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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海洋和陆地是地球表面两大基本地貌单元，它们共同组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20世纪中叶后，随着陆地上人口不断增长，资源日益短缺，环境不断恶化，世界各沿海国家纷纷把海
洋开发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世界海洋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我国也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18000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14000多千米岛屿岸线，约300万平方千
米的海洋国土。
近年来，随着对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海洋经济日益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带动沿海地区
加快发展的重要增长因素。
　　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共同构成了沿海国家的国民经济大系统。
研究表明，海洋经济与陆域经济在空间上相互衔接，产业上相互渗透，技术上相互依赖，二者之间相
互依存，互动发展。
国内外发展实践也表明，海陆经济发展程度具有强相关性，即海洋经济越发达的区域，其经济发展水
平越高，反之亦然。
因此，发挥海洋优势，加快沿海开发，推动海陆经济互动发展，是沿海国家和地区实现社会经济可持
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海陆经济互动发展的机制探索》一书是在借鉴大量前人相关研究成果、本人完成的多项科研课
题及近年来发表的数十篇相关论文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提炼和系统化而成的。
本书一方面力求丰富海陆经济互动发展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试图对海陆经济互动发展机制进行初步
探索。
　　本书的主要内容共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基础篇，主要从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背景两方面
阐述海陆经济互动发展的基础；第二部分理论篇，主要从海陆经济相互区别、海陆经济相互依存和海
陆经济互动发展三个方面，层层深入地分析了海陆经济的相互关系理论；第三部分机制篇，主要从港
口与腹地联动发展机制、海陆产业关联机制、海陆环境一体化调控机制、海岸带统筹管理机制，以及
海陆互动的社会支撑条件等五方面初步探索了实现海陆经济互动发展的机制；第四部分案例篇，对国
内外海陆经济互动发展的案例进行了分析总结。
　　本书适用于海洋经济专业、区域经济专业学生阅读，也可作为广大社会读者阅读参考。
　　由于水平有限，本书不妥之处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惠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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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要内容共包括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基础篇，主要从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发展背景两方面阐述
海陆经济互动发展的基础；第二部分理论篇，主要从海陆经济相互区别、海陆经济相互依存和海陆经
济互动发展三个方面，层层深入地分析了海陆经济的相互关系理论；第三部分机制篇，主要从港口与
腹地联动发展机制、海陆产业关联机制、海陆环境一体化调控机制、海岸带统筹管理机制，以及海陆
互动的社会支撑条件等五方面初步探索了实现海陆经济互动发展的机制；第四部分案例篇，对国内外
海陆经济互动发展的案例进行了分析总结。
     本书适用于海洋经、济专业、区域经济专业学生阅读，也可作为广大社会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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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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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主讲中国地理、可持续发展、中国旅游地理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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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步，划分经济区的界线。
根据专业化部门、主要的经济中心、交通网络的现状与未来变化趋势、发展的需要，按照上述经济区
划的基本原则，初步划分出经济区的边界。
　　第三步，深入研究经济区的内部结构和在国家或区域分工中的地位与作用。
包括明确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对经济区的总体要求，比较经济区发展的优势与存在的限制因素，确定
经济区的专业化与综合发展方向及经济结构，合理布局生产力和规划城市体系建设，处理区际关系等
。
同时，根据这些方面发展、变化的需要，进一步修订经济区的界线。
　　第四步，对经济区内的次一级经济区进行划分，指出它们的发展方向，构建经济区内部分工格局
。
　　第五步，编制经济区区划方案。
把上述研究的结果进行归总，写成经济区划报告。
主要包括经济区的现状、发展条件、存在问题，经济区的功能和发展总体方向，经济区的经济结构、
空间布局，经济中心体系建设，经济区内的次级经济区划分与发展设想，经济区与其他经济区的关系
，经济区的发展措施、建议等。
　　（三）经济类型区划　　经济类型区划的目的是为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某些特定问题而把
经济特征相似的经济区划分出来，对它们采取有针对性、有差别的经济政策及其他方面的政策，消除
其经济发展中的障碍，促使它们健康发展，并与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相协调。
　　经济类型区划的基本原则是区内的相似性和区外的差异性。
即某个经济类型区的内部必须具有某方面经济特征或经济发展问题的相似性和一致性，而与区外则有
着明显的区别。
　　在划分经济类型区时，确定经济区边界的方法因涉及的经济问题而不同，主要是根据经济问题的
特征选取相应的指标，然后按照不同地区在这些指标上的得分进行归类，并把特征相似且空间上相连
的地区划分为一个经济类型区。
如在划分贫困区时，一般采用人均收入，或者人均收入与失业率作为指标，首先划定贫困线，地区收
入水平和就业水平在贫困线之下者就属于贫困区。
进一步划分贫困等级，根据各贫困区的贫困程度将其划分成不同层次的贫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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