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农业与乡村地理学旨在为“三农”（农业、

农村和农民）服务。1949年以来，我国的农业与乡

村地理学研究经历了曲折但卓有成效的发展历程，

先后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到 1980年代末期的快

速起步期、1990年代末期的衰退时期以及 21世纪

以来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快速城镇化等社会经济条

件的剧烈变革而形成的蓬勃发展转型时期。国内

地理学者在继承我国古代传统农业生产认知的基

础上，积极引进和借鉴西方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理论

与方法，针对乡村地区快速转型与重构过程中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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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回顾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的学科传承与发展，分析面向国家战略与学科发展的相关研究进展、重点领域

及取得的重要成果和社会影响，梳理有关科技成果转化与实践应用、科研成果的国际化与国际合作研究进展。未来

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应与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相呼应，着眼于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创新发展乡村地域系统与城乡融合系统理论，服务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个战略的

有效衔接、促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并为有效防范和应对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做出反思，为“后疫

情”时代的农业与乡村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总体上，未来农业与乡村地理学要围绕专业研究，突出基础理论创新、技

术方法研发、重大战略决策支撑，推进专业研究全球化与学术交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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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geography, and analyzes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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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cientific achievement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re evaluated. Future direction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geography are supposed to echo with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dual cir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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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demic" era. Future direction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geography should target 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techn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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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系列问题开展了大量具有综合性、创新性与系

统性的研究工作。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与乡

村地理学的研究进展，总结发展成就和经验对推动

学术的传承与创新大有裨益。

1 学科传承与发展

1.1 恢复和发展农业地理学

新中国成立前的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的发展得

益于老一辈地理学者在农业生产合理布局和土地

利用等方面的探索。如 1931年 8月在商务印书馆

发行的由盛叙功编译的《农业地理》专著，是国内最

早系统性解释农业地理学科性质及内容的著作［1］；
胡焕庸先生于1934年发表的《江苏省之农业区域》

是我国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的农业区划研究工作

成果；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卜凯（J.L. Buck）与中国学

者合作于1937年发表了《中国土地利用》一书。这

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学术成果奠定了区域性综合

农业地理和土地利用研究的基础。

为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农业生产，1950—
1980年代我国地理学者开展了大量关于农业资源

调查、农业区划及农业类型与布局的相关研究。邓

静中作为中国农业区划理论的奠基者，出版了《中

国农业区划方法论》《中国农业地理总论》《中国综

合农业区划》等著作；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在

1970年代初组织全国学者进行了农业区域地理丛

书的编写，系统地评价了各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和资

源特点；由吴传钧和郭焕成相继编撰和完成的《中

国综合农业区划》《1∶100万中国土地利用图》和《中

国土地利用》以及由周立三主编的《中国农业地理》

和《中国农业区划的理论与实践》等标志性成果为

后续的农业发展战略及农业生产布局研究奠定坚

实的基础。

1990年代末期，伴随着快速城镇化发展战略和

地理学分支学科研究的兴起，引起国内不少地理研

究单位和高校地理系的研究重点向城市化、资源环

境、旅游发展等领域倾斜，进而导致农业与乡村地

理学的学科地位开始下降，到 20世纪末我国极具

权威性的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农业与

乡村发展研究机构也被撤销，国内农业与乡村地理

学研究及其学科发展开始进入低谷。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在老一辈地

理学家施雅风、吴传钧等先生建议和呼吁下，2005
年3月，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农

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2006年8月，中国地

理学会学术年会首次设立了“农业地理研究与新农

村建设”分会场，并在分会场举办了“中国农业与乡

村地理学发展研讨会”。这次新世纪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会议为国内农业与乡村地理学恢复和发展凝

聚了人气、奠定了基础。2008年中国地理学会农业

地理与乡村发展专业委员会改组成立，标志着农业

与乡村地理学研究步入转型与振兴的轨道［2］。总

体上我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经历了 1949—
1980年代的快速起步期到2017年至现今的成熟发

