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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经济与发展 
——论建设与完善好城市安置地块信息管理系统的意义 

邓一航 

（湖南省矿产资源调查所  湖南郴州  423000） 

摘要：城市的发展会被认为是发展的缩影，因为城市既是人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又是发展的外在体现。有关土地的问题、
有关发展的问题一直都是主要的旋律占据着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尝试着以土地为核心，发展为方向来分析这些话题时，
不经意间发现了媒介的存在。而地理信息管理系统正好就是本时期现代化、科学化综合体现，符合对媒介的相关定义。在以媒介为
线索的继续探索中，得出城市要想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就必须立足当下并坚持以正确的行为实践为引导，在实践中及时认识到、处
理好人们在生产、生活中所遇见的发展的问题，方能继往开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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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言 
空间是指人对物质存在较为普遍的、稳定的一种客观看法。这

种客观看法是建立在人对物质能够表示清楚的范围内而出现的，会

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一般以长度、宽度、高度为普世的表示方法出

现。是物质广延性和伸张性的表现。 

经济是泛指用花费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而获得较大

收益的一种原始行为表现。是成本与利润最终的体现，主要表现在

人对社会物质资料的产生、交换、分配、消费等生产和再生产的活

动中。 

发展是一种扩大的行为，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

低级到高级等演变、扩展的动态变化。同时也隐含着人在复杂的社

会环境中对利于或不利于生存、繁衍等原始行为的保留与淘汰的自

然选择。 

生存与繁衍一直在人类群体发展原始动力中发挥着基础动力

的作用，也是人类群体发展矛盾的同一性的表现。在生产力极度落

后的社会，当繁衍出来的个体数量处在相对数量优势时，是在自然

界的敌意力量面前存活下去的基础。当繁衍出来的个体数量超过所

能存活数量的极限时，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竞争将会在同一个群体的

不同个体之间，在不同群体的个体之间，在不同群体与自然界的敌

意力量之间存在。人类的身体、牙齿等则是人类生存与繁衍活的、

行走的档案，记录并提供了关于为了生存与繁衍的相关线索。在面

对竞争和抵御自然界的敌意力量对个体的伤害时，在发展中所产生

的一系列的避免危险的行为，是维持和有利于生存与繁衍的表现。

人类不断的漫游寻找栖生地，依据自然环境选择将设计适应装置成

栖息地的过程，更是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应对资源匮乏、避免受敌

意力量伤害时为生存与繁衍作出的一种明智选择。 

栖息地指那些可以长期停留，并能够获得休息的土地空间，一

般由人聚居而建设形成的。经过经年累月有意识的建设，无数个土

地空间在实体边界、意识边界的划分下共同构成了承担着人对社会

物质资料进行产生、交换、分配、消费等生产和再生产等活动的场

所城市。 

人类的身体、牙齿等承担了人类为了生存与繁衍经年累月面对

各种竞争和抵御自然界的敌意力量等活动时记录、发展地作用。那

么什么才能像人类的身体、牙齿等一样能够较清晰地、长期地承担

起人类栖息地空间发展历史的记录；并能提供更有利于发展的作用

呢？ 

本人认为是否可以在城市空间发展的历程中去找寻能够解开

问题的相对合适地那把“钥匙”。 

2 城市空间发展 
2.1 土地空间的发展 

城市由栖息地演变而成，它脱胎于栖生地，所以城市空间形成

源于栖生地。栖生地是人类在面对竞争和抵御极端气候、恶劣天气、

食物短缺、有毒有害植物、疾病、肉食性动物等对群体产生毁灭性

伤害时，在不断的漫游探索中产生的，是人类面对危险因素而产生

厌恶反应的结果。当栖生地在面对种种竞争和抵御自然界的敌意力

量时抵消了厌恶情绪，并维持了人类生存时，栖生地才会被有意识

的设计演变发展成栖息地。栖息地在面对种种竞争和抵御自然界的

