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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科体系建设是当前土地科学领域的热点话题,土地科学学科体系建设应当以土地概念为

基石和核心。土地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是自然—人文综合体,综合体是土地概念的

科学内核。土地科学是以土地综合体为研究对象,其学科独特性在于将土地作为综合体进行研究,关注

土地构成因素的相互作用及综合表现。土地综合体研究服务于人类认识、利用和改造土地综合体的实践

活动,包括基础性、应用性和工程性三个层次,土地科学学科体系据此可构建为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

和工程性研究三大模块。根据研究土地综合体的视角、方法或内容不同,土地科学一级学科三大模块之

下可进一步分为六大二级学科(包括土地资源、土地利用、土地经营、土地管理、土地整治和土地保护)、三
十多个三级学科和百余个研究方向。土地科学的各个二级和三级学科都能够在土地综合体研究中找到

恰当的定位。
[关键词]土地科学;土地综合体;学科体系建设;学科研究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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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domainoflandscience,theconstructionofadisciplinesystemisanimportant



issuefrom1980s,andhasbeenahottopicinrecentyears.However,theconstructionofland
sciencedisciplinesystemisstillimmatureandimperfect,forwhichthedeviationfromtheconcept
oflandisanimportantreason.Theconstructionoflandsciencedisciplinesystemshouldalways
taketheconceptoflandasfoundationandcore.

Landisaproductofthecombinedactionofnaturalfactorsandhumanfactors,aresultofthe
combinedactionofnaturalmovementandhumanactivities,andsoisanaturalandhuman
complex.Complexisthescientifickerneloftheconceptofland,andlandsciencetakesland
complexasaresearchobject.Thedisciplineuniquenessoflandscienceliesinresearchinglandas
acomplexandfocusingonfactorsinteractionandcomprehensiveperformance(especiallyatsmall
andmediumscales).Fromthis,landsciencefacesuniqueproblems,andproducesdistinctive
theoriesandmethods,andsoitcanformarelativelyindependentknowledgesystem.

Theresearchonlandcomplexhasthreelevels,includingthebasiclevel,theappliedlevel
andtheengineeringlevel,servingrespectivelythehumanpracticesofcognizinglandcomplex,

utilizinglandcomplexandmodifyinglandcomplex.Accordingly,thedisciplinesystemofland
sciencecanbebuiltonthreemodules:thebasicresearchmodule,theappliedresearchmoduleand
theengineeringresearchmodule,whicharerespectivelythefoundationpart,themainbodyand
thesupportpartoflandscience.Accordingtodifferentresearchperspectives,methodsand
contentsonlandcomplex,thethreemodulesoflandscienceasafirstleveldisciplinecanbe
furtherdividedintosixsecondarydisciplines,morethan30tertiarydisciplinesandmorethana
hundredofresearchdirections.

Intheresearchonlandcomplex,allthesecondaryandtertiarydisciplinesoflandsciencecan
begivenproperposition.Amongthem,thebasicresearchmodulehastwosecondarydisciplines:

landresourceandlandutilization,whichrespectivelyresearchesthenaturalattributesofland
complex(landnaturalcomplex)andresearchesthehumanattributesoflandcomplex (land
humancomplex),both using methodsincluding survey,categorization,regionalization,

evaluation,historyandothers.Theappliedresearchmodulehastwosecondarydisciplines:land
managementandlandadministration,whichrespectivelyresearchestheproductionandoperation
activities(pursuingmarketvalues)ofmarketbodiesusinglandcomplexandresearchespublic
administrationactivities(pursingpublicvalue)ofpublicorganizationtotheutilizationofland
complex.Thelandengineeringresearchmodulehastwosecondarydisciplines:landreclamation
andlandprotectiondisciplines,whichrespectivelyresearcheslandreclamationprojectsonland
complexofunused,difficulttouseorinefficientuse,andresearcheslandconservationprojectson
landcomplexofpotentialandconcretedegradation,damageorcontamination.

