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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统一各类自然资源的内涵'构建自然资源统一分类体系是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前提( 利用文献综述

法$概述了自然资源的基本内涵$列举了已明确的自然资源种类$系统分析了现有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的不足$并提

出了推动面向统一管理的自然资源系统分类方案研究的完善建议( 研究发现$现有自然资源系统分类主要存在

偏重于学术分类'部分分类体系不健全'缺少全面系统的列举 2 个方面问题( 针对未来自然资源分类体系$提出

以下 2 条建议! 一是建立覆盖土地'地质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自然资源分类体系) 二是加强自然资源

分类体系理论研究) 三是建立面向三维立体调查下的自然资源分类层级( 研究成果可为构建服务于自然资源统

一管理的自然资源分类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 自然资源) 统一管理) 自然资源管理) 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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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各种自然

资源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有机联系的

统一整体"* 92#

( 长期以来$我国自然资源由国土'

建设'农业'林业等部门分割管理$各部门相对独立

地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自然资源调查分类体系和

管理制度$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的资源'环境'经济'

社会和生态问题( 例如$我国所实施的诸多自然资

源分类体系$均是在自然资源部门分割管理的体制

下所制定$分别按照国土'森林'农业'水利'海洋等

部门开展相关的自然资源分类研究$并各自形成了

较为实用的分类标准( 然而$从自然资源系统管理

角度来看$由于各类自然资源分类的侧重点不尽相

同$分类依据'概念和详细程度都存在差别$使得各

类自然资源分类相互交叉和重叠$无法实现自然资

源的统一调查$从而无法支撑我国的自然资源管理

和国土空间规划工作( 为解决此问题$#)*! 年我国

正式组建了自然资源部$以履行统一调查和确权登

记职责$并明确了其管理自然要素包括土地'矿产'

水'湿地'森林'草原和海洋等( 但是依据自然资源

部的管理职能$直接或间接管理所涉及到的自然资

源包括哪些自然资源要素$仍然不够具体( 同时$

在已明确的自然资源类型中$依据现有定义和概

念$其内涵仍然存在相互交叉和重叠的问题(

另外$由于构建适用于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自

然资源分类体系是新一轮国家机构改革而引致出

来的新工作$当前$国内学术界研究还比较少( 虽

然有少量的学者研究了自然资源分类体系$但是大

部分观点均认为要进一步完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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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适应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需求"+ 9P#

( 尽管土地

资源是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基础和关键"+#

$但目前

自然资源的内涵已远超过土地资源系统的概念$仅

对土地利用分类体系进行完善是不足以支撑自然

资源管理需求的( 因此$亟须全面系统梳理自然资

源的内涵$进一步明确自然资源分类体系中存在的

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为此$本文在大量文献分析的

基础上$剖析了自然资源的基本内涵$界定了自然

资源的基本范畴$分析了现有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的

现状$识别了现有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的不足$并提

出了面向统一管理的自然资源系统分类建议$从而

为实现自然资源统一调查提供科学支撑(

*"自然资源基本内涵和基本范畴

?'?@自然资源内涵

自然资源的基本内涵是自然资源分类与调查

的前提( 自然资源内涵不同$其分类的对象和方法

也必然不同$其调查方式也必然存在差异( 目前$

对于自然资源的概念$有多种不同的认识( 一类是

广义的$认为只要能%或认为能&被人类利用的各种

成分均是自然资源"S#

$包括了全球范围内的一切自

然与环境要素) 另一类是狭义的$认为自然资源仅

是指天然界存在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资源或能

量"! 91#

(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既认为自然资

源是天然存在的$又承认自然资源也包括了人类活

动对其利用和改造的结果"*)#

( 由于当前自然资源

管理的对象既包括森林'草原'湿地和矿产等$同时

又包括了人类对自然资源改造的结果$如建设用地

等$因此$从自然资源管理视角分析$本文认为第三

种观点比较合适(

?'A@自然资源基本范畴

上述自然资源定义虽已明确了何为自然资源$

但是仍然不够具体$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经常会出现

理解不够深入和全面的问题( 因此$为了更加具体

地描述自然资源的内涵$有必要应用文献综述法$

综合各类自然资源定义和各分类体系中所明确列

举的自然资源类型%表 *&(

表 ?@现有各类自然资源分类

F*/E?@(8+'-+%, &1*''+#+&*-+.%'.#*11&*-",.$+"'.#%*-2$*1$"'.2$&"'