敌意力量时消除了种种负面情绪，使生存、繁衍出现融合发展，发

生了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表现时，土地空间概念才在群体中、个体

中应运而生。栖息地在演变成城市的过程中，这种土地空间概念并

没有因厌恶而被群体、个体废弃，而是在经年累月的竞争和抵御自

然界的敌意力量中在各个群体、个体中被不断的强化，并伴随着竞

争隐含于同一群体的不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的个体之间，不同群

体与自然界的敌意力量之间，最终成为生存与繁衍基本的内在表

现、一切财富源泉基本的外在表现。 

2.2 认识的发展 

认识是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在人脑中的反应。是人类

的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等各种特性在实践的基础

上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栖生地演化成栖息地；栖息地发展成城市。

这系列发展的过程就是人类在面对种种竞争和抵御自然界的敌意

力量时所表现出的具有特殊性的适应性表现。如何有效躲避极端气

候的危害；如何更好地避免恶劣天气带来的损失；如何做才能解决

食物短缺的问题；如何正确区分有毒有害植物；如何有效预防和减

少疾病的发生；如何正确抵御肉食性动物的攻击；如何做才能比其

他群体、个体更好的生存与繁衍下去等等这些人类对植物、动物等

自然物质的认识，对运动和表征现象的加工及对客体的运用，与土

地空间的发展紧密结合，表现出良性的互动效应。 

2.3 实践的发展 

实践是人类实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在土地空间

与认识的发展中实践创造了财富，实现了生存与繁衍。在面对竞争

与自然界的敌意力量时实践将之转化成了有利于生存与繁衍的实

体条件和意识条件，是整个发展行为中最基本的行为，也是在栖生

地演化成栖息地，栖息地发展成城市的进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行

为。 

“要想富，先修路”，这足以说明路的重要性。可为什么要修

路？因为没有路，就无法出入，就无法对社会物质资料进行生产、

交换、分配、消费等基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土地空间就谈不

上演变和发展，群体和个体将会再此出现漫游寻找栖生地的行为。

因土地空间而获得生存与繁衍的群体、个体就开始设想并建设可以

在这片栖生地生存下去的道路空间。可为什么要富呢？因为栖生地

在人类面对竞争和抵御自然界的敌意力量时表现出的优势使栖生

地在群体、个体之间抵消了厌恶的情绪，而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使

栖生地演化成了更具依赖性的栖息地、城市。而随着栖生地的不断

演化和发展，土地空间概念也由基本的内在表现转化成了基本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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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现，因栖息地、城市在群体和个体面对竞争和自然界的敌意力

量时，表现出的对生存与繁衍的促进，群体和个体就开始设想并进

行可以在这片土地空间长期停留下去的行为。 

“无风三尺土，下雨满街泥。”既是对生存与繁衍的土地空间

现状的不满，亦是希望长期停留下去的深层次渴望。带着矛盾情绪

的群体和个体开始设想并对道路空间进行改善与建设。当加工精

细、做工平整、铺设对缝的石块、石板被铺满道路空间时，群体和

个体中蔓延着的矛盾情绪将会被对生存与繁衍的土地空间新的渴

望所取代。 

2.4 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类，跟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相结合

把自然物质改变、创造成人类需求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能力。

人类根据客观规律设计、改变、创造自然，进行生产的方法与手段

程度是生产力是否先进的重要标志，在推动演化、发展的过程中是

以首要因素出现的，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水是人类生存与繁衍的基本要素，漫游寻找栖生地必定会将靠