Landscienceisacomprehensivediscipline,whichatthesametimehastheattributesof
naturalscience,socialscienceandengineeringscience.Asthemainattribute,socialscienceisthe
mainacademicpositionandthemostpromisingdevelopmentfieldforlandscience.Landscienceis
alsoagrowingdisciplineinChinaanditisfacedwithurgenttaskssuchasexpandingacademic
community,enhancingdisciplinecohesion,andimprovingdisciplinerecognition,andinternational
promotion.
Keywords:landscience;landcomplex;constructionofdisciplinesystem;orientationofdisciplin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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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科体系建设一直是土地科学领域的重要话题。尽管已经有了许多研

究成果[1],但土地科学的学科体系建设仍然不够成熟和完善,严重影响了土地科学的学科发展和学

术研究。2014年以来,由于中国土地学会的积极推动、《中国土地科学》期刊的有力支持以及众多

土地科学学者的热情参与,土地科学的学科体系建设迎来了一个新的研究高潮,并取得了新的研究

进展[2]。然而,学科体系建设对土地科学而言仍然是进行时,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土地概念对土地科学而言至关重要,关系着土地科学的研究范围、研究内容和发展方向[35]。

土地科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必须以土地概念为基石和核心。是否以土地概念为基石和核心形成一个

有机的学科体系,是判断土地科学学科体系建设是否成熟和成功的基本标准。然而,遗憾的是,当
前土地科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未能达到这一标准要求。达成这一标准是未来土地科学学科体系建

设研究所须承担和实现的光荣使命,本文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一种积极尝试。

二、土地的综合体概念及其科学内涵

(一)土地的综合体概念

在长期的实践经验和学术研究积累中,尽管具体看法各异、关注重点不同、强调因素有别,但关

于土地概念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基本共识,亦即土地是由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综合体①。可以

说,综合体是土地概念的科学内核。
土地综合体是由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所构成的,然而,土地综合体究竟包含哪些因素却并未形

成一致观点。早期主要强调土地综合体是由自然因素所构成,土地最初是自然的产物以及未受人

类影响的土地的客观存在,是这一观点的坚实支撑。然而,后来的学者更倾向于认为土地既包含自

然因素,也包含人文因素,是由土壤、地貌、地质、气候、水文、生物等自然因素和经济、社会、文化、管
理、法律、政策、行政等人文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是自然运动和人类活动综合作用的结果,是自

然—人文综合体②,其现实依据是世界已进入人类世(或称人类纪)[67],当今绝大部分土地都受到

了人类活动的影响和改造。应该说,后一种观点更具有合理性,前一种观点可以看作后一种观点的

特例(人类活动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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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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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综合体观点常见于土地概念的专门研究中,也普遍见于土地科学的一般性研究和土地类型、土地资源等专题性研

究中。具体来说,土地概念专门研究中的土地综合体观点可参见:聂剑玉《关于土地概念与特征问题的探讨》,载《天津师

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1年第1期,第54 58页;姜爱林《论土地的概念与特征》,载《国土资源科技管理》2000年第3
期,第10 15页;段正梁《关于土地科学中土地概念的一些思考》,载《中国土地科学》2000年第4期,第18 21页;等等。
土地科学一般性研究中的土地综合体观点可参见:景贵和《土地科学的几个理论问题》,载《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1981年

第2期,第6 11页;吴纯渊《土地科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载《新疆教育学院学报(理科版)》1990年第2期,第35 39
页;林培《试论土地科学的形成、现状、体系及其发展》,载《中国土地科学》1994年第4期,第16 19页;叶剑平《土地科学

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土地类型专题性研究中的土地综合体观点可参见地理学研究的相关

文献,如赵松乔《近三十年来我国综合自然地理学的进展》,载《地理学报》1979年第3期,第187 199页;倪绍祥《土地类

型与土地评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王向东、刘卫东《中国土地类型研究的回顾和展望》,载《资源科学》2014
年第8期,第1543 1553页;等等。土地资源专题性研究中的土地综合体观点可参见王秋兵主编《土地资源学》,(北京)中
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梁学庆、杨凤海、刘卫东《土地资源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刘卫东、谭永忠、彭俊等《土
地资源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
常见的自然经济综合体、生态经济综合体、自然历史综合体等概念可看作是其不同形式的变体。



