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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谓城市区域（city-region），是以一个或多个特大城市为核心、城镇密度极高、城镇间联系极其
密切，一般已经发生城镇实体空间或城镇辐射范围相互连接交叉的大尺度空间实体，是生产要素在高
度自由化和规模化流动后，经过多种在地因素的作用而重新集聚，使传统离散发展的向心型城镇群体
开始解体的空间反映。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余年的发展，我国已初步形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三个较为成
熟的城市区域，而山东半岛、辽中南、海峡西岸等地区也在快速发展，它们所取得的成就也有目共睹
。
虽然城市区域建设具有高效、集约的巨大优势，但也可能产生一系列问题，包括资源环境的压力、社
会分层、城市贫困、流动人口管理的困境等。
如不能有效处理，将会影响其健康运转，并阻碍国家战略的落实。
鉴于城市区域的战略地位和复杂性，它已经成为全社会研究和关注的焦点，迫切要求我们更深入的探
讨其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城市区域的治理提供理论指导。
　　20世纪中末期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我国城市化所面临的基本背景之一，给城市发展施加着越来
越明显的变革性影响。
外资、进出口、加工贸易刺激了我国的产业发展与就业增长，促进了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城市职能
的高级化，直接推动了城市区域的形成。
然而，全球化也给城市区域发展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使我国城市区域的发展具有越来越明显的
依附性。
我国生产力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在新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生产体系更多地要靠发达国家跨国
公司的“指令”得以运转，越来越多的产业逐渐丧失市场“弹性”，开始失去自我适应能力，危及城
市区域发展的持续动力。
二是城市化过程的脆弱性。
外向型的生产体系受制于全球市场的变化，很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全球化与国家城市区域空间重构>>

内容概要

全球化是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基本背景之一，给城市区域发展带来深刻而复杂的影响。
本书力图站在时代和学科的发展前沿·综合运用地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从地域
分工演进的角度探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区域重构的特征、过程与机理。
本书初步构建了“全球化——新地域分工——城市区域新格局”的研究框架；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
例，对全球化背景下新地域分工的格局特征及其空间过程、城市区域演化的新特征及其发展脉络进行
实证研究；在其基础上。
进一步探讨地域分工演进对城市区域重构的作用机制，总结了一般机理和相关模式。
全书共分7章。
    本书理论演绎与实证分析并重，可供从事城市化、城市与区域规划、产业组织、区域分工政策等相
关领域的学者、政府决策人员参考，也可作为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相关专业的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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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新的国际分工在为城市区域创造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使城市区域发
展具有越来越明显的依附性。
我国生产力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在新国际分工中处于低端位置，生产体系更多地要靠发达国家跨国
公司的“指令”得以运转，具有不平等性。
在这种新的分工体系下，越来越多的产业已经缺乏市场“弹性”，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我适应市场需
求以及随市场应变的能力，从而会逐渐危及城市区域发展的持续动力。
二是城市区域发展的脆弱性。
外向型的生产体系受制于全球市场的变化，很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
全球经济繁荣时，易产生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造成资源浪费；外部市场萧条时，可能会由于就业岗
位不足造成大量失业而引发社会矛盾。
　　在与世界联系不断加强的过程中，我国城市区域的格局与演化动力必将进行重组，但如何因势利
导，借以提高城市区域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减少依附性和脆弱性带来的风险，尚需我们深入思考。
　　4）当前中国城市化的客观现实　　首先，中国已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但面临着一定的困境。
从改革开放开始，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逐步消除了人口流动的障碍，城市化进程也迅速
推进。
2000年，全国城市化水平发展到36.1％，城市化速度进一步加快，正进入城市快速发展的“第四波”
（叶嘉安，2006）。
至2003年底，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40.53 9／6。
根据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普遍规律和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客观现实，我国已经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
而城市化的持续推进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是城市数目的增多，二是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
但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城市发展必然面临着巨大压力，尤其在资源环境约束明显的发达地区更
为突出。
同时，城市中的社会分层、城市贫困现象日益凸显，并可能影响城市的正常运转。
在这种情况下，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必然对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
所以，对地域分工与城市区域演进关系的研究，有利于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引导城市化的合
理推进，有利于解决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其次，中国城市化的区域失衡有扩大的趋势，需要用新的思路加以解释。
首先，为什么东部地区的城市化能够快速发展、不断出现新的空间形式并积累巨大的财富？
随着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开放程度的提高，为什么城市化的持续推动力量仍显不足？
深入思考发现，这种城市化的地域差异与全球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地域分工结构具有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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