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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标志着我国成为当今全球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经济组织的成员，
而且标志着我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方面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使我国的改革开
放和经济发展自此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入世是一把双刃剑，机遇与挑战并存。
　　我们已经看到和将要看到的是，经济领域中的竞争会日趋激烈。
　　经济领域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有赖于教育，尤其是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
的高等教育。
与严酷的现实相比，我们还缺乏一大批既熟悉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世贸组织规则，又精通专业知
识，适应国际竞争需要的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
　　教育是当代科技生产力_发展的基础，是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条件，是培养高素质人才
和劳动者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管理思想、管理模式、管理手段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
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各类人才的
质量和数量，这对于培养和造就我国21世纪的一代新人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为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确定了基本目标和方向。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更是培养人才的重要保证。
　　教材质量直接关系到教育质量，教育质量又直接关系到人才质量。
因而，教材质量与人才质量密切相关。
　　正是由于教材质量在实施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在策划与组织编写这
套教材的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我们希望奉献给广大教师、学生、读者的是一套经得起专家论证和实践检验的经济与管理专业系
列精品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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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标志着我国成为当今全球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经济组织的成员，而且
标志着我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方面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
经济发展自此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本书在介绍和阐述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基础上，相比某些传统教材又有一定程度的
创新，介绍了“地区竞争力”、“区域创新系统”、“区域自然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相对前沿
的理论内容，兼顾科学性、严谨性及先进性。
全书约分为14章，包括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区域发展、区域关系、区域规划实用方法等几大部分
内容。
本书适于用作区域经济学专业核心教材及其他财经专业公共课、选修课教材，适合本科生、研究生及
相关业内人士学习、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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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导论　　要完整准确地解释人类经济活动的规律，从空间出发与从要素出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
区域是一切经济活动的空间，区域经济学是解释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运行规律的科学。
　　1.1　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在《孤立国》一书中提出了农业
区位理论，标志着区域经济学的发轫。
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区域经济学在20世纪50年代正式形成。
到20世纪末，以新经济地理理论为代表，区域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进入21世纪，区域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更是方兴未艾。
　　1.1.1　区域、区域经济和区域经济学　　1.1.1.1　区域的概念　　区域（region）是区域经济学研
究的起点。
它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对其进行界定或定义，需要从多学科的角度出发。
　　1.1.1.1.1　地理学的区域概念　　地理学是最早提出区域概念的学科。
为了便于考察，地理学把地球空间进行了分类或者是区分，将其划分为各种区域，如海洋区、陆地区
、高原区、平原区、丘陵区，等等。
各类区域不同的特征以及温度、降雨和生物物种分布等的巨大差异，使每一个区域的内容都更加丰富
和更加多样化。
　　所以，地理学主要是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一个地域单元。
　　1.1.1.1.2　政治学的区域概念　　政治学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不同的地点，根据
人口居民点和社会经济活动的位置及分布状况，划分系统的地方单元。
对于全球来说，国家是一个地方单元；对于国家来说，省、市、县、乡、村等都是地方单元，或者是
区域。
这样的划分使政令能够逐层下达，行政管理能够方便地进行。
政治学中的区域不但表示地理区域的概念，而且还包含地方的公民间的文化联结、惯例认同、心理归
属、民族历史、社会经济关系等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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