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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列辉君的著作《驶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1843-1941）》即将出版，此书是
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第一部个人著作。
我作为他的指导老师，自然要对本书的出版表示祝贺，不由想起过去难忘的六年间他在复旦大学的研
究生学习生活和我们共同研究近代经济地理的情景。
　　中国近代经济社会的巨变始于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再往各口岸城市的广大腹地扩展，由此导致中
国传统的经济地理格局的终结和新的近代地理格局的形成。
基于这样的原因，当1999年我开始将主要精力投放到近代经济地理时，决定以港口-腹地作为研究的切
入点，我将之命名为“港口-腹地与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研究”。
在此之前，虽然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和日本的学者，对中国一些沿海沿江口岸的进出口贸易有
所研究，且涉及口岸的腹地问题，但中国沿海沿江城市为数不少，相当多的城市还未得到研究，而且
研究中对港口-腹地的关系论述尚停留在经济的层面，未能进行地理学的空间分析。
我们的研究，不仅探讨口岸与区域的经济变迁，也将变迁过程中的区域关系即“港口-腹地”的双向互
动关系作为探讨重点，并强调这一变迁对中国的特殊意义，即“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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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考察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的演变过程与演变机制。
宋、元、明、清时期宁波港是长三角港口体系中最重要的港口，清中叶之后上海港开始崛起，近代两
港形成枢纽港一支线港的空间关系，当前又转变为枢纽港—大型深水直挂港的空间关系。
作者建立了“区位优势—自我增强”的分析框架，并从自然条件、陆向海向腹地、临港集聚和港口制
度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两港空间关系演变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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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列辉，1978年生，浙江慈溪人，2002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0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
地理研究中心，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学博士后流动站，在中国现代城市研
究中心从事博士后工作。
研究方向为港口地理学和历史经济地理学，曾在《地理研究》《经济地理》《中国经济史研究》《城
市规划学刊》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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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三、两港发展原因综述  第三节　关于本书        一、文章思路    二、技术路线    三、相关概念    四、
基本资料    五、主要观点第一章　两港空间关系的演变    　第一节　两翼一中心：长三角首位港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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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私人贸易港的勃兴    四、上海港——开埠前最大的内贸港    五、首位港口从长三角两翼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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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驶向枢纽港>>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两港空间关系的演变　　如绪论所述，当前对上海港和宁波港的发展过程已有不少的研
究成果，然而大多数仅是对单个港口的历史进行考察，没有把港口的发展过程放在港口体系中，这样
就很难把握港口发展的阶段和特点。
而仅有的几篇探讨上海港和宁波港关系的单篇论文还不够深入。
本章将从三个层面对两港的空间关系进行考察。
第一节将打破时空的界限，在时间上打破断代史的局限，从唐朝至近代考察上海、宁波两港在长三角
港口体系中的不同发展轨迹；在空间上克服仅仅研究两港的局限，把两港放在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中
进行考察。
第二节从内向化和外向化这一切入点来分析两港在开埠前后发展态势的转变。
第三节从枢纽港一支线港的角度考察两港的空间关系，并引入基尼系数、增长偏移模型等数理工具对
两港港口活动的集中趋向进行量化分析，最后把近代上海港的发展放在世界港口体系中进行考察，以
期能更深刻地认识上海港在世界港口中的地位。
　　第一节　两翼—中心：长三角首位港口的位移　　中国古代的经济重心不断南移，至迟到南宋末
年已经南移到东南沿海，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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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作者将上海和宁波两港的发展、地位和作用的变化放到中国经济融入现代世界经济循环的过程中
进行研究，在廓清两港自身发展变化脉络的同时，阐述了两港地位、作用的消长变化及其原因。
全书资料翔实、逻辑清楚、文字流畅、立论坚实，得出的结论富有新意。
　　——南开大学经济史研究中心 王玉茹　　近代开埠以后宁波港地位逐渐下降，最终成为上海港的
支线港。
这虽是一个前人学术积累较多的论题，但作者从两港对比的角度作全面的讨论，强化历史地理学的学
科意识，使用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所论在许多方面颇有新意。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包伟民　　该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近代沪甬两港空间关系演变的历史
进程，将近代中国、上海口岸经济和港际空间关系、经济地理形塑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具有相
当的学术创新价值。
作者既视野开阔，又观察细致，对一些历史现象进行了细化描述，论见富具解释力。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樊卫国　　港口之间的空间关系是一个常常被忽略或者简单化的
内容。
作者从这里人手，仔细寻找城市发展史的地理足迹，在有限的资料上证实了不少复杂然而又对当今社
会发展有持续影响的因素。
我国当今不少重大的港口及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的发展，缺少的恰恰是该著作分析的对于长远社会与经
济的空间影响。
因此，对于各级政府决策和咨询人员而言，这也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书。
　　——香港大学地理系 王缉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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