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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一区域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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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介人行政区划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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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冷已经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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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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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区域政治经济学作为书中提出的一个全新的学科概念与理论体系，是为了能够把我国行政区划的
理论与实践通过与我国政治制度中的行政组织结构的原则方法、运行机制、基本特点、历史经验等要
素结合起来，从而对我国区域政治经济进行更加明确、深入的研究。
本书共12章，主要对中国区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现状、主要概念、理论基础、核心观点作框架上
的分析与体系上的建构，对中国区域政治经济学中所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给予理论上分析与说明。
书中以多个方案论证我国行政区经济的区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知识。
    本书可供城市与区域经济、地理、规划研究人员学习，也可供相关部门行政管理人员、相关专业研
究人员、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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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我国区域政治经济研究现状述评　　1.1 我国行政区划研究的总体脉络　　从学科的角度来说，
随着时代的变化，行政区划的学科属性也发生着变化。
在古代，行政区划主要体现在大量的方志、地志和会要、会典等古代文史典籍和典章制度中。
也就是说，从总体上来看，行政区划首先是作为古代封建政权统治和治理国家的一种政治手段和形式
，即通过用行政区划的手段来达到控制基本经济区的目的，从而实现政治上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兴旺。
因此，要深入地对行政区划进行研究，就必须对古代的方志、地志和会要、会典等有关地理沿革和典
章制度进行深入研究，认真了解其发展演变过程和基本规律。
尤其是对其中所包含的深厚的人文思想　　和哲学理念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使其理论研究上升到一定
的高度。
到了现代，随着“分科立学”、“分科治学”观念的提出，我国的现代学科体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通过“移植之学”、“转化之学”，使中国现代学科体系实现转型，学术分科渐趋合理，并使现代意
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逐渐形成了。
1913年初，当时的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大学规程》对大学所设置的学科及其门类做了原则性规
定，即取消了“经学科”，分为文、理、法、商、医、农、工等七科。
其中，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和地理学4门。
由此可见，在这种专业化的分化过程中，一方面，我国学科体系的总体设置是受到西方现代学科体系
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国传统的学科特点还有一定的保持。
比如，地理学的划分就更体现出我国传统学科的总体特征。
但实际上，在西方，地理学已开始渐渐转入到自然科学的学科门类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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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行政组织与空间结构的耦合》可供城市与区域经济、地理、规划研究人员学习，也可供相关部
门行政管理人员、相关专业研究人员、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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