的重要性 ,探讨了中亚能源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过程 、能源对地缘政治演变

的影响和地缘政治对能源的作用 ,并对中亚地区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演进的机制进行了分

析
[ 48]
。

2008年 ,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牵头组织 ,刘恕 、孙九林担任专家委员会

主席 ,董锁成担任首席科学家的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重点项目 “我国北方及其毗邻地

区综合科学考察 ”启动 ,计划用 5年的时间 ,联合中 、俄 、蒙 3国 10多个科研单位的近 200多

名科学家 ,对中 、俄 、蒙东北亚地区进行综合科学考察。目前 ,已完成对俄罗斯和蒙古部分地

区的综合科学考察 ,获得了大量自然资源数据和资料 ,为东北亚地区资源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数据支撑。以此项目和合作为平台 ,已经与俄罗斯国家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贝加尔自然管

理研究所 、伊尔库茨克科学中心地理研究所 、雅库茨克科学中心生物研究所 、远东分院太平

洋地理研究所以及蒙古国家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等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 。形成了以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为中心 ,联合国内科研机构和大学与俄罗斯 、蒙古相关研究机构间

的学术交流机制 ,壮大了跨国合作的学术研究群体。这对广泛收集东北亚地区自然资源数

据和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提供了通道和平台。此外 ,还有欧阳华负责的 “中俄重大资源环境

研究”、孙九林负责的 “东亚地区生态环境数据网络建设研究 ”等合作项目 。王礼茂主持的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石油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驱动力机制研究” ,对中亚石油地缘政治

格局演变过程中的驱动因子和主要驱动机制进行了探讨 ,分析了不同阶段内外因素相互作

用及其对格局演变的影响 。通过项目合作 、联合科学考察 、学术交流和研究 ,加快了我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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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亚 、中亚地区资源研究的进展 ,取得了丰硕成果 。

3.2　南亚 、东南亚地区资源研究

我国与东南亚 、南亚地区在资源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通过我国与东南亚 、南亚地区

的资源互补 ,对实现各自资源需求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因此 ,我国十分重视对东南亚 、南亚

地区资源的考察和研究。 2009年 8月 ,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组织 ,成升魁

担任首席科学家的国家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 “澜沧江中下游与大香格里拉地区科学考察 ”

项目启动。重点对水资源与水环境 、土地利用与土地植被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 、自

然遗产与民族文化多样性 、人居环境变化与山地灾害等开展综合科学考察 。 2009年 11月 ,

由霍明远担任首席科学家的 “2009天士力湄公河国际科学考察”项目启动 ,中国科学院地理

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会同昆明植物所 、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等单位 ,对湄公河进行为期约 20

天实地考察 。考察内容包括湄公河流域生态环境现状 、生态系统变化趋势及影响 ,湄公河流

域生物多样性及保护 ,湄公河流域水资源现状 、合理开发与保护等 。上述科学考察为保障国

家与地区资源环境安全和科学发展需求提供了资源环境基础数据 、基础资料和变化规律 ,对

促进我国与东盟各国的合作也具有重大意义。

3.3　全球资源研究

资源系统的全球性决定了资源经济研究的国际性 。因此 ,我国积极关注和研究全球的

资源问题 ,并与世界资源研究所建立了合作关系。综考会组织翻译了《世界资源 1986》、《世

界资源 1987》、《世界资源报告 1988— 1989》、《世界资源报告 1990— 1991》等文献。并于

1982— 1991年期间 ,出版《自然资源译丛》(季刊)。 1990— 1992年 ,由李文华 、郎一环 、王礼

茂 、李岱 、沈镭等成员组成的课题组 ,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 “全球自然资源态势

与我国的对策”项目。在完成项目的基础上 ,对已发表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进行加工和提

炼 ,完成了《全球资源态势与对策》一书
[ 49]
,成为国内第一部系统地研究全球资源并为我国

利用国外资源提供对策的专著 。 1998年 ,开始对其进行调整和修正 ,并于 2000年出版了

《全球资源态势与中国对策 》。该专著以资源为主体 ,以资源与经济的关系为中心 ,从超越

国度的空间范围 ,把我国资源利用和保护的研究纳入全球资源系统之中 。其中 ,总论部分对

全球资源系统 、全球资源系统演化 、全球资源与世界经济 、资源国际贸易 、全球资源战略等进

行了综合论述;分论部分对全球能源 、矿产 、土地 、森林 、草地等资源态势与对策进行了论述;

对策部分提出全球背景下我国利用国外资源的必要性 、可能性与对策
[ 50]
。

除上述专著和翻译文献外 ,相关学者发表了较多全球资源研究的学术论文。 ①在全球

资源利用对策和模式方面 。霍明远分析了世界黄金资源的地理分布 、产出状况 、远景储量 、

工业储量及开采量 ,并将我国黄金资源与世界黄金资源进行了比较研究 ,提出了我国和世界

黄金资源的开发方向
[ 51]
。宋新宇等在对俄罗斯 、泰国 、老挝 、中亚国家的钾盐资源分析基础

上 ,提出积极利用这些国家钾盐资源 ,解决我国钾盐资源紧缺的对策
[ 52]
。刘燕鹏通过研究 ,

首次提出我国存在资源国际贸易逆差 ,我国国际贸易的顺差是依靠资源国际贸易的逆差 、牺

牲紧缺资源而换取的 。因此 ,我国应该实行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的双向式自然资源发展战

