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优化开发区域的空间协调机制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优化开发区域的空间协调机制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1797288

10位ISBN编号：7501797285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中国经济出版社

作者：方中权，余国扬  著

页数：230

字数：1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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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优化开发区域的空间协调机制研�>>

前言

　　本书是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的重点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
该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探讨“优化开发区域”珠江三角洲区域空间的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指导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思想，国家相应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在
提高，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区域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为此，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的重大工作
目标，并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
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这是在区域发展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缩小区域差距，实
现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其中，优化开发区域是指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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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珠江三角洲为例，系统阐述了主体功能区如何实现经济布局、人口分布、资源环境三位一体的
空间均衡。
以完善空间协调机制促进这些优化开发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
    本研究的创新：一、建立优化开发区域空间协调的研究分析框架；二、提出优化开发区域空间协调
的思维转变与理论创新；三、构建了优化开发区域空间协调机制；四、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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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区域空间结构研究　　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是空间协调研究的重要方面，实现空间协调必
须要改善和优化空间结构。
西方关于区域空间结构的研究源于冯·杜能的“农业区位论”。
杜能在1826年发表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中，确定了在均质平原和单一市场中心等条
件下的农业生产方式的空间分布规律，形成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各种不同农业产品生产的
同心圆结构。
随后，韦伯1909年出版的《工业区位论：区位的纯理论》，探索了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
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瑞典经济学家帕兰德、美国经济学家胡佛等不断修
正韦伯以市场因素对产品价格的影响近似为零的前提，考虑了更为复杂的运输费用结构和规模经济等
因素来确定企业的最佳空间布局。
1933年，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在《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中首先系统阐明了“中心地理论”，提出了“
城市区位论”。
他认为高效的组织物质财富生产和流通的空间结构必然是以城市为中心，并有相应的多级市场区域构
成的网络体系。
廖什和贝克曼详细研究了市场规模与市场需求结构对区位选择、产业配置和城市规模的影响，扩展了
区位理论研究的范围（张燕，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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