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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区域发展问题特别

是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成为各级政府决策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成为学术界和社会所

关注的重大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愈来愈多的来自经济学、地理

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的学者开始从事区域发展问题研究。其中，以部分经济学家

为主体的学者，建立了我们中国的区域经济学。目前，这门学科呈现出蓬勃发展之

势。这套以郝寿义教授所著的《区域经济学原理》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学丛书”参考

了诸多的前人研究成果，着重在基础理论的高度上，阐述区域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和

主要议题，提出了较多的真知灼见，在我国已经出版的区域经济理论著作中，本丛

书具有新颖、系统和深入的特色。

我是从经济地理学角度进入区域发展问题研究的。在我国，地理学家和经济

学家等已经开始共同关注区域发展问题。在地理学家、经济学家都认为区域发展

研究极端重要，并纷纷投入到这个领域中来的时候，了解这其中的科学问题是非常

重要的。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可以说基本

相同。胡佛（ＥｄｇａｒＭ．Ｈｏｏｖｅｒ）和杰莱塔尼（ＦｒａｎｋＧｉａｒｒａｔａｎｉ）在他们的著作《区

域经济学导论》（郭万清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中论述了区域经济学的

性质和发展过程。在第一章“绪论”中，他们对区域经济学下了定义：区域或“空间”

经济学可以归纳为这样一个问题：“何事在何地，为何，以及应该如何？”第一个“何

事”涉及每一种经济活动，“何地”是指与其他活动有关的区位，涉及诸如毗邻、集

中、分散、空间模式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等问题。他们认为区域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

学家的偏向已经基本解决了。近年来在我国，许多方面的人士都在研究区域问题

和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不管什么人也都可以谈论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了。其中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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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了解区域经济的人士，也发表过诸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发展规划及理论

问题的文章。但是，深入的研究工作主要应由学者们做，这是学者们的责任。当我

看到国内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工作者开始重视空间集聚、区域分异等经济地理学和

区域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时，我的感觉是十分欣慰的。这套丛书的出版，再次使我感

受到这一点。

本丛书的核心成果《区域经济学原理》作为一本区域经济学者的理论研究著

作，在主体内容结构上，包含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要素禀赋、区域经济发展动力机制

和区域发展中社会经济要素空间结构及其演变两大组成部分。在这两个主体部分

之下，又包含了现代区域经济学家的主要理论领域，如均质空间和非均质空间的划

分，要素禀赋的空间分析，区位、区位选择与集聚经济，集聚经济与经济区的形成，

区域经济发展及其不平衡，区域经济的自组织功能，区域治理等。因此，在内容结

构上，系统性和理论性均比较强。应该说，该书概括了区域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和新

的领域。作者对国内外这个领域的发展有清楚的分析脉络和理解，也具有自己的

评价。该书还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例如，将地理要素差

异和环境特点作为非经济因素用于对区域发展的评价；针对不平衡问题，分析区域

经济发展的周期演变规律，揭示了不平衡发展的内在机制，探讨了协调发展的路

径，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在分析要素禀赋时，该书强调了先天的自然要素和环境状况作为经济性要素

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作出了很客观而中肯的论述。作者认为这些要素属于非经

济性要素的基本范畴。我相信，经济地理学家也是同意的。

该书作者郝寿义教授提出了“均质和非均质”相结合的统一的空间分析方法，

认为经济学中只是强调均质空间而不考虑现实空间（区域）中的种种差异因而无法

解释真实的经济事象。而地理学中强调空间的非均质特征，又难以解释经济区域

的形成。针对两者发展的“困境”，作者认为加强区域要素禀赋的空间分析的研究

就可以实现这种统一。

在关于区位理论和区域发展理论的关联方面，作者认为，区位理论是关于经济

要素的区位选择，区域发展理论是关于经济要素在区域内的集聚规模和集聚形态

的理论，同时还涉及产业结构及产业之间的相互关联等内容。实践中它们之间的

关系往往很少被解释得很清楚。本书作者提供了研究这种关系的范式和框架，在

两者结合的基础上构建了区域形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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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集聚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方面，作者重点对集聚的效应进行了分析。提出

和解释了集聚过程的三种效应，即流入效应、乘数效应、流出效应。借此揭示了区

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阐述非常深入，很有启发。

作者认为，在研究区域发展问题时，需要进行社会经济要素的空间结构的研

究。这也是影响经济活动的因素。关于空间结构和中心城市的形成等问题的论述

也给人以新的启发。

最后作者强调了区域治理问题。阐述了在市场失灵情况下，政府在区域政策

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提出了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的重要性，并认为区域治理方

面的研究可能构成区域经济学者研究区域问题的归宿。

这套丛书系统地阐述了当代区域经济学的主要议题，有相当部分是对西方学

术成果的评述。中国的自然资源基础、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管理体制等与西方发达

国家差异较大，必须寻找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研究对象和目标，确立相应的研究思

路和方法。学者们最为关注的是各种理论和方法如何在研究中国的发展问题中加

以运用，同时结合中国的实践发展新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当然，学者们关注的科学

问题的本质是相通的。因此，我们非常需要了解国际同行工作的发展、创新和学科

发展的前沿。

无论是区域经济学者还是经济地理学者，都非常重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在面对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时，学者们既要具有坚实的理论知识，也要

有丰富的实践知识。如何看待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有些因素的影响不是

人的努力所能改变的。本丛书阐述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基础和特征，以较大

的篇幅论述了如何度量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非常有理论意义。我们认为，区域之间

发展的不平衡是正常的，平衡是相对的。

我们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基础和发展潜力差异很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区域

发展的实践非常丰富。在国家的宏观层面上，不同时期的区域发展战略方针经历

了大幅度的演变，如区分沿海与内地，一二三线的划分及三线建设，沿海地区发展

战略，三个地带发展战略，协调发展战略等等，以及“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振

兴”、“中部地区崛起”等。如何认识、评价这些大区域发展战略和方针？哪些可以

看作是“问题区域”？区域政策和管制措施如何？在中观和微观尺度上，区域分工、

区域优势和特色产业、区域之间的联系与区域之间的竞争力等，都是学者们需要去

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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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提倡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交叉和融合是发展学科的重要途径。在我

国，无论是区域经济学家还是经济地理学家，尽管各自工作的特点不同，考察问题

的视角有异，但不妨碍他们在同一平台上就共同的对象进行观点的交流。对于一

系列前沿领域和重要议题，他们彼此的看法有分歧，但并不是以专业和学科为基础

的。这可能是一种追求真实的科学精神。

我强烈地感到，我国区域经济学者和经济地理学者都需要学习理论著作，了解

区域经济学这个学科理论思想的发展态势，提高对实际区域经济问题的分析能力。

从三到五年的尺度考虑，无论多么忙，也应该看书。如果在忙了几年后同时认真读

些优秀的方法论著作，并进行一番认真的思考，那就一定会感到有很大的收获：视

野开阔了，理论水平进了一步。这是我多次得到验证的体会。十多年来我国在区

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区域发展研究、产业集群研究、城市体系及大城市都市区研

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等等方面，已经出版了大量的著作。我们等待不断有新的

理论著作问世。我们处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剧

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使全球的和国家的以及区域的经济发展问题层出不穷。生机

勃勃的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发展的空间极为开阔。

感谢本丛书作者郝寿义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辛勤工作。他们在研究和教学工

作任务很重的情况下，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撰写了这套好书。

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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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区域经济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早在１８２６年，德

国著名经济学家杜能就已经关注和研究空间经济问题；说其年轻，是与微观经济学

等经济学分支相比，区域经济学至今仍未形成一个成熟的、被多数学者认同的分析

框架。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浪潮，各种区域问题大量涌现，研究新形势下的区域经济问题成为摆在我国学者面

前的现实课题。正因如此，我国的区域经济学研究在近三十年来得到了迅速发展，

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尽管如此，我们不应忘记中国区域经济学仍处于发展中阶段，

特别是基础理论的研究相对不足。

南开大学郝寿义教授率领其研究团队，长期致力于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

究，充分发挥并依托南开大学“９８５工程”区域经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这

一平台，持续追踪、把握国际研究最新脉络，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实践，推出了这套

“区域经济学丛书”。该套丛书以《区域经济学原理》为基础和核心，以另外五本著

作为支撑和扩展，共同形成了一个结构严谨的整体分析架构和学科体系，其注重理

论性的特点非常突出，是近年来国内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难得的成果。

我想借这套丛书出版之际，就该套丛书谈些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丛书所体现

的新的分析研究框架与大量原创性理论亮点是其最大的特色，下述几点尤其值得

肯定。

一是，均质空间与非均质空间有机统一的分析理念，科学地吸收了经济学和地

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我国，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由于研究内容的部分

重合性，经常存在一些学科间的争议与讨论。如何科学、合理地结合彼此的研究

优势，努力分析和研究中国区域经济问题，是很多学者关心的话题。郝寿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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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其研究团队，敏锐而准确地抓住了空间问题的本质，提出均质与非均质对立

