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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9年以后，国内陆续出版了多部关于区域分析与规划的教材。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崔功豪、魏清泉、陈宗兴老师编著的面向21世纪的同名教材。
这三位先生是我们的父辈，他们扎实的地理学功底、高瞻远瞩的驾驭课程的能力，是我望尘莫及的。
所以，在教学中我把他们的教材作为最重要的参考书。
本次修订也参阅了他们的一些成果。
    尽管全国地理教学指导委员会曾把区域分析与规划这门课作为地理学专业的主干课，但到目前为止
，国内外还没有形成“区域分析与规划’’课程的公认体系，甚至有的学校还不开设这门课程。
我们在讲课中经常为这门课与“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课程的交叉、重复而苦恼。
这次修编也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仍大量参阅了李晓建主编的面向21世纪教材《经济地理学》（高
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吴殿廷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区域经济学》（
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企盼应用此教材的老师结合各自学校的实际酌情调整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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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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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章　区域分析与规划方法第七章　区域分析与规划实践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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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区域与区域系统：区域是区域分析与规划的出发点和归宿，区域发展、可持续发展和协调发展
，是我们的永恒主题。
通过本章的学习，要熟练掌握区域、区域系统的概念，认识区域系统的主要特性和演化规律，学会用
系统科学的思维方法去研究区域，把握区域结构分析的主要方法和指标。
第一节　区域一、区域的概念：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中把区域视为动态的有机整体，它是一个有意义
的地区，不是任意划定的一块地区。
例如，在北纬30°～60°，东经100°～120°，这样用经纬度划定的地区，对于建筑学家、测量学家
等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对区域分析与规划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故此，我们可以把区域定义为：“区域是地球表面（层）上被某种特征（特别是具有社会经济学意义
的特征）所固定的空间系统。
”一般情况下，区域是指地表的二维平面；但对较小区域，如一个城市，常指三维空间。
中国是一个区域，特征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东北地区是一个区域，特征是以沈阳为中心形成了
内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系统，有统一的电网，有相对独立、完善的交通网、通信网⋯⋯这就
是说，区域是地球表面的一个空间系统。
所以，有时我们也称区域为区域系统。
只是我们称区域时，更多的是强调研究对象的空间范围；称区域系统时，更多的是强调研究对象的内
在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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