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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综合报告和专题报告两部分。综合报告主要介绍了中国地理科学学科发展现状与前景展望；专
题报告主要介绍了自然地理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经济地理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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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喜欢这本书，，，
2、博库站着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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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第一次看类似题材的书，不知道学科发展报告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它的主要对象是谁，会不会像
“重新发现地理学”那样？等拿到手中后一翻，和期望的有些区别。报告分成综合报告和专题报告两
部分，专题报告又分了自然、经济、人文、地信四个分支部分，重点看了综合报告和经济地理报告。
报告对经济地理学发展方向及对国家的贡献总结非常到位。主要体现了三点特点：第一，经济地理与
自然地理、环境、生态学等的综合，研究不同尺度上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第二，区域差异研究（与经
济学家相比，在区域差异分解方面做得不够，也缺少计量经济方法，地理学院覃成林老师应做得不错
）；第三，国际前沿性的课题，如产业集群、全球化、信息化、创新体系等。对了解学科前沿，写文
献综述是很有帮助的。最大的感觉就是“地理”特色很明显，但缺乏与相关学科的对比。经济地理已
开始就界定了其基本问题是：为什么经济活动在地球表层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其基本动力是自然环境
本底的非均匀分布以及经济活动自身的集聚和扩散力量。注重了自然本底因素，与区域科学/区域经济
学的腔调的“空间”不同，后者仍以距离度量为主。但是在国际经济地理研究进展中，提到两大趋势
之一就是空间经济学的再度兴起。关于区域科学、空间经济学、经济地理学这些学科的争论网上很多
。显然，在该报告中并没有涉及国内空间经济学研究的相关进展，因为这部分研究不是地理学者的重
点，而是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国际贸易领域学者研究的内容，前者如南开大学部分老师，复
旦的范剑勇，北大的杨开忠、后者如南大的梁琦老师等。地理学者如王铮也对此有涉及。但这些内容
在报告中没有涉及，可能的原因是学科的区别，理论性太强，不适合读者（尤其是非专业人士）。此
外，制度文化转向研究不是很多，部分可渗透到产业集群研究中，但再宏观一点，如地理学者对制度
变迁与区域发展研究不多，尽管国内区域学者没有论及制度空间等新名词，但他们对该课题作了大量
的研究，如温州模式的研究。由此，产生的疑惑，如何界定“经济地理学”？若以研究对象，那应包
括国内区域经济学者的工作，如张可云老师对区域经济政策的研究，魏后凯等人的成果；若以“地理
学家”从事的工作界定，则文献选择存在“偏好”，忽略了一些重要的研究的成果。46篇参考文献中
有24~25篇是地理所老师的成果。主要是因为地理所在国内经济地理学界属于顶级的机构，老师的研
究前沿性和对国家决策的贡献都是非常重要的，另一原因可能是比较仓促缺乏经验，只能按文献的可
得性大小和熟悉的程度去填补给定的框架。报告，纵向看，应反映出学科的发展脉络，与国外同行，
国内相近专业相比，处于哪一阶段；横向看，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上存在哪些特色。这点，报告反映
的不是很多。同时，作为学科发展报告，没有涉及地理科学教育问题，无论是中小学，还是大学，有
点遗憾。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a06b8801000b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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