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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合理地划分自然资源类型是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基础ꎬ也是开展自然资源统一调查监测工作的前提ꎮ 在分析

研究国内外自然资源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ꎬ系统梳理已有自然资源分类体系ꎬ通过研究认为ꎬ围绕自然资源的属性、分布、用
途等特征进行的分类依然是国际上采用的主流分类方式ꎬ自然资源分类与资源管理联系越发紧密ꎬ服务实践管理的分类是目

前各国较实用的分类形式ꎬ中国自然资源分类正在向理论与实践、学理与管理相结合的统一分类发展ꎮ 面对中国当前及未来

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新需求ꎬ以地球系统科学为理论指导ꎬ探索性地提出自然资源统一分类的原则与思路ꎬ初步建立了 ８ 个

一级类和 ３４ 个二级类的自然资源分类系统ꎬ以期为中国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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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ꎬ中国土地、水、森林、草原等自然资

源分属不同部门管理ꎬ存在概念不统一、内容有交

叉、指标相矛盾等问题ꎬ造成在实际管理工作中存

在无法协调或难以解释等现实问题ꎬ既不能有效服

务于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科学有效保护ꎬ也
难以满足推进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迫切要求ꎮ
２０１８ 年ꎬ根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

总体部署ꎬ新组建自然资源部ꎬ并代表国家履行“两
统一”职责(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

者职责ꎬ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

护修复职责)ꎮ 这是中国自然资源管理制度的重大

改革ꎬ将重塑自然资源管理的新格局ꎬ科学还原自

然资源的系统整体性ꎮ 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是此项

改革的重要内容ꎬ也是关系改革成败的关键ꎮ 显

然ꎬ实现自然资源统一管理需要开展统一调查监测

评价等工作ꎬ而重构自然资源分类系统又是自然资

源统一调查监测的基础和前提ꎮ
在自然资源分类研究方面ꎬ不同学者根据自然

资源的发生(形成)过程和因素、资源特征属性、实
践管理需求等进行了各种分类研究ꎮ 封志明等 １ 、
王晓青等 ２ 、蔚东英等 ３ 详细综述了国内外自然资

源分类研究现状ꎻ张凤荣 ４ 、陈国光等 ５ 、沈镭 ６ 等

诸多学者面向自然资源统一管理需求 ７－１１ ꎬ研究提

出了不同自然资源分类系统及分类方案建议ꎻ陈
长成等  １２ 、陈惠明等  １３ 、付宇佳等  １４ 开展了面向

国土空间规划的自然资源分类研究ꎬ上述研究极

大促进了自然资源分类体系发展ꎬ为中国自然资

源统一管理提供了重要参考ꎮ ２０２０ 年ꎬ笔者团

队  １５ 提出基于学理与法理和管理相结合的自然资

源分类方法ꎬ划分出 １０ 个自然资源一级类和 ３４ 个

二级类ꎮ 最近ꎬ笔者结合自然资源综合调查探索

实践和国内外自然资源分类体系研究进展ꎬ对自

然资源的概念内涵、已有分类体系等进一步研究ꎬ
调整优化了之前的分类方案ꎬ并面向中国当前及

未来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新需求ꎬ提出了新的自

然资源统一分类的原则与思路ꎬ建立了自然资源

统一的分级分类系统ꎬ以期为中国自然资源统一

管理提供参考ꎮ

１　 自然资源的概念与内涵

自然资源是一个庞大的集合名词ꎬ涉及的内涵

较广ꎮ 国内外有关自然资源的概念与定义不下十

余种 １６ ꎬ搜集整理自然资源的典型概念与定义如表

１ 所示ꎮ 其中较早提出自然资源较完备概念的是地

理学家金梅曼(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ꎬ他于 １９５１ 年在«世
界资源与产业»  １７ 一书中给出自然资源的定义ꎬ而
获得较高认可的是 １９７２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ＵＮＥＰ)给出的定义ꎬ中国学者亦从不同维度研究