自然资源种类 参考文献

矿物'植物'动物'地形'水'空气'土壤和化石等 "*)#

土地'水'大气'岩石'矿物'生物及其群集的森林'草场'矿藏'陆地'海洋等$太阳能'气象'海洋

现象'水文地理现象$植物的光合作用'生物的食物链'微生物的腐蚀分解作用等$以及地热现

象'化石燃料'非金属矿物的生成作用等

"**#

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水利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等 "1#

化石燃料'金属矿物'风'潮汐'水流'风景'空间'一年生田间作物'森林等 "*##

土地资源'森林资源'作物资源'草场资源'动物资源'基因资源'非消耗性金属资源'化石燃料'

太阳能'潮汐能'原子能'风能'降水'大气'水和自然风光等
"*2#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动物和植物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年修订&

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生物资源'矿藏资源和旅游资源 "*+#

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气候资源和海洋资源等 "!#

""在 *1S) 年联合国出版的有关文献给出的定义

中$明确了自然资源包括矿物'植物'动物'地形'空

气'土壤和化石"!#

( *1S#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把

海洋资源作为了自然资源的一种类型$同时把植物

和动物资源归为生物资源$空气资源改称为气候资

源"*)#

( .辞海/

"1#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自然资源

定义基本一致$只是把水资源改称为水利资源( 此

外$.辞海/

"1#中强调$布局场所也属于自然资源$

但是其未举例说明何为布局场所( .英国大百科全

书/

"*##列举的自然资源更加宽泛! 不仅大气'岩石

是自然资源$其群集的陆地和海洋也是自然资源)

不仅地热现象是自然资源$植物的光合作用等也是

自然资源) 除此之外$山岭'荒地'滩涂'基因资源'

原子能'太阳能'潮汐能'自然风光'风景资源'旅游

资源也被认为是自然资源"*# 9*2$*R#

(

综合来看! 空气'大气'气象'风'降水等都可归

为气候资源) 地形'岩石'陆地'山岭'化石'海洋'海

岛'部分自然风光%风景&和空间可归为地形地貌资

源) 植物'动物'微生物'作物'基因资源'草原和森林

等可归为生物资源( 由此$再加上目前比较认可的

土地资源'矿产资源和水资源$现有自然资源主要类

型有气候资源'地形地貌资源'土壤资源'土地资源'

水资源'生物资源'矿产资源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如

原子能'无线电资源'卫星轨道频率资源等&(

0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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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现状和存在问题

A'?@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现状分析

目前$对于自然资源系统分类还未形成统一的

意见$学者根据不同角度'不同目标以及不同利用

部门有着不同的分类体系%表 #&(

表 A@现有典型的自然资源分类体系

F*/EA@(8+'-+%, -45+&*1%*-2$*1$"'.2$&"'

&1*''+#+&*-+.%'4'-"7'

分类依据 分类内容 参考文献

利用目的
农业资源'药物资源'能源资源和

旅游资源
"*P#

资源是否更新

和能量来源

分为不可更新资源'可更新资源和

其他( 不可更新资源又可细分为

利用后就变性或毁灭的资源和可

循环利用的资源) 可更新资源又

可依据能量的来源细分为直接太

阳能'间接太阳能和地热能

"*##

自然资源固有

属性%自然资源

的可耗竭性'可

更新性'可重复

性以及发生起

源等&

分为耗竭性资源和非耗竭性资源(

耗竭性资源根据是否可更新$又可

分为可更新资源和不可更新资源(

可更新资源可细分为土地资源'森

林资源'作物资源'草场资源'动物

资源和基因资源) 不可更新资源

可细分为可重复使用的资源和不

可重复使用的资源( 非耗竭性资

源可分为恒定性资源'亚恒定性资

源以及易误用'易污染的资源

"*S#

政府管理部门
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草

原资源'旅游资源等
"*!#

自然资源的空

间位置

陆地自然资源'海洋自然资源和太

空自然资源( 陆地自然资源可分

为土地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生

物资源和矿产资源) 海洋自然资

源可分为海洋生物资源'海洋水资

源'海洋气候资源'海洋矿产资源

和海底资源

"*1#

自然资源在地

球圈层的分布

矿产资源%地壳&'气候资源%大气

圈&'水利资源%水圈&'土地资源

%地表&'生物资源%生物圈&R 种资

源

"#)#

资源数量多寡'

