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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奇迹”。
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转型。
中国保持经济年均近10％的持续高速增长，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约2.5 亿减少到约0.2 亿，据世界银行统计，在过去25年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
，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
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
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发展是当代中国的主题，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主旋律。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改革开放是推动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成就巨大，彪炳史册。
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
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2010年，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处，改革开放大潮又起。
作为典型的大国开放经济，中国为各种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创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舞
台。
改革开放前，中国区域经济研究基本上以苏联的“生产力布局理论”为中心，在指导思想上带有浓厚
的计划经济色彩，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布局的决定作用。
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研究指导思想的迅速转型，区域经济学在研究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中的新问题、开辟新思路和指导区域经济实践方面表现出强大的理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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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科学、区域经济学在中国迅速兴起和发展，为我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
强大的支持。
    本书从区域科学、区域经济学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较为全面
的回顾和展望，并对中国区域发展的现实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和思考。
    本书可供相关学科领域的教学研究人员及本科生、研究生使用，也可供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的管
理决策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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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常德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区域经济与公共政策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现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北京专家联谊会副理事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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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区域科学的基本问题　　经典区域科学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人类活动“在哪里？
为什么？
应该怎样？
”（埃德加·M.胡佛，1990；ooverand Giarratani，1999；张可云，2005）。
这个问题实际上又可以为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人类活动的区位选择；二是区位的人类活动选择。
由于传统上单纯强调的企业、家庭活动，经典西方区域科学通常只关注第一个方面。
与此不同，中国区域科学的基本问题包括以下3个方面。
　　1.人类活动的区位选择　　在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学者通常只关注这个问题，而且
是中央政府关于既定活动的区位选择，包括宏观区位和宏观区位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分权，地方政府和企业关于既定活动的区位选择逐渐
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范围。
在中国，研究特定人类活动的区位选择行为的思想理论有两个渊源。
一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学。
20世纪60年代中国、苏联关系破裂之前，我国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
为借鉴苏联经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我国较为系统地从苏联引入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学，
包括生产力布局的规律以及生产布局的原则和方法。
二是西方区位理论。
1978年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为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经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20世纪80年代开始较为系统地引入西方
区位理论。
虽然现在这方面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苏联生产布局学与西方区位理论中国化的混合体，但是，进
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成功实现了向市场经济转型，其主流是扎根于西方区位科学之中的
。
　　2.区位的人类活动选择　　由于概念框架中缺乏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定位，加之发达国家各
个特定地区专业化与分工格局已经形成，因而西方经典区域科学并不十分关注特定地区生产什么、为
谁生产、如何生产的问题。
然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任何特定地区的资源配置都没有成型，同时转轨发展型地方政府迅速
兴起，从而对特定地区活动选择研究产生了迫切而巨大的需求。
因而，特定地区的活动选择，也就是特定地区生产什么、为谁生产、如何生产的问题，成为中国区域
科学研究一个特别重要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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