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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期以来，联合国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某
一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程度的指标。
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资源、环境以及失业和贫困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并日益加剧，国际社
会对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表示社会发展水平，普遍产生了疑问，提出：社会的人文发展与经济发展
密切相关，但并不相同。
当我们比较各国发展时，会发现社会的经济发展与人文发展有时会有较大出入，如经济发达的美国，
其内陆地区某些城市人文发展水平比中国的上海和北京低，因此不应该只重视实物和货币的增长，还
应考虑更多的指标，如教育程度、预期寿命、卫生状况等，这些指标反映了社会的全面发展，是衡量
区域人文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标志，而现有的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主的评价指标体系较为单一，因
为人文发展不是经济发展的简单重复，它涵盖的内容更广泛更有实际价值。
建立一种新的衡量人文社会和谐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成为国际社会、各级政府和学术界
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不可否认，在中国这样人多地广的发展中国家，人民和政府都需要通过经济的强劲增长最终达到提高
生活水平的目的，问题是经济发展并不总是促进人文社会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发展，使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
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已经具备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
物质基础和社会制度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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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经济增长日益受到强调和区域经济差距不断扩大的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应受到更大关注。
本书从全世界国家和地区、中国省区级和县域尺度三个地理空间尺度对中国人类发展的不平衡进行综
合研究，既深入探讨了人文社会发展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又对中国人文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实践作了剖
析；既对中国人文社会发展状况、空间分布态势、发展不平衡的动因机制及与各驱动因子关系等作了
深入分析，又提出了评价中国人文社会发展不平稀动因机制的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等；既补充、完善
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拓展了领域，符合了人文地理研究的发展趋势，又将其与中国人文社会发
展研究等相结合，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
    本书适合从事区域发展规划、人文社会发展研究及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教学和科研
方面的国家政府决策者、工作者、科研人员、教师和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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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县域和谐发展关联模型分析县域预期寿命指数与人均GDP指数和教育指数的关联分别详
见本章第二节和第三节。
本节对县域预期寿命指数与人文发展指数关联进行分析。
关联模型对我国县域教育指数与预期寿命指数的关联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县域预期寿命指数与人文发
展指数的相关系数R为0.83，即我国县域健康水平和人文社会和谐发展呈正相关，从数值的大小来看为
高度相关，即健康水平与人文社会和谐发展的相关程度要比衡量人文社会和谐发展的三个指标两两间
的相关程度越高，这说明健康水平越高的县市区人文社会和谐发展总体水平相对越高，健康水平越低
的县市区人文社会和谐发展总体水平相对越低。
（二）县域和谐发展不平衡测度分析在以县域预期寿命指数划分的健康水平四个等级中，高等发展水
平的县市区有l 137个，中上发展水平的县市区有983个，中下发展水平的县市区有238个，低等发展水
平的县市区有5个，县市区数比重分别占48.160／0、41.63％、10.00％和O.21％，说明我国按县域预期
寿命指数划分的健康发展等级中，处于高等发展水平的县市区数量最多，而处于低等发展水平的县市
区数量最少（见表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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