展期，理论认知不断深化，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和完

善，紧扣国家发展战略，服务于国民经济主战

场（图1）。
1.2 农业地域格局与变化机理研究

随着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气候变化、粮食安全

等问题的日益突出，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在继承

原有农业地域类型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新视角、新

技术、新方法开展了大量的农业地域格局与变化机

理的研究［3］。对于农业地域类型新格局及其动态

演进的研究，相关学者按照农村产业分工和城乡统

筹发展的要求，模拟分析全球化、市场化进程中的

中国农业优势区、产业带发展的新格局及其过

程［4-5］，以及区域农业要素流动与集聚的机制和规

律，分析评价“北粮南调”演进轨迹及其综合效

应［6］，模拟以“大国土、大食物、大农业”为特点的中

国现代特色农业发展新格局及其动态［7］。农业现

代化作为推动城镇化的支撑，剖析农业现代化的发

展状态和时空格局［8］、探究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及

空间分异特征［9］，并剖析影响农业综合竞争力提升

的主导因素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10］。总体上我

国的农业现代化及高质量发展水平和农业竞争力

在逐步增强，但空间不均衡性显著。同时，我国的

农业生产在全球化及“一带一路”的背景下日益嵌

入全球生产网络，其对外农业合作在空间上表现出

非均衡性［11］。基于多功能视角的中国农业转型发

展是满足快速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业多元化需求的

有效选择，关于其模式类型［12］、时空格局［12-13］、动力

机制［14］等研究逐渐成为热点。农业现代化依靠大

量的资本投入而实现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同时也

引发农业生态环境的负反馈。据此，由非理性的农

业生产活动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时空格局及形成

机制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15-16］。
农业生产是社会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结合，

不仅受到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也受到自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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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制约。探究不同尺度极端气候事件与农业气

象灾害的时空格局［17-18］可为区域农业的防灾、减灾

及稳定生产提供科学支撑。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对

区域农业生产的影响日益加深，探究农业气候资源

的变化趋势、气候变化对作物品种区域布局、作物

气候生产潜力及耕地格局的影响日益成为焦

点［19-21］。如相关研究发现气候变暖导致中国作物

的熟制边界北移［22］。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低碳

农业”已经被逐步纳入农业发展战略，学者们逐步

关注农业碳补偿、碳排放约束下的农业生产模式及

其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等议题［23-24］。
1.3 土地利用

11..33..11 农村土地整治与农业地理工程农村土地整治与农业地理工程

1990年代以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农村土

地资源流失及低效利用、农村人居环境恶化等系列

问题对农村土地整治产生客观需求。农田整治和

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是农村土地整治的重点内容。

关注耕地资源的“数量管控”“质量管控”及“生态管

控”的三位一体协同体系构建［25］，重视高标准基本

农田建设［26］，通过农业地理工程有序推进基本农田

整治和宜耕后备资源的开发［27］。与农用地整治相

对应，农村建设用地整治对于城乡空间格局优化具

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集中于农村居民点的整治潜

力测算、运作模式分析及政策路径选择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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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发展历程与标志性成果和事件
Fig.1 Development progress，important achievements and events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geography in China



