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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电

编写出版一套f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这是我国社会主

义四化建设的需要，是繁荣发展经济地理科学与教育事业的需要，

也是全国广大经济地理工作者的多年愿望。

经挤地理学是研究生产分布规律的科学。生产布局是生严的

空间形式。任何社会生产总要落脚到特定的地区、地点。我国三

十多年的实践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只有在国家统一计

划的指导下，根据生产发展的要求和各地区的条件、特点，把再生

产的各个环节、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各个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合理的分布，并在地域上科学地进行组合，整个社会才能协

调地向前发展，取得最大的国民经济效益。我国幅员广阔，地区差

异性很大，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布置生产力，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战

略意义。这一点，近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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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具体落实，

还有许多工作要傲。对全国各省市区的国土资源状况、经济地理

特征、产业结构、发展战略等问题的调查研究，摸清省情，明确地区

优势，就是落实全国战略布局的基础工作和重要环节。应当说，这

些工作做得还不够，远不能满足实际的要求。

建国三十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国的经济

地理科学与教育事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编写出版了一批经济地

理书籍，但却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分省市区的经济地理著作，成为我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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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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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我们中华民族

赖以生存发展的这片国土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这一切都说明编写出版成套的、系统的、比较完善的省市区经

济地理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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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编写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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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的重视与赞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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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的出版任务。经过全国哲

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审议批准，这套丛书又以4中国经济地

理与战略布局:Þ(多卷本)这一课题，列入哲学社会科学"六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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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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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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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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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写过程中，各编写组成员，努力从以下三方面来提

高编写质量z

一是科学性。包括引用的资料数据要真实可靠g 对经济地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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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要描述清楚准确，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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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和阐述。

二是突出特点。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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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有一起的参考价值。

在吸收国内已有有关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在以下几方面

有所创新，这就是对省市区条件的评价和特点的分析g对省市区迫

切需要解诀的战略性问题，从经济地理学角度，提出有一定依据的

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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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辛勘功劳动，作了有益的探索，但成效如何，还得请读者来鉴

定、更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

4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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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经济地理》是"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的一个分

册，它全面、系统而有重点地反映浙江省经济发展与布局的条件特

征和规律，着重反映生产布局的现状和特征、形成过程和形成条

件，适当探讨有关经验教训和今后发展前景，分析综合各种有关因

素，从经济地理角度为国家和省区制订国土规划和生产发展提供

一定的科学依据。本书可供各级从事地理、规划、计划、经济管理

以及教育等方面工作人员参考。

全书包括"总论"和"分区"两部分，首先重点阐明全省的经济

地理规律和特征，然后根据地域分异规律进一步说明各分区间的

区域差异性。由于篇幅有限，各经济分区的阐述只到二级区为止。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杭州大学、浙江省计经委、经济研究中

心、统计局以及工业、农业、交通等厅局和地、市领导部门的犬力支

持，并参阅了各有关部门和同志的著作、论文，吸取了许多有价值

的观点和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由林国铮主编。参加编写的单位和执笔者有 E 杭州大学

林国铮、蔡一波、陈德恩，浙江省计经委吴舔永、浙江省经济研究中

心尹俊碎、胡仲明。参加附图清绘的有杭州犬学蔡王斗、李跃生。

全书总共 27 章，各幸编写分工是 2 第一、二、三、四、十一、十二章，



• 

林国铮，第五、六、七、人、九、十章，蔡一波，第十三、十九、二十三、

二十七章，吴最永，第十四、十五、十七、十八章，胡仲明，第二十、

二十一、二十二章，陈德恩 z 第十六、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章，尹

俊导华。最后由林国铮统稿完成。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而本省经济形势发展又很快，有些问题还

在探讨之中，因此缺点甚至错误实属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e

'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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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总 i~ 

第一幸概 述

浙江省是一个地少人多，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基础尚好的地

区。较长时间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浙江经济发展的相对速度很

快，这是发挥地区优势、扬长避短、合理利用地域条件的过程租结

果，也就是在尽量充分了解省情的基础上不断寻求按照自然规律

和经济规律进行布局的过程和结果。

浙江省位于东经 118 0-123. ，北纬 27 0 12' ---31 030' 之间。北

邻上海、江苏，东临东海，西接安徽、江西，南连福建。由于浙江港

口和海运条件优越，成为地处我国括海南北交往和内外交流较为

居中的地段，交通便捷，信息灵通，有利于省际之间乃至国际之间

的联系和合作，这对浙江经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由

于接近经济发达的上海和江苏，在原料、材料燃料、日用品等物资

交流上，在科学技.术、经营管理和对外贸易上，在生产、运输以及销

售的联合协作上，都具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

浙江省境内自东至西的宽度和自南至北的长度相仿，其直线



距离均在 450 公里左右，陆地总面积 10.18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

面积的 1%强。境内气候温租，地形.土壤多样，山海并利，物产丰

富，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物之邦"、"旅游之地"之称。

浙江土地开发经历了长期的历史过程。据余姚河姆渡民族公

社遗址发掘，证明早在 7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余姚江流域就已

出现原始民族公社文化3 此外桐乡县的罗泉角，嘉兴市区的马家

滨、湖州市区的钱山漾、余杭县的良诸、杭州市区的老和山等地都

发掘了稍后于河姆渡的原始公社文化。这说明浙江地域的开发，

首先是从北部平原地区开始的，然后继续逐步开拓到南部地区。在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土地开发可追溯到 2400 年前的春秋时代，

那时杭嘉湖平原的东北部属吴国，其南则属越国。①今绍兴是当

时越国的都城。战国时，浙江属楚国。秦统-中国后，则分属会

稽、闽中两郡。东汉时属会稽、吴、丹阳三郡。三国时属东吴，先后

增设新都(地跨皖浙)、临海、吴兴、东阳四郡，加上会稽郡及江浙交

界的吴郡，共 6 郡 44 县，这些郡治的设置，反映了钱塘江流域和东

部沿海地区的开发虽迟于北部平原，却又先于南部山区。隋初时

并省县，废郡为州，炀帝大业初又改州为郡，今浙江境内分为 5 郡

23 县。唐初浙江属江南道，开元时江南道分东西两道，浙江属江

南东道，乾元初江南东道下分置浙江东道和浙江西道两节度使，从

此开始"浙江"一直作为行政名称延续至今。②这时明州(宁波)和

温州已开胖成为我国东南浩海的主要海上贸易港口。沿海主要岛

① 当时越地范围南至诸暨，北至嘉兴，东至ø县，西至太湖(见f国语'‘

ι越语吟。

(豆) "浙江"本为江名，古稀:渐水，因渐水蜿蜒曲折，后以音称各为浙水或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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