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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中国区域科学

陈宗兴

【作者简介】陈宗兴 （１９４３－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西北大学原校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原校长。

注：本文系作者为中国区域科学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著作 《面向现代化的中国区域科学》所写的序。

区域科学产生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它的定义多样化。区域科学之父沃尔特·艾
萨德 （ＷａｌｔｅｒＩｓａｒｄ）在 《区域科学导论》一书中就给出了１３种不同的定义。事实
上，每一个区域科学工作者都可以在深入研究后给出自己关于区域科学的定义。尽管

如此，区域科学的基本特征是明确的，这就是：①空间性。区域科学纳入地理空间因
素，目的在于确定和揭示与效率、平等、可持续、社会福利等相关的空间组织基本规

律，是空间规划、管理艺术与空间系统科学相结合的社会科学。②区域性。空间分异
成为有意义的不同区域而组成区域系统，区域科学研究作为具有能动性机体的、有意

义的区域或区域系统。③综合性。区域科学对影响一个具有意义的区域或区域系统发
展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生态环境诸因素作综合分析，是融经济学、地

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环境科学、心理学、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和规划等多学

科理论和方法的跨学科 “耕耘”的 “沃土”。④实践性。区域科学具有三个目标，即
用空间坐标重构经济和社会理论，发展一套区域定量分析的工具以及分析区域政策与

规划。因此，相对于不含空间维度的一般经济学和社会科学而言，区域科学具有相对

突出的实践性，是公共规划和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空间分异显著，区域呈现多样性。经济和社会活动的

空间组织和区域发展始终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改革开

放以前，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建设，特别是其中的 “１５６”个项目选址、 “三线建设”
的需要，我国汲取苏联生产 （力）布局理论的经验教训，逐步建立了基于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的生产 （力）布局理论。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回答和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条件下空间组织和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基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传统生产 （力）

布局理论逐渐失灵，迫切需要形成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新空间组织和区域发

展理论。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学术界开始借鉴西方区域科学理论和方法，探索适合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空间组织和区域发展理论，于是区域科学在中国应运而生并

发展。其中，具有重要开创性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有以下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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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沃尔特·艾萨德的著作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的中译版①出版。１９７５
年，沃尔特·艾萨德概括总结了区域科学三十年的发展成果，完成了代表性、权威

性、基础性区域科学著作———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并由 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Ｉｎｃ出
版，该书全面介绍了区域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并提供了若干成功的分析实

例，是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全面理解和把握区域科学理论和方法的权威参考书，中译版

的出版无疑对区域科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因此，

作为地理学者，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我们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研期间，就在邬翊光先生
等的指导下，着手介绍和翻译这本著作，并在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于１９９１年初
出版。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命名区域科学的著作，对区域科学在我国的传播发挥了

开创性作用。

二是１９８８年杨开忠在孙尚清先生的指导下完成中国第一篇区域科学和空间经济
学的经济学博士论文——— 《国民经济区域结构理论与应用》②。以此为基础，次年杨

开忠完成了 《中国区域发展研究》③ 一书。这项工作首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的国民经济区域结构和区域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对本土化区域科学研究具有

开创性意义，作为第五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当选成果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

的重要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理论。２０１２年，我和厉以宁先生应邀
出席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五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２０１２）颁奖典礼并向获奖者颁
奖，见证了中国区域科学研究成果受到主流经济学界的充分认可并由衷高兴。

三是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创立。为了团结区域科学相关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促进区

域科学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与合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在马洪、孙尚清、吴树青、陈
述彭、李京文、吴传钧、林超、陈传康、陈栋生、陈锡康、崔功豪、高纯德、郭来

喜、胡序威、胡兆量、李文彦、刘再兴、陆大道、陆卓明、梁继宗、毛汉英、王恩

涌、魏心镇、卢培元、邬翊光、杨吾扬、杨树珍、邹德慈、张超以及沃尔特·艾萨

德、马纳斯·恰特吉等国内外一批著名学者的关心和支持下，杨开忠着手筹备、创立

全国一级学术团体———中国区域科学协会 （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
ＲＳＡＣ），并于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在北京大学召开成立大会，正式宣布了中国区域科学协会
的诞生。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辛亥革命１１０周年，也是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开局之年。时逢中国区域科学协

会创立三十周年，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组织撰写 《面向现代化的中国区域科学》，从不

同层面和不同角度回顾过去三十年、展望未来三十年，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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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三十年，中国区域科学协会针对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科发展需要，动员和组织

