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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作者毛汉英同志于1961年9月由南京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毕业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
当时我根据他的导师：南京大学张同铸教授的推荐和他的志趣，分配他到当时的经济地理室由邓静中
先生负责的农业地理组工作。
毛汉英同志来所不久就投入了农业区划工作。
1963-1965年，先后参加了中国农业区划中的两条一级农业地理界线：中国农作物复种地理北界和秦岭
淮河线的实地调研工作。
特别是1964年，他同比他晚一年到所的林其东同志一起，在豫西南、陕南、陇东南的伏牛山一秦岭山
区，肩背行李，手持罗盘、气压计与地形图，徒步考察了三个多月，足迹遍及南阳、商洛、安康、汉
中地区的10多个县，陇东南的武都(现陇南市)的徽成盆地、康县与文县，以及四川北部的广元、青川
、平武等县，并沿唐白河、汉水及其支流、白龙江上游、岷江上游进行了10多个剖面的实地考察。
每天白天平均徒步考察60-80华里，除经县城、集镇住在简陋的招待所和小旅馆外，约有半数时间住在
山区农民家里，晚上还在油灯下坚持写考察日志。
通过这两年多的艰苦野外工作，不仅锻炼了他的吃苦耐劳和独立工作能力，而且为他打下了扎实的自
然地理和农业地理基础。
在此期间，他先后发表了有关晋中吕梁山区和秦岭山区的农业垂直地带分异等论文，由他与蔡清泉同
志合作撰写的“秦岭淮河地带农业地理界线研究”一文刊登于“文革”前夕出版的《地理集刊》上。
该文根据实地考察成果，分别在1：400万和1：250万的图上标出了中国水田农业优势界线和主要亚热
带经济作物(油桐、茶叶、柑桔)的分布北界，并据此确定了秦岭淮河农业地理界线的走向。
这些成果至前仍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文革”期间，他因俄语基础较好，被当时所里抽调去搞苏联地理研究。
从1969年9月到1986年底，一干就是17年。
他除了完成有关部门下达的任务外，还积累了大量的苏联和世界地理方面的资料，并翻译了一些苏联
经济地理著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莫斯科大学萨乌什金教授所著的《经济地理学:理论·历史·方法
·实践》一书。
打倒“四人帮”后，他与当时的苏联地理组同志一起，利用以往的研究积累，先后出版了由其主编的
《苏联经济地理》(上、下册)、《苏联农业地理》、《苏联能源地理》、《世界农业地理》等著作；
并与陈汉欣等同志一起，开拓了世界地理的专题研究和中外对比研究的新方向。
其中《苏联经济地理》和“苏联地理研究”两项成果受到了国内同行和国外包括美国著名地理学家T
．沙巴德等学者的较高评价，并分别获1985年和1990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和科技进步二等奖
。
他于1986年夏至1987年秋在苏联圣彼得堡大学进修，回国后，先回世界地理研究室工作，后因经济地
理部也确实需要他来加强区域发展综合研究，在胡序威、赵令勋等同志的促进下，于1988年他又重新
回到了经济地理部从事国内地理研究，并先后担任了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和经济地理部主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区域发展与区域规划>>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的论文绝大部分是作者1988年以来在大量实践基础上写成的部分有代表性的成果，其中约
有40％是未公开出版的文稿，有的是作者多年来给研究生的讲课稿、会议报告和论文，有的是课题总
结和有代表性的规划报告中的核心内容。
全书共分四篇，即：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方法、中国及有关地区区域发展研究、区域规划与国土
规划、国外区域发展与区域规划研究，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工作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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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毛汉英，1938年8月出生，江苏省江阴人。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56年毕业于江苏省常州市第一中学，196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
1986－1987年在苏联圣彼得堡大学进修。
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发展与区域规划。
现任中国区域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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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与区域投资环境综合研究  粤东沿海地区投资环境综合评价  深化闽台经贸合作，
构建两岸区域共同市场第三篇  区域规划与国土规划  新时期区域发展规划的基本思路及完善途径  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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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开发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苏联工业综合体类型研究  苏联组建工业枢纽中的若干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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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能源基地建设与综合发展的经验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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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推动了城市的兴起与商贸业的发展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和人口在一定地域范围
内集聚而成的。
中国古代城市形成于西周。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与迁移，不仅城市的数量增加，而且从黄河中下
游地区发展到淮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隋唐时期，由于开凿大运河，沟通了南北经济联系，加之人口和经济中心逐渐从中原地区南移，南方
地区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均有了较大的增长。
宋元时期，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的港口城市(广州、泉州等)获得了很大发展。
明清时期，随着全国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商品农业、手工业、冶炼业的不断发展，至1840年鸦片战争前
，不仅江南地区市镇蓬勃兴起，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以沿江、沿运河为轴线的中国早期的“城镇化
”现象，而且随着移民与“屯田戍边”政策的进一步强化，边远地区的城镇也逐步兴起。
随着城镇的发展，商品交换及商业贸易也随之得到迅速发展。
例如，明清以来，汉口、九江、安庆、芜湖、无锡成为长江流域地区大米的集散中心；江南的杭嘉湖
平原与太湖流域的苏州、无锡成为全国最大的蚕茧和丝织品产区，其中不仅湖州、杭州、苏州、扬州
所产的丝织品闻名全国，远销海外，而且在江南还出现了一批以丝织品生产、贸易为主的小城镇，如
吴江的盛泽、震泽，桐乡的濮院，嘉兴的王泾及江镇等。
2.人口快速增长对区域发展的不利影响人口是促进社会生产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之一，但是人口总量基
数庞大，人口增长过快，巨大的人口压力给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拖累效应，不仅加
大了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压力，而且极易引发一系列自然灾害。
(1)给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自明清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40年间，由于人口
的快速增长，加之人口基数大，沉重的人口压力，给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
其中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不利于增加积累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据统计，1952-1995年间全国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13.8倍，但这一增量
中的近45％用于满足新增人口的需求，用于提高原有生活水准的只占55％。
这也是中国经济虽然发展较快，但人民消费水平却明显滞后的重要原因①。
二是给就业和基础设施带来巨大的压力。
1949-2000年，中国平均每年新增人口约1420万人，源源不断的劳动适龄人口给就业造成十分沉重的压
力。
特别在农村，由于人多地少矛盾日益尖锐，全国人均占有耕地已从1952年的0.188公顷减至2000年
的0.103公顷，减少了45.2％，导致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达1.5亿-2亿人。
据2000年统计，全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已达1.2亿人。
此外，巨大的人口压力还给城市的就业、住房、交通、能源、供水、环保、文教等各项事业带来巨大
的压力。
三是不利于提高全民的人口素质，包括身体素质与文化劳动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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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发展与区域规划:理论·方法·实践》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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