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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变量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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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定义

02

分类

地理变量是指在地理空间中分布的、可度量的、具有空间特征的变量，

如地形、地貌、气候、人口分布等。

按照不同的标准，地理变量可以分为自然地理变量和人文地理变量，

也可以分为宏观地理变量和微观地理变量等。

地理变量的定义与分类



地理变量的特性与影响

特性

地理变量具有空间性、动态性、多维

性和相互关联性等特性。

影响

地理变量对人类活动和社会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影响，如气候变化对农业的

影响、地形地貌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等。



资源配置是指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合理分配和利用各种资源的过程。

地理变量是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

之一，通过影响资源的分布、数量和

质量，从而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

益。

地理变量与资源配置的关系

关系

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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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定义
资源配置是指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将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以实现资

源利用的最大化。

资源配置原则
资源配置应遵循公平、效率、可持续性等原则，确保资源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

展的需求，同时避免浪费和过度消耗。

资源配置的定义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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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模式

政府通过计划手段对资源进行

配置，以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目

标。

02

市场经济模式

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

作用，通过价格、供求等手段

调节资源分配。

03

混合经济模式

计划和市场手段相结合，政府

和市场共同参与资源配置。

资源配置的模式分类



计划经济模式的优势

政府能够通过计划手段对资源进行全局性、战略性的配置，

有利于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目标。

市场经济模式的不足

可能导致市场失灵、资源过度集中和贫富差距扩大。

混合经济模式的优势

结合计划和市场手段，既体现政府宏观调控又发挥市场

机制作用，具有灵活性和稳定性。

市场经济模式的优势

市场机制能够快速反映供求关系变化，促进资源的有效

利用和优化配置。

计划经济模式的不足

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和缺乏创新动力。

混合经济模式的不足

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协调和平衡难度较大，需要不断完善

和调整。

资源配置模式的优劣分析



地理变量对资源配置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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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运输成本、市场可达性和信息

流通等方面。地理位置靠近市场需求或交通枢纽，有利于资源集中和

高效配置。

不同地理位置可能面临不同的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这也会影响资源

配置的效率和方式。例如，气候寒冷地区需要更多的供暖资源，而气

候湿润地区则需要更多的防潮措施。

地理位置对资源配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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