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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读本》

内容概要

《经济地理学读本》全书分为5篇，共25章。第一篇，“经济地理学的世界”，回顾和阐述了经济地理
学不同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各种理论方法，重点包括政治经济学、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文化与制度
方法。第二篇，“生产的领域”，关注经济学的传统议题：生产、劳动力、企业、竞争、增长和技术
变化。并采用政治经济、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方法研究生产、企业、区域增长和劳动。第三篇，“
资源的世界”，关注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从政治经济、文化理论和女性主义视角研究农业、资源
和自然的生产。第四篇，“社会的世界”，强调在经济地理学研究中，不能脱离社会，孤立地分析经
济过程，着重考察性别关系、阶级、治理和国家以及它们与空间的关系。最后，第五篇，“循环的空
间”，以批判现实主义的空间含义为出发点，关注地域、地方镶嵌性和尺度的构建，重点考察了远程
通信的空间性，及通过资本和移民形成的场所的连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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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读本》

作者简介

特雷弗·J.巴恩斯是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教授，曾出版《经济地理学指南》（A Companion to
Economic Geography）（与埃里克·谢泼德合编，Blackwell，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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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读本》

书籍目录

致谢序言　阅读经济地理学第一篇　经济地理学的世界　导言　失范式　第一章　一代人造就的差异
　第二章　产业和空间：对激进研究的辨析　第三章　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主义视角　第四章　重塑
经济地理学中的经济　第五章　经济，愚蠢!产业政策话语和身体经济学　导言质　询生产第二篇　生
产的领域　第六章　存在一种服务经济吗?资本主义劳动分工的转变　第七章　不平等发展：社会变迁
和劳动力空间分工　第八章　弹性生产系统和区域发展：北美和西欧新产业空间的兴起　第九章　全
球一地方紧张局势：全球空间经济内的企业和政府　第十章　政治的重新定位：美资墨西哥工厂中的
性别、国籍和价值第三篇　资源的世界　导 言　人造自然　第十一章  自然、经济及理论的文化政纲
：1870～1911年白令海峡的“反海豹战争”　第十二章　现代和和杂合性：1890～1930年自然、复兴和
西班牙水景观的生产　第十三章　石油如同金钱：魔鬼粪便与黑金意象　第十四章　改造沼泽、赋予
环境性别：性别对冈比亚耕地变迁的影响　第十五章　营养网络：食物的另类地理第四篇　社会的世
界　导言　引入社会的世界　第十六章　找回经济地理学中定性的政府⋯⋯第五篇　循环的空间参考
文献索引

Page 4



《经济地理学读本》

编辑推荐

　　《经济地理学读本》可以作为大学经济地理学专业辅助教材，适合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阅读，
也可供对区域和城市社会发展感兴趣的学者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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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读本》

精彩短评

1、经济地理学是一门有趣的学科，外国研究的很透彻啊，值得学习。
2、老外写的书，虽很严谨，但是思维还是和咱不一样，第一遍看起来有点费劲
3、刚开始看，感觉还可以，内容很好，翻译一般
4、很好的书，助我得成大业
5、近当代经济地理学理论的大师文章汇集，能够通过阅读较快地了解经济地理学方面较新的理论研
究
6、读过《现代性与杂合体》那一章
7、最初只买了《经济地理学指南》，看着看着才知道还应配合着《经济地理学读本》来看，也头一
次看到很多经济、政治、文化的问题其实有其地理上的因素。
8、一大群人竭尽全力拼逼格。。。。。。
9、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应该拥有一本。

Page 6



《经济地理学读本》

精彩书评

1、有时候不知道作者要表达什么，文章结构看上去比较散，有时候碰到的一些词语不知所谓。以下
是我以前在读过该书一章后写的点感想。欢迎讨论。老工业区、工人抗议企业关闭、地理学前几天偶
然在网上看到一张没有文字说明的图片，几名壮汉抬着毛主席的画像貌似在游行。他们在怀念毛主席
那个时代的什么？我没有经历过，说不出来，通常见到的提法是对现在过大的社会差距、官员腐败，
外交软弱的不满。正巧，同时我看到一篇关于西欧老工业区抗议工厂关闭的文献，于是，联系起来—
—我的直觉是，这张照片可能是东北地区的职工在游行，应该也是抗议下岗、工厂兼并关闭、企业改
制中的腐败等。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中，以前为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东北地
区，尤其是老工业基地、重工业区、矿业城市出现了产品滞销、经济不景气、企业关闭、工人下岗等
问题，被称为“东北现象”。这是市场竞争，产业结构升级、重构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制度变迁滞
后等引发的区域问题，属于“区域衰退”的一类。除了单一传统产业集中外，20世纪80~90年代的东北
老工业基地与20世纪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早期的西欧老工业区，还有个共同的特征，即国有产权比重
高，或许正因为是国家的深度参与，才会有如此多的抗议活动。至于西欧老工业区是否存在及打破“
铁饭碗”之类的制度，私有化中是否出现了腐败等问题，不得而知，也不知道西欧的工人在运动中是
否也会怀念某个人。这是不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议题？如果是，该从哪些角度入手，探讨哪些问题？
这篇文献是1986年的，已经20年了，但被收入了2003年出版的“Reading Economic Geography”，以反
映西方经济地理学中引入“社会的世界”——开始超出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地理学家们狭窄的市场
观（只看到了市场力量作用下的供给与需求曲线，对价格信号的理性反应等），深入到经济的社会架
构当中，研究经济的制度机理和政治格局！任何有关现实世界中的对市场的深刻认识，都必须充分考
虑那些塑造市场的社会关系及行为模式。这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分析，也似乎是以后发
生的“制度、文化转向”的开端。国内的经济地理学中类似的研究还不多，有人有关于“区域政策”
的变迁与地方的响应研究，有人关注全球化中的地方制度构建问题的研究。在东北地区经济衰退的过
程中肯定也出现了工人下岗、企业倒闭的现象，其中应该也存在工人群体的“主动性”的反应，但没
见国内地理学者关注工人的主动性在其中的作用及在地域空间上的意义。在工人阶级当权的国家分析
工人阶级的抗议运动，确实有点悬，尽管有人研究了农民的群体性事件。但明显这些不是地理学碰的
，地理学往往从经济的角度关注区域尺度上的“东北现象”。或许是群体性事件太敏感，或许认为这
不是“地理”问题，或许是学者缺少社会学、政治学方面的知识，难以对地方归属感、权力控制、斗
争等问题难以进行深入的分析。原文在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a06b8801007q2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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