是否有生命运

动以及资源的

物质形态

无限资源与有限资源$生物资源与

非生物资源$可流动资源与固定性

资源等

"#*#

自然资源特征

地壳%矿产资源'矿物燃料和地热

能&'地形资源'气候资源'水圈%地

下水'河流和湖水'冰川'全球海

洋&和生物圈%耕地'森林'草原'动

物等&

"###

A'A@自然资源分类体系存在问题

从自然资源管理角度分析$现有的自然资源分

类体系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偏重于学术分类( 现有的一些自然资源分

类体系主要是按照自然资源的相关属性%如是否可

更新'是否为耗竭性&对自然资源进行了分类( 从学

术角度上看$此类分类体系较为科学$避免了自然资

源的交叉重叠( 然而$此类分类体系一方面可能会

造成同一个管理类的自然资源被划分到不同的次级

类中$存在分类位置混乱的问题( 另一方面$某些自

然资源属性本身不能十分明确地被界定$从而造成

分类存在不确定性( 例如$水资源与可更新资源间

的关系$在资源属性的界定上尚混淆不清( 因此$从

我国自然资源管理角度分析$此类分类体系作用有限(

二是部分分类体系不健全( 对自然资源概念

没有全面和系统的界定$从而造成分类体系有遗漏

项或重复项( 例如$依据自然资源本身的固有属性

分类$在可更新资源中$未包括微生物资源) 在按

照圈层分类的自然资源分类体系中$未包括岩石资

源'土壤资源等(

三是缺少全面系统的列举( 目前的自然资源

分类体系多是按照一个原则或方法分为几大类$迄

今为止$未有一个更加详细的分类体系$无法全面

验证这些分类体系是否科学(

A'B@自然资源次级分类的问题

#'2'*"某些自然资源次级分类的对象不明确

目前$在国内分类研究中$由于生物分类'矿产

分类的对象是明确的个体$因此其分类在方法和理

论上也最为成熟"P#

( 但是$诸如气候'土地'湿地'

海洋乃至地形地貌等自然资源分类的个体还比较

模糊$其分类体系还不够明确( 首先$某些自然资

源具有尺度效应$分类尺度不同$分类对象也不同(

由于尺度的不同$人类认识的自然资源层次存在差

异$造成分类的对象也会发生变化( 例如$地形地

貌资源在全国尺度上可划分为东北平原'华北平

原'大兴安岭地区'南方丘陵区'黄土高原区'青藏

高原区等$而在省尺度上$以湖南省为例$又可分为

湘西北山原山地区'湘西山地区'湘南山丘区'湘东

山丘区'湘中丘陵区和湘北平原区( 再者$某些自

然资源本身就是一个自然地理综合体$具备整体

性'多功能性'区域性等自然属性$可能造成自然资

源分类对象的不明确$无法用目前单一的分类体系

0P*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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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准确分类"#2#

(

#'2'#"某些自然资源次级分类存在重叠或冲突

通过梳理和分析现有的土地"#+#

'森林 "#R#

'草

地"#P#

'湿地"#S#等自然资源的最新分类标准$发现有

以下重叠或冲突的地方%表 2&( 例如$在林地分类

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中存在以下重叠或冲突! 在

林地分类中存在宜林地的概念$可将草地'耕地等

土地利用类型划入宜林地$而在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中$则将城镇村庄内的森林划入公园与绿地$从而

造成分类上的重叠或冲突(

表 B@部分自然资源分类之间重叠或冲突

F*/EB@F*/1".#.0"$1*55+%, .$&.%#1+&-+%, 5*$-'.#'.7"%*-2$*1$"'.2$&"'

分类 林地分类 草地分类 湿地分类

土地利用

现状分类

在林地分类中$有宜林地) 在土地

利用现状分类中$将城镇村庄内的

森林划入公园与绿地

按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可把草地分为天然牧草地'