提出了众多自然资源的概念与定义ꎮ
综合分析发现ꎬ自然资源具有广义与狭义之

分ꎬ其中广义的自然资源包括宇宙空间内所有可为

人类利用的自然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物质、能量及

空间环境条件)  １８ ꎻ而狭义的自然资源通常指看得

见、摸得着ꎬ可以实施调查、监测和控制的自然资源

实体ꎬ通常为法律中规定的或授权相关部门管理的

特定资源 ８ ꎮ 自然资源的内涵随时代而变化ꎬ伴随

人类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而扩展ꎬ自然资源概

念的内涵与外延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ꎮ
尽管国内外对自然资源的概念与定义不尽相

同ꎬ但是究其实质仍存在 ３ 点共性特征:一是天然存

在或自然生成ꎻ二是有利用价值(包括经济、生态、
美学等价值)ꎻ三是为自然环境因素ꎮ 因此ꎬ笔者认

为自然资源指在一定时间和条件下ꎬ天然存在或自

然生成、有利用价值ꎬ可提高人类当前或未来福利

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和ꎮ

２　 自然资源分类现状及启示

２.１　 分类现状

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自然资源分类发现ꎬ由于

学科分化和管理分工ꎬ存在多种自然资源分类ꎬ并
各成体系ꎮ 总体而言ꎬ可归纳为基于学理基础、法
理基础和管理实践的三大分类体系(表 ２)ꎮ

自然资源学理分类是根据自然资源的发生(形
成)过程、属性用途、特征性质(再生性、耗竭性、更
新性等)等进行多级综合分类ꎮ 它是较广泛使用的

一种分类ꎬ但是目前也未有一致公认的统一分类ꎬ
多由专家学者或科学组织按照特定的学科需求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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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国内外有关自然资源的概念与定义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序号 来源 概念与定义

１ «世界资源与产业»  １７ 自然环境或其某些部分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ꎬ就是自然资源

２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在一定时间和一定条件下ꎬ能够产生经济效益ꎬ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因素和条件

３ «不列颠百科全书»
人类可以利用的自然生成物ꎬ以及形成这些成分的环境功能ꎮ 前者包括土地、水、大气、岩石、矿物

及其群聚体森林、草地、矿产和海洋等ꎬ后者指太阳能、生态系统的环境机能、地球物理化学的循环

机能等

４ «牛津词典»
没有人类任何行动就存在的资源ꎬ其具有商业和工业用途、美学价值、科学兴趣和文化价值ꎬ如地球

上的阳光、大气、水、土地、动植物等

５ «辞海»
天然存在的自然物ꎬ不包括人类加工制造的原料ꎬ是生产的原料来源和布局场所ꎬ如土地资源、水利

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等

６
«自然资源研究的理论和

方法»  １８ 

存在于自然界中能被人类利用或在一定技术、经济和社会条件下能被用作生产、生活的物质、能量

的来源ꎬ或在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研究条件下ꎬ为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要而被利用的自然物质

和能量

７ «资源科学论纲»  １９ 
一定社会经济技术条件下ꎬ能够产生生态价值或经济效益ꎬ以提高人类当前或可预见未来生存质量

的自然物质和自然能量的总和

８
«中 国 资 源 科 学 百 科 全

书»  ２０ 
人类可以利用的、自然生成的物质与能量

９ «自然资源学原理»  ２１ 人类能够从自然界获取以满足其需要与欲望的任何天然生成物及作用于其上的人类活动结果

１０ «自然资源学基本原理»  ２２ 
指存在于自然界中ꎬ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ꎬ能被人类通过一定的技术获取的以满足其生产、
生活需要的所有天然生成物ꎬ以及作用于其上的人类劳动结果

１１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辅导读本

天然存在、有使用价值ꎬ可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和

分类标准予以界定ꎬ形成一系列相互交叉ꎬ但又不

尽相同的学理性分类ꎮ
自然资源法理分类是基于学理上的自然资源

基本内涵和社会管理的具体需求而形成的一种规

则化界定ꎬ其核心是实现法对自然资源的界定ꎮ 这

种分类构成了自然资源行政执法和自然资源司法

的基本依据或重要参考 ３５ ꎬ法理分类是为了更好地

管理自然资源ꎮ 当前ꎬ中国自然资源单行法较多ꎬ
如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
湿地保护法等ꎬ分别对各种单类型自然资源进行了

