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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浓厚计划经济背景中成长的中国经济地理学，在20世纪下半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比较关注
和侧重于国家和大区域等相对宏观尺度的研究，如流域规划、资源调查、区域发展与规划、重大项目
的战略布局、地区工业布局、国土整治与开发、国家或地区农业区划等。
这些研究较好地与国家和区域的发展需求相结合，得到了各级政府及决策者的认同，为国家建设和社
会经济协调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在这种国家决策咨询的实践活动和大量科学研究基础上，中国经济地理学家进行了相关理论的
总结和凝炼，发展了具有宏观特色的经济地理学。
　　相对于宏观层面的研究，中国经济地理学对经济活动参与者（个人、企业、农户、非政府机构等
）微观视角的相关研究则比较薄弱。
西方经济地理学20世纪以来形成的微观研究方向并未很好地在我国发展起来，小尺度的微观区域分析
或点位分析也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这种重宏观尺度研究而轻微观尺度研究的状况在形成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特点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中国经济地理学者与国际主流经济地理学家的对话与交流。
微观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应该引起国内同行学者应有的关注，特别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逐步完善，微观个体（个人、企业、农户等）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缺乏对这些经济
活动基本单元的关注和研究，不宜于很好地揭示经济空间格局的形成机理。
　　微观研究比较薄弱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
因为微观是宏观的基础，宏观是微观的综合，宏观尺度的研究离不开对微观尺度地理事实的了解。
尤其是在地理过程、区域发展动力、内部运行机理的研究中，微观层面的剖析更具意义。
在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构建中，国际学术界通过微观层面的精细研究，建立了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
和中心地理论等古典区位论。
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沿着这一途径深入探究，可望在微观经济空间理论发展上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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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九章。
第1章绪论，基于中国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揭示农户研究在农区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进而在对国内
外相关研究综述的基础上，确定农户地理研究的框架和主要内容；第2章农户农业生产空间研究，在
对杜能农业区位论进行述评的基础上，从农户视角分析在中国背景下耕作地块的决定因素和农业生产
的空间特征，形成微观的农户农业区位理论；第3章农户工商业活动空间研究，基于我国农户工商业
活动的特征，分析不同环境作用下农户从事工业活动、旅游产业活动和文化产业活动的空间结构；
第4章农户务工空间研究，从农户务工特征着手，采取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分析农户务工的
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并通过务工区位模型进行验证；第5章农户居住空间研究，阐述农户居住空
间的类型和演变，从村域内和村际间两个层面分析农户居住区位的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第6章农户自
主发展能力的地理研究，界定农户自主发展能力的内涵与评价指标，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自主
发展能力与农区经济发展的关系，揭示地理环境对农户自主发展能力的影响；第7章农户对外部影响
响应的地理研究，从内涵界定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入手，分析农户对工业化、城市化、农业产业化
、市场化、全球化等外部影响的响应能力；第8章农户群体经济空间行为的理论研究，在阐述农户活
动的外部性与农户博弈的基础上，分析农户群的规模经济效应和农户经济组织的形成机理，进而研究
农户群体行为与农区发展的关系；第9章农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理论研究，划分农户与地理环境作
用的类型，在阐述人类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农户空间场和农户相互作用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农户与
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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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 本书框架与主要研究内容　　1.4.1 农区地理研究框架下的农户地理研究　　农区地理学
（Rural Geography）主要把农村区域作为研究的客体，侧重于农村区域的地理综合研究，它在20世
纪50年代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地理学分支。
传统上，农区地理包括农业地理、农区空间上的人类活动组织及其对环境的影响、农区景观和土地利
用等。
20世纪末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向，国际上农区地理学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方向。
这些方向包括，后生产性农区发展、农业食品研究、农区问题的政治经济研究、农区经验及其理论分
析、农区管制、农区文化的氛围、食品地理研究等。
近年来，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经济学对农区的研究得到不断加强，并影响农区地理学的研究。
社会学研究强调通过城乡差异的感知来建立农区理论，强调关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关注社会服务
设施，农户也被强调作为农区研究的重要分析单元（李小建，2006）。
　　与发达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农区发展环境具有一些独特之处。
比如，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农民是国民的主体，农区发展对国家整体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
要，农民身份对其空间迁移的束缚，农业土地资源对农业发展的约束，农业经营体制的重大变化，传
统文化对农户家庭的深远影响，区域差异巨大等等。
这些独特之处为我国农区地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背景。
农区地理学的研究应包括农业、农村、农民（农户）等研究主体。
这些主体中，有些在中国地理学中得到较多关注，有些则长期被忽视。
如，由于农业在经济活动中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农业地理学一直是中国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
。
除了结合国家需要，中国地理学家在农业区划、农业资源调查、土地利用等方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之
外，关于农业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也有诸多成果问世。
关于农村的地理学研究，主要在聚落地理中有所涉及，但仍有众多侧面被忽视，如农村社区内的居住
格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区组织与乡村发展，农村社会结构等，而中国地理学关注最少的则
是农民及农户的地理研究。
农户作为目前农村的一个最为基础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消费单元，并没有引起地理学家的关注。
因此，在全面发展中国农区地理学的进程中，尤其要注意对农户地理学的研究。
中国独特的农户组织形式和社会经济背景，为农户地理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4.2 本书的研究框架　　农户地理可看作为对农区地理学的纵深研究，既不能像农区地理学把农
村区域作为研究的客体，侧重农村区域整体的经济情况，也不能像农村经济学、农村社会学单纯的关
注农户经济社会活动行为，忽视农户行为的空间性及与环境的关系。
农户地理侧重于以农户作为研究客体，把农区（内外部）环境作为研究背景，主要研究农户的空间行
为、农户空间活动及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因此，本书的研究思路是通过农户空问活动研究来分析农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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