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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收集大量的数据和史料，将晋商商贸活动的扩展区域划分为几个区
，并对区域之间的商贸关系及扩展机制进行了探讨，分析了晋商商贸活动区域扩展的特点，最后得出
晋商形成及其扩展的规律和人地关系的原因。
    书中运用大量的图、表进行分析，书后还附有历史地图及许多珍贵的图片资料，包括票号的账簿、
来往信件、会票、兑票等，实属难得。
    本书可供历史学、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研究人员及商业贸易工作者和晋商文化爱好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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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尚义，1955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毕业生，现任太原师范学院院长、教授，太原师范
学院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与教学。
在《地理学报》、《地理研究》等刊物发表《太原盆地昭余古湖的变迁及湮塞》、《两汉时期黄河水
患与中游土地利用之关系》、《诌议太行八径的历史变迁》、《统万城的兴衰与毛乌素沙地之变迁》
等学术论文多篇。
到目前为止，出版专著9部，发表论文30余篇。
2002年被评为“山西省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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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明清时期山西经济区域的划分　　1．经济区划的依据　　山西区域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受
到地表山水河流的阻隔，另一方面也受到了资源禀赋和开发能力的制约。
明清时期，山西经济显示出多元化，在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经济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破
土而发，尤其表现在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结构形成了一定规模，并对该地区的发展起着主导的作用。
同时，区内的一致性和区间差异性有着明显的区域特点。
为了进一步从明清时期山西省内经济区域的结构上寻找晋商崛起的内动力，有必要对各个区域进行有
依据的划分。
　　（1）经济区内自然条件的一致性　　自然条件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条件，资源的特殊
性决定了该区经济的特色，如盐、煤、铁、铜、粮、棉、麻等。
有的区域资源具有多元化的特点，但主导产业，即以影响本区域人口所从事主要经济活动，并占有一
定比重的经济成分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和相似性。
这种一致性和相似性，使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一定的目标。
　　（2）经济区间自然条件的差异性　　由于受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地理区位的影响，使区域之
间形成了一定的差异性，如地理位置不同所导致的自然因素的差异、资源蕴藏量的差异、开发能力和
技术的差异，以及自然条件的差异，都直接影响到该区经济发展的程度。
　　（3）区域经济中心与城市相合　　城市是一个区域政治、经济、文化成分含量最高的载体。
以区域交通、通信网络为脉络，形成了城市与乡村相结合的区域整体。
中心城市对协调和组织区域发展具有核心的作用，同时对周围地区的发展又起着辐射的作用，其经济
发展程度和城市建设的规模是反映该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城市中的繁荣街市及商品种类又是该
地区经济、资源特色的折射。
因此，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中起着定位的作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晋商商贸活动的历史地理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