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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点摘编 】
大致经历了 四个阶段 ： 世纪 年代初是编制和

实施地区国 土开发整治规划阶段 ； 年代中后期

办而走廣无主义思 砌的成 因 、 是编制和实施经济协作区区域规划阶段
；

年代

表现及其危睿 是编制和实施大经济区 区域规划阶段 ； 年至

今是编制和实施不同层级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相

衔接的区域规划阶段 。

近代以来 ，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主要 出现在两 中国区域规划 的发展和演变彰显 了区域规划

个历史转型时期 ，

一是 世纪末到 世纪初期 ， 在加强政府宏观调控 、 完善区域政策体系 、 促进

一

些知识分子怀着为内优外患 的中国寻找
“

出路
”

生产力空间布局不断优化和推动区域
一体化进程

的信念 ， 竭力主张中 国应走西方的道路 ， 形成了 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 同时 ， 随着 国内外形势

第
一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

二是改革开放之后 的变化 ， 区域规划在实施过程 中也面临诸多问题

多年来 ，

一些人借纠
“

左
”

之名否定中 国革命史 ， 和挑战 ， 因此 ，
区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要遵循科

否定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 形成 了第 学 的发展理念 ， 响应国家发展规划对区域发展提

二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 这两次历史虚无主义思 出的战略要求 ； 制定科学有效的 区域政策是保障

潮都有着共同 的理论主张 ， 即它们都以全盘西化 区域规划有效实施的重要手段 ； 区域规划 的编制

为核心诉求 。 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西方社会科学 和实施要同时发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

理论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提供了理论基础 ；
既体现 国家意志 ， 又兼顾地方利益诉求 。 实践证

新 自 由主义在中国 的发展为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 明
，
通过上下互动 出 台的 区域规划

一

方面使地方

和蔓延创造了思想环境
；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 政府更加明确发展的 目标 ， 调动了地方贯彻落实

低潮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泛起的国 际背景 ； 在全 区域政策的积极性 ； 另
一

方面 ， 中央部 门通过监

球化背景下 ，
西方 国家通过多种手段推行和平演 督规划的 实施 ， 体现了 国家意志 ， 保障了整体利

变战略 ， 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蔓延提供了外部 益最大化 。 （ 摘 自 《 中 州 学刊 》 年 第 期 ， 原

支持 。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旳主要表现是 ： 否定和 文 约 字 ）

歪曲中 国革命的历史 ； 打着
“

还原历史
”

的旗号

为已被历史淘汰的 旧势力评功摆好 ；

“

戏说
”

、

“

恶 由 地对香港直接投资 的 动 因 、

搞
”

历史 ；
主张帝国主义侵略有功 。 历史虚无主义 特征与 故应

思潮的泛滥造成了十分严重 的危害 ，
它妨碍 了人

们对历史的科学认知 ， 割裂革命与建设 、 历史与

现实的有机联系 ， 破坏历史共识与政治共识 的形 近年来 ， 内地对香港投资的规模迅速扩大 ，

成 ， 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
因此

， 对历史虚无 主要动因有 ： 内地综合经济实力持续增强 ， 成为

主义思潮的严重危害要有清醒的认知与警觉 。 （ 摘 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 内地，香港具

自 《 南 京政 治 学 院 学报 》 年第 期 ，
原 文 约 有紧密的地理 、

人文与历史联系 ； 内地与香港形

字 ） 成一体化的经贸合作关系 ； 服务香港社会 、 稳定

香港经济 ； 利用香港作为国 际金融 、 贸易和航运

政革开放以束我 国 城规到工作 的 中心的优势 ， 服务内地的生产制造业 ； 利用香港

房史漬 进与 经磁 ■启 示 “

自 由港
”

和低税率的优势
，
以香港作为 中介开展

国际化经营 。

目前 ， 内 地在香港的直接投资呈现六个布局

改革开放以来 ， 中国区域规划的发展和演变 特征 ： 香港是 内地对外投资最大的 目 的地 ； 内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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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英 、 美 、 荷等国
，
成为香港最大的外资来源 认

，
形成新的身份 。 同时中国在参与实践中也在

地
； 中央与地方国企是内地对香港投资的重要主 影响着 国际体系 ，

这一过程具有典型 的
“

双 向社

体
； 服务业特别是商务服务 、

金融业成为内地在 会化
”

