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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注重体现学术著作的科学性、创造性、理论性和平易性要求，在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态势的评价及
区域经济空间机制分析的理论框架构建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同时获得了一些对调控黄河流域经济裥
分异、以促进黄河流域经济乃至全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研究结论。
　　本书适合等院校校经济类专业、地理类专业和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国土规划、经
济学与社会学等相关部门的管理与科研人员用政府官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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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极对其邻近地区的作用以极化效应为主，通过吸人邻近地区的大量资源要素获得自身的快速发展
。
这时的增长极可被称为极化区。
作为极化区的增长极与其邻近的影响区共同构成核心一边缘结构。
在增长极的成熟期甚至衰退期，增长极对其邻近地区的作用以扩散效应为主，通过向邻近地区扩散积
极的发展刺激带动邻近地区的发展。
在这个阶段，由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状况的多样性与多个增长极和轴线在空间上的多种组合方式所决定
，可能会形成不同的经济空间组织型式。
由于区域社会经济环境状况的多样性，增长极的扩散作用的强度在各个方向上并不平均，河流、交通
干线和基础设施等往往成为增长极向外扩散发展刺激的首选通道。
相邻增长极扩散的结果使扩散通道相互联结，成为发展轴线，最终导致点一轴结构的形成。
当增长极对其邻近地区产生较强的扩散效应，在其邻近地区中产生少量与其联系较为密切的次一级的
增长极时，这些不同层次的增长极及其边缘地区共同构成多核心一边缘结构。
如果多个增长极在空间上邻近，相互之间联系密切形成网络，同时各个增长极与其边缘地区之间的差
异较小，可能预示着网络结构的存在。
　　笔者认为，经济空间组织型式的特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构成经济空间组织型式的增长极的
特征，另一方面则是经济空间组织型式内增长极的空间组合方式。
关于增长极的特征，从增长极理论、核心一边缘理论和点一轴理论中可以粗略理出一个定性的判断标
准，如增长极具有推动性的优势产业和创新产业，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具有先进性，对邻近地区的经济
发展产生支配作用；增长极对其邻近地区产生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与其邻近地区具有较为密切的经
济联系。
关于增长极的空间组合方式，透过核心一边缘理论和点一轴理论可以得到较直观的判断标准。
例如，多个增长极是不是沿着一条轴线排列？
在某个增长极周围是不是环绕了一些次一级的增长极？
多个增长极之间是不是由轴线连接呈网络状？
因此，只要确定了增长极，根据上述直观标准可以粗略地识别点一轴结构、多核心一边缘结构和网络
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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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研究》在我国统筹区域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背景下，
采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对1990年以来黄河流域经济空间分异的态势和机制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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