统一的分析理念，并从要素、要素禀赋等微观基础出发，提出了一个较为完整、

合理的区域经济学分析框架，这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

的基础性作用。

二是，以区位为逻辑起点，向经济区域演化的路径分析，是重要的创新。区域

经济学起源于对区位问题的研究，并以区位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遗憾的是，作为

理论基础的区位论如何融合到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却一直未能得到令人满

意的解决，从区位选择到经济区域形成的机理和路径研究，始终是区域经济理论

研究的一个难题。以《区域经济学原理》为核心的这套丛书，将聚集经济和经济

功能区引入这一问题的分析中，通过标准的经济学术语，为我们诠释了从区位到

经济区域演化的完整路径，亦为该套丛书构建新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奠定了重

要基础。

三是，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具有新意。现有的对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分

析与研究，大多套用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理论和工具。例如，分析

区域经济增长的时候，往往沿用宏观经济学的增长模型，辅之以一些区域经济发展

规律；在分析区域经济产业结构的时候，套用产业经济学的分析理论和工具；而对

区域空间结构问题的研究则自成体系。很显然，现有的对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

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该套丛书试图在这方面作

出有益尝试，将时间和空间因素有机结合，提出了时空结合的区域发展观，并在此

基础上就区域经济发展的循环规律进行了深入分析，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与动力机制。同时，也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协调发展一方面

需要考虑人与自然的和谐；另一方面要注重区域间的社会福利的均等化。上述创

新性的理论探索，值得充分肯定。

四是，区域主体的研究对于构建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微观

经济学针对微观个体行为进行研究，是经济学科体系中相对最完善和严谨的分支。

反观我国的区域经济学研究，大都是从区域问题到区域问题的对策式分析，这种分

析对于认识区域问题是有益的，但由于缺乏对微观主体利益的分析作铺垫，使对策

研究往往显得“苍白无力”。以区域微观主体利益的分析为基础，揭示区域演化和

发展的微观机理，将有助于区域经济学建立自己的微观基础。丛书中有关区域主

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的分析，吸收了新经济地理和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成果，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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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主体及主体行为的视角，探寻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对于推进学科向成熟方向

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这套以《区域经济学原理》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学丛书”，一方面突出系统性，重

视经济学方法和方法论的使用；另一方面，兼顾前沿性和应用性，落脚于现实区域

经济问题的解决，是对推进我国区域经济学学科的建设、发展、成熟有着积极作用

的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丛书可用作高等院校区域经济学及相关学科的研究生教

材，也可作为区域经济研究工作者的重要参考性著作。该套丛书是南开大学“９８５

工程”区域经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科研人员的第一批研究成果，衷心祝愿

作者们今后有更多、更新的成果问世，贡献于我们伟大的时代。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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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三

　　区域经济学，又称为区域科学、地域经济学、地区经济学、区位经济学、空间经

济学、地理经济学，是一门关注“空间”的经济学分支。尽管几乎每一个区域经济学

家或每一本区域经济学教科书都有自己关于这门学科与众不同的定义，但归纳起

来，我个人认为无非可以分为描述性和分析性两类。从描述角度讲，区域经济学是

关于满足人的自身需要、有目的的人类空间活动的经济学分支；从分析角度讲，区

域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管理它的稀缺空间配置。“空间配置”即“空间组织”，是指

在各种竞争性用途间安排稀缺空间使之具有一定系统性的行为或过程，包括企业、

家庭／个人、公共部门的区位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对社会资源空间配置方式的决定。

因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将区域经济学定义为研究企业、家庭／个人、公共部门如何

进行区位选择，这些选择如何决定社会资源的空间配置方式以及空间配置方式变

化的后果。根据我个人的观察，自１８２６年德国古典经济学者杜能（Ｊ．Ｈ．Ｖｏｎ

Ｔｈüｎｅｎ）发表《孤立国》以来，区域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经历了前艾萨德（Ｗａｌｔｅｒ

Ｉｓａｒｄ）（１８２６年至２０世纪４０年代）、艾萨德（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和后艾萨

德（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三个不同时期。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受苏联影响，我国结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发展了

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生产力布局学。从原则和方法讲，生产力布局学在宏观上强

调均衡抑或不均衡发展的选择，在中观层次强调地域生产综合体，在微观上强调生

产布局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料地、燃料地和消费地。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传统的社

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理论和方法越来越不适用新的不断市场化的经济，于是，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以来，从介绍西方区域经济学前艾萨德、艾萨德时期的经典区位理论、区

域经济分析方法起步，我国的区域经济学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纵观我国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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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引进应用、正式建立和前沿创新时期。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区域经济学的引进应用时期，也可以称为从生产力布局学

向区域经济学转型的时期。其基本特点是，虽然在宏观上转而强调不平衡发展，但

传统的生产力布局理论和方法继续发挥作用。然而，一方面，由于深受计划经济影

响，以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对“生产关系决定论”的彻底批判，当时生

产力布局学几乎完全无视改革过程中生产关系变化对空间配置的影响，总是自觉

或不自觉地以计划经济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体制转轨条件下的空间配置及

其后果，失去了对我国体制转型过程中提出的新的区域经济问题的敏锐观察和研

究，难以满足实践对理论研究的需要。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学主要停

留在分类描述及政策构想上，经济分析十分薄弱，其成果难以令人信服。为了弥补

传统理论和方法的不足，随着改革开放，区位论、区域经济分析方法等区域经济学

内容开始被翻译介绍到我国，如沃尔特·艾萨德的《区域科学导论》、埃德加·Ｍ．

胡佛的《区域经济学导论》、哈利·Ｗ．理查森的《区域经济学概论》、巴顿的《城市经

济学理论和政策》、沃纳·赫希的《城市经济学》，以及陈振汉、厉以宁的《工业区位

理论》、杨吾扬的《区位论》、周起业的《区域经济学》等关于西方区域经济学的研究

著作。与此同时，把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与我国实践结合起来的理论与政

策研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并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如拙著

《中国区域发展研究》。然而，这个时期，我国的区域经济学并没有取得正式独立的

学科地位，而是依附于经济地理学、生产力布局学以及国民经济学。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我国区域经济学的正式建立时期。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

中国区域经济学亮相于９０年代，这有两个重要标志。一是有关区域经济学的学术

团体成立。１９８９年著名经济学家孙尚清、著名生产力布局学家陈栋生发起成立了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１９９１年在著名经济学家马洪、孙尚清、吴树青，著名地理学

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钧、陈述彭、陆大道，著名地理学家陈传康、杨吾扬、胡兆

量、胡序威、李文彦，著名生产力布局学家刘再兴、杨树珍，著名城市规划专家邹德

慈以及现代西方区域经济学之父瓦尔特·艾萨德（ＷａｌｔｅｒＩｓａｒｄ），区域经济学大师

玛纳斯·恰 特 季（ＭａｎａｓＣｈａｔｔｅｒｊｉ）、阿 朗 索（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ｌｏｎｓｏ）、马 丁·贝 克 曼

（ＭａｒｔｉｎＪ．Ｂｅｃｋｍａｎｎ）、藤田昌久（ＭａｓａｈｉｓａＦｕｊｉｔａ）等一大批国内外学者的支持

下，我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了我国区域经济学的旗帜性全国学术团体———中国区

域科学协会（ＲＳＡＣ）。１９９３年又在北京大学组织召开了发展中国家区域科学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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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主办了区域科学国际高级研讨班，上面提到的各位西方

学者均与会并在研讨班上讲授了区域经济理论和方法。二是１９９７年国务院学位

委员会学位专业目录调整，区域经济学正式成为应用经济学的二级学科，从此区域

经济学硕士、博士点在全国许多高校建立起来。在这一时期，适应区域经济学不同

层次的教学需要，我国学者相继编写出版了多部区域经济学教材。

２０００年以来是我国区域经济学的前沿创新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

是，我国区域经济学界，特别是其中一些研究团队，开始把后艾萨德时期国际区域

经济学发展的前沿研究问题与我国的区域经济实际结合起来，开展了大量与国际

前沿接轨的自主创新研究。综合考虑学科发展趋势和国家需求，我国区域经济学

从现在到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前沿课题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经济集聚。我国区域经济无论在单个城市、城市群的层面上，还是在经

济地带的层面上，都表现出明显的集聚趋势，可以说进入到一个大都市圈化和新一

轮沿海沿长江化的阶段。如何定性定量地描述这种经济集聚？经济集聚的机理是

什么？经济集聚与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的关系如何？经济一

体化、全球化对于不同产业集聚的影响有什么差别？经济集聚如何影响区域差异

的变化？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是什么样的关系？经济集聚与环境可持续性的关系

怎样？如何利用和管理这样一种经济集聚？这是我国区域经济学理论与实践面临

的第一个前沿性课题。

第二，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缓解区域差距。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现在已经达到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历史