规定ꎬ然而目前还没有综合性的自然资源基本法ꎬ
也还没形成权威统一的自然资源法理分类ꎮ

自然资源管理分类是按照管理部门职责规定ꎬ
从管理需求的角度对自然资源进行分类ꎮ 由于自

然资源本身类型丰富多样ꎬ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

同的资源禀赋ꎬ各国根据实际国情状况ꎬ从管理实

践需要的角度ꎬ提出了不同自然资源分类系统ꎮ
总体而言ꎬ学理分类更注重系统性ꎬ法理和管

理分类更注重实际需要ꎮ 学理分类多数采用分级

分类的方法ꎬ具有较强的理论性ꎬ分类分级过细过

多ꎬ与管理实践衔接不足ꎬ不便于实际管理ꎻ而基于

法理和管理基础的分类多出于管理需要ꎬ采取列举

方法ꎬ有利于管理便利ꎬ但系统性不强ꎬ且难以穷

尽ꎬ容易造成分类系统交叉和遗漏现象ꎻ特别是管

理分类ꎬ由于各部门的管理需求不同ꎬ其分类标准

和定义也不统一ꎬ导致据此获取的统计数据相互之

间缺乏可比性ꎮ
２.２　 经验启示

中国基本形成自然资源统一管理制度ꎬ自然资

源统一调查监测正在积极探索实践ꎮ 世界各国之

间虽然资源禀赋具有差异性ꎬ且管理体制各异ꎬ很
难实现自然资源分类标准的完全统一ꎬ但是以往国

内外自然资源分类的方式方法等值得参考借鉴ꎮ
(１)围绕自然资源的属性、分布、用途等进行的

分类依然是国际上采用的主流分类方式ꎮ 国外自

然资源分类方式不断由单一分类向多级分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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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国内外自然资源分类现状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序号 类型 来源 分类方案

１

２

３

４

５

学

理

分

类

«中国资源科学百科 全

书»  ２０ 

分为陆地自然资源系列、海洋自然资源系列和太空(宇宙)自然资源系列 ３ 个一级类ꎬ陆地

自然资源系列分为土地、水、矿产、生物和气候资源 ５ 个二级类ꎬ海洋自然资源系列分为海

洋生物、海水(或海水化学)、海洋气候、海洋矿产和海底资源 ５ 个二级类ꎬ二级类型又细分

为若干三级类ꎬ如土地资源分为耕地、草地、林地、荒地资源等

«中国自然资源手册»  ２３ 按列举法分为土地、森林、草地、水、气候、矿产、海洋、能源和其他资源 ９ 类

Ｓｈｅｐｈｅｒｄ 等 ２４ 
分为生物、土壤、淡水、土地、大气、海洋和碳(包括净初级生产力、土壤有机碳、海洋碳)资
源 ７ 类

Ｌｅａｃｈ 等 ２５ 

分为非生物和生物资源 ２ 个一级类ꎬ非生物资源又分为功能性、不可再生性和物质性 ３ 个

二级类ꎬ生物资源分为生物多样性 １ 个二级类ꎬ二级类分为大气、水、能源、矿产、土壤和沉

积物、陆地地貌、海洋地貌、栖息地、遗传资源以及植物、动物、真菌和藻类物种 ９ 个三级

类ꎬ三级类细分为 ３７ 个四级类ꎬ如水资源分为地表水、地下水、海洋水、冰川和土壤水 ５ 个

四级类

Ｆｅｎｎｅｍａｎ ２６ 

分为耗竭性和非耗竭性资源ꎬ其中耗竭性资源又分为永远存在但数量有限(如土壤、水)和
数量有限且会随着使用而消失的资源(如矿产)ꎬ非耗竭性资源包括极丰富的资源(如阳

光)和自我更新且不会枯竭的资源(如森林)

６

７

８

９

１０

法

理

分

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 ７ 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 ８ 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野生动植物、无线电频谱 １０ 类