面［28-29］。通过生产、生活及生态空间的合理安排及

土地权属的重构与优化来实现乡村土地的高效利

用，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和生产条件。总体来看，我

国的农村土地整治研究在理论探讨、技术方法、整

治标准、治理模式和效益评价等方面取得大量

成果［30］。
农村土地整治从属于更具综合性的农业地理

工程。现代地理工程融合地理学与工程学的理论

与技术方法，致力于通过系统的工程技术措施破解

各类区域不良地理问题，以实现人地耦合的可持续

发展。立足于生态脆弱区，诸多代表性土地整治与

治理工程得到开展，如黄土丘陵沟壑区治沟造地工

程［31］、太行山区荒山坡地整治工程和毛乌素沙地综

合整治工程等［32］。黄土高原地区作为推动水土保

持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区域，得到了众多学者

的关注。相关学者就黄土高原的综合整治策略［33］、
基于土地利用适宜性的小流域综合治理模式［34］、提
升人工林的涵养水源和水土保持功能［35］及“三带六

段”立体农业工程模式［36］开展了大量研究。为深入

开展农业地理工程的试验研究，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先

后建立“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土地利用工程研究基地

（陕西富平）”“黄土高原治沟造地与土地持续利用

观测研究站（陕西延安）”“现代农业双优工程试验

站（陕西榆林）”“空心村综合整治关键技术研究与

集成示范基地（山东禹城）”“中国精准扶贫与县域

发展研究示范基地（河北阜平）”和“中国现代农业

与乡村振兴研究示范基地”（陕西洋县），卓有成效

地推进了新时期农业地理工程试验与示范应用。

11..33..22 乡村土地利用转型乡村土地利用转型

土地利用转型这一概念最初被引入中国时强

调的是土地利用形态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对应

关系，即土地利用形态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改

变［37］。随着研究的加深，其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土地

利用数量及空间关系（面积、份额、种植结构等）所

呈现的结构形态，也扩展到了影响土地利用的制

度、产权及经营方式等隐性形态［38-39］。乡村土地利

用转型研究日益丰富，聚焦于耕地利用转型、宅基

地转型及融合多类型的乡村土地利用转型综合研

究。国内乡村地理学者就耕地利用转型的内涵、测

度方法、时空格局、动力机制及优化调控策略开展

了大量研究［40-41］。耕地利用转型的切入点是多维

的，如规模、空间格局、功能、经营模式等［42-43］。当

前，农村宅基地转型的内涵不仅包含传统的数量、

空间等转型，还涉及城乡转型发展带来的就业结

构、生活方式、家庭结构等变化带来相应的农村宅

基地转型［44-47］。关于农村宅基地转型的研究已经

跳出传统的“就地论地”的思维束缚，而将“人”这一

关键因素纳入宅基地转型研究的范畴，构建农村宅

基地的“人—地”系统研究框架。其中，聚焦人均农

村宅基地的研究即是对该研究框架的最直接体

现［48］。土地利用转型的综合研究需置身于区域整

体的背景中，探究土地系统内部各类型用地转型的

耦合关系［49］及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生态环境响

应［50］是近年来的热点问题。

2 面向国家战略与学科发展的农业与乡村
地理学研究

2.1 新农村建设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大力推进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发展步入新阶段，并得

到学者和政府决策者的广泛关注。2006年，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批准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农村建

设模式与可持续发展途径研究”的重点基金项目，

为人文地理学者服务于国家新农村建设战略提供

了良好的契机。相关研究在探讨新农村建设地理

学基础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51］，分析了中国新农村

建设的制约因素及国际经验［52-53］，刻画了我国东部

沿海地区乡村转型发展的格局与地域模式［54］，对新

农村建设的战略定位、重点领域、建设理念、科学命

题、主导模式与创新途径进行深入的研究［55］，探讨

了“三整合一提升”的总体建设思路［56］。部分学者

也探讨了新农村建设对居民生活［57］及人居环境质

量［58］等方面的影响，依据案例解析从农业经济、社

会结构、社会服务与人居环境、基层组织与个人精

英、城乡联系等多维视角解读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特

征及障碍因素［59］。还有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

上”的发展路径的视角探讨新农村建设的动力基

础［59］，强调通过山区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等途径促

进乡村发展［60］。
2.2 空心村整治

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人口迁移导致的乡村“空心

化”现象日益凸显，引发大量的农村宅基地空废闲

置。“空心村”形成的动因在于乡村人口非农化进程

中形成的“人走屋空”，且新增建设用地向村庄外围

扩张，导致“外扩内空”的格局［61］。为解决这一土地

低效利用问题，相关学者在针对空心村的形成、发

展及治理等领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具体包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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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村的形成演化规律与代际演替的空间形

式［61-62］；②空心村形成的宏观与微观机理探讨及影

响因素［62］；③空心村用地潜力调查与评价的技术方

法［63］；④空心村整治模式的探讨，如通过城镇化引

领、中心村建设及村内集约利用等方式提高乡村建

设用地利用效率［64］。还有研究关注农村空心化和

村庄收缩背景下乡村及其聚落空间重构的理

论［65-66］，乡村发展与重构格局特征及振兴路径［67］。
2.3 中心村、专业村建设

中心村是未来乡村社区营建的主体，是乡村居

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为实现城乡空间组织的

优化和提高乡村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众多学者就

中心村的空间布局［68］、选址［68］、空间结构优化［69］及
迁村并居的意愿［70］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中心村

建设相伴的就是专业村的发展，其对激发乡村经济

活力、提升乡村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探索专

业村镇的地域分异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71］是推

动专业村发展的基础。关于专业村的研究主要涉

及空间分布规律［72］、地域类型［73］、形成机制［74］、发展

模式［75］及专业村的发展对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73］

等方面。针对不同类型专业村的发展演化规律的

研究日益涌现，如蔬菜种植专业村［76］、电子商务专

业村［77］等。

2.4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促进了城乡关系、

人地关系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巨大变革，引发了一系

列农村体制机制矛盾和现实难题。相关学者针对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研究内容

聚焦于耕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村建设用地两大方面，

具体包括耕地的流转、三权分置、承包经营权退出、

集体土地的建设征用制度、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

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流转、宅基地制度改

革等［78-81］。按照中央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总体部

署，受中央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小组委

托，中国科学院农业与乡村地理团队组建了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总体思路研究队伍，充分发挥多学科优