近水源作为最重要的一条原则。而在栖生地怎样获取食物，如何选

择食物，选择什么样的食物，避免什么样的食物，则是人类生存与

繁衍下去的最重要的另一条原则。在栖生地演化成栖息地过程的最

初阶段，凡此种种皆被群体、个体有意识的借助特定的图形、符号

书写在石壁、石头、动物骨头和皮革上。随着栖生地演化、发展的

深入，这些被群体、个体有意识借助特定的图形、符号书写在石壁、

石头、动物骨头和皮革上的字符被以陶土、青铜器、纸沙草、竹片、

丝绸等为主的便于携带、便于留存的媒介所替代，承载着人类推动

栖生地演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关于传说、信仰、语言、文化、

历史、技艺等人类群体和个体的生存与繁衍。直到纸张的问世，这

种不仅可以长久保存、易于携带、适于书写的物质才悄然声息地取

代了以往的其它媒介，记载与传承着人类在推动演化、发展的过程

中如何根据客观规律设计、改变、创造自然，进行生产、创造出群

体、个体需求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方方面面。 

3 演化与发展的基本特性 
在土地空间经年累月的演化、发展中，土地空间的发展、认知

的发展、实践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一直都是其最有力的促进与推

动因素。对当今的土地空间而论，在演化、发展的进程中土地空间

的发展、认知的发展、实践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将继续以其内在

主导因素的形式而存在。城市空间的形成同人类栖生地的出现密切

相关。在不同时期城市空间即是记录与传承的产物，又是演化与发

展的结果；即存在相同的基本特性，又存在迥异的独特性质。 

3.1 行为 

行为是伴随着人类生产与生活活动而产生的，并伴随着不同时

期人类聚居的土地空间演变、发展而发展。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

的时期，单靠个体面对种种竞争与抵御自然界的敌意力量，对生存

与繁衍下去显得如此奢望。当人类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认识不断深入，跟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相结合把自然物质改变、创