上区域差异最大时的水平。鉴于这种形势，我国已在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７年先

后启动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及促进中部崛

起的战略。那么，在市场化、一体化、全球化条件下究竟应如何有效促进落后地区

的发展？过去我们主要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向目标地区转移资源来实现地区发展的

目标。随着国民经济的市场化、一体化、全球化，这种模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

所以，进入“十一五”规划时期以来，促进地区发展的中心环节开始转向提高区域竞

争力上来了。那么，什么是区域竞争力？怎么定量地描述区域竞争力？区域竞争

力是由什么决定的？如何提高区域竞争力？谁来提高区域竞争力？ＯＥＣＤ国家的

区域政策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就进行了类似的转移，即从以区域间资源分配为中心

转向以提高区域竞争力为中心，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探讨。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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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ＥＣＤ国家的区域政策理论和实践，探讨以区域竞争力为中心，促进落后区域发

展，缓解区域差距，是现阶段我国区域经济学的前沿性课题。

第三，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空间成长管理。随着经济发

展，我国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节能降耗减排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模

式和政策的重大取向。如何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出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地、高度有效地进行空间成长管理，有效地实现我国城市和区域的“聪明增长”

（ｓｍａｒｔｇｒｏｗｔｈ），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了“主体功能区”的主张，目前我国正在开

展全国和省市自治区两个层面的主体功能区划，这是实现我国城市和区域的“聪明

增长”的重大举措。但是，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空间成长管

理，无疑仍然是我国区域经济学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即使主体功能区划也

存在诸如最小空间单元选择、区划原则和指标以及不同类型的主体功能区的政策

等一系列问题。

第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市化。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的城市

化方针是“控制大城市，发展中等城市，大力发展小城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开

始推动农村城镇化（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进入“十五”时期，城市化方针开始转型，

《“十五”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纲要》提出，推进城镇化要遵循客观规律，与经济发展水

平和市场发育程度相适应，循序渐进，走符合我国国情、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

发展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合理的城镇体系。为了避免单个城市无节制

的扩张所带来的各种“城市病”和分散城市化的规模不经济，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

集聚的好处，我国“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我称之

为新型城市化。如何对城市群进行定性定量的描述？城市群是如何形成和发展

的？什么因素影响中国城市群的发展？这些因素怎样影响城市群的发展，又如何

促进城市群的发展？这些显然是新型城市化给我国区域经济学提出的重要的理论

和实践课题。

第五，区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机制的设计与选择。为了实现我国区域全

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十一五”规划提出建立健全四种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即全国

统一的市场机制、区域合作机制、区域互助机制以及中央扶持机制。这些机制的设

计和公共选择涉及众多的政治经济因素，对此进行持久的深入、系统研究，发展区

域的新政治经济学以及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和方法，是我国区域经济学面临的重大

理论和实践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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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空间整合模拟。目前，我国的区域土地利用、城市、交通、环境、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各自为战，矛盾非常突出。为协调一致，近些年来，国家发改委开始探索

所谓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规划“三规合一”的方法，但是经过一段时

间的探索，现在不再提“三规合一”而改提“三规融合”。在我个人看来，不论是“三

规合一”还是“多规融合”，都不仅仅涉及体制问题，也涉及有没有相应的技术支持

系统———空间整合模拟系统。我国的区域经济学者已经开始注意这方面的研究，

并在空间经济建模理论和方法，如基于元胞、多智能体等复杂性理论和方法的建模

理论和方法，以及空间经济演化的计算实验理论和方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

总体来讲，迄今为止在这方面我们基本上还属于空白。

以郝寿义教授的新著《区域经济学原理》为核心的这套“区域经济学丛书”立足

于我国区域经济学发展前沿，借鉴国际区域经济学研究成果，对区域经济学的原理

进行深入、系统的阐述，可谓应运而生、弥补不足。总而言之，我认为这套“区域经

济学丛书”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

首先，尝试构建了区域经济学内容体系。由于区域经济学在我国发展较晚，同

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许多高校的区域经济学专业都是“打包”其他相关学科而建

立起来的，相当一部分师资是由其他专业直接转行过来的，缺乏应有的区域经济学

专业训练。因此，尽管我国撰写和出版了大量不同层次的区域经济学专著和教材，

但迄今对区域经济学的范围和内容仍是众说纷纭，尚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区域经

济学尚给人某种程度的“大杂烩”之感。这是区域经济学不时为人诟病的地方。这

大大制约了区域经济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本丛书从均质与非均质空间的对立统一

关系入手，从微观到宏观，从区域经济分析到区域治理，对区域经济学原理进行了

系统的阐述，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区域经济学内容体系。这可为区域经济

学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范式。

其次，对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中的核心问题进行原创性分析。近些年来，作为

我国区域经济学的杰出研究团队之一，郝寿义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对我国区域经

济学的一些前沿课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系统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丛

书基于这些研究，较系统地体现了区域经济学的前沿进展，进一步指出了均质空间

和非均质空间的有机统一关系、区位和区域理论的逻辑关系，尝试构建了有关空

间、区位选择与聚集经济关系的理论，有机结合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的区域发展理

论与模型，以及区域主体概念和区域边界理论，在一些重要的区域经济学问题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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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独到的认识。

经济学有一条基本原理：需求能够创造自身的供给。本丛书高屋建瓴、钩深致

远，既自成一体又富于创新，她的问世，再一次验证了这条基本原理。作为一名区

域经济学者，我十分乐意向广大区域经济理论与实际工作者推荐这套丛书，并祝愿

本丛书与读者们一道开启我国区域经济学不断发展的新纪元！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

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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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空间经济学的范畴。研究资源的空间配置和关注“何

地”、“为何”是空间经济学的特点，而如何描述经济空间则是空间经济研究的重要

逻辑起点。在经典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框架中，由于无法包容运输成本和收

益递增特征，经济空间被视为一个均质体抽象掉了。很多经济学家据此认为，区域

经济学根本无法融入主流经济学。研究均质空间、沿用规模收益不变假设，使得区

域经济学长期以来难以取得重大进展和突破。而作为地理学分支的经济地理学，

从非均质空间入手，融合了地理学和经济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在近些年获得了快速

发展。如何吸收并创造性地运用相关研究成果，促进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成

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为应用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必须能够有效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实际

问题，并通过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获得自身进一步的理论发展。在国内，区域经济

学的已有研究成果大多偏重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实际问题与对策研究。由于理论基

础相对薄弱，区域经济学呈现出理论严重滞后实践的现象。这种状况不利于区域

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的理论建设，也不利于增强区域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

和指导力。

因此，构建适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与国际经济学研究前沿接轨的区域经

济学分析框架，是摆在我们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长期以来，南开大学的郝

寿义教授及其研究团队一直致力于区域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他们高度关注中

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重视将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和表象进行理论抽象、提炼

和深入研究；密切注视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带来的

深远影响；努力追踪并掌握国际研究最新脉络；潜心研究近十年，终于完成了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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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区域经济学丛书”。

多年来，我始终关注着这套丛书的研究工作，并且有机会多次参加有关的学术

讨论，因而比较了解问题的提出、研究和解决的全过程；同时，我也是该套丛书初稿

的最早阅读者之一。郝寿义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勇于开拓创新、严谨求实和锲而不

舍的治学精神，以及取得的高水平成果，使我深受鼓舞，获益良多。下面，我想就这

套“区域经济学丛书”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谈几点看法。

第一，《区域经济学原理》一书形成了一个新颖、完整的分析框架。

该书将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空间属性界定为均质和非均质的有机统一，一定意

义上平息了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关于这一问题的长期争论。对于均质和非均质有

机统一的基础，《区域经济学原理》一书从挖掘和深入理解斯密的经典理论中获得

启示，将要素禀赋作为联系均质和非均质的纽带，构建了一个严谨、完整的全新分

析体系。该框架的构建既联系了中国区域及国际发展的实际，又以坚实的理论演

绎为基础，其成果必将在区域经济学研究中起到重大的积极作用。

在我国的经济学科体系中，区域经济学既是成长快的，也是不成熟的。虽然目

前国内已经出版了多本区域经济学专著和教材，但它们的研究内容、体系和方法却

存在明显差异，区域经济学缺乏统一的研究语言和研究范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而反观微观经济学，无论何种场合，大家都使用统一、规范的语言和共同的分析框

架来探讨问题。没有统一的研究语言和研究范式，不同学者之间就难以展开有效

的交流。该套“区域经济学丛书”，吸收了国际上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新经济

地理学的先进研究成果，构建了一个从区位到区域形成、发展且具有微观基础的分

析框架，这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语言和范式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从区位到区域的理论演绎具有原创性和突破性。

区域经济学起源于区位理论，而其核心研究对象则为区域，区位和区域之间存

在怎样的关联是区域经济学长期未能解决的难题，理论基础和研究内容的“两张

皮”现象一直困扰着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这也是构建内在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的重