势和长期的成果积累，进行深入调查和研讨，开展

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总体路径、农村土地利用与

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原

则与目标、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预期效果与风险、

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主要建议等研究。

2.5 新型城镇化与乡村病问题

2014年，国家印发《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
2020年）》，旨在推动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

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

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以“人”为中心的城

镇化。近年来，乡村地理学者面向新型城镇化战略

积极开展相关研究，积极承担国家智库的决策建议

工作。在系统分析新时期中国城乡发展的主要问

题的基础上［82］，对城市无序扩张、耕地持续流失、农

村空心化、农村人口市民化、城乡资源配置、公共服

务、居民福祉等方面问题进行大量研究并提出相应

的对策［83］。部分学者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水平［84］、
时空格局及村镇空间组织［85］进行了探讨。基于丰

富的科研成果，乡村地理学者利用集体智慧，积极

为政府部门提供了系列决策建议研究。如相关学

者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刊登“新型城镇化

应治‘乡村病’”“从城乡和谐角度认识新型城镇化”

和“新型城镇化待解土地难题”“‘人地关系’视角下

的新型城镇化”等时评文章。

2.6 脱贫攻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方略，通过“最严格的考核评估”制度确保扶贫及

脱贫工作的过程、成果的精准性与扎实性。国内众

多乡村地理学者参与到贫困问题的理论与经验探

讨及考核评估工作中，为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

了科技支撑。在理论研究方面，相关学者对贫困特

征、类型、区域模式、成因及可持续途径进行了广泛

探讨，研究表明精准扶贫工作应在乡村贫困化的

“孤岛效应”“边际递减效应”等理论基础上开

展［86-87］。大量学者围绕贫困空间分布特征［88］、贫困

地理格局及其驱动机制［89］、区域贫困测度与分异规

律［90］进行了探讨，有力支撑了区域减贫与发展的决

策与实践。贫困具有多维属性，学界在深入理解多

维贫困内涵的基础上，开展了关于多维贫困的测度

及治理等方面的研究［90-91］。
2.7 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相关专家学者积极投

入到相关研究与实践工作中，地理学视角下的乡村

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认知和

概念内涵剖析［92-93］、多维重构与振兴模式诊断［94］、
功能视角的优化调控［95］、乡村土地利用转型［96］、乡
村振兴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97］等方面。有关新时

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的基础理论的探讨，认为乡

村地域系统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对象，包括城乡融合

体、乡村综合体、村镇有机体、居业协同体［92］。乡村

地域系统具有综合性、复杂性与系统性，乡村地理

学者已经在乡村地域系统结构、转型过程、演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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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异格局、地域功能、振兴模式与智慧乡村综合

研究等方面展开了初步探讨［92，97-98］。乡村振兴与土

地整治的互馈关系、城乡关系演进规律、城乡融合

发展与乡村空间治理、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乡村保护

等方面也成为了研究热点［99-101］。一批乡村地理学

者分别在《地理研究》《地理科学进展》和《地理科

学》杂志组织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研究”［102］、“乡村

重构”［103］、“乡村振兴”［104］和“乡村地理学理论前沿

探索”［105］等专辑，对乡村振兴类型与途径、乡村振

兴规划与方法、乡村振兴产业与管理、乡村振兴模

式与对策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深化了中国乡村科学

与乡村振兴地理学研究。

3 科研成果转化与实践应用

近年来，中国的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以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目标导向，不仅在理论方法上

进行了大量探索并取得许多具有显示度的成果，也

注重研究成果的应用实践，避免理论与实践的脱

节，坚持将论文写在大地上，以促进研究成果的落

地应用。

①空心村综合整治的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地理与乡

村发展创新研究团队主持的“十二五”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项目“空心村综合整治的关键技术研究与示

