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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理的区域性始终是地理学者关注和探讨的重要主题。
编纂一套中国省市区的地理丛书，对认识中国地理的区域规律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加深理解中国国
情也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地域辽阔，南北和东西都跨越5000多千米，陆域面积约960万平方千米，管辖的海域面积
约300万平方千米。
由于中国地域差异大，自然地理呈现出极为丰富的多样性特征；由于中国历史悠久，人文地理也呈现
出一派绚丽多姿的景象。
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在一个行政区内叠加在一起，构成一部丰富多彩的省市区地理，即组成了环境、
资源、人口与发展的区域格局。
“中国省市区地理丛书”正是从综合集成的角度，系统地梳理中国23个省、4个直辖市、5个少数民族
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的环境、资源、人口与发展特征，并从全国的角度，阐述其区域时空变化规
律。
　　中国国情特色鲜明，人口众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环境展布地带性明显，资源保障不足等因素较
为突出。
“中国省市区地理丛书”正是从历史透视的角度，分析了省、直辖市、少数民族自治区、特别行政区
地理过程的形成与发展规律，特别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格局，在这个意义上说，丛书是对已完成的“
中国地理”、“中国自然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等图书的重要的学术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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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地理学在地理学发展过程中的“先驱性”是中外地理学家的共识，地理学综合与区域观点的建立
，空问与时间研究方法的形成，学科分化与融合过程的嬗变，学科体系与实践研究体系的变化，始终
与区域地理学密切关联，可以说，区域地理学支撑着地理学的历史发展与未来变化。
在经济社会发展全球化与地方化凸显的时代背景下，区域地理学在现代地理学的灵魂地位丝毫不会受
到削弱，而是将进一步增强，地理学家对区域地理学传统的继承与改造是毋庸置疑的。
    区域地理学所创建的区域表述体系应该是地理学对人类科学认识区域的卓越贡献。
这种区域表述体系是地理科学思维方法的重要体现，也是大量优秀区域地理著作产生的源泉。
回顾与审视地理学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地理事实、地理特征、地理过程、地理机制、地理规划相
结合的地理科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来源于区域表述体系的思维支撑和地理语言逻辑的表现力。
在知识增长日新月异的今天，人们对区域的认识与分析，对区域发展的谋划仍然依赖于区域地理学的
思维方法，显示出区域地理学表述体系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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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环日本海经济圈对吉林省的影响　　吉林省图们江地区地处环日本海经济圈的中心位置，
地缘政治经济区位条件十分优越。
但由于地缘政治的复杂性，目前环日本海区域的发展受到较大制约。
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的支轴是朝鲜半岛，它周边的三个国家中国、俄罗斯和日本呈三角对立的地缘政
治态势。
美国在朝鲜半岛南部和日本列岛驻军使得东北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朝鲜半岛上的对
峙从三大国鼎立变成了俄罗斯、中国、朝鲜对峙美国、日本、韩国，东北亚成为六国相互制衡的地区
。
从本国国家战略层面出发，这六个国家都不会放弃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和影响，因此图们江地区的对峙
僵局在近期内很难打破。
　　尽管吉林省在环日本海经济圈内具有比较优越的区位优势，但由于该地区发展的不可预见性及不
稳定性，吉林省的发展不可能完全寄托在图们江地区的发展之上。
　　（二）环黄渤海经济圈对吉林省的影响　　吉林省位于环黄渤海经济圈外围边缘位置，有预测表
明，环黄渤海经济圈将成为21世纪中国发展的重要引擎。
通过对东北亚地区主要投资国——日本、韩国在中国投资空间分布情况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吉林省
、黑龙江省等东北中北部地区并不是日韩投资的重点地区，日资主要集聚在长三角和辽东半岛，韩资
主要集聚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
由此可见，日韩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环黄渤海地区，而东北中北部地区在吸收日韩的投资方面处于相对
较弱的地位。
位于东北南部地区的辽东半岛，由于在环黄渤海地区具有相对优越的区位条件和工业基础，在吸引日
、韩投资的过程中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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