造成人类需求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能力水平不断提高时，协作

劳动的规模、范围也越来越广，行为活动也日益频繁，行为概念、

生存概念、繁衍概念、生产概念、生活概念等都随着群体与个体面

对种种竞争与抵御自然界的敌意力量而诞生、发展。土地空间的演

化与发展即是人类生存与繁衍的结晶，亦是人类生存与繁衍伟大的

行为实践。 

3.2 先进生产力 

当人类个体还在依靠简陋的石器、木器、骨器等工具面对种种

竞争与抵御自然界的敌意力量时，聚居于群体的土地空间是生存、

繁衍下去最明智的选择。可当群体、个体络绎不绝聚居于群体的土

地空间内而出现量的变化时，土地空间的概念便出现了空间变化。

行为实践使不同的群体、个体跟生产工具和特定的劳动对象相结

合，出现了使用泥土、木头和稻草搭砌的建筑和可供人类实践空间

划分和行走的具备指向性、连续性的道路空间。当群体、个体开始

在行为实践的主导下根据客观规律设计、改变、创造出非自然物质

的铜器、铁器等工具面对种种竞争与抵御自然界的敌意力量时，多

层的复杂的木质建筑开始在道路空间的基础上取代先前简单的使

用泥土、木头和稻草搭砌的建筑。土地空间不仅在实体概念上出现

了质的变化，而且在意识概念上也出现了质的发展。即是人类对自

然物质改变、创造的行为实践在土地空间演化、发展中的结果，亦

是生存与繁衍的深化与历史。 

3.3 融合 

融合是多种事物在经年累月间互相渗透合为一体并最终以融

洽的形式出现。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土地空间演化、发展的过程中

孕育出来不同的实体财富和意识财富，这些财富很幸运的在竞争和

抵御自然界的敌意力量的过程中被留存了下来，并随着土地空间的

演化、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土地空间里，在不同的发展时期里，

出现了以方格网模式为主的各向同性结构和以同心圆放射模式为

主的各向异性结构的道路空间，这既是土地空间概念认识的区别，

亦是行为实践的区别。在土地空间演化、发展的进程中，道路空间

的指向性、连续性也得到了广延和伸张。在群体和个体对社会物质

资料做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中；在面

对竞争和抵御自然界的敌意力量中，道路空间的广延和伸张从实体

边界延伸到了意识边界，发现与消失、竞争与抵御最终在生存与繁

衍中经年累月间互相渗透合为融洽的演化、发展。 

3.4 延续与更新 

延续是照过去融洽的演化、发展继续下去；更新则是将过去的

换成现在的，将利于换成更利于。是演化、发展的内在行为，是记

录与传承的目的、结果。记录及其媒介是人类在对生存的渴望中出

现的，传承则更好的承担起了繁衍的职能，体现在记录及其媒介中。

从借助特定的图形、符号来记录生存、繁衍等行为再到被融合后的

数字、字符、文字所替换；从借助石头、动物骨头、陶土、青铜器、

竹片等来做承载记录的媒介，到人类对自然物质改变、创造出的即

易于携带、适于书写又可长期保存的纸来替换其职能。媒介的延续、

发展、更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记录的深度和广度，既是演化、发

展中行为实践的延续、发展、更新，又是生存、繁衍的广延和伸张。 

4. 论证 
在土地空间演化与发展的基本特征中，我发现能像人类的身

体、牙齿等一样能够较清晰地、长期地承担起人类栖息地空间发展

历史的记录，并能提供更有利于发展的作用的“钥匙”是媒介。是

在人类有意识的行为实践中使不同的群体、个体跟生产工具和特定

的劳动对象相结合，对自然物质设计、改变、创造出人类需求的可

以承担相应职能的媒介。 

4.1 建设与完善 

建设是增加、创立和发展的行为。是土地空间得以演化、发展

的基础，是人类在面对竞争和抵御自然界的敌意力量时得以生存下

去、繁衍下去的开始。完善是以建设为基础的行为。是土地空间演

化、发展的促进和推动，是人类在面对竞争和抵御自然界的敌意力

量时更好的生存下去、繁衍下去的根本。 

4.2 安置 

安置是使群体、个体或物质有适当的着落、位置的行为。既是

土地空间及其概念的广延和伸张，又是土地空间出现演化、发展的

潜在动力。在生产力水平及其落后的时期，安置在群体面对竞争和

抵御自然界的敌意力量时显得不那么厌恶。在生产力水平相对先进

的时期，安置使人对社会物质资料的产生、交换、分配、消费等生

产和再生产活动犯发出生机。即提高了土地空间出现演化、发展的

可能性，又为生存、繁衍提供了量的保障。 

4.3 信息管理系统 

信息是融合后的结果。是群体、个体通过数字、字符、文字、

图像等发送出去的消息、指令、数据、符号等所包含的介质。信息

是行为中有意识、有组织、不断产生协调融合活动的科学化依据，

是将相关事物结合成完整的、全面的、有组织的整体的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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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系统即是对信息在行为中有意识、有组织、不断产生协调融合