相关专家、学者和学术机构在解决中国现代化理论和实践问题中不断发展中国区域科

学，取得了卓越成就。在这些成就中，以下四个方面特别值得肯定。

一是建立健全区域科学学术共同体。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先后设立了二十多个专业

委员会，并指导建立了黑龙江省、四川省、河北省等地方区域科学学会。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作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区域科学学术团体正式
加入国际区域科学学会，捍卫了一个中国原则，这是我国区域科学学术团体建设的一

件大事。

二是系统组织开展国内外区域科学学术交流，形成了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学术年

会、亚洲区域科学会议、“中国区域经济５０人论坛”等若干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
平台，有力地支撑和引领了中国区域科学学术交流。其中，１９９３年在北京大学召开
的 “发展中国家区域科学国际会议”是在我国举行的首次区域科学国际会议，几乎

云集了世界上所有的区域科学大师，实现了中国学者与世界区域科学大师的对接，被

国际社会誉为推动中国区域科学接轨全球的 “种子”会议。

三是推动区域科学教育培训。举办 “区域科学国际高级研讨班”，推动 “区域经

济学”被列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目录》一级学科 “应用经济学”目录之下的二级学科， “城市管理”被列为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促进建立了一批相应的教育教学机构，从而培养并

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区域科学教育和人才队伍。应该特别指出的是，１９９３年至
２００３年几乎每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 “区域科学国际高级研讨班”，先后邀请了沃尔特

·艾萨德、威廉姆·阿隆索 （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ｌｏｎｓｏ）、马丁·贝克曼 （ＭａｒｔｉｎＢｅｃｋｍａｎｎ）、
藤田昌久 （ＦｕｊｉｔａＭａｓａｈｉｓａ）以及雅克 －弗朗科斯·蒂斯 （Ｊａｃｇｕｅｓ－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Ｔｈｉｓｓｅ）
等一批国际著名区域科学家，面向全国讲授包括新经济地理学在内的区域科学理论和

方法，其中沃尔特·艾萨德、藤田昌久还分别专程赴西北大学、南开大学作专题讲

座，助力我国诞生了一批中国区域科学和新经济地理学人才，对中国区域科学和新经

济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是在不断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中发展区域科学理论和方法。沿着这条技术路

线，中国区域科学工作者，一方面，积极投身于中国城镇化、区域发展、国土空间布

局政策研究，提出了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实施国家

重大区域战略的建议方案，为宏观决策提供了科学支持；另一方面，围绕区域协调发

展、新型城镇化、国土空间布局，翻译、编著了大量区域科学相关著作，与时俱进地

开展了大量的中国区域科学理论和实证研究，形成了不少本土化的区域科学理论和方

法，并创新性地提出了 “新空间经济学”，发展了空间分析技术等。经过三十年的发

展，中国区域科学不仅成为一门正式的显学，而且实现了从起跑、追跑、跟跑到并跑

的艰难转变，并正在力争从并跑到领跑的新转变，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区域科学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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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三十年，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三十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全面数字化、绿色化、全球化转型，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共

同富裕，中国逐渐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中心。可以预见，随着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将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作

为一门交叉、综合的社会科学，区域科学无疑应该进一步发挥优势，努力成为我国哲

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突破点和繁荣极。守正笃实，砥砺前行，任重而道远！我由衷祝愿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进一步凝聚国内外学科力量，为发展和繁荣中国区域科学、促进世

界区域科学进步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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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现代化的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讨会

暨新书发布会在京召开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４日，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经济管理出版社主办，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承
办的 “面向现代化的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讨会暨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顺

利召开，来自国家发改委、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

浙江大学、日本东北大学等机构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由北京大学首

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教授主持，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肖金成研究员、经济管理出版社总

编辑刘勇研究员分别致辞，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杨开忠研究员和刘勇总编辑共同为 《面向现代

化的中国区域科学》揭幕，杨开忠会长和执笔人代表分别介绍了新书和部分章节情况，与会专家

学者围绕中国区域科学如何实现现代化以及新书内容展开深入研讨。

《面向现代化的中国区域科学》是由１４０余位中国区域科学的专家学者撰写、总字数达１３６万
字、汇聚了区域科学全领域以及国内重点区域发展的鸿篇巨著，是区域科学与区域研究的 “百科

全书”。该书系统、客观、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区域科学走过的三十年，全面展现了当今世界区域科

学的学科进展与前沿，内容涵盖区域科学理论、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经

济学等学科前沿，也包括空间分析和区域定量研究方法，还包括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流域经

济、海洋经济、民族经济、城乡统筹、人口与发展、区域创新、区域文化、区域旅游、国土空间规

划、区域与城市规划、城市管理、乡村规划等领域，更包括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等四大区

域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重点区域发展分析，同时该书还

展望了中国区域科学未来三十年的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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