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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世界范围看，区域经济增长越来越转向以城市为主导。
本书自始至终都是从城市成长与区域协调出发，来探讨新型城—区关系。
全书共10章，内容包括城—区关系理论研究的回顾与评析、基于城—区互动机制之上的新型城—区关
系、城市域际产业链网络与城—区协同发展、地区性资源共享机制与城—区资源整合、辽宁临港工业
区建设与区域资源整合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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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引论　　作为本书的引论，本章旨在提出一个“可研究性问题”及其研究路径，因而这
里我们着重讨论城市与区域关系问题提出的背景和现实意义，以及研究思路、创新之处和章节结构安
排。
为了使研究目标更加明晰，我们还对城一区范围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1.1　问题的提出：背景与意义　　在最近20年内，经济学家对城市和区域空间经济问题产生了浓
厚兴趣。
究其原因，它与世界范围内区域市场的一体化进程以及这个过程对城市与区域经济关系的影响密不可
分。
　　世界范围内区域市场的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反映。
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是贸易扩张、要素流动（尤其是直接投资）、新技术浪潮和区域一体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疆界”日益淡化，城市，尤其是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提升，它们更多地承担
起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责任。
由于城市是构成全球运行网络的最基础的单元，它对全球资源的流动和规则的变化表现得极为敏感。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和区域市场的一体化可以看做是以城市为基础构筑起来的全球协作网
络。
　　全球化和区域市场一体化对城市与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如下：第一，城市在成为全球生产链重要环节的同时，也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动
机和本地区发展的领导者。
城市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资源配置能力，使其周边更广泛的区域能够依赖城市的外向性，获得发展所
需要的要素。
第二，跨国公司一直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和直接投资使得大城市的空间极
化效应更趋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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