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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空间结构概论》是国家“985工程”建设项目——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兰州大学）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之一。
《区域空间结构概论》在阐述了区域空间结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区域空间结构形成因素和整
合的机理，并分别论述了区域集群空间结构、区域板块空间结构、“点-轴”空间结构、城市群空间结
构等。
由于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都是区域经济运行系统的重要结构（从一定意义上说，区域产业结构也是一
种空间结构形态），《区域空间结构概论》借鉴产业结构的研究进程，在对已有研究理论的回顾和总
结的基础上，以揭示区域经济系统的空间结构为目标，比较深入地探讨了以下几个基本问题：第一，
比较深入、系统地研究了经济活动在区域空间中所形成的结构的要素、特点、属性、模式和功能，根
据笔者的理解，较为全面地展现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研究的实质性内容。
　　第二，分析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形成的影响因素和机制。
主要分析了解各种因素对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形成的作用和机理，它们的内在运行方式，还要明确这些
因素是怎么相互作用又共同作用于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形成，包括若干因素的作用方式、途径、作用
结果以及相互关系等。
　　第三，分析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整合，主要是解释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整合的内涵，明确区域经
济空间结构整合的必要性、难点、原则，从系统论的角度揭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整合机理。
　　第四，以产业集群这种经济活动空间集群现象为对象，从微观的角度，深入地分析了产业集群的
空间结构，明确产业集群空间结构的要素、类型、演变模式和演变阶段，揭示了产业集群空间结构的
形成机理。
　　第五，以区域经济板块这种经济空间现象作为研究对象，从微观的角度，全面地分析经济板块空
间结构的形成和整合，特别是对一些区域中心城市中的经济板块的形成和整合进行了重点研究。
　　第六，以依托交通干线的带状城市联合体这种经济活动空间轴状聚集现象为对象，结合“点一轴
”系统理论，深入地分析了三种不同类型以交通干线为依托的带状城市联合体“点一轴”空间结构的
要素、形成条件和功能。
　　第七，以城市群这种经济活动空间群聚现象为对象，从宏观的角度，运用一些实例深入地分析了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明确了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内涵、特点、模式、发展阶段和形成机制，揭示城市群
空间结构优化的方向。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研究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与热点问题之一，这一理论既是区域规划
和生产力布局的基础理论之一，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写制定的基础和前提之一。
笔者深知，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尚有相当大的难度，国内同类专著也不是很多，要完成有特色的专
著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在《区域空间结构概论》里展现给读者的是笔者这几年对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不足之处甚至是错误在所难免，谨请同行专家予以批评指正，以促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有一个更大的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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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结构的演变阶段第二节　“点一轴”空间结构的类型一　铁路经济带“点一轴”空间结构二　流
域经济带“点一轴”空间结构三　高速公路经济带“点一轴”空间结构四　“点一轴”型高速公路系
统与区域经济发展第三节　案例：甘肃“点一轴”空间结构研究一　甘肃经济空间结构的基本现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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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导论　　第一节　域经济空间结构研究的学术背景　　一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存在性　　研究
现代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产业结构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领域。
它以产业为研究对象，以结构为中心线索，阐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各产业之间、产业内
部各行业及企业之间相互制约的联结关系与构成变化规律。
事实上，国内外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都表明，经济发展不仅伴随着产业经济的结构变化，而且也必然
同时发生经济的空间结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可理解为一种空间结
构演化过程。
不过，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传统的经济学是没有涉及空间问题的，即使谈到空间，那也是虚拟的，
而不是现实空间。
由于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对于地域空间的研究太过于具体，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总是抽象了地域空间问
题，直接分析在均质地域上的经济投入与产出问题，所以，在经济学发展的大部分时间内没有经济学
家过多地关注地域空间问题。
他们并不重视研究空间经济及其结构问题，忽略了对一定地域范围的经济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变化
规律的系统研究，更没有认识到经济“增长发生于空间，它要受到空间的影响，并反馈于经济增长”
这样的事实。
甚至一些经济学家都不承认经济活动在究竟上有任何规则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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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区域空间结构概论》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对笔者都有着
十分重要的启迪，对直接引用的文献都尽可能地一一注明出处，对参阅的文献在文末也都逐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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