活动，形成完整的、全面的、有组织的整体的结果；也是土地空间

演化、发展的历史；还是人类所需求的可以更好承担生存与传承活

动的媒介。 

5. 地理信息管理系统及其基本特性 
在对土地空间演化与发展的基本特征进行论述、证明中，安置

表现出的行为更容易被理解为演化、发展的特殊要素。土地空间是

安置的载体，又是安置行为的结果体现。即为土地空间建设、完善

提供了动因；又为出现演化、发展提供了可能；还为生存、繁衍提

供了量的保障。土地空间内部存在的自然环境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

等地理因素对安置起到推动的作用，又是安置行为追求的目标。地

理信息是各种地理因素融合后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土地空间信

息的科学化表述，也是安置行为的科学化媒介。地理信息管理系统

即是对地理信息有意识、有组织的结合成完整的、全面的、有组织

的整体采取的行为控制媒介，又是对地理信息采集、存储、管理、

运算、分析、显示和描述以及辅助行为实践的技术媒介。承载着生

产力发展的新时期，人类在记录、传承土地空间演化、发展进程中

基础媒介的作用。 

5.1 采集 

采集是有意识的选择收集和收罗的行为。是对土地空间形状、

名称、用途、大小及生产活动、生活活动结果等地理信息有意识的

收集、收罗行为。既是地理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的基本因素，又是地

理信息管理系统完善的基本对象。在人类记录、传承土地空间演化、

发展进程中起着基础的作用。 

5.2 管理 

管理是通过动态的环境，有意识、有组织的协调群体与群体、

群体与个体、群体与物质、个体与物质等群体、个体活动的行为。

既是安置行为的保障，又是采集行为的科学化体现，也是地理信息

管理系统建设的依据。地理信息管理系统在以管理为核心的驱动下

承担着记录、传承土地空间演化、发展进程的主体作用。 

5.3 分析 

分析是把事物、现象、概念等分解成较简单的组成部分，认识

其部分及其部分间相互关系和本质属性。是管理行为科学化的决定

性因素，既决定了管理行为，又指导了管理行为。决定了建设与完

善的关系，既是有意识采集行为的开始，又是安置行为的前提。在

土地空间与土地空间之间，土地空间与群体之间、土地空间与地理

信息之间、群体与地理信息之间等都是分析的主体与对象，即决定

了人类记录、传承活动的价值，又决定了演化、发展的方向，是地

理信息管理系统存续的价值体现。 

5.4 存储与输出 

存储特指储存信息与储存物质，既是记录的目的，又是传承的

依据，也是演化、发展进程量的积累。在地理信息管理系统职能运

行中是基本的支撑因素，既完善了采集行为，又深化了建设、完善

的意义。输出特指储存的信息、储存的物质有意识的融合后，从某

个、某些存储的机构、装置有意识、有组织的发送行为。既是记录

的再现，又是传承的开始。既是地理信息管理系统的核心目的，也

是地理信息管理系统的最终价值体现。存储与输出即连接着记录与

传承，又体现了人类行为实践的主观能动，还是土地空间及其概念

演化、发展的支撑。 

6. 结尾 
在地理信息管理系统表现出的基本特性中，我发现地理信息管

理系统既是社会生产力处在本时期，群体、个体开始有意识的使用

科学化的行为实践，主导根据客观规律设计、改变、创造出非自然

物质为工具辅助竞争和抵御、改造自然界的敌意力量的综合体现；

又是人类如何在动态的环境中，有意识、有组织的协调群体、个体、

物质间的关系，建设、完善、记录、传承、演化、发展等一系列实

践活动的融合，还是科学化、信息化的延伸。 

城市安置地块是在土地空间的基础上发生的行为。是土地空间

概念的现代化、系统化表现。是人类聚居，在土地空间开展生产、

生活行为使土地空间出现活力，发生融合、演化、发展迹象的基本

体现。是人类记录、传承行为的现代化、科学化的载体；也是人类

通过动态的环境，有意识、有组织的协调群体、个体、物质间关系

的综合性典型行为。 

我个人认为建设与完善好城市安置地块信息管理系统在以下

几个方面存在意义： 

1）空间。在以物理属性的长度、宽度、高度为普世的表示方

法出现时，空间、人、物质间的融合伴随空间及其概念的演化、发

展一直在进行着。城市安置地块信息管理系统以空间为主体，使得

空间及其概念必将在今后继续延续演化、发展的方向，能够出现承

接好、开创出的局面。 

2）经济。人受土地空间概念的作用，对社会物质资料的产生、

交换、分配、消费等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在特定土地空间范围内以

活跃的形式出现。城市安置地块信息管理系统以土地空间概念为指

引，以城市安置地块内生产和再生产等行为实践结果为分析对象，

能够更好地指导其行为活动，科学实现花费较少人力、物力、财力、

时间而获得较大收益的节约型行为实践。 

3）发展。在经年累月演化、发展的过程中，土地空间及其概

念在保留、淘汰、创新中表现出了由粗到细、由简单到复杂、由实

体到抽象的演变、扩展的动态改变行为。城市安置地块信息管理系

统为土地空间及其概念演变、扩展提供了科学化分析的载体，使土

地空间、土地空间概念、群体、个体、地理信息等之间演化、发展、

融合在生产力本时期出现科学化最短时间效应、最优效果效应和最

直观感官效应提供了辅助行为效应。 

4）生产力。是正确认识、根据客观规律设计、改变自然物质，

创造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面对竞争和抵御自然界的敌意力量

时生存与繁衍的重要保障。而创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能力和程

度，既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凭空消失。是伴随着土地空间及其概

念演化、发展，通过行为实践创新、创造出来的。城市安置地块信

息管理系统是嫁接于信息管理系统之上的，是本时期先进生产力的

综合体现，是对历史记录、传承、创新的结果，也是今后接续演化、

发展行为的科学化基础。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生存始于实践，繁衍是实践的接

续，实践则是建设、完善的基本活动。在正确认识客观规律、使用

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生的建设、完善等行为实践才是今后更有利于

演化、发展的促进与推动。所以建设与完善好城市安置地块信息管

理系统既可以在本时期清晰地、长期地承担起演化、发展历史的记

录媒介作用；也为今后更有利的科学化的演化、发展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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