(二)土地综合体概念的科学内涵

作为综合体,综合性是土地的首要特征,而物质性、空间性、动态性、结构性、层次性、生产性、财
产性等是土地的其他基本特征。其中,综合性强调土地是由各类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物质性强

调土地是物质力(包括各类自然力和人力)作用下的物质体①,空间性则强调土地存在于一定地域

空间范围内,动态性强调土地在各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亦即自然力和人力的综合驱动下)随着时间

而动态变化,结构性强调土地各构成因素间的结构关系(包括数量结构和质量结构),层次性强调土

地各因素综合程度和综合尺度的等级性,生产性强调土地作为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具有生产力,财
产性强调土地综合体能够成为满足人类需求并被人类所控制和利用的财产。

土地综合体可以细分为不同的类别[8]。依据各因素综合的程度不同,土地综合体可分为土地自

然综合体(或称土地资源综合体)、土地人文综合体(或称土地利用综合体),前者关注土地的自然属

性,将土地作为自然因素的综合;后者关注土地的人文属性,强调土地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依据各因

素综合的时间特征,土地综合体可分为土地历史综合体、土地现状综合体、土地未来综合体,土地历史

综合体关注土地各因素综合的实际历史过程与规律,土地现状综合体关注土地各因素综合的现状结

果和效应,土地未来综合体关注土地各因素综合的未来情势(包含客观的趋势和主观的愿景)。
需要说明的是,土地综合体不是各种因素的简单相加(不能通过加总对各种因素的单独认知而

产生整体认知),也无法通过对土地综合体简单分解而得到各种因素(不能以对土地综合体的认知

代替对各种因素的认知)。需要指出的是,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在中小尺度最为频繁和强烈②,故
而土地综合体概念主要关注中小尺度,当然这并不否定各种因素在大中尺度也能够相互作用,并不

否定土地综合体概念对大中尺度的关注。

三、土地综合体的概念启示和研究层次

(一)土地综合体的概念启示

土地的综合体概念意义重大,能够给予我们许多理论启示,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阐明土地科学

的研究对象、土地科学的学科独特性、土地科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基本问题。
土地是土地科学的研究对象,这本应是毫无疑问的一个论断③,本应成为土地科学研究者的共

识。然而由于忽视了土地概念的综合体内核,土地科学研究中出现了把人地关系系统或土地利用

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的看法和主张[910]。实质上,作为综合体的土地本身必然是由各因素相互作用

而成的系统[5,11],这一系统有不同的层次、结构和组成,人地关系系统、土地利用系统等都只是对土

地综合体系统不同角度的解读[12]。将人地关系系统或土地利用系统等作为土地科学的研究对象,
表面看似乎比将土地作为研究对象更为深刻,但实际上却是狭隘化和片面化的,容易产生混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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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这也蕴含着对土地综合体各构成因素的理解应包括物质力和物质体两个方面的观点。
一些地理学者甚至把土地看作是自然区划的最小单元、基层单元。必须指出的是,此处的尺度不仅指空间尺度,也可指时

间尺度或时空尺度。
这一观点有广泛的学者认同基础,尤其是在早期。具体可参见申元村《土地科学研究内容的探讨》,载《自然资源》1982年

第3期,第71 76页;何永琪《土地科学的对象、性质、体系及其发展》,载《中国土地科学》1990年第2期,第1 4页;林增

杰、闫旭东《浅议土地科学》,见《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中国土地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庆祝学会成立十周年学术讨

论会论文集》,郑州,1990年;陈常优《土地科学的学科性质及体系》,载《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年第4期,第

49 52页;张毅《对土地科学研究对象的再探讨》,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4期,第609 613页;冯
广京《关于土地科学学科视角下“土地(系统)”定义的讨论》,载《中国土地科学》2015年第12期,第1 10页;等等。



