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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行政区经济理论的缘起、发展与未来城市一区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极其重要的命题，也是
我国人文社会经济科学学者们长期关注的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从事城市一区域问题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行政区划视角。
我从1983年开始介入行政区划问题，1989—1993年提出“行政区经济”概念，以后又提出发展和完善
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至今已经有25个年头多了。
2008年，我与我的部分学生们一起，认真商讨和策划，决定与东南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当代中国城
市一区域：权力?空间?制度研究丛书》，意在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理论注入新的活力，
并从权力?空间?制度视角对当代中国城市一区域发展问题进行新的探索。
如今，经过近3年的筹划与准备，《丛书》终于问世了！
在《丛书》出版之际，我作为“行政区经济”这一概念和理论的创始者，很有必要就行政区经济理论
形成的来龙去脉和相关问题做一些说明，这对那些有志、有兴趣介入行政区经济理论建构的同志，或
希望能够利用行政区经济理论来揭示或解释当代中国各种城市一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现象或问题以及
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同志们来说，可以提供更为清晰的学术发展思路。
这里，我主要循着行政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就四个方面做一些简要说明：（一）我对行政
区划问题研究的缘起是什么？
我是怎么提出“行政区经济”理论概念的？
（二）以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标志的“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与内容框架形成的实践工作与理论
建设这两个方面做了哪些重要工作？
（三）行政区经济理论体系还有哪些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与思考？
（四）“行政区经济”理论可否适应未来世界各国行政区划问题的研究？
或者说，行政区经济能否作为一种理论思想向更深、更广的方向不断拓展，使行政区经济具有更广泛
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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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概念、理论和实践三个角度来研究新时代背景下重要的城市地域形式，大都市区治理的基本内
涵、理论演进、运作模式，以及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的演变与典型案例等。
    本书可供城市管理、城市地理、城市规划、城市社会学等研究人员阅读，也可供相关专业师生学习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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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选取反映中心城市和经济腹地之间联系程度的指标时，要考虑城市日常生活的生产与消费两
方面，前者可用通勤联系，后者可用购物、服务业利用等指标。
在关于通勤指标上，有学者认为中国城乡联系并不主要表现为通勤联系，而是综合反映在城市与其外
围地区之间人口、物资、资金、信息、技术等各方面的联系，因此主张用县的非农化水平替代通勤流
指标。
笔者认为，以非农化水平替代通勤指标来界定大都市区，从理论上说是行不通的。
因为这样界定的大都市区本质上是类型（匀质）区域，而不是功能区域，显然不符合大都市区的内涵
。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通勤等反映中心城市与其外围联系程度的指标在界定大都市区时是必不可少的，
只是在具体指标选择上不必囿于通勤指标，也可以采用通讯联系、资金往来甚至是报纸发行范围等指
标，这些指标在国外大都市区界定上并不罕见。
虽然国内学术界对大都市区的概念及其界定存在不同的认识，但是中国当前已经形成了以上海、北京
、广州、厦门等城市为核心的若干较为明显的大都市区，这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中国迈向大都市区化
的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理论上廓清大都市区的概念内涵、及其界定标准就显得尤其重要，只有在科
学界定大都市区的地域范围的基础上，也就是明确大都市区治理的客体，才能实施有效的大都市区治
理，才能实现中国大都市区的协调有序发展。
1.2 大都市区的内在属性与特征大都市区由联系紧密的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组成，从本质上看，属于
典型的城市功能区域；大都市区往往要突破行政辖区的限制，形成功能一体化的整体，因此一般具有
跨行政区的特征；相对于城区（建成区）而言，大都市区在地域上具有相对稳定性，因而成为一种重
要的地域统计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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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都市区治理:理论演讲与运作模式》是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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