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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著作《区域经济地理学》一书已出版近10年。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经济发展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全球诸多社会经济问题和区域问题的出现，使经济科学开始重视地理，也使地理科学更加重视区域，
学科之间交叉渗透、迅速发展。
因此，新情况与新问题的出现与解决迫切需要从学科角度进行新一轮的理论总结与概括。
　　就本人而言，近10年的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教学经验和社会经济实践，使我加深了对这门学科
的认识。
区域经济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分支，是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科的重要性日益被
学术界和政界所认识。
在新的学科发展阶段，更应对学科的理论体系进行梳理，也更应昭示学科的广泛实践性与应用性。
　　基于上述变化与认识，我决定修订并出版《区域经济地理学》（第二版）。
　　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区域经济地理学》（第二版）是东北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地理
学系列著作之一。
全书由3篇16章组成，其中第一章与第十六章为重新撰写，其余各章均进行了部分修改与补充。
全书最后请刘继生教授帮助审改，并由黄馨博士做统稿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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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观点鲜明、内容丰富的区域经济地理学教材。
内容包括基础理论、经济地域、经济地域系统3篇，共16章。
书中以劳动地域分工和经济地域运动理论为主线，以经济地域与经济地域系统为研究客体，系统地阐
述了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基础理论、基本内容和主要研究方法。
    本书既可作为高等院校地理科学与应用经济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区域开发规划、
城市规划、区域政策等领域的决策者和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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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劳动地域分工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形成发展的动力　　分工与联系是人类经济（产业）活动过
程中的一对矛盾统一体。
世界上如果没有分工，当然也就谈不到联系。
有了部门分工，才有部门间的联系，有了地域分工，才有地域间的联系。
劳动地域分工是不同层次、不同内容的部门分工在地域上的表现。
分工越细，地域分工的形式越复杂，分工程度越高，地域分工的规模越大、水平越高。
回顾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过程，在劳动地域分工规律的作用下，在前资本主义后期，首先是在
一国之内，形成“小地方市场之网”（列宁，1984），进而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国内市场体系
、城市体系、经济区体系，也就是国内分工体系。
随着部门分工与地域分工伸向世界各个角落，便形成了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的国际分工体系，并形成
了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地域系统。
世界经济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各国经济只有在与世界广泛联系中，才能求得发展。
　　六、劳动地域分工的新形式与新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
，部门分工与地域分工均不断地向纵深方向发展，出现了许多新形式，形成了许多新特点，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方面：　　部门分工越分越细，同时，综合集成趋势也在发展。
部门分工不断深化主要表现在产业链不断延伸，形成了诸多的新部门，非物质生产部门，尤其是现代
服务业，分工发展速度加快，形成了许多新兴产业部门。
综合集成趋势，如制造业诸多零部件生产可以依靠电子与数控技术，使许多零部件由单独生产集中到
一个工序，减少了生产与分工环节。
随着电子通信技术的发展，新兴的现代物流业集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领域于一体，实现多部门的联
系与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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