而对土地科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土地科学的学科独特性也可以由土地的综合体概念得到有力证明。以土地,更确切地说是以

土地综合体为研究对象,正是土地科学的独特之处和理论价值所在。土地的性质取决于其全部构

成因素相互作用的综合特点,而不从属于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1314]。土地科学是把土地作为一个

综合体进行研究的[1516],由此,土地科学也就区别于任何一个研究其中单个或单类因素的学科,也
就具备了在学科丛林中存在和发展的独特价值。以土地综合体为研究对象,必然会关注独特的研

究问题、产生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必然会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并由此支持、保障和强化土

地科学的独特性和存在价值。与社会经济各行业复杂交错的关系[17]、学科嵌套工字型体系的构

建[18]、学科范式框架的出现和构建[19]、权籍或租价等核心理论的形成和确认[20]、耦合空间研究域

和发展时空锥模型的提出[21]等均是明证。

研究土地综合体的土地科学,不可避免地会在相关因素方面与其他学科存在交叉[22],并从这

些学科中吸取养分(如借鉴和应用其理论、方法与技术)。与土地科学存在交叉的学科具体包括地

理学、土壤学、地貌学、地质学、水文学、生物学、气候学、生态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农学、建筑

学、管理学等,涉及理、工、农、经、管、法等学科门类。这些学科都或多或少地也研究土地,但只研究

土地综合体的某一或某类构成因素、只关注土地综合体的某一或某几个侧面,并不能由此替代以土

地综合体为研究对象和关注各构成因素相互作用与综合表现的土地科学。需要说明的是,土地科

学也显著区别于地理科学,尽管与其他学科相比两者之间具有更多的相近性。地理科学(尤其是综

合地理学)也关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也强调综合性[2324],事实上土地综合体概念主要是在地理

学者的助推下建立起来的,但地理科学首要强调的是地域性,以地表地域系统为研究对象[2527];而
土地科学首要强调的是综合性,以土地综合系统为研究对象。在尺度上,地理科学主要关注大中尺

度(如全球、国家、区域和城市),而土地科学主要关注中小尺度(如区片、地段、地块、宗地)。

(二)土地综合体的研究层次

土地科学以土地综合体为研究对象,实质即土地综合体研究。根据人类与土地综合体的不同

关系,土地综合体研究可分为基础性、应用性、工程性三个层次,分别服务于人类对土地综合体的认

识、利用和改造等实践活动。其中,土地综合体基础性研究以认识土地综合体为基本使命,包括采

用不同的方法和面向不同的属性;土地综合体应用性研究以利用土地综合体为基本使命,涵盖围绕

土地利用展开的各种实践活动;土地综合体工程性研究以改造土地综合体为基本使命,服务于改造

土地综合体的工程实践。认识土地综合体的目的是为高效利用土地综合体提供科学的依据,改造

土地综合体的目的是为高效利用土地综合体提供优质的材料,因此,土地综合体三大部分研究之间

的关系是:基础性研究是根基,应用性研究是主体,工程性研究是支撑。
回顾过去可以发现,土地综合体三个层次的研究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入和实践经验的积

累而逐渐形成的,并在相关学科的支持下以及与相关学科的竞争中不断发展。实践活动中出现的

土地问题产生了土地综合体三个层次研究的现实需要,其中土地问题出现的根源在于伴随土地综

合性而来的实践复杂性(各种因素相交织)。实践经验的积累为形成三个层次的土地综合体研究提

供了充分的原料,同时也检验着研究的成效。相关学科着眼于土地综合体构成的相关因素,在自身

内生性研究的扩张中无意识地为土地综合体三个层次的研究添砖加瓦。土地综合体研究工作者则

在与相关学科学者的研究竞争中,着眼和着力于土地综合体构成因素的多元交互作用、土地综合体

系统的时空动态过程等相关学科薄弱地带,构建起屹立于学科丛林之中的土地综合体三层次研究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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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科学的学科体系框架搭建