范”在系统开展中国农村空心化演进规律及其地域

特征研究的基础上，研发空心村快速调查识别与整

治关键技术、空心村综合整治规划与信息化支撑技

术；针对我国地形复杂与生态环境脆弱、城乡一体

化发展与统筹城乡土地配置、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

的不同类型区域现状及其特色，对应选取山地丘陵

区、城镇近郊区、平原农区等典型类型区，组织开展

空心村综合整治关键技术集成示范，形成空心村综

合整治调查识别、潜力评价、规划设计、整治技术、

工程示范有机结合的成套技术体系；建成具有不同

区域特色的空心村综合整治关键技术集成示范基

地，为科学推进我国农村土地整治、新农村建设与

城乡统筹发展，适时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科技

指导。

②黄土丘陵沟壑区沟道及坡面治理工程的生

态安全保障技术与示范。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

资源研究所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典型脆弱生

态修复与保护研究”重点专项项目，通过多部门、跨

学科、贯通式的联合攻关，重点阐明黄土丘陵沟壑

区沟道及坡面治理工程的生态安全机制，研发坡体

—植被系统稳定性及生态灾害阻控技术、坝系安全

运行与资源高效利用技术，集成边坡工程—沟道整

治生态安全调控技术，构建沟道及坡面治理工程生

态安全保障技术体系，深入开展关键技术集成和典

型区域示范，研究制定相关技术规程，为黄土丘陵

沟壑区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实施、生态灾害防控，以

及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③国家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中国

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地理与乡村发

展团队连续六年承担了国家精准扶贫成效第三方

评估工作和全国首批贫困县退出评估重大任务，获

得授权发明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3项，起草精准扶

贫成效评估技术规范2项。2015年以来，向国务院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提交各类评估报告78本、约1 200
万字。团队荣获国务院扶贫办颁发的“优秀集体”

奖，团队负责人荣获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创新

奖”、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科学奖。2016年，

成立“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该中

心主要承担国家精准扶贫第三方评估任务，推进评

估规范性、标准性建设。在此基础上，开展精准扶

贫重大问题与典型案例的系统研究，撰写咨询报

告，建成精准扶贫政策研究、技术培训和典型示范

的综合支撑服务体系，建设国内外扶贫交流与合作

的重要平台，为世界减贫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④乡村振兴地域模式与规划技术研究及示范。

针对实施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和科学编制乡村振兴

规划的迫切需求，以“地域模式—规划技术—集成

示范”为主线，深入开展不同类型地区的乡村地域

系统分异格局、演进过程及其动力机制研究，研制

乡村生态保育与乡村提质增效相融合的乡村振兴

规划技术、标准和导则，通过选取案例区域开展典

型乡村振兴模式与规划技术综合示范。中国科学

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团

队的乡村振兴地域模式和规划技术研究成果，成功

应用于宁夏盐池县乡村振兴规划编制，规划成果得

到盐池县、宁夏回族自治区采纳并发文实施。盐池

县获批宁夏唯一的“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衔接试点县”，并成立了中国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

研习院，为宁夏乃至西北地区精准扶贫、乡村振兴

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培训、农业农村专题研究和地方

政府决策等提供智力支持。相关成果也应用于陕

西省汉中市洋县的中国现代农业与乡村振兴研究

示范基地，该基地的建立旨在促进汉江流域土地系

统的健康化、有机农业的高效化及农业经营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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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通过构建“一网两站多点”的现代有机农业研究

体系，探索中国乡村振兴的汉中模式。

⑤服务国民经济主战场的重要决策建议。近

年来本领域的学者通过承担科研项目过程中发现

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积极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言献

策，得到了国务院、国家部委等相关部门的批示。

如“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国务院重大政策措施

第三方评估报告”连续多年得到国家领导人批示；

本领域学者撰写的“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总体思

路研究”“关于我国粮食产量重心快速北移及其警

示性的政策建议”“关于我国农村宅基地使用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关于农区城镇化

的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脱贫

攻坚的主要问题分析与对策建议”等报告均得到相

关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

4 研究成果的国际化与国际合作

中国农业地理与乡村发展研究学者在推进成

果的国际化与国际合作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在高质量论文产出方面，发表于国际社会科学类高

影响因子的 SSCI学术期刊论文的数量快速增长。

有三位学者先后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多位

知名学者在相关知名期刊上组织专辑，推动中国乡

村发展与土地利用研究，如在 Land Use Policy上出

版的“中国土地利用政策”（Land Use Policy in Chi⁃
na）［106］和“中国土地利用和乡村可持续性”（Land
Use and Rural Sustainability in China）［107］专辑、Jour⁃
nal of Rural Studies出版的“中国乡村重构”（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108］专辑等。也有学者受邀

在 Springer出版“Land Use Transitions and Rural Re⁃
structuring in China”［109］、“Urban-Rural Transforma⁃
tion Geography”［110］等英文专著。同时，乡村地理学