要障碍。《区域经济学原理》一书提出了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再到经济功能区，

最后演化出经济区域的这一全新分析路径，并用规范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和语言进

行了深入研究。

第三，对于探寻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区域经济学一直就被缺乏微观基础而困惑着，区位选择理论像是微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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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支，而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与分布则又像宏观经济学。在现有的区域经

济学研究中，区位理论往往只是作为区域经济分析的背景理论，难以发挥其空间经

济学基石的作用。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区域经济学

原理》从区位概念的重新界定入手，探讨非均质空间条件下的区位选择模型，进而

分析区位主体行为导致的区位聚集问题，构筑全新的“经济功能区”概念，搭建了区

位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之间的桥梁。在这一路径的实现过程中，《区域经济学原

理》深入探寻了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重视对经济微观主体的分析和研究，这将

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学研究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第四，区域治理的研究把握了国际最新前沿。与以往的区域经济学教材和著

作不同，《区域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落脚点不再是区域经济政策，而是针对区域治理

进行了深刻分析，这种转向代表了未来区域经济研究的最新趋势。该书提出了区

域主体及其空间行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而区域治理恰是对多区域主体行为互动

的一种体现。区域治理强调不同区域主体权益的交互作用，既包括了制定区域政

策的政府行为，也涵盖了其他区域主体的作用和行为。

《区域经济学原理》这部著作在深刻把握区域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的基础上，

构建了大量原创性理论，这对于我国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也

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力与赶超国际学术前沿的勇气和努力。就我对国内外区

域经济学研究现状的了解与判断，该成果不仅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处

于领先地位。

特别要提到的是，这一套“区域经济学丛书”以《区域经济学原理》为纽带，与其

他五本著作相互支撑、有效衔接，浑然一体地共同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区域经济学研

究体系。这种做法也是一次很有意义的创新。令人欣慰的是，今年４月在南开大

学组织召开的《区域经济学原理》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对该

项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获得学术界认可，这是对作者最好的回报。

该丛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国际上的前沿理论进行了全新的梳理和反思，在

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具有前瞻性、创新性，理论上有深度，对解决现实区域经济

问题有借鉴作用。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相关专业的硕士与博士研

究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可供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规划

等机构和人员参考。

国际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越来越体现出多学科的交叉性，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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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在解决区域问题的过程中找到了很多共同的兴奋点，不同学科如何有效互动、

协作，共同解决中国区域经济问题是本套丛书进行的一个尝试。作者们试图构建

一个能够包容相关学科的区域经济学分析框架必然涉及诸多复杂问题，这一探索

不可能一蹴而就。另外，面对很多实践问题，应用经济学研究还应该接受实践检验

并反复修正。因此，本套丛书的继续研究还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

我想，通过该套丛书的问世，引起国内更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共同致力于建

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体系，才是出版本套丛书的最大意义所在。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顾问

南开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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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区域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其理论渊源历史悠久。古典经

济学、古典区位理论、古典贸易理论构成了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经济学、地理

学的发展为区域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众多的理论和分析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随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众多世界性问题的不断出现，区域问题引起人们的

普遍关注，从而为区域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为其开辟了十分广阔的

实践领域。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带来了更

多、更为复杂的区域经济问题，同时也对已有的区域经济基础理论提出了越来越多

的挑战。特别是发展中的中国，其经济的快速发展面临着经济转型和融入经济全

球化的双重任务，区域经济问题更为突出和复杂，这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区域经济研

究学者深入研究区域经济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学长期未能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区域经济的理论

发展和实践研究相对落后。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至少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区域经济分析的逻辑前提问题。区域经济是经济学和地理学共同关注

的核心课题之一。经济学对于区域经济的研究，通常以“均质空间”为逻辑前提，主

要探索均质空间上要素的分布规律及经济主体的空间行为问题；地理学对于区域

经济的研究，则以“空间差异”为逻辑前提，主要分析非均质空间上要素和经济活动

的分布。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逻辑前提究竟应该是“均质空间”还是“非均质空

间”呢？

第二，区域经济学的核心概念问题。长期以来区域经济学以区位理论为基石，

更多地讨论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区域规划问题以及区域政策问题等。但是对于概

念的认识和理解，学者们则大多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分析问题的需要进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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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区位、区域这两个区域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至今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共识。

第三，区位理论与区域理论的关系问题。区位理论作为区域经济学的基石，在

区域经济分析中却无法真正地融入区域经济学并名副其实地成为其基石。在现有

的大量区域经济学文献中，对于如何处理区位理论与区域理论之间的关系，尚没有

形成一个相应稳定的理论研究范式和研究架构。

第四，区域经济发展理论问题。区域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的核心，区域经济发

展理论理应构成区域经济学理论的核心部分。但是，目前的区域经济学分析中，对

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往往将区域经济发展划分为“时间维度上”的区域经

济增长与区域产业结构问题和“空间维度上”的区域空间结构问题。对于区域经济

增长与区域产业结构问题，大多以宏观经济的增长理论、产业结构理论来加以解

释；而对于区域空间结构问题，则大多以地理空间结构理论来进行说明。那么，区

域经济发展问题有没有自己特有的理论呢？

第五，区域经济主体问题。经济学的分析强调主体行为的分析，但长期以来区

域经济分析则很少研究区域主体问题。主体问题研究的缺失，使得已有的区域经

济理论解释力不足。其实，区域主体和区域主体行为的研究涉及区域经济学的主

要领域，区域主体行为理论更强调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突出主体间经济行为的

联系分析，理应成为区域经济研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

第六，区域治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①问题。对于区域经济问题的解决，以

往主要强调区域政策层面的分析。其实，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区域经

济发展主要是区域主体的空间自组织行为，通常这种空间自组织是通过市场机制

来实现的。但是，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这种市场机制会出现失灵的情况，市场失

灵会导致空间经济自组织在空间上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表现为空间失灵。这种空

间失灵仅通过宏观的区域政策是难以克服的，这就需要一种区域协调机制来加以

解决。区域治理则是与空间经济自组织相适应的自主协调机制，因而迫切需要研

究区域治理问题。

在对上述问题逐一进行较为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本书提出了解决思路和

区域经济学分析框架。融合、借鉴经济学、地理学对于空间问题分析的思路和方

法，以空间的均质与非均质对立统一为分析的逻辑起点，从要素与要素禀赋出发，

① 国内也有学者把“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译为“管治”或“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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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了区位理论与区域理论相统一的区域形成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区域

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区域主体和主体行为理论、区域治理理

论，这些构成了本书的研究主线和主要内容。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每个理论都有专

门的研究成果作为支撑，在一定意义上说，本书是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提炼和浓缩。

具体来说，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区域经济研究的逻辑前提及“均质与非均质统一”的分析思路。区

域经济学研究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因此，区域经济研究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对

要素及要素禀赋的理解。这一部分，本书从亚当·斯密对于要素的理解出发，回顾

了经济学、地理学对于要素及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提出自己对于要素及要素禀赋

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基于要素分析的“均质与非均质统一”的空间分析方

法，为后面对于区域经济的分析提供一个分析思路和框架。

第二部分，经济区域形成理论。以往的区域经济研究，对于区域概念的理解因

人而异，对于区域形成的内在机理及其边界问题，探讨很少。本书在这一部分试图

作出两个尝试。第一，对区域经济研究的核心概念———区位、经济功能区和经济区

域，逐一进行界定；第二，从区位理论出发，推导出经济区域形成理论，说明经济区

域的性质，进而建立区位理论与区域理论有机融合的一体化理论体系，使得区位理

论名副其实地成为区域经济理论的基石。

第三部分，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该部分是在第二部分经济区域形成理论的分

析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经济区域的动态演化机理和规律，主要包括：（１）构建区域经

济发展的“时空结合”的内在动力模型；（２）提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循环规律及周期发

展理论；（３）阐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内在机理，提出“要素适宜度”概念，探

索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路径。

第四部分，区域主体和主体行为理论。与成熟的主流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研

究一直以来对于“主体”问题的探讨较少，这是区域经济学不成熟的主要表现之一。

该部分对经济区域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主体和主体行为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并从经济区域主体行为出发，探索空间的自组织理论，使其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许

多问题更有解释力。

第五部分，区域治理理论。在以往区域经济学着重探讨区域政策的基础上，本

书进一步从区域治理的视角，探索区域经济的协调机制和管理问题。

本书的主要观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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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素分布规律及空间的均质与非均质统一。

区域经济学研究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要素有效配置及其空间结构问题。我们在

这里强调区域经济学的分析应该从要素与要素禀赋概念出发，进而探讨空间的均

质与非均质问题。

本书从亚当·斯密（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对于要素及要素禀赋的理解出发，寻求要素

与要素禀赋理论的内涵。要素禀赋（ｆａｃｔｏｒ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是指一个国家所拥有的

资源状况。对于要素的概念，不同的学者则有不同的界定。本书中，我们提出要素

可以分为经济要素与经济性要素。经济要素是指直接影响经济行为的要素，其包

括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知识、制度等，这些要素都是决定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