«俄罗斯联邦宪法»  ２ 土地、森林、矿藏、水资源、自然保护区、历史文化古迹等

«美国联邦法典»  ２７ 土地、鱼、野生生物、生物群、空气、水、地下水、饮用水供应及其他这类资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管

理

分

类

中国 ２８ 

自然资源部管理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水、湿地、海域海岛和阳光、空气、风等其他自然资

源ꎬ农业农村部管理水生野生动植物等农业资源ꎬ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理无线电频谱资源ꎬ
国家能源局管理能源资源ꎬ气象局管理气候资源ꎬ民用航空局管理空域资源等

美国 ２９ 
内政部管理土地、矿产、海上能源、海洋、国家公园、草原、湿地、极地苔藓、鱼类、野生动物

等自然资源

俄罗斯 ３０ 

自然资源与生态部管理矿产、油气、水、森林、林用地、动物及其生存环境、水文气象等自然

资源ꎬ能源部管理能源资源ꎬ农业部管理农用地、渔业、畜牧业等农业资源ꎬ经济发展部管

理土地资源ꎬ建设与住房公共事务部管理建设用地

加拿大 ３１ 
自然资源部负责管理土地、能源、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ꎬ环境部管理水、空气、土壤等自然

资源质量

德国 ３２ 

联邦经济合作与开发部管理矿产、地下水、海洋等自然资源ꎬ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

部从环境的角度参与管理水域、海洋、矿产能源等资源ꎬ经济和技术部管理能源资源ꎬ州地

矿、土地管理部门分别负责各州的矿产、土地等自然资源具体管理

瑞典 ３３ 
企业与创新部管理土地、矿产、水、森林等自然资源ꎬ环境与能源部管理环境与气候、能源、
海洋、生物多样性等

日本 ３４ 
国土交通省管理土地、水和海洋资源ꎬ经济产业省管理矿产、能源和核能资源ꎬ农林水产省

管理农地、林草、水产资源ꎬ环境省管理动植物资源和自然公园等环境资源

和演化ꎬ当前国际上以多级划分为主ꎬ并在不同层

级分类中综合考虑自然资源的多维特征ꎮ 这方面

的典型代表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三级自然资源

分类ꎬ其中通过属性特征进行一级“原则性分类”ꎬ

通过用途特征进行二级“注释性分类”ꎬ通过分布特

征进行三级“地理分类”  ３ ꎮ
(２)各国自然资源分类与资源管理联系越发紧

密ꎬ服务实践管理的分类是目前各国较实用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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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ꎬ并在实践管理中不断发展和完善ꎮ 如美国、
俄罗斯、加拿大等资源大国ꎬ对各类自然资源实行