略 ,并提出了该战略的核心思想及若干政策性建议
[ 53]
。郎一环等提出我国石油工业政治风

险和经济风险不同组合下的与东道国石油公司联合 、与有经验的国际石油公司联合 、服务合

同 、合资经营 、购买储量等 6种跨国开发模式 ,并提出管理政治和经济风险的对策和措

施
[ 54]
。②在我国利用国外资源的环境和背景方面。王礼茂对世界资源贸易格局与我国利

用国外资源的环境进行了分析 ,认为发达国家在世界资源贸易格局中总体上占据主导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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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对非矿物原料的依赖在减少 。我国利用国外资源的经济环境相对较好 ,政治军事

环境比较复杂
[ 55]
。王礼茂等对我国重点资源的供需格局和利用周边国家资源的现状进行

了研究 ,认为我国与周边国家在资源供需和资源安全上的竞争与合作主要表现在油气资源

上 。并将周边国家分为高度依赖石油 、石油供需平衡或少量进出口以及大量出口石油的国

家和地区 3种类型
[ 56]
。郎一环等对全球石油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态势及我国的政策响应

进行了研究 。认为未来石油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呈多极化趋势 ,美国 、欧佩克 、俄罗斯等对

格局演变影响力较大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控制着石油世界 ,发展中消费大国的影响力正

在成长 ,已对石油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较大冲击。为应对石油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影响 ,我

国需制订石油地缘政治战略规划 ,以多元化利用国外石油资源 ,减少和应对石油供应安全风

险 。充分发挥我国地缘政治优势 ,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加强与俄罗斯及中亚各国的能源合

作
[ 57]
。郎一环等对世界石油供应板块地缘格局及重心迁移的驱动力机制进行了研究 ,认为

经过一个半世纪演变形成的以中东为中心 ,包括中亚 、非洲在内的世界石油供应板块 ,成为

大国争夺的焦点地区
[ 58]
。赵建安对世界油气资源格局与我国的战略对策选择进行了研究 ,

分析了世界和我国油气资源开发与供需的基本态势和变化趋势 ,总结了我国利用世界油气

资源的背景和基本格局 ,并提出我国的战略选择对策
[ 59]
。上述研究成果引起国家相关部门

和国内外同行的极大关注 ,为国家推进资源配置国际化 、制定资源外交对策和中长期资源战

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3.4　世界资源研究展望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强 ,国际资源合作开发 、资源贸易和技术交流日益广泛 ,世界

资源研究的地位将更加突出。随着跨国资源研究的发展 ,将逐步形成一支胜任国际合作和

跨国资源研究队伍 ,一批青年学者得到锻炼并成长起来 。依据国家战略需求 ,今后全球资源

研究的主要任务和重点领域应包括 3个方面。

(1)根据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理论 ,开展我国与周边国家以及国际及区域资源合作与

利用地缘政治 、地缘经济关系 、自然资源地缘战略基础和战略取向研究 。

(2)面向国家资源战略需求 ,服务国家资源安全战略决策 ,加大对全球资源市场变化趋

势及全球政治 、经济发展形势的研究 ,主动开拓全球资源市场和我国全球资源战略研究的新

领域。重点开展我国周边国家及世界资源格局与我国世界资源战略研究 ,对东北亚 、中亚 、

东南亚 、南亚和中东 ,以及非洲 、南美洲 、澳洲 、北美洲等地区主要自然资源的储量 、开发潜

力 、分布格局 、开发现状 、供求态势等进行系统的连续跟踪研究。研究我国与周边国家资源

合作开发 、资源贸易的动力机制及模式 ,提出我国与周边国家资源合作的战略及政策体系 。

(3)整合国内 、我国周边与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自然资源数据 ,运用 GIS、RS、统计分

析等手段 ,建立由矢量数据 、属性数据组成的世界资源数据库 ,形成世界资源数据库服务系

统 。为资源经济的基础研究 、国家相关部门制定利用国内外资源对策以及政府进行中长期

资源战略规划提供数据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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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andItsProspectsofResearchonResource
EconomicsandWorldResources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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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uralresourcesarethematerialbasisforhumansurvivalanddevelopment.Resource

shortageisanimportantlimitingfactorof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inChina, whichwill

bemoreprominentinthefuture.Resourceeconomicsisacomprehensivedisciplinetoresearch

therelationshipbetweeneconomicdevelopmentandresourceexploitation, utilization, protection,

distributionandmanagement.Ithasimportantstrategicsignificanceforrealizationofsustainable

developmenttostrengthenresearchofresourceseconomyandworldresources.Tomeettheneeds

ofnationaldevelopment, theresearchfieldsofdomesticresourcesandresourcessciencehave

beenmadesignificantprogressinChina.Worldresourceshavebeenactivelyconcernedandre-

searched, andgreatachievementshavebeenmadeinworldresourcesresearch.Theseresearches

putforwardnewdemands, accumulatedabundantresearchdata, practicalexperience, research

methodsandsystemictheorypreparationfordevelopmentofresourceeconomics, whichpromote

continuouslyresourceseconomicresearchandgrowthanddevelopmentofresourceeconomicsdis-

cipline, andmakeanimportantcontributiontonationaldevelopment.Thispaperfocusesonre-

searchprogressofresourceeconomicsandworldresources, tosummarizeandevaluatethepro-

gressandachievementsofresearchonresourceeconomyandworldresource, inaddition, topros-

pectontheresearchtrendofresourceeconomyandworldresourceinChina, andpresentresearch

directionandkeyresearchfieldsofthatinthenew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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