但是，自然要素和地理特征状况等非经济要素同样会影响和制约人们的经济行为，

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经济影响。后天的经济要素与先天的自然要素和地理特征状

况等非经济要素共同构成了经济性要素。从经济性要素与经济活动的相互影响角

度来看，经济性要素影响或者决定经济活动和行为，而经济活动同时影响经济性要

素，特别是其中的后天经济要素。经济性要素是动态的，随着经济性要素与经济活

动的相互影响，经济性要素不断地增强自己的总量和质量。

要素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体现了聚集与扩散的规律。具体来说：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要素禀赋可分为原始要素禀赋、初始要素禀赋、现时要素

禀赋和预期要素禀赋。所谓原始要素禀赋是指特定的地域空间在未有人类活动干

预的情况下，各种要素的赋存状态，即特定地域空间纯自然状态下的要素禀赋。原

始要素禀赋决定人们最早的区位选择和区域选择行为。初始要素禀赋是指特定的

地域空间在给定时点的要素赋存状态。由于不同地域空间的要素禀赋条件的差

异，以及人类经济活动开始的时点不同，始于不同时点的要素禀赋之间往往不具有

比较意义。因而，初始要素禀赋是进行不同空间要素禀赋比较研究的基础。现时

要素禀赋是指特定的地域空间在当前时点下要素的赋存状态，我们通常讲的要素

禀赋即指现时要素禀赋，现时要素禀赋是进行区域经济研究的最直接的依据。预

期要素禀赋是指经济活动主体对特定地域空间未来时点要素赋存状态的预测或估

计，预期要素禀赋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区位选择和区域选择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现时

要素禀赋和预期要素禀赋是经济活动主体进行区位与区域选择决策的主要依据。

从空间维度上来看，空间是人类经济活动的载体，任何经济活动都不能离开空

间而存在。由于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不同空间点满足人类经济活动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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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禀赋条件不同，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空间是经济活动主

体的必然选择。单个经济活动主体选择的对象是区位，其经济活动的过程使与其

经济活动相关的要素在特定区位上聚集，形成区位要素聚集；在聚集动力的作用

下，与占据优势区位的经济活动主体具有密切关联或具有共同的要素需求的经济

活动主体将选择与之毗邻的区位，其结果是在特定的空间上由具有共同的要素需

求或密切关联的经济活动主体形成经济功能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人们的

需求是多样的，单一经济功能区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因而在特定的经济

功能区周边将形成与其功能互补、具有有机联系的其他类型的经济功能区，由多个

经济功能区组成功能互补和完善的经济区域。

因此，对于区域经济的分析，我们强调既要考虑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

又要考虑在一定范围内要素的相对均质分布。只有这样，才能够完整地分析区域

经济问题。经济区域是一个均质与非均质空间的有机统一体，既要分析均质空间

的形成规律及其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又要分析非均质空间的形成及其对经济活

动的影响。

二、经济区域形成理论。

区域经济学一直就被缺乏微观基础而困惑着，区位选择理论像是微观经济学

的分支，而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与分布则又像宏观经济学。这种窘境在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后逐渐被打破。以保罗·克鲁格曼（ＰａｕｌＫｒｕｇｍａｎ）为代表的新经济

地理学派对于经济聚集和区域空间的分异进行了微观分析，为探寻区域经济的微

观基础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近十年来，区域经济学越来越重视对区域主体行为

的微观分析。

这里，我们尝试构建从区位到区域的一体化理论体系。在现有的区域经济学

研究中，区位理论往往只是作为区域经济分析的背景理论，难以发挥其空间经济学

基石的作用。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本书从区位概念的

重新界定入手，探讨非均质空间条件下的区位选择模型，进而分析区位主体行为导

致的区位聚集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和发展了“经济功能区”的概念，“经济功能

区”将能够有效地搭建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之间的桥梁。

（一）区位的理解。

长期以来，区位理论与经济聚集之间一直存在着明显的断沟，人们关注经济主

体的区位选择问题，也分析聚集经济问题，但是由区位选择如何形成空间聚集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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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基础理论与核心问题的断裂以及区域经济学缺少微

观分析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困境。从国内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看，经济区

域的形成常被认为是先验的存在，而这种区域又是通过宏观视野来界定的，经济区

域的先验存在也暗含了聚集经济的存在。于是，对于聚集经济的研究往往集中在

效应和特征上，而很少涉及聚集经济形成的微观机理。这样，区位选择强调微观主

体的空间行为，而区域经济理论则更像宏观经济理论，区位选择理论和区域经济的

其他理论形不成有机联系，区域经济学缺乏相应的微观基础。这个微观基础的缺

失主要表现在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路径的阻塞。

基于此，我们在探索经济区域形成理论的开始，首先对区位进行分析和重新解

释。在本书中，区位被理解为一种经济空间场。“区位是依托于土地的特定经济空

间场的自我维系系统。区位的本质是对经济空间场所承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

浓缩性表征，该表征应该被所有相关的经济行为主体所感知，但是重要性会因人而

异，有所差别。这样，区位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经济行为主体的区位选

择，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的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区位

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要素存在，其产出规律不同于一般要素，具有很强的报酬递增

效应。

由于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造成了不同区位之间的客观差异。正是这

种差异导致不同区位对于不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吸引力是不一样的。经济行为主体

根据其自身的约束条件和区位的客观差异，进行合理的区位选择，这种区位选择的

结果与客观的区位之间相互结合，形成了一定的经济功能区。

（二）区位选择、聚集与经济功能区。

本书在回顾研究均质空间条件下聚集的内在机理的各种路径基础上，提出非

均质空间条件下的区位选择导致聚集的基本模型，认为在区位概念的界定基础上，

对区位这一要素的使用，也存在权衡和机会成本的问题，这种对区位要素的权衡与

机会成本的选择导致了初始聚集的空间差异，同时构成了后续聚集的空间约束

条件。

在这种对区位选择与聚集的分析基础上，提出区域经济研究中的经济功能区

概念。亦即，经济功能区是由同类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聚集，连片分布形成

的空间区域。这种功能区一般是以某种经济功能为主，兼有其他功能。由于各种

经济活动需要占有或利用一定的地域空间，而地域空间因其附着的要素的差异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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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异质性，因此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必然发生空间竞争，导致各种经济功能区的

形成。

（三）经济区域的形成。

在经济功能区的分析基础上，本书提出“同能性的经济功能区存在着等级网络

结构，形成经济功能区之间的纵向分解网络结构；而不同能性、相对同等级的经济

功能区则通过部门分工、地域分工，形成横向联合网络结构；这种纵向的分解网

络结构与横向的联合网络结构是彼此并存，相互重叠的，构成了我们所说的经济

区域”。

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的区域概念强调的是一种空间，而近年来一些经济学者

（特别是一些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者）的概念则强调是一种经济组织。我们认为，

这种将区域抽象为一种经济组织，有其科学性和逻辑上的可接受性，但是，却丢失

了区域（或经济区域）的概念本身所蕴含的特有的空间内涵。我们不能因为空间内

涵不便于清晰的表述，就舍弃这一核心。因为不管怎么说，区域的概念脱离不了

“空间”。区域概念不可能，也不应该像“企业”概念那样被无限度地抽象为制度或

组织。但是，上述学者对于区域的概念的定义，给我们两点重要的启发。第一，经

济学，特别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区域，应该是市场自发形成的经济区域；第二，区域

经济学所研究的区域具有网络结构和网络性质。

因此，经济区域是由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具有较强自组织能力、相对独立却

高度开放的经济功能区，彼此之间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具有网络特征的经济

空间。

在这一定义中，居住区可能是一种经济功能区；商业区可能是一种经济功能

区；农村地区也可能归类于一种经济功能区。而且这些功能区可能有其自身的等

级性。一方面，每一类经济功能区不同等级构成一种网络结构；另一方面不同种类

的经济功能区之间彼此联系，形成另一种网络结构。正是这种不同的网络结构彼

此之间的叠加，才形成了相应的经济空间。

这部分对于从区位到区域的内在逻辑关系的推导，形成了经济区域形成理论，

为后续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区域主体与主体行为理

论、区域治理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在经济区域形成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从动态研究的角度，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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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及区域间的交互作用等多个层面，探索始于要素禀赋，动力源于要素聚集的区

域经济发展规律。同时，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和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区域经济发展的本质。

区域经济发展作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有别于一般的经济发展，

表现出如下本质特征：

１．时间维度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

所谓区域经济增长是指特定区域商品和劳务的增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

要特征是数量化和模型化，即利用数学计量手段将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变量联系起

来，构造模型，并以此来推导结论、预测未来。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哈罗德—

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新剑桥增长模型和新增长模型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其秉承了主流经济学的一贯传统，以时间序列

数据为构建模型的基础，沿时间维度推导结论、描述未来。区域经济学尚未形成独

有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在解决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时，基本上是将现代经济增长理