综合分类管理ꎬ从而有效服务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

用与科学保护ꎻ德国、加拿大等充分考虑资源国情ꎬ
将本国的矿产、森林等优势特色资源单独划分为一

级资源类型ꎻ日本作为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ꎬ其资

源分类及管理更精细化ꎮ
(３)中国提出过多种自然资源分类方法和具体

划分方案ꎬ并由单一分类向理论与实践、学理与管

理相结合的统一分类发展ꎮ 长期以来中国相关法

律和管理部门从实际需求出发ꎬ提出了多种自然资

源分类方案ꎬ并按不同分类标准积累了大量的统计

数据ꎬ但面对新时期自然资源统一管理需求ꎬ构建

既科学合理又简洁实用的统一分类是当前与未来

一定时期的重要任务ꎮ

３　 面向未来的自然资源统一分类建议

３.１　 统一分类需求

由于自然资源类型复杂多样ꎬ加之长期分属不

同部门管理ꎬ中国自然资源分类存在体系繁多、标
准不统一、交叉重叠等问题ꎮ 自然资源部的成立标

志着中国自然资源管理逐步向统一化、
综合化、系统化方向迈进ꎬ原分类体系

已不能适应和满足当前及未来自然资

源管理的现实需求ꎮ 科学研究自然资

源分类体系ꎬ探索建立自然资源统一分

类标准ꎬ既是服务自然资源统一管理、
实现国家资源现代化治理的迫切任务ꎬ
也是促进自然资源科学发展、完善自然

资源学科体系的强烈需求ꎮ
３.２　 统一分类原则

(１ ) 以地球系统科学为理论指

导 ３６ ꎬ遵循地球大气圈、水圈、生物圈、
岩石圈等多圈层自然资源时空演替规

律和系统逻辑关系ꎬ对自然资源分层分

类ꎬ形成科学合理的自然资源统一分类

系统ꎮ
(２)将学理分类的系统性ꎬ法理分

类的规范性ꎬ以及管理分类的实用性等

特点相结合ꎬ形成内容完整、不重不漏、
易于管理的自然资源统一分类系统ꎮ

图 １　 面向未来的自然资源统一分类系统构想

Ｆｉｇ. １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３)按照科学、简明、可操作的要求ꎬ充分借鉴

已有分类标准规范ꎬ确保与国家法律法规相衔接ꎬ
又要体现生态文明建设及自然资源管理的新需求ꎬ
形成具有创新性、继承性的自然资源统一分类系统ꎮ
３.３　 统一分类建议

按照上述分类原则ꎬ采用分级分类体系ꎬ提出

面向中国当前及未来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分类系

统建议ꎬ将地球陆域与海域、地上与地下的各类自

然资源统一划分为 ８ 个一级类、３４ 个二级类(图 １ꎻ
表 ３)ꎮ

(１)近空资源:指平流层以上至电离层顶部(约
１０００ ｋｍ)空间范围内的物质、能量和空间的总和ꎬ
主要包括电离层、无线电频谱、空域轨道等资源ꎮ

(２)气候资源:指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ꎬ能
为人类生活和生产利用的光能、热能、风能、大气等

物质和能量ꎮ
(３)水资源:指可利用或可能被利用、具有一定

数量和可用质量、可供生产生活用水与生态耗水需

求的水的总和ꎬ包括大气水、地表水、地下水和海洋

水ꎮ 随着海水淡化技术的日趋成熟ꎬ海水逐渐被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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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面向未来的自然资源统一分类系统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序号 一级类型 二级类型 实例

１

２

３

近空资源

电离层

无线电频谱

空域轨道资源

４

５

６

７

气候资源

光能 太阳光

热能 温度

风能 风

大气 氧气

８

９

１０

１１

水资源

大气水

地表水 河流、湖泊、水库、冰川等

地下水 孔隙水、裂隙水、岩溶水等

海洋水

１２

１３

１４

生物资源

动物 哺乳动物、鸟类、爬行类动物、两栖动物、昆虫类等

植物 被子植物、裸子植物、藻类植物等

微生物 细菌、放线菌、酵母菌等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土地资源

耕地 水田、水浇地、旱地

建设用地 居住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等

林地 乔木林地、竹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

草地 天然牧草地、人工牧草地、其他草地

湿地 森林沼泽、灌丛沼泽、沼泽草地、其他沼泽地、沿海滩涂、内陆滩涂、红树林地

园地 果园、茶园、橡胶园、其他园地

自然保护地 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

其他土地 空闲地、盐碱地、沙地、裸土地等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矿产资源

能源矿产 煤炭、石油、天然气、铀、天然气水合物等

金属矿产 铜矿、铅矿、锌矿等

非金属矿产 金刚石、石墨、磷、海砂等

水气矿产 矿泉水、二氧化碳气、氦气、氡气等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海洋资源

海底矿产

海洋生物

海洋能 潮汐能、潮(洋)流能、波浪能、盐差能、温差能等

海洋空间 海域、海岛、海岸线等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地下空间资源

城市地下空间 城市地下交通运输通道、城市地下管线廊道等

采矿地下空间 矿洞、盐穴等

天然洞穴 溶洞、岩洞等

其他可利用地下空间

源化ꎬ已成为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另外ꎬ海洋

水也是全球水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其中在全球水

循环过程中海洋年降水量和海洋水年蒸发量分别

占年均总量的 ７６.６％ 和 ８５.７％  ３７ ꎬ故将海洋水纳入

水资源ꎮ
(４)生物资源:指生物圈中对人类具有实际或

潜在价值与用途的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及其组成的

生物群落的总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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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土地资源:指目前或可预见到的将来ꎬ可供