基于上述对土地综合体概念和内涵的阐释,从三个层次的土地综合体研究出发,可以搭建起土

地科学的学科体系框架①。其中,土地科学定位为一级学科,由土地科学基础性研究、土地科学应

用性研究、土地科学工程性研究三大模块组成,分别服务于认识土地综合体、利用土地综合体和改

造土地综合体。三大模块各包含两个二级学科、若干三级学科以及若干研究方向,详见图1。

图1　土地科学的学科体系框架

认识土地综合体的土地科学基础性研究,包括土地资源和土地利用两个二级学科,核心课程

(亦即概括性和导论性课程)分别为土地资源学和土地利用学,前者研究土地综合体的自然属性(即
土地自然综合体,称之为土地资源),后者研究土地综合体的人文属性(即土地人文综合体,称之为

土地利用)。土地资源和土地利用研究均可采用调查、类型、区划、评价、历史等不同方法,土地资源

研究关注土地综合体的土壤、地质、地形、水文、生物等自然因素,土地利用研究关注土地综合体的

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人文因素,由此产生土地资源调查、土地资源类型、土地资源区划、土地资

源评价、土地资源演替、土地资源因素、土地资源生态等,以及土地利用调查、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

用区划、土地利用评价、土地利用变化、土地经济、土地社会、土地政治、土地文化等三级学科,在各

个三级学科下又有相应的若干研究方向。
利用土地综合体的土地科学应用性研究,包括土地经营和土地管理两个二级学科,核心课程分

别为土地经营学和土地管理学,前者研究市场主体利用土地综合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后者关注公共

组织对土地综合体利用的公共管理活动。土地综合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以土地市场为基础,具体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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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投资、估价、经纪、金融等方面;而土地综合体的公共管理活动以土地行政为基础,具体包括权籍、
监测、财税、征收、规划、管制、法律、政策等方面,由此产生土地市场、土地投资、土地估价、土地经

纪、土地金融等,以及土地行政、土地权籍、土地监测、土地财税、土地征收、土地规划、土地管制、土
地法律、土地政策等三级学科,在各个三级学科下又有相应的若干研究方向。

改造土地综合体的土地科学工程性研究,包括土地整治和土地保护两个二级学科,核心课程分

别为土地整治学和土地保护学,前者研究开发未利用的、整理低效利用的、改良难利用的土地综合

体,后者研究防护潜在性和修复实在性退化、破坏或污染的土地综合体。相应地,土地整治下辖土

地开发、土地整理、土地改良等三级学科,土地保护下辖土地修复、土地防护等三级学科,在三级学

科下各有若干研究方向。
综上,基于土地综合体概念可以搭建起一个由三大模块、六大二级学科、三十多个三级学科、百

余个研究方向所构成的一级土地科学学科体系。这一学科体系一方面涵盖了土地科学目前已相对

成熟的研究领域(如土地经济、土地规划),另一方面指示出了土地科学新的、有前景的发展方向(如
土地金融、土地财税)。

五、土地科学各学科的研究定位

(一)土地资源学科的研究定位

土地资源学科研究定位于采用调查、类型、区划、评价、历史等方法认识土地自然综合体,重点

关注土地资源的自然因素构成状况、障碍或优良的自然因素条件、自然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自然因

素作用的综合表现等,具体如下:
(1)土地资源调查学,研究如何采用踏勘、采样、测绘、遥感等调查方法对土地资源的各方面情

况进行调查,具体可根据调查方法或内容分为不同的研究方向。
(2)土地资源类型学,研究如何对土地资源进行类型划分(包括分级和分类),具体包括土地资

源类型的标准依据、单元系统、制图表达等研究内容[8]。
(3)土地资源区划学,研究如何对土地资源进行区域划分(包括分级和分区),按区划方法不同,

有土地资源地域分区或类型分区、土地资源功能分区或结节分区等研究方向[28]。
(4)土地资源评价学,研究如何对土地资源进行评价,按评价内容不同,有土地资源的质量评

