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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出版一套《中国省市区经济地跑丛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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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也是全国广大经济地理工作者的多年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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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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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挤的各个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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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才能协调地向前发展，取得最大的国民经挤效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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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省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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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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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 30 多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我同的经

济地理科学与教育事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描写出版了一批经济

地理书籍，但却还设有→套完整的分省市区的经济地理著作， fj更

为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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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经前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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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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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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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地理与战略布局)) (多卷本〉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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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变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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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编写这样一套犬型丛书，在我国还是一个开创性的工作，因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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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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对经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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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布局中的重大问题，力求对省市区民l土开发、地区产业结构与布

局的调整有一寇的参考价值。

在吸收国内已有有关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力求在以下儿方

面有所创新，这就是对省市区条件的评价和特点的分析F 对省市

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问题，从经挤地理学角度，提出有一寇

侬掘的看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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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许多编写者为此付

出了辛勤的劳动，作了有益的探索.fR成效如何，还得请读者来

鉴寇、更欢迎读者的批评指正。

《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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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是我们祖国的宝岛，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

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自 1949年以来，台湾和祖国犬陆的分隔现状

已延续达40年之久。在这40年中，仅就台湾经济来说，也已发生

许多重大变化。如何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介绍台湾经济地

理的现状，让人们全面地、正确地加以认识和了解，这对于促进

海峡两岸日趋密切的经贸联系，促进两岸经济的互补合作和共同

发展，以及对于祖国未来的和平统一大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我们正是本着这个精神，至少在主观和指导思想上，是根据

这个要求来从事《台湾省经济地理》这本专著的编写的。

战后的台湾经济，其所以采取加工出口型态，以及它所以能

获得较快的发展，主客观方面的因素很多。但也无可讳吉，与台

湾本身的经济地理条件关系甚大。第一，台湾是海岛型经济，地

少人多，资源有限，第二，四面环海，港口众多，水路交通发

达，第三，该省扼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 向均外国侵略势力所

"青睐"之地。正因均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台湾，在西方一

些国家的大力扶植和支持下，利用本身所固有的有利经济地理条

件，逐步发展成坤一种外向型的加工出口经济，是毫不奇怪的 z



它对美、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较高的依附性和附庸性，也

是客观存在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既有快速和正常的一

面，又有其先天不足和非正常的一面。它结合引进和运用外国的

资金和技术，充分利用本身四面环海的交通条件和廉价而充沛的

带为资源，使台湾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这是好的 z 但它在许

多方面又是存在问题的，仅从经济角度讲，其中最突出的是不符

合合理的生产布局的原则。台湾与祖国大陆山水相连、本枝一

休，相互间的经贸关系本应该是十分密切的;而相反，台湾近几

十年来则只与美、欧、日等西方国家住来，一切面向这些国家，

与祖国大陆反而十分疏远。这对台湾经济正常、健康的发展带来

了严重影响，政治上更带来许多严重的后果。近些年来，两岸经贸

关系虽有所改善，但直至目前约止也仍然只是间接的、单向的。

我们认均这种以政治阻碍经济，不符合经济规律和违反经济合理

布局的事，是不利于台湾经济的发展的，自然更不利于两岸关系

的进一步改善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

本书是"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的一个分册。全书共分约

7篇 33章，以战后台湾经济的发展和生产布局的变化均重点。始

了突出本省"进口一加工一出口"的生产发展型态，我们突破了以

住经济地理一般以农业、工业和交通运输三大部门的划分，增加

了对外贸易地理和旅游地理两篇，并把工业地理部分提前放至第

二篇，同时，根据台湾工业生产布局的特点，分均工业综述、轻

纺工业、策略性工业、重化工业、其他工业、特定工业区和存在

问题等7章。另外，我们考虑到台湾与大陆的经贸住来实际上属于

一个国家内部的事，地位重要，又有特殊性，因而放在第一篇总

论部分，没有放在台湾对外贸易地理篇中论述。

z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f均经济地理的专著，尤其是对一

个省区经济地理的综合论著，作者除需收集掌握大量资料外，还

应作必要的实地考察，并与有关方面探讨切磋，以使本书能有更

准确的分析和论断，这实际上也是本书作者所十分期盼的。然而

在目前的条件下，也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还没有这种可能。在

收集材料上，我们虽然作了很大努力，但仍然是有限的，特别是

到目前均止，我们也还未发现已有台湾省经济地理专著的出版，

这就难免给本书在编写上带来极大的难度。然而本书又是"中国

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不可缺少的部分，不容无限期拖延下去，

只好自我们儿人勉力而均之。由于上述原因，加上我们的水平有

限，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但我们愿以此作坤一种初步尝

试，就教于大陆和台湾的有关专家学者，听取各方面意见，以使

本书能得到修改和完善。

本书中采用的数据除注明者外，均截止至1987年底，引用的

资料均注明出处，并在本书后附有主要参考文献。

在 1989年底召开本书审稿会时，曾请到全国人大常委委员、

台盟总部主席团主席寨子民先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著名地理学家赵松乔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经济室

主任、副研究员刘映仙和副主任姜玲芝，以及"中国省市区经济

地理丛书"常务编委、编审周舜武等，他们对本书的编写提出

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对修改定稿帮助很大，道在此表示衷心的感

谢。

编者

1991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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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论

绪

台湾是我们伟大祖国美丽而具有独特政治、经济、社会和地

理环境的一个省。自 1885年(请光绪十三年)闽台分治沿革至今

称为台湾省。主岛台湾是我国最大的岛屿，位于我国东南大陆架

上浩浩荡荡的海洋之中，酷似纺锤形z 东濒浩瀚的太平洋，南有

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相距约300公里，东北与琉球群岛间距约600公

里，西隔台湾海峡，最窄处130公里，与福建省遥相招望。台湾

岛南北纵长约394公里，东西最宽处约144公里，面积35798平方

公里。周围附属岛屿较大的有澎湖岛、兰血与、西屿，连同钓鱼岛

和赤尾屿等共86个岛屿。全省陆地总面积为3.6万余平方公里，

略大于海南省约2000平方公里。本省分布于东经119 0 18'03" (澎

湖县望安乡花屿西端〉至124
0

34'30" (宜兰县赤尾蚂东端) ，与

北纬21
0

45' 25" (屏东县恒春镇七星岩南端)至25 0 56'30" (宜兰

县黄尾屿北端)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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