农林牧业、城镇建设、自然生态保护或其他各业利

用的土地ꎮ 土壤作为土地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ꎬ是
耕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的重要基础物质ꎬ为了分

类简洁明了ꎬ暂不将其单独分类ꎬ而是作为土地资

源的物质属性ꎮ 同时ꎬ为适应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要

求ꎬ将作为生态建设重要载体的自然保护地加入土

地资源分类中ꎮ 自然保护地是对重要的自然生态

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及其所承载的自然资源、
生态功能实施长期保护的陆域或海域ꎬ包括国家公

园、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ꎮ
(６)矿产资源:指由地质作用形成ꎬ具有利用价

值ꎬ呈固态、液态、气态的自然资源ꎮ 依据«矿产资

源法实施细则»ꎬ矿产资源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

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ꎮ
(７)海洋资源:指海洋中能供人类利用的天然

物质、能量和空间的总和ꎬ包括海底矿产、海洋生

物、海洋能、海洋空间ꎬ海域、海岛、海岸线均为一定

区域范围内包含的物质、能量和空间ꎬ因此将其归

入海洋空间ꎮ
(８)地下空间资源:指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

下ꎬ目前或将来可供利用的地表以下自然形成或人

工开发的空间ꎮ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土地资

源日益稀缺ꎬ地下空间逐渐成为城镇发展的重要资

源ꎬ例如在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向地下要发展空间

的需求日益迫切ꎬ这就需要与时俱进将其纳入自然

资源分类体系ꎬ以便进行统一管理ꎮ

４　 结　 语

自然资源分类研究的历史表明ꎬ对自然资源给

出一个严密且得到广泛共识的分类系统十分困难ꎮ
这不仅是因为不同学者对自然资源的概念、内涵及

其分类有不同的理解ꎬ更重要的是ꎬ自然资源分类

系统涉及地球多圈层自然环境的全部可能资源ꎬ涵
盖陆域与海域、地上与地下ꎬ牵涉到自然资源的属

性、国家管理体系、社会发展阶段及科技发展水平ꎬ
既是自然科学问题也是社会科学问题ꎬ是一个复杂

的分类系统ꎮ 科学合理的分类系统应该同时具有

详尽的穷举性和理想的互斥性ꎬ意味着分类必须类

型不重叠、空间不交叉ꎬ但是由于自然生态系统中

的相互关系ꎬ不可避免地存在固有联系ꎬ这些联系

又很难分开ꎬ如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的

“皮”(林地、草地、湿地等土地资源)和“毛”(植物、
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资源)ꎮ 特别是通过叠加管理

层后划分出的自然资源类型ꎬ不可避免地存在空间

上的交叉(如自然保护地与森林、草原、湿地等)ꎬ说
明在集体穷举的同时难以实现互斥ꎮ 对于这种在

空间范围上重叠ꎬ具有包含关系ꎬ而为了管理又划

分出的分属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ꎬ可对其同一对象

添加不同类型属性加以区别ꎬ以满足统一管理的

需要ꎮ
本文在研究国内外有关自然资源的概念与内

涵的基础上ꎬ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已有的自然资源分

类体系ꎬ并总结经验与启示ꎮ 面对中国当前及未来

自然资源统一管理的新需求ꎬ初步建立了 ８ 个一级

类和 ３４ 个二级类的自然资源分类系统ꎬ以期为中国

自然资源统一管理提供参考ꎮ 自然资源分类涉及

学科门类众多ꎬ由于受专业领域所限ꎬ本文提出的

分类系统建议可能还存在问题有待修正ꎬ后续将通

过实践不断优化完善ꎮ
致谢:成文过程中得到中国地质调查局吴爱民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ꎬ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郝爱兵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任金卫研究员、周平正高级工程

师等专家的宝贵意见ꎬ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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