者积极在国际学术界发声，与来自澳大利亚、英国

和美国的学者共同开展乡村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国

际比较研究［111］；组织和广泛参与国际会议，与来自

美国、英国、瑞典、日本、俄罗斯和波兰等国的学者

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科学院区域农业与农村发

展研究中心先后与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学地理与地

球科学系、瑞典皇家理工城市规划与环境科学系和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网络中心

（CIESIN）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并同阿伯里斯特威

斯大学共同建立“欧洲研究委员会‘全球农村’项目

中 国 中 心 ”（China Center for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GLOBAL-RURAL Project）。

2016年 12月 29日，中国科学院地理资源研究

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国际地

理联合会农业地理与土地工程委员会（IGU Com⁃
mission on Agricultural Geography and Land Engi⁃
neering），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瑞典、巴

西、南非、巴基斯坦等国著名学者分别担任委员会

副主席和委员，该委员会也成为国际地理联合会39
个委员会中首个由中国大陆学者独自发起成立并

任首届负责人的专业委员会。2020年 11月 17日，

经国际科学组织联盟（ANSO）批准，中国科学院地

理资源研究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中国

科学院精准扶贫评估研究中心联合发展中国家科

学院、波兰科学院农村与农业发展研究所等“一带

一路”地区 14家科研机构与政府组织共同发起成

立“一带一路”减贫与发展联盟（APRD），联盟旨在

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扶贫开发经验

和模式共享，打造“一带一路”国际减贫与发展合作

新模式。近期有中国的农业与乡村地理学者当选

为国际地理联合会乡村系统可持续性委员会（IGU
Commission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Rural Systems）执

委，还有一些学者受邀担任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Land Use Policy和Habitat International等该领域国

际权威期刊的副主编和编委。

5 中国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展望

在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构筑“双循环”新发展

格局及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中国的农业与

乡村地理学研究应与时俱进，着眼于“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历

史交汇期和政策叠加期，充分借鉴和吸收国外发达

国家在相应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历史经验和教

训，结合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需要，提出未来中国

农业与乡村地理学研究需要关注的几个方向。

①乡村地域系统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深化

与创新。乡村地域系统是由人文、经济、资源与环

境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需充分认识系统的要素、

结构和功能，深化对乡村地域系统的理论认知，厘

清要素间的交互作用与系统运行机制，结合复杂系

统理论探究系统演化的过程与机理。城市与乡村

是一个有机体和命运共同体。城乡融合发展体现

为乡村地域系统与城市地域系统的互动与交融，应

关注二者的互动规律，厘清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起

点与应然样态，发展和完善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城

乡融合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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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服务“新型城镇化”战略，助推“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新型城镇化与城乡融合

已经成为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命题。通过新

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结合创新城乡融

合发展的理念与路径已经成为乡村地理学的当务

之急。基于多尺度、多主体、多学科的视角，深入开

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理论与实证研究，系统揭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互

动的时空格局、动力机制、发展模式及其二者的相

互作用规律，研究提出新时期实现二者有效衔接的

实施路径，探索从制度、政策到措施的策略体系和

保障机制。

③“双循环”背景下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探究

“双循环”背景下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科学

认识现代农业形态，基于区域差异性梳理总结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地域类型，提炼促进农业发展的科学

路径，剖析现阶段制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

素，提出促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解决方案。

④“后疫情时代”的农业与乡村发展。新冠疫

情的全球肆虐给全球的农产品供给与乡村治理带

来巨大的挑战。因此，未来我国的农业与乡村地理

学发展应当在反思新冠疫情影响的基础上，探究如

何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发生时确保农业生产的供

应链有序进行，如何优化城乡格局以应对严格的人

口流动限制及为城乡居民提供良好的居住空间，如

何提高乡村社区弹性以应对危机发生，如何应对疫

情对乡村产业发展的冲击。因此，未来的农业与乡

村地理学研究应聚焦后疫情时代如何促进乡村经

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等议题。

总体上，未来农业与乡村地理学要围绕专业研

究，突出基础理论创新、技术方法研发、重大战略决

策支撑，推进专业研究全球化与学术交流国际化。

面对乡村地域系统的复杂性，应突破不同学科和领

域的界限，开展学科交叉与尺度综合研究。以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在扎实的研究与丰富的实践

积累的基础上，将国际经验与本土特征相融合，开

创和发展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农

业与乡村地理学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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