的特征 。 当前
，
国际体系进入深人调整时

香港投资的主导产业 ； 香港在 内地对外投资中 的 期 。 纵观中 国参与 国际体系 的历程 ， 从新中 国成

中介和平台作用 日益 凸显 ； 广东是 内地对香港投 立初的 国际体系 的反对者 、 游离者到改革开放后

资最活跃 、 跨境资金流动规模最大 的省份 。 内地 的部分参与直至近年的积极、 主动融人 ， 中国 已

对香港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 ， 具有以下经济效应 ： 成为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利益攸关方 ，
中 国与 国

一

方面通过带动产业升级 、 获得逆向技术外溢 、 际体系 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 摘 自

扩大就业 、 获取战略性资产等途径 ， 促进内地的 《 人民论坛 》 年第 期 ，
原 文约 字 ）

经济增长
；
另 一方面通过带动资金 、 商品 、 人员

等生产要素在内地与香港之间 自 由流动和优化配 对冷成后 中 美 关 糸 的再认叙 、 再思 考

置
，
促 进内 地与香港经贸合作 。 与此 同时

， 由 楚树龙 陶 莎 莎
：

于缺乏合理 的规划和引导 ， 内地对香港的投资也

面临行业高度集中 、 地区分布不均衡、 投资主体 冷战结束 以来的 多年中 ， 中美关系在 曲

结构有待优化、 投资 的促进与服务体系不完善等 折 、 起伏中得到 了广泛深人的发展 。 中美两国间

问题 。 （ 摘 自 《 澳 门 理 工学 报 人文社会科 学版 》 密切 的经济和社会关系是冷战后两国关系发展的

年第 期
，
原 文约 字 ） 长期和坚实基础 。 与此同时 ， 中美两国曾多次出

现严重对抗 、
冲突 或危机 ，

而每次对抗 、 冲突和

中 国参与 国 际体 糸 的房史进程闻顾 危机都是美国挑起的 。 近
一年来美国在反对中国

场 方面巳达到完全不顾基本事实的状态 。 美 国在 中

国领土主权 、 在亚洲安全问题上采取与 中国对立

新中 国成立之初 ， 由于国际环境的影响 ， 中 对抗的敌对方针是由 美国的 内政外交特别是由美

国无法获得联合国 的合法席位 ，
也被其他重要的 全球战略和

“

重返亚洲
”

、 亚太
“

再平衡
”

战略所

国际组织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世界银行 、 关贸 决定的 。 自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的 年来 ， 美

总协定拒之门外 ，
成为国际体系的游离者。 因此 ， 国的全球战略就是保持 、 维护美 国在世界的所谓

中 国更加坚定地转向社会主义体系 。 年
， 中

“

领导
”

或
“

主导
”

地位 。 而奥 巴马政府于 年

国恢复在联合国 的合法席位 ， 标志着中国开始融 以来在亚太地区实施的
“

再平衡
”

战略是针对中国

人国 际体系 。 年 ， 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 的崛起 ， 实质上是利用亚洲各国间 的问题特别是

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 ，
开始参与多边 国 在领土 、 领海等安全问题上 的矛盾 ，

把矛头对准

际经济组织的新进程 。 年代后期 ， 中 国基本上 中国 ， 制约 、 平衡中国在亚洲的地位和作用 ，
以

参与 了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 ，
开始建立与各项国 达到维护美国在亚洲 的

“

领导
”

和
“

主导
”

地位

际制度的广泛联系 。 年
， 中 国加入世界贸易 的 目 的 。 尽管中美关系现在和未来可能不是全面

组织
，

这是中国参与 国际体系的身份发生变化的 的敌对和对抗关系 ，
但美国 的全球战略 、 亚太地

标志 。 中共十八大召开后 ， 更是提出 了全球治理 区战略和对华战略决定 了其与 中国 的局部对立对

的理念 。 抗会时常发生 、 不可避免 。 因此 ， 中 国必须在坚

中 国参与 国际体 系是一个连续的互动过程 ， 持发展与美国
“

新型大国关系
”

、 避免全面对立对

既受到 国际环境和 国外压力 的影响 ， 也是中 国 内 抗的 同时 ，
做好与美局部对立对抗的准备并进行

部政治变革和对外政策调整的 自 觉需要 。 在此过 有效应对 。 （ 摘 自 《现代 国 际关 系 》 年第 期 ，

程中
，
中国通过各种实践活动获得 国际社会的承 原文约 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