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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21世纪，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法制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必须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同步进行；为适应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要求，必须继续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既要充分地肯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已经取得的成就，又要客观地评
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当代经济学家和法学
家应当携起手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
不断开拓前进，认真探讨和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法制建设的新课题。我们必须
十分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理论的滞后必然会导致实践的无所适从，理论与实践共生
共存。没有实践根基的理论，是虚幻的假设；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行动。实
践是理论的基础，并且只有借助于理论形式才得以升华。因此，法学理论在我国法制建
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据此，我们组织了高等学校和研究机关、党政机关和司法实际部
门及企业界的有关专家、学者，编写了这套“市场经济法律丛书”，由丁邦开主编。这
套丛书的出版是一个开放的和不断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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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导论
  一、区域经济的概念和特征
  （一）区域的概念
  从一般意义上说，区域是一个特定的地域空问概念，而在这个特定的地域空间内又展
开着一切形式和一切内容的经济活动。因此，空问概念和经济概念的相互结合，也表现
为特定地域空间与经济活动的交融，于是便形成了所谓的区域经济。可以说区域是区域
经济中的核心要素，要对区域经济的概念有一个比较深的认识，就有必要对区域的概念
进行探讨。
  区域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区域，而且
又由于研究的视角和内容不同，对于区域的界定也往往是不一样的。
  在国外，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提出，“区域是具有具体位置的地区，在某种方式上与
其它地区有差别，并限于这个差别所延伸的范围之内。”英国地理学家迪金森认为，“
区域概念是用来研究各种现象在地表特定地区结合成复合体的趋向的。这种结合在一定
意义上说，将给予这类地区以区别于其周围地区的特点。这些复合体有一个场所、一个
核心和它们边缘地区的、明确程度不同的变化梯度”。
  在我国，有人认为，“区域经济学关于区域的概念可以表述为：经济活动相对独立，
内部联系紧密而较为完整，具备特定功能的地域空间”；还有人认为，“区域是指便于
计划、协调、控制经济活动而以整体加以考虑的，并考虑行政区划基础上的一定的空间
范围，它具有区内经济活动和区外经济联系的能力，常由一个以上以高级循环占重要比
重的中心城市，一定数量的中小城镇以及广大乡村地区所组成”；也有人认为，“作为



区域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域，是指拥有多种类型的资源，可以进行各种生产性和非生产
性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片相对较大的空间范围。这样的区域小至县、乡、村，大到省和国
家，以及由若干国家共同开发的某些跨国界的区域，例如亚太地区、东北区、南极、太
平洋等等。”
  第一次从经济学角度对区域概念进行界定的，也是目前为止大家一直沿用的，当推l92
2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直属经济区划委员会所给出的定义：“所谓区域应该是国家的一
个特殊的经济上尽可能完整的地区。这种地区由于自然特点、以往的文化积累和居民及
其生产活动能力的结合而成为国民经济总链条中的一个环节”。
  目前影响较大的一种定义是由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1970年给出的，他认为，“区域
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订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
片地区。它可以按照内部的同性质或功能一体化原则划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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