价、适宜性评价、承载力评价、生态健康评价等研究方向。
(5)土地资源演替学,考察研究土地资源的历史形成和变化过程,按演替内容不同,有土地资源

的类型演替、结构演替、功能演替等研究方向。
(6)土地资源因素学,研究认识土地资源的自然因素构成、障碍或有利自然因素条件,按自然因

素不同,有土地资源地质因素、地貌因素、土壤因素等研究方向。
(7)土地资源生态学,研究认识土地资源生态系统,具体包括层次与结构、过程与功能、物质流

动、能量流动、信息流动等不同研究内容。

(二)土地利用学科的研究定位

土地利用学科研究定位于采用调查、类型、区划、评价、历史等方法认识土地人文综合体,重点

关注土地利用的人文因素构成状况、障碍或优良的人文因素条件、人文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人文

因素作用的综合表现等,具体如下:
(1)土地利用调查学,研究如何采用问卷、访谈、测绘、遥感、大数据等调查方法对土地利用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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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情况进行调查,具体可根据调查方法或内容分为不同的研究方向。
(2)土地利用类型学,研究如何对土地利用进行类型划分(包括分级和分类),具体包括土地利

用类型的标准依据、单元系统、制图表达等研究内容[8]。
(3)土地利用区划学,研究如何对土地利用进行区域划分(包括分级和分区),按区划方法或内

容不同,有土地利用经济区划、土地利用功能区划等研究方向。
(4)土地利用评价学,研究如何对土地利用进行评价,按评价内容不同,有土地集约利用评价、

土地可持续利用评价、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等研究方向。
(5)土地利用变化学,考察研究土地利用的历史形成和变化过程,按变化内容不同,有土地利用

与土地覆盖变化(LUCC)、土地利用制度变化、土地利用政策变化等研究方向。
(6)土地经济学,研究阐释土地利用的经济机制和经济规律,强调土地不同于一般商品(要素和

产品)的特殊性如空间经济、区域经济、集聚经济等,按土地利用不同,有农业土地经济、城市土地经

济等研究方向。
(7)土地社会学,研究认识土地利用的社会条件、社会关系和社会效应等,关注各种社会因素之

间以土地利用为纽带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8)土地政治学,研究认识土地利用的政治条件、政治决策、政治效应等,探讨政治组织、政治权

利、政治观念、政治行为、政治体制等对土地利用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与作用。
(9)土地文化学,研究认识土地利用的文化因素、文化特征和文化影响等,阐释文化因素对区域

或群体土地利用的影响、关注土地利用过程中形成的区域或群体文化。

(三)土地经营学科的研究定位

土地经营学科定位于研究市场主体利用土地综合体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理论、方法和技术,视土地

为资产和资本,以私性(非公共性)的个人和组织为经营主体,以市场价值为基本价值追求,具体如下:
(1)土地市场学,研究土地市场建立和运行的机制与规律,具体包括土地一级市场(土地出让市

场)、土地二级市场、土地三级市场或城市土地市场、乡村土地市场等。
(2)土地投资学,研究个人或组织从事的各种以土地为载体的投资活动,包括农业土地投资和

城市土地投资、集体土地投资和国有土地投资、土地收购和储备投资等。
(3)土地估价学,研究土地价值与价格评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按评价对象不同,分为基准地

价评估、宗地地价评估、征地价格评估等研究方向。
(4)土地经纪学,研究土地经纪活动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具体包括土地抵押经纪、土地租赁经

纪、土地买卖经纪等。
(5)土地金融学,研究土地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资金融通理论、方法和技术,具体包括土地抵押贷

款、土地信托经营、土地经营保险等。

(四)土地管理学科的研究定位

土地管理学科定位于研究公共组织针对土地综合体利用的公共管理理论、方法和技术,以政府

为主要管理者,关注土地的外部性和社会性,以公共价值为基本价值追求,具体如下:
(1)土地行政学,研究土地公共管理的行政运作问题,研究土地公共管理的行政层级、机构设

