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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2009年，随着“金融海啸”向实体经济和各地域经济体蔓延，几乎无一幸免。
然而，也有一些有利变化悄然而至，即以美、欧为主宰的经济地域全球化格局发生了改变，而包括中
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独立影响加大。
作为全球成长最快的地域经济体，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从未像今天这样重要，以至于2007-2008.年短短的
两年内，中国内地就已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可望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本来，世界经济已经呈现出重心向新兴国家转移的结构性调整，这一趋势已持续了十多年，只不过“
金融海啸”的出现和美、欧、日的经济衰退，加速了上述调整的步伐而已。
概括而言，一个发展势头多年居世界前列的新崛起大国或地区，必然会产生很多的经济学现象，经济
地理学在其中亦有丰富的内涵需要认识和表述。
而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一次现代化，将可能在2020年前后实现，这必然要涉及它们的地
域载体及其布局形态，并由此而对各主要区域乃至全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国内经济发展布局，已有多年面临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以及工业结构演变中的重新重化工业化
潮流和高耗能及重污染。
虽然从世界经济史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在崛起为工业强国时，都会造成环境破坏，但因中国崛起的速
度与规模空前，故污染的累积与爆发也属空前，而与经济高速成长相伴而至的巨大生态损失，劳动力
资源损伤，布局性、结构性环境隐患等，都使资源、环境问题严重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多年来的高增长所付出的代价很大，不少地方出现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表现为：快速增长一环境污染一
污染积累一生态灾难一可持续发展受到拖累，使之面临发展与环保两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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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大幅修改，约两年一次，从2007年第六版至今，宏观经济布局及城市化进程，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与布局等方面都有不少变化；系统资料也需更新。
为此，本书第七版在多数章节作了较大修改与增删；还对近年来影响农业布局走势的新因素；工业布
局中出现的重化工格局以及加工制造业中出现的部分企业倒闭、布局外移、梯度转移等现象；能源工
业布局的新趋向；运输网络构成变化及布局变化；城市化进程中的某些误区及城市发展和布局中的问
题，结合实例加以分析；也分析了一些重大项目的选址问题及投资决策失误，一些城市定位失准、规
划失误及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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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欣，1939年出生于湖南桃江，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地理专业。
曾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从事经济地理学研究，后相继在国家建设部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政策研
究中心从事城市经济与区域经济研究。
主要专著与合著有：《中国经济地理》、《中国地理学史》、《城市经济学》、《城市建设经济学研
究》、《现代城市建设经济学》、《流动人口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等。
《中国经济地理》在日本翻译出版。
《中国地理学史》在中国台湾出版。
《自然资源的布局及开发》专题论文，则收集在中国香港的《中国经济大趋势》中发表。
在建设部曾5次参与编制城市规划，有成果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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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数十年来，经济地理工作者（包括分散在各业务部门或科研、教育机构中的具有经济地理学素
养的人员）广泛参与各部门多种多样的业务实践，推动了经济地理学的新发展。
现今，经济地理学已发展成为一门介于经济学、地理学、规划学之间的学科。
有趣的是，这些学科对经济地理学的认可程度都不很高。
长期以来，经济地理学很难进入它们各自的主流之中。
例如：地理学，有人认为经济地理学已经或将要陷入危机与困境之中；又如：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在
长时间内几乎是非空间的，不承认与地理学之间有什么密切联系。
但近十年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各种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蓬勃兴起（如泛长三
角、泛珠三角9+2）改变了这一点，使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视地理因素、空间联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并关注经济学家在很久以前就发现的位置与场所和经济过程相关等论述，认为有必要将经济地理学
带入经济学的主流之中。
只是他们对地理学的认识较为肤浅，认为它只不过是中学课本上所讲的那些常识性的东西而已。
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如有的学者提出“地理已死论”，认为信息科技的革命将使“地理位置在金融界
中已全无价值或其价值将大不如前”。
有的学者提出“距离已死”观点，认为距离已不再决定电子信息的传递成本，地理位置已不再是大部
分商业活动的重要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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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经济地理:经济体成因与地缘架构(第7版)》：立信财经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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