沼泽草地'人工牧草地) 而按气候和地貌分类可

把草地分为草原类'荒漠类'灌草丛'草甸类等 1

种( 草地分类中的草原荒漠类与土地利用现状分

类中的沙地有重叠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中未包括湿地

分类中的浅海水域'潮下水生层和

喀斯特溶洞湿地

林地分类 9

在林地分类中$灌丛覆盖度大于 2)h$为灌木林地)

而在草地分类中$灌丛覆盖度小于 +)h$为草地

红树林'森林沼泽'灌丛沼泽既属

于林地又属于湿地

草地分类 9 9

草本沼泽'灌丛沼泽既属于草地$

又属于湿地

""此外$在矿产资源分类中$包括了水气矿产$

如地下水'矿泉水'气体二氧化碳'气体硫化氢'氦

气和氡气$而这与水资源和气候资源的分类有一

定重叠( 例如$地下水'矿泉水属于水资源的一种

类型$而二氧化碳'硫化氢'氦气等气体也可归为

气候资源中的大气资源( 再如$水资源分类中把

降水作为水资源的一种类型$而同时$降水也可归

为气候资源(

2"推动面向统一管理的自然资源系统

分类方案研究的完善建议

""自然资源系统分类是自然资源统一调查'自然

资源确权登记和自然资源用途管制与修复的最基

本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从自然资源部组建以来$已

有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自然资源分类方案$为我

国构建自然资源分类体系提供了参考$但是现有研

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为推动面向统一管理的自

然资源分类体系构建$提出如下建议(

B'?@建立全覆盖的自然资源分类体系

按照中央有关机构改革方案$自然资源部直接

明确需要管理的自然资源要素有土地'地质矿产'

森林'草原'湿地'水'海洋等( 自然资源部负责管

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而其管理职责涉及到的自然

资源要素还包括野生动植物( 除此之外$自然资源

管理还间接涉及到其他自然资源要素$例如! 水资

源的调查涉及气候资源的降水和蒸发量) 草地资

源的调查涉及气候资源和地形地貌资源) 耕地'森

林'草地和湿地等资源的调查涉及到土壤资源) 海

洋资源的调查涉及到海洋矿物'海水化学'海洋生

物等( 综上分析$自然资源管理所涉及到自然资源

类型不仅包括土地'地质矿产'森林'草原'湿地'

水'海洋$而且还包括野生动植物'气候资源'土壤

资源'地形地貌资源等( 这些自然资源要素均应纳

入自然资源分类体系中(

B'A@加强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理论研究

之前$学者对于自然资源主要是分门别类地开

展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均形成了各自的研究方

法( 由于自然资源的空间广域性和其组成要素的

复杂性$在分门别类的研究中尽管有些学科已经达

到定量或半定量化的研究水平$但是仍不能完整地

认识自然资源( 为了实现各类自然资源的统一调

查$建议自然资源分类体系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

从自然资源发生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按照系统理论

的要求$统筹考虑各类自然资源的特点与差异性$

尽可能消除各类自然资源分类中出现的重叠和冲

突现象(

B'B@建立面向三维立体调查下的自然资源分类层级

面向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国家重大需求$为满

足自然资源三维立体调查的需求$亟待在分类标准

统一清晰'不同分类有机结合'新旧分类有机衔接

等原则下$建立综合陆地'海洋'气候等自然资源的

分类体系$建议自然资源分类体系可依据地球圈层

结构进行分类$并在一级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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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二级及其以下自然资源的分类体系$从而为我国

构建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彻底解决各类自然资

源调查数出多门的问题'全面查清各类自然资源的

分布状况提供支撑$为形成一套全面'完善'权威的

自然资源管理基础数据奠定基础(

+"结论

%*&现有自然资源系统分类主要存在偏重学术

分类'部分分类体系不健全'缺少全面系统的列举 2

个方面的问题(

%#&针对现有自然资源分类$提出 2 条建议!

一是建立全覆盖的自然资源分类体系) 二是加强

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理论研究) 三是建立面向三维

立体调查下的自然资源分类层级(

%2&由于自然资源分类的复杂性和综合性$下

一步应组建一支综合国土'海洋'植物'动物'土壤'

地质'矿产'水利等学科的分类学专家$构建一套服

务于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自然资源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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