置、行政职能、行政权责、行政手段等内容。
(2)土地权籍学,研究公共组织如何开展土地权籍管理,具体包括土地产权构成、土地产权登

记、土地产权保护、地籍档案管理、地籍信息系统建设等内容。
(3)土地监测学,研究公共组织如何对土地利用进行监测,包括土地卫片执法监测、耕地质量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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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监测、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等内容。
(4)土地财税学,研究政府土地财税收支管理问题,包括土地税费征收、土地财政支出两大方

面,具体可按土地税费类别或土地财政支出领域等进一步细分。
(5)土地征收学,研究政府土地征收权力运作问题,包括土地征收范围、土地征收程序、征地补

偿标准等内容。
(6)土地规划学,研究公共组织编制和实施土地利用规划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包括国家、省、

市、县、乡、村等不同级别,总体、专题、专项、详细等不同类别,以及林地利用规划、草地利用规划、耕
地利用规划等不同系列。

(7)土地管制学,研究公共组织管制土地利用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包括通则式的空间管制(分
区管制)以及个案式的许可管制两大类别[29]。

(8)土地法律学,研究土地公私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问题,包括土地公私法律的指导思想、基本原

则、体系构成、制定程序、条款组成、违法责任、救济途径、优化改革等内容。
(9)土地政策学,研究土地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问题,包括土地政策的构成要素、体系结构、

制定程序、执行过程、效果分析、绩效评估、优化调整等内容。

(五)土地整治学科的研究定位

土地整治学科定位于研究土地整治类工程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服务于改造未利用、难利用和

低效利用土地综合体的实践活动,具体如下:
(1)土地开发工程,研究未利用土地(包括城乡空闲土地、修复或整理过而未使用的土地)开发

工程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包括农业开发、房地产开发、旅游开发等内容。
(2)土地整理工程,研究低效利用土地整理工程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包括农业低效土地整理、

空心村庄土地整理、城市废旧土地整理等内容。
(3)土地改良工程,研究难利用土地(存在利用障碍因素的土地)改良工程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包括盐碱地改良、坡耕地改良、中低产田改良等内容。

(六)土地保护学科的研究定位

土地保护学科研究定位于研究土地保护类工程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服务于改造潜在性和实在

性退化、破坏或污染土地综合体的实践活动,具体如下:
(1)土地防护工程,研究潜在性退化、破坏或污染土地防护工程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以预防土

地发生退化、破坏或污染为主要目的,包括水土流失防护、土地沙漠化防护、土地盐碱化防护、土地

采矿塌陷防护、土地污染防护等。
(2)土地修复工程,研究实在性退化、破坏或污染土地修复工程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是响应性

的、以恢复原状或功能为主要目的,包括侵蚀土地修复、沙漠化土地修复、盐碱化土地修复、采矿塌

陷土地修复、污染土地修复等。
综上,土地科学各学科可从土地综合体概念出发,依据研究土地综合体的不同角度、内容和方

法而得到相对清晰的定位。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土地科学二级和三级学科之间既可以交叉发展,例
如,由于土地利用可分为土地历史利用、现状利用和远景利用,故而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区划、
土地利用评价等就可与土地利用变化、土地利用规划等交叉发展;土地科学二级和三级学科之间也

可以融合共进,如土地资源调查和土地利用调查、土地资源评价和土地利用评价、土地资源演替和

土地利用变化等采用的是相同或相近的方法,可以相互融合而共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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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结论和讨论

综上,本文阐释了土地的综合体概念及其科学内涵,分析了土地综合体概念给土地科学研究带

来的理论启示,并基于土地综合体概念搭建了土地科学的三模块、六部分学科体系,论述了土地科

学各二级学科和三级学科的研究定位。在此基础上,有以下几个重要的相关问题值得讨论:
(1)土地科学的学科性质问题。基于本文的研究,可以对土地科学的学科性质问题进行概要回

答。整体上,土地科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兼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属性;就具体的二

