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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三十年　　在改革开放的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
济体制，区域发展是按生产力布局、部门结构和建立各地区经济体系的原则来进行的。
区域发展的研究在思想上是以“生产关系决定论”为其特征，研究问题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地理条件
和产业布局以及沿海与内地、“三线”建设等方面，没有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研究。
可以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学这门学科。
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开放与转轨，区域发展的研究在思想上否定了原来的“生产关
系决定论”，确立了生产力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在理论结构上确立了以不平衡和区域分工
两原则为支柱的新框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产业政策和总体原则。
随着原苏联生产布局理论和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的摒弃，西方区位理论和现代区域经济学的大量引入
，出于中国国土整治、经济区划、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和转轨的需要，越来越多的从事经济地理学、生
产力布局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学者转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
随着国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大量引进，科研队伍的不断扩大，研究领域的深化，科学方法的建立，逐渐
构建起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区域经济学学科体系、理论范式、学科结构和分析方法。
中国区域经济学已进入一个壮大和繁荣的发展时期。
　　（一）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中国区域经济学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而产生和发展
的。
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引进和起步阶段（1978～1988年）。
在我国首先提出区域经济问题的是夏禹龙和冯之浚先生，两人在1982年的《研究与建议》第8期上发表
了《梯度推移与区域发展》一文，这是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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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融区域经济理论、学科建设和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为一体。
全书共十八章，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是第一到第十四章，对区域经济学理论架构、内容体系，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方法
等方面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阐述，以平衡发展和不平衡发展来梳理并构建起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体
系。
把主体功能区和总部经济纳入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在目前的同类著作和教材中是不多见的。
    下篇是第十五到第十八章，以上篇理论的研究为基础，运用其基本的理论和学科思维，以西部大开
发为背景，以新疆为特定区域单元，进行区域经济发展的应用性研究，有较为明显的新疆区域、社会
经济和民族文化特点，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较强，其中第十五章是从宏观角度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第
十六到十八章是从微观层面做的专题性研究，突出实证性和应用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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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区域经济理论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区域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一、区域　　（一）
区域的概念及基本特征　　“区域”是一个普遍的概念，但不同的学科对“区域”的理解各不相同。
地理学把“区域”作为地球表面的一个地理单元；经济学把“区域”理解为一个在经济上相对完整的
经济单元；政治学一般把“区域”看做是国家实施行政管理的行政单元；社会学把“区域”作为具有
人类某种相同社会特征（语言、宗教、民族、文化）的聚居社区。
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认为“区域就是对描写、分析、管理、规划或制定政策来说，被认为是有
用的一个地区统一体”。
然而，就区域的本质而言，它是地球表面的一个范围，是地球表面各种空间范围的泛称或抽象。
由此，我们可以简要表述为：区域是一个空间概念，是地球表面上占有一定空间的、以不同的物质与
非物质客体为对象的地域结构形式。
　　区域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整体性。
任何区域都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由其各个构成单元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而成。
区域的整体性使区域内部某一局部的变化会导致整个区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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