论在区域范畴内进行应用。

２．空间维度上表现为空间结构的演化。

空间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场所，各种社会经济活动都会在空间上反映出

来。经济活动在多种因素影响下的集中与扩散，会构成并推动着区域经济的非均

衡增长，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又会使一定空间范围内原有的各种社会经济客

体和现象的位置、相互结合关系、聚集规模及其形态发生相应的变化。

区域经济空间的运动，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经济

活动在地域空间分化、组合、聚集的动态过程；是社会经济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系统

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经常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地域空间的表现；也是它们之间

的人流、物流、资金流、能源流、信息流等传输的动态的过程。区域经济空间的运动

过程，即是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同时考察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空间结构演

化，并寻找两者的内在联系是区域经济学有别于其他经济学研究的显著特征。

３．区际关系上表现为吸引与辐射的交互作用。

由于要素禀赋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出现了区际劳动分工，又由于人类社会

的制度性空间分割的出现，即带有一定程度或范围的排他性产权的建立，其表现形

式为具有行政管辖疆界的区域或国家的出现，扩大了生产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的演进，实质上是不同空间区域资源配置变换和制度变迁的过程，这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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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同时又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区域之间存在合作与竞争的双重

关系。区域之间既相互吸引，又相互辐射。所谓吸引是指在聚集力的作用下，特定

区域从其他区域聚集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和资源，辐射则指特定区域的经济活动

在其他区域的扩展和影响。由于区域间要素禀赋、分工与专业化程度、产业结构等

的差异，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具有比较优势的强势区域在区际关

系中表现出具有较强的吸引与辐射的能力，弱势区域则表现出较弱的吸引和辐射

能力。

在此基础上，本书建立了聚集—区域经济增长模型、聚集—区域空间结构演化

模型、聚集—区域辐射模型。

（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协调发展。

在本书中，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理解，也不同于以往的研究。以往对于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分析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收敛性问题或者

分析影响不平衡的各种要素及其贡献率问题，同时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区域

经济的不协调发展等同起来。这里对于经济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是前面关于

经济区域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延续。经济区域形成主要讲静态的经济区域是什

么样的和怎么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则是研究这样的一个经济区域形成之

后，它是如何不断发展演化的；接下来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则是这种不同区域

间经济动态发展演化的结果。

这里，我们强调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是一种常态，不同于区域协调问题。从我们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解和研究来看，区域之间因为要素及要素禀赋的差异，必然

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起点不平衡；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核心动力———聚集机

制在空间上的差异性，直接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不平衡；制约聚集机制发挥效

果的外部环境、政策的差异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平衡。总之，区域经

济发展不平衡具有一个长期、相对的特征，同时这种不平衡发展具有固化和强化的

趋势。

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解，是本书有别

于以往研究的差异点。在本书中，我们强调区域协调是一种社会政治层面的区域

之间的公平性问题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承载力之间的匹配问题。前者直接反

映为区域之间的公平性问题，更多地应该通过相应的财政转移来解决。后者则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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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层面上。为此，我们提出了“要素适

宜度”概念，指出区域的发展要慎重考虑“要素适宜度”问题，即一定的区域应该承

接什么样的要素，要素之间的组合结构是什么样的，要素的累积叠加度应该是什么

样的，等等。

对于“要素适宜度”的分析，有利于我们准确认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同

时对于国家现行的“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和推进实施，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佐证。这

里，我们还要特别指出的是，解决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不应该过分强调增长或发展

的一致性，而应该强调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则应该侧重于

社会公平和人与环境的和谐。

四、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

无论是区域经济发展还是经济空间演化，都需要明确的实施主体，区域经济政

策也是以区域主体的空间活动为基础而实现的。那么，究竟什么是区域主体？经

济空间演化与发展和区域主体行为存在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空间上又体现为

什么样的机理？本书力求从理论上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

我国的区域经济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从生产力布局学演化而来的，而生产力

布局学侧重于宏观视角，没有考虑和研究区域微观主体也是自然的。由于没有考

虑区域微观主体的最大化利益需求，我们研究制定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总

是差强人意。我国的区域经济研究亟需转向针对微观主体的研究。

我们从要素禀赋的视角分析认为，区域性要素的差距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

平衡的重要原因。而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则认为，即使在要素均质的条件下，微观

主体的行为差异同样可以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由此可见，全面揭示区域经

济发展的差距问题还需要考虑到对区域主体与区域主体行为的分析与理解。

对区域主体行为展开研究，首先要深入理解区域主体的概念，这是分析和研究

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明确主体分析对象，进而展开其空间行为的分

析。在这里，界定的区域主体就是能够实现一定经济空间（经济区域）组织和运行

的最少类别的微观承载对象。按照斯密的观点，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发展研究的

主线，而在区域经济学中，分工与专业化又表现为经济功能区的形成，我们对区域

主体行为的展开分析正是置于一定的经济空间中实现的。

按照我们研究确定的原则，区域主体主要包括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在区域

经济一体化中，区域主体还应该包括区域协调组织（我们称之为区域自组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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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主体具有系统性、结构性、动态演化等特征，区域主体行为分析就是将具有这些

特征的微观个体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空间框架研究其组织机理。这种空间分析保证

了我们的研究既不同于区位选择理论中的主体分析，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微观经

济学的分析，而是强调不同微观主体在空间上累积因果的空间组织机理———空间

经济自组织。

区域主体行为分析的理论基础之一是新经济地理学，我们将经典核心—外围

模型所揭示的微观主体的空间关系称之为空间经济自组织。任何经济空间在厂商

和居民的活动下，都存在自我生长的演化组织机制，这种自组织机制的本质是区域

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形成的三种相互关联的空间力量———市场临近

效应、成本关联效应和拥挤效应。空间经济自组织机制分析在探寻区域经济的微

观基础的同时，认识了区域经济演化的微观机理———区域经济自组织，进而认为区

域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该以认识、遵循这种自组织规律为前提。不过，作为转型经济

国家，仅仅认识居民和厂商的空间经济自组织行为是远远不够的，地方政府在区域

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只有研究了区域地方政府，才能够将区域主

体的行为机理真正解释清楚。

在如何将地方政府纳入空间分析框架问题上，我们既分析了地方政府制定的

区域政策、区域空间规划与空间经济自组织的关系，也分析了区域一体化中区域协

调组织的演化形成问题。更重要的是，将公共选择理论的思想融合进空间经济研

究，将地方政府假设为以追求可支配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理性经济人，考察作为区

域主体的地方政府的行为与空间经济自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能够很好地解

释我国一些地区存在的区域不和谐、恶性竞争现象。

研究结论表明，追求自身利益的区域地方政府行为必然形成以行政区划为基

础的“地方政府经济区”。空间经济自组织作用下经济功能区的形成就会受到这种

行政区划下“地方政府经济区”的制约，二者的矛盾会随着经济的演化和组织程度

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激化。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着力打破行政区划的诸多壁垒，形

成以协调互补、分工合作为特征，以经济功能区为基础地域空间单元的区域经济新

格局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选择。将行政区划按照经济自组织的内在需求进行调

整，使行政区政府和经济功能区政府的行为边界相吻合，是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

济功能区转变的路径之一。

关于区域主体和空间经济自组织的分析，一方面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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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新视角；另一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探寻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同时，

还为我国未来可能的行政区划调整奠定了理论基础。

五、区域治理问题。

不同于其他区域经济学著作，在本书中，我们并没有花大的力气去分析和研究

区域经济政策问题，而是着重探讨区域治理问题。这是因为区域经济活动中，市场

失灵会导致空间经济自组织在空间上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表现为空间失灵。这就

需要一种区域协调机制来加以解决。这种协调机制主要有两种形式：区域政府和

区域治理。

区域政府是指在区域层次成立一级政府，作为区域公共事务的应对之道。这

种应对公共事务的思路在区域这一层次遇到了一些困难，原因在于经济区域范围

的不稳定性，即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经济区域的边界可能会发生变化。这就造成

区域政府管辖的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可能会存在不一致，以至于区域政府难以有

效处理区域问题，而如果通过调整行政区域边界来适应经济区域的变化，则可能会

由于行政区域调整的不灵活而产生问题。

区域治理指的是内生于一个区域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通过这些制度

安排，区域主体可以实现区域内部的集体行动，包括设定区域的目标和规则，作出

区域公共决策，组织并协调区域的集体活动等。本书在对治理和区域治理的概念

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集中讨论了区域治理参与者、区域治理的权威性、区域治理的

运行、区域治理的模式和中国的区域治理等问题，提出了中国区域治理制度创新的

一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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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均质与非均质空间分析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区域经济学是因为关注空间问题而得以分异。