级学科而言,土地资源学主要属于自然科学,土地利用学、土地经营学和土地管理学主要属于社会

科学,土地整治学和土地保护学主要属于工程科学。在土地科学的三种学科属性中,应该说社会科

学属性是最主要的,社会科学是土地科学最为主要的学术阵地和最有前景的发展领域,但也不能忽

视其自然科学属性和工程科学属性的重要性。
(2)土地科学的学科发展问题。土地科学已经形成了相对庞大的学科知识体系,然而这些知识

多是以分散甚至游离于我国现有的学科和专业领域的形式而存在。土地科学的发展面临着壮大学

术共同体、增强学科凝聚力、提高学科认同度等急迫任务。而作为一门我国原创性学科,土地科学

的发展还肩负着国际交流和国际推广等光荣使命。土地科学的学科发展,一方面需要土地科学工

作者们的积极努力(包括夯实理论基础、形成方法体系、突破关键领域、强化薄弱环节),另一方面也

需要相关制度政策的有力支撑(如提升学科专业地位、扩展教育科研平台、增强资金项目支持)。
(3)土地科学的学科地位问题。土地科学具有作为一级学科的应然性,从应然的一级学科走向

实然的一级学科是我国当前土地科学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但这一目标的实现面临着许多问题,其
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土地科学作为一级学科应该归属于哪个学科门类,即具体应归属于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和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所列管理学门类、工学门类和理学

门类中的哪个。由于土地科学兼具多重属性,单纯归为管理学门类、工学门类或理学门类似乎均为

不妥。对此,一种相对简单的可行思路是依据其主要学科属性归为一种学科门类,但可同时授予其

他学科门类的学位,如作为一级学科归属于管理学门类(须考虑用何种名称,如土地管理与工程、土
地利用与管理、土地经营与管理),而同时可授理学和工学学位;另一种思路是联合其他具有多重属

性的相关学科(如地理学、城市学、规划学、信息学、系统科学、资源科学、环境科学),借鉴国际经验

设立一个新的综合性或交叉性学科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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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纽黑文学派国际学术会议在浙江大学举行

2016年12月9日至10日,由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美国杜兰大学法学院共同主办的第八届纽黑文

学派国际学术会议在浙江大学举办,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纽黑文学派与当代国际法。在12月9日的开幕式上,浙江大学资深文

科教授王贵国教授、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院长朱新力教授、美国杜兰大学法学院院长 Meyer教授先后致辞。
第一天的会议由五小节组成。分别由复旦大学张乃根教授,对外经贸大学石静霞教授,德国帕绍大学、美国杜兰大学

JeorgFedtke教授,圣托马斯大学SiegfriedWiessner教授以及美国杜兰大学DavidMeyer教授主持。与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

对人格尊严及国家主权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如来自德国帕绍大学、美国杜兰大学的JeorgFedtke教授以德国为

例,介绍了公共政策对人格尊严保护之影响及相互关系;澳大利亚科廷大学法学院、商学院的GabrielMoens教授对比公共健

康领域过度保护公民的“保姆政府”和“助推”政府的做法,指出政府及立法者的合理边界;杜兰大学的AmyGajda教授介绍了

美国的隐私权、言论自由以及“被遗忘权”的相关内容;浙江大学资深文科教授、美国杜兰大学终身讲习教授王贵国教授通过对

现有争端解决特点的阐述,以及对现有争端解决机制问题与困难的分析,提出在充分考虑、借鉴国际上现有制度运行的基础

上,构建适用于贸易与投资的行之有效的“一带一路”战略争端解决机制;复旦大学张乃根教授通过对双边投资协定的大量实

证数据研究及具体案例的分析,说明了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的裁决中“有效解释”的重要性;对外经贸大学石静霞院长通

过国际公共品这一视角,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中国应扮演的角色;北京大学法学院李鸣教授从中国实际国情

出发,从国际法的本质入手,呼吁中国应在国际社会及国际法治中扮演积极角色。
最后,浙江大学王贵国教授做总结发言,本次会议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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