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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 序

编写出版一套4中菌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这是我嚣社会主

义四化建设的需要，是繁荣发展经济地理科学与教育事鱼的需要，

也是全国广大经济地程工作者的多年愿望。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生产分布规律的科学。生产布局是生产能

空间彭式@任何社会生产总要落脚到特定的地区、地点。我自三

十多年的实践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只有在型家统一计划

的指导下，根据生产发展的要求布各地区的条件、特点，捏再生产

的各个环节、居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生产要素，在全国革围内

进行合理的分布，并在地域上科学地进行组合，整个社会才能挣满

地向前发展，取得最大的国民经济效益。我国摇员广阔，地区差异

性银大，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布置生产力，更具有特殊重要的哉略

意义。这一点，近九年来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现在，中央对

全国生产的战略布局已作出了决策，指明了方向

有许多工作要做。对全国各省市区的国土资源状况、经济边理特

征、产业结构、发展战略等问题的调查研究，摸清省情，萌确地区优

势，就是落实全犀战略布局的基础工作和重要环节。直当说，这些

工作做得还不够，远不能潜足实际的要求。

建国三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友晨，我国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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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与教育事业也有了裙应的发展，编写出版了一提经济地

理书籍，佳却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分省市区的经济地理著作，成为我

自经济地理科学领域中的一个空白，急需加以填补。

热爱中华，振兴中华，首先就要了解中华，了解我的中华民族

歧棋生存发展的这片国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切都说明编写出版成套的、系统的、比较完善的省市区经

接地理著作，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在国家计委领导和国土局的关怀和支持下，"全国经济地理科

学与教育研究会'在故理事长孙敬之教授的领导下，经过多方面的

准备，于 1982 年 10 月开始，先后组建了三十个分珊编写小组，开

展这项规模宏大的科学研究工作。这项工作，也得到了中央教育

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各省市区计委、统计局、有关业务部门和全国

许多高等院校、科研杭构的重视与赞扇，新华出版社在出版方面给

予大力支持，全部承担了三十一个分藉的出版任务。经过全国哲

学社会科学规结领导小组的审议批准，这套丛书又以f中国经济地

理与战略布局刘多卷本〉这一课题，苑入哲学社会科学"六五锣期间

国家重点项目。

正是这么多单位、领导和同志的热情关怀与多方赞助，为这套

丛书的编写出版提供了有利条件。

《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问是区域性的经济地理系列著作，

一个省市区一个分册，分别介绍各省市区生产分布演变的历史过

程、生产分布现状和基本特点，分析影靖生产分布发展变化的条

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省市区生产布局的基本经验，探讨今后发

展趋势，反映生产分布运动过程中的规捧性问题。

编写这样一套大型丛书，在我国还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因此

难度较大。在搞写过程中，各编写组成员，努力从以下三方面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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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编写质量z

一是科学位。包捂引用的资料数据要真实可靠 z 对经济地理

现状要描述清楚准确，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s对现状形成的原因和

今后的发展趋势，要紧密联系诸条件给以科学的辉释租阐述。

二是突出特点。包摇突出经济地理的科学特点，突出各省市

区的特点。

三是实用性。从实际出发，提出分析、解决地区生产发展和布

局中的重大问题，力求对省市区国土开发、地区产业结构与布局的

揭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吸收吕内已有有关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在以下几方面

有历刽薪，这就是对省市区条件的评价和特点的分新事对省市这迫

切需要解决的战珞性问题，从经济地理学角度，提出有一定依据的

看法 F省内经济区域的综合分析。

这是丛书编写的指导思想和努力的方向。许多编写者为此付

出了辛勤的劳动，作了有益的探索，但成效如何，还得请读者来鉴

定、更欢迎读者的社评指正。

‘中国省市区经济培理丛书》撬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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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4湖北啻经济地理B是a全国经济地理科学与教育研究会"组织

辑写的《中国省市这经济地理丛书，中的一个分册。由湖北犬学和

中南黠经犬学 6í立自志编写，题兆锐、梁怀负责组织并担任主编工

作。全书 5 第 31 章。承担各章的编写r者 2 月兆镜 1-4 章，梁怀

5 、 11 、 21-26 章，陈文宏、柴怀 6-7 章，陈文宏 8-10 章，余低、

王书芳 12-19 章，王书芳 20 、 28-30 章，万家佩 27 章，万家银、梁

怀 31 章。本书大部章节由梁怀罔志{毒攻定稿。插图由华中挥范

大学拣联寿等商志编绘。

《湖北省经济地理，着重从生产优越条件和生产分布理扶出

发，在国家经济建设方针指导下，依据社会主义生产布局提律，离

述本省主要物质生产部门和区域经济的布局持题。它对经济科

学的教学，经济工作部门研究发展战略，制订经济发展计划和犀土

巍地，均有参考作用。

在编写过程中，丛书籍委会经常给予指导，委派华裔!蹄莲夫学

吴都文教授负责主审 s湖北省计划委员会旗发文件，对辑写工作热

情支持，并派嚣土处揭志参加审稿 s湖北省统计局、湖北省交通厅，

z 



武汉市、黄右市、襄樊市、宜昌市、黄肉地区、宜昌地区计划委员会，

以及一些中央在江单位，提供了重要资料 z湖北大学地理室、中毒

财经大学计统系的关怀，使本书编写工作得就瑕利元成。在此，表

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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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概 论

结 兰r
1=1 

黯北省位于长江中番，渭庭湖ll.(北，边跨北纬 29。邸'-

33 020' .东经 108 021' ~116007' 。东邻安徽，最东点为黄梅县滨江

村F西邻国)11.最西点为科JII土池瑛 F 南接湖南，最离点为通城界上

镇z 东南接江西，最东南为柱、店p 西北接挟西，最西北为那西湖北

0;北邻陕西、部离，西北以部县程家台与陕西省接界，北面以孟家

楼与河南省分界。东西宽纺 1400 公里，南北长约 800 公里，面积-

185897 平方公里，占全嚣恙噩积的 1.94 %01984 年总人口 4876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的 4.6 %。

湖北省页史摞远流长，建制沿革，经过长期的变缸。清康黯三

年〈公元 1664 年) ，期广分治，以洞庭湖为界，高为黯南省，北为模

北省，为湖北省建省之始。卖国初年，废府〈州〉留县，省下设江汉、

襄阳、荆宜、施鹤 4 道。 1927 年废道存县，在省、县之间设行政督

察专员公署。解鼓后，行政区划迭有变更。 1984 年，全省建耕者

武汉、黄石、襄樊、十堪、抄市、宜昌、那门、鄂州 8 个省辖市，黄冈、

孝惑、成宁、那判、虽~~日、宜昌 6 个地区，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ß

个地辖市， 64 个县， 1 个直辖县级林区，共 86 个单位。省会武汉

z 



市。

湖北省地处全国中部，地理位置适中，长江、汉江穿行卖肉，京

广铁路和焦技铁路纵贯南北。交通便利，素有必九省通衡'之称。自

然条件比较优越，矿产和水利资掠丰富，建国后为全国重点开发和

建设地应。在全国经济发展战略布局一盘棋中，处于承东联西，南

立交流的结合部的重要位置。充分发挥湖北省的能势，加快经济

注展步伐，有可能忘在全国囚化建设的前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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