本章首先对空间问题和经济学的关系进行回顾，这是本书立题的重要基础之一。

其次，通过对以往的研究和分析路径的考察，指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本质在于针对

要素以及要素禀赋的空间分析，而要素的空间分布问题需要正视区域的均质、非均

质问题。以往的经济学对于空间问题的研究大多以均质空间为基础，而地理学则

是以非均质空间为研究起点，本书则尝试从均质与非均质的有机统一中把握空间

特性，展开区域经济理论分析。

１．１　空间问题与经济学

在探讨均质与非均质空间之前，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经济学对于空间问题究

竟是怎样处理的。这是因为，本书所关注的均质与非均质空间的统一正是基于经

济学对空间问题研究的演变轨迹得出的。准确把握这种发展脉络和轨迹，有助于

深入理解均质与非均质空间统一问题提出的理论背景。

１．１．１　经济学忽视空间问题吗

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学对于空间问题研究长期忽视，进而导致经济学的分析

处于一种“无维度的仙境”之中。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分析中，时间被认为是最关键

的因素，空间则因主流经济学对要素的完全流动性和自由竞争机制的理想化假设而

被忽视。“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就明确提到：问题的不同处主要在于空间

的区域变化和市场扩展的周期，其时间的影响因素相对于空间来说更为重要。”①新

① Ｔ．Ｂ．Ｆｏｕ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ｓｏｕｚａ，１９７８，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ｎｄｓｐａｃａｐｅ：ＡＴｈｅｏ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Ｂｅｌｌ＆ＨｏｗｅｌｌＣｏｍｐａｎｙＰｒｅｓｓ，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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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学派偏好边际理论，其研究的对象必须是连续且能微分的，而空间因素的系统

结构往往不具有连续性而被排斥在外。同样，新古典学派一般假设要素有完全的

流动性，若此假设成立，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各个要素的供给自然就从富集地区流

动至稀缺地区，以致要素价格、成本和收入最终趋于均衡化，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区

域经济。①而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中，由于空间要素无法顺当地装配到阿罗—德布鲁

（ＡｒｒｏｗＤｅｂｒｅｕ）类型的竞争性一般均衡模型中②，同样也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具体来说，将空间引入经济学也有其特殊的困难。在空间维度上分析资源配

置问题的时候，至少有四个障碍：

第一，空间自身的复杂性。将空间引入经济学分析中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空间

自身的复杂性。这一方面包括空间要素分布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包括空间的相互

影响。

第二，空间维度的相对固定性。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可以较为及时地改善和

调整，时间维度的分析可以拆分成时点、短期和长期来分析，而空间维度上的空间

形态则很难改变。即使空间维度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说，可以拆分，但是这种拆分

往往导致分析的理想化和失效。例如，在分析一定的区域经济问题的时候，如果你

无限地拆分区域，则有可能导致所进行的分析偏离初衷或者不合现实和无意义。

第三，空间维度上，时间的不确定性。与空间的相对固定性相比，时间则是永

不停息的流逝过程。我们在探讨空间维度上的资源配置的时候，必然要面对时间

序列这样的变量。而我们在研究时间维度上的资源配置的时候，空间维度相对稳

定。这种时间不确定性的引入也使得空间配置资源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第四，空间维度上，行为主体经济行为的错综复杂和相互关联性。经济行为主

体的经济活动都占据一定的空间资源。而这种对空间资源的支配具有相对的垄断

性、独占性和外部性，这使得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错综复杂。

１．１．２　经济学对于空间问题的关注

我们认为经济学一直也没有忽视对空间问题的探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

济学可能很少强调空间理论，但是它们并没有完全忽视空间问题。

①

②

魏后凯：《西方区域经济及其发展———西方区域经济学评析》，《开发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２期，
第２６页。
伊特韦尔、米尔盖特、纽曼：《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四卷，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版，第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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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配第的空间概念

事实上，被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ｅｔｔｙ）从一开始就注

意到空间问题。约瑟夫·熊彼特（ＪｏｓｅｐｈＡ．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认为：“配第发现了区位

地租。”①实际上，在地理学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出来配第对于区位地租的发现，是

杜能理论的思想来源。克斯奥姆（Ｃｈｉｓｈｏｌｍ）认为，经济地租的思想，“特别是杜能

的区位地租概念，最早是……由威廉·配第提出的”。②配第认为每英亩的地租量

是由人口的密度所决定的。亦即土地的地租依赖于“位置”而不是肥力。

２．斯密对于空间问题的关注

古典经济学家斯密也对空间问题进行了分析。虽然冯·杜能（ＶｏｎＴｈüｎｅｎ）

在其《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几乎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批评亚

当·斯密的地租理论，但却没有提到斯密的区位地租理论”。③事实上，在《国民财

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中关于土地地租的一章中，斯密明确地阐

述了区位地租问题：

土地的地租不仅因为其肥力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与其位置有关。临近城

镇的土地与同等肥力的乡村土地相比，能够提供更大的地租。虽然在投入的

劳动方面不会有所差异，但是把产品运输到市场的距离有所不同，所耗费的费

用也有所不同。④

斯密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位置”地租的例子，同时斯密还强调了运输成本的重

要性：

煤矿对于所有者的价值，往往既取决于其位置，又取决于其丰度。而金属

矿藏的价值更多取决于其丰度，而较少取决于其位置。那些从矿石中分离出

来的稀有金属，往往更为珍贵，它能够承担长距离，甚至是海洋运输带来的

成本。⑤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ｏｓｅｐｈＡ．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１９５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ｐ．２１４．
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ｈｉｓｈｏｌｍ，１９６２，Ｒｕｒａｌ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ＬａｎｄＵｓｅ：ＡｎＥｓｓａｙｉｎ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Ｃｏ．，ｐ．２１．
ｖｏｎＴｈüｎｅｎ，１８２６，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ｔｒａｎｓ．ｂｙＣａｒｌａＭ．Ｗａｒｔｅｎｂｅｒｇ，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Ｐｅｔｅｒ
Ｈａｌｌ，ＰｅｒｇａｍｏｎＰｒｅｓｓ，ｐｐ．１８—２２．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１７７６，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１４７．
同上书，ｐ．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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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斯密对于杜能的影响可能要比其所承认的那样要更多一些。当讨论运

输效率提高对于生产的影响时，斯密作了如下的重要论述：

好的道路、运河以及适合航行的河道往往能够缩小运输成本，从而拉近偏

远乡村与邻近城镇的农村进入城市的运输费用，进而促进偏远农村地区的耕

种，形成最外围的农村圈层。这样不仅可以打破原来临近城镇地区农产品供

给的垄断，也有利于其他农村地区……①

很显然，“最外围的农村圈层”对于杜能来说，是一种灵感的激发。

３．杜能对于空间经济学的贡献

相比配第和斯密，杜能对于空间问题以及经济学的贡献，则是越来越被经济学

家们所推崇。保罗·萨缪尔森（Ｐａｕｌ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认为杜能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杜能不仅开创了区位理论，而且被看成是边际主义的创始人。埃克伦德和赫伯特

（ＥｋｅｌｕｎｄａｎｄＨｅｂｅｒｔ）更进一步认为，凭借其非凡的才能和敏捷，杜能事实上创造

了现代经济“模型”，这一模型包含有逻辑演绎和事实验证。另外，由于空间既被看

作是一个经济物品，又被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基础，杜能的分析对于经济地理学发展

的重要性更是双重的。

４．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忽视空间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阿尔弗莱德·马歇尔（ＡｌｆｒｅｄＭａｒｓｈａｌｌ）认为，经济分

析中，时间要素要比空间要素更值得关注。对于区位理论和空间经济学的发展来

说，这种论断是一个不幸的开始，以后的经济学家更多地关注“时间维度”，而忽视

“空间问题”，经济学进入“同质性假说”②时代。

实际上，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特别强调“空间问题”，这可以从其“外部

性”和“产业区位”的分析中看出。马歇尔用“位置”来代替“区位”，认为“位置的价

值”取决于人口的增长、运输效率的提高、与现有市场的交流的增强等。马歇尔认

为，“位置”和其他要素（例如，靠近劳动力市场）的价值可以转换为货币价值。当这

种转换实现时，“位置的优势”的货币价值将不断得到累加，一个商业活动的“特殊

位置价值”的货币体现，可以被称之为“特殊位置地租”，它来源于“位置价值”。马

①

②

ＡｄａｍＳｍｉｔｈ，１７７６，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ｏｄｅｒｎＬｉｂｒａｒｙ，ｐ．１４７．
指主流经济学抽离了空间差异，把行为主体和产品同质化，从而为完全竞争分析框架提

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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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尔对于外部经济的分析很大程度上受到区位理论的影响。同时，马歇尔用了一

章的篇幅来论述产业区位问题。在他的著作中还强调运输成本问题、市场区位问

题、人口和产业迁移问题。总之，马歇尔对于区位和空间问题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与马歇尔同时代的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Ｊｏｈｎ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Ｈｏｂｓｏｎ），强烈

反对马歇尔的经济思想主张，但是同样对区位理论和空间经济给予了更多的重视。

他从市场区、专业化、区位的决定要素以及运输成本四个方面对此作出了贡献。

１．１．３　经济学对于空间问题的两次舍弃

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虽然一直没有忽视对空间问题的探讨，但是至少我们

应该承认长期以来经济学没有给予空间问题应有的地位。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可以归结为经济学发展历程中对空间问题的两次舍弃。

１．李嘉图的抽象

根据埃克伦德和赫伯特的说法，大卫·李嘉图（ＤａｖｉｄＲｉｃａｒｄｏ）对于经济学忽

视空间问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嘉图的经济学在空间理论的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消极的分水岭。通过将环境

差异弱化为土地生产力的差异，李嘉图有效地将对空间的考虑从他的分析体系中

删除了。另外，他定义的运输成本与其他形式的成本毫无差别，并且，在李嘉图

之前的国际贸易理论中，空间因素是受到优先考虑的，他却用比较成本将此因素

替代掉，并使比较成本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因素。李嘉图模型及其分析创新在实

践中的影响，是将空间因素从主流经济理论中驱逐出去的，因此从那以后相当长

的时期里，空间因素既使被研究过，也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演绎模型之外

处理的。①

２．马歇尔论断与阿罗—德布鲁模型的影响

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明确提到：“问题的不同处主

要在于空间的区域变化和市场扩展的周期，其时间的影响因素相对于空间来说更

为重要。”②虽然马歇尔本身对空间问题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他的这一论断常常

①

②

小罗伯特·Ｂ．埃克伦德（ＲｏｂｅｒｔＢ．Ｅｋｅｌｕｎｄ，Ｊｒ．）和罗伯特·Ｆ．赫伯特（ＲｏｂｅｒｔＦ．Ｈｅ
ｂｅｒｔ）：《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２５页。
Ｔ．Ｂ．Ｆｏｕ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ｅｓｏｕｚａ，１９７８，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ａｎｄｓｐａｃａｐｅ：ＡＴｈｅｏ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Ｂｅｌｌ＆ＨｏｗｅｌｌＣｏｍｐａｎｙＰｒｅｓｓ，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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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忽视空间问题的直接反映。马歇尔倡导的新古典经济学以边

际主义为主要分析工具，借助于微分数学的方法，也在事实上使得空间要素难以融

入到经济学分析框架中。

在另一方面，阿罗—德布鲁模型（ＡｒｒｏｗＤｅｂｒｅｕｍｏｄｅｌ）强化了一般均衡分析

方法，确立了一般均衡分析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自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竞争

市场的重要性原理以来，经济学家就一直希望对其存在性、真实性进行证明。１９

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列昂·瓦尔拉斯（ＬｅｏｎＷａｌｒａｓ）发现了一般均衡的理论和方

程。然而，他没能提供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证明这种体制下确实存在一个均衡点。

到了２０世纪中期，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ＫｅｎｎｅｔｈＡｒｒｏｗ）和德布鲁（Ｄｅ

ｂｒｅｕ），运用了如拓扑学和集合论这样强有力的数学工具，对竞争均衡的存在性给

出了一个完整的证明。这个革命性的发现表明，即使在许多不同的地区存在成千

上万种投入品和产出品，即使货物生产和销售的时间并不相同，但在一定的限制条

件下，总是存在至少一组价格使得所有的投入品和产出品的供求实现完全均衡。

当人类进入计算机时代时，“哈伯特·斯卡夫（ＨｅｒｂｅｒｔＳｃａｒｆ）发展了第一个实际计

算一般经济均衡的方法———这就产生了经济学中的一个新领域：可以计量的一般

经济均衡模型”。①很显然，在这一分析框架体系中，空间问题可以通过界定商品的

物理属性来加以处理，同样也可凭借制造商品的地点（时间）来加以处理，因此一旦

我们有了这些标准化了的商品，经济学理论中就可以根本忘记空间和时间。这种

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回避了对规模的不可分割性或递增报酬的考虑，当研究到经

济活动的空间配置时，它就无法理解运输和土地的实质影响。

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长期以来成为主流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框架。那么在这一框

架中，是否可以讨论空间问题呢？在对此问题的长期争论中，斯塔雷特（Ｓｔａｒｒｅｔｔ）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的本质问题就是，竞争价格机制是否能够用来解释经济

聚集的内生性呢？要检验一个空间模型在此方面的解释能力，最好的办法就是考

虑一个均质空间的例子，在此空间中经济行为人自由地选择他们的位置。假如某

种经济活动出现集中现象的话，它必然是源于内生的经济力量。斯塔雷特说明了，

如果空间是均质的，并且运输是有成本的，那么竞争均衡的任何结果都会是：没有

①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经济学》（第十六版），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

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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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行为产生。换句话说，其结果是，经济体退化为各个相互分离的孤立的行为人

群体，同时所有的贸易都是在群体内部而非群体之间发生。因此，仅仅依靠完全竞

争的价格机制是无法同时解决城市和贸易问题的。当我们要对空间经济加以模型

化的时候，这一事实便会给出一个基本的隐含意义：如果我们目的是想建立一个理

论，并用这一理论来解释经济聚集的形成，那么这个理论就必须从一般竞争分析中

脱离出来。竞争均衡模型不可能成为空间经济学的正确分析基础。

因此，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不可能对空间问题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解释。

１．１．４　经济学整合空间问题的三次尝试

长期以来，经济学者越来越认识到经济学中的“空间缺失”问题，不断有人试图

尝试将空间要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架构中去。至今，至少有三次有力的尝

试，且都做出了令人惊叹的成绩。

１．艾萨德的区域科学

第一次把空间纳入经济学的重大努力发生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美国，由著名

的区域科学家沃尔特·艾萨德（ＷａｌｔｅｒＩｓａｒｄ）领导。艾萨德批判一般均衡分析，认

为一般均衡分析学者是将自己局限于“一个没有维度的仙境”之中。他对当时的一

般均衡分析的倡导者希克斯进行批判，从而还引起了约瑟夫·熊彼特对于约翰·

希克斯（Ｊｏｈ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ｉｃｋｓ）的维护。熊彼特认为希克斯的分析中运输费用是暗

含在生产成本之中的，分析是比较全面的。但是艾萨德则认为：

生产理论……不能明确地以充分的理由来论述某些生产成本，也不能以

暗含的方式论述其他一些重要的成本。因为该理论想避免在分析后者代表了

什么这一问题时所碰到的障碍。作为一个权宜的处理方法，在将生产者相互

分离时，运输成本和空间成本的特殊效应就必须被考虑。它们是如此地至关

重要，以至于无法通过暗含的处理方式来加以回避，后者正如希克斯以及其他

学者所提供的解释。①

很显然，艾萨德的解释更为令人信服。

然而，艾萨德发现了问题，但终究没有能够解决问题。他创造了一个交叉学

科———区域科学，区域科学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但是“把空间问题

① 转引自藤田昌久，雅克·弗朗克斯·蒂斯著：《集聚经济学》，刘峰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０—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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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入经济理论的核心”的目标却没能实现。艾萨德并没有对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

相反，他开创了一个折中的应用领域：区域科学。不能否认区域科学对于许多实践

目的来说是有用的，如对于一个正在考虑在何处修路或建港口的地区计划者来看，

一套扼要或提示性的学术工具，尽管从学术上来看它的结构不能令人满意或不够

紧凑，但只要能更好地描绘他们的问题，他们都愿意使用它。区域科学不是一个统

一的学科，最准确地讲，它是一个工具收藏箱，其中一些工具非常原始，而另一些则

相当先进，它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实际中出现的涉及空间的问题，而无需等到我们有

了一个出色的理论才来解决。区域科学的折中做法不能取代一个真正完整的理

论，艾萨德所做的伟大的工作未形成一个真正完整的理论。

但是艾萨德给出了空间进入经济学的分析思路。艾萨德认为：“由于在空间关

系中总是会出现垄断性因素，那么，一个定义宽泛的垄断竞争的一般理论就可以视

为等同于区位和空间经济的一般理论。”①

２．新城市经济学对土地问题的再思考

继艾萨德之后，第二次把空间纳入经济学的重大努力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和

７０年代初的“新城市经济学”（ｎｅｗ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新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是城

市的内部空间结构，最经典的模型是单中心城市。在这个城市，至少一部分人口不

得不每天乘车去一个外生给定的中心商业区。这个模型的问题是同时决定中心商

业区周围的土地使用情况和地租，通常来讲，这个问题可以简化为决定一条均衡的

出价竞租曲线———它是与中心的距离的函数。

新城市经济学试图建立一般均衡模型，就是包括空间变量的一般经济模型。

但事实上，这个模型完全是杜能模型的翻版，不过农民变成了经常往来于城市和

农村的人。而且新模型与杜能原来的模型一样有许多优点：它描绘了一幅更令

人满意的图景，包括市场力量是如何权衡对土地的分配，空间如何演变为有不同

活动的区域，以 及 经 济 学 在 存 在 对 稀 缺 资 源 的 竞 争 时 所 具 有 同 时 性、一 般 均

衡等。

不幸的是，这个模型同样具有杜能模型的基本缺点：模型只提到有一个中心，

但没有解释为什么存在一个中心商业区，在它的周围形成了城市。当然可以借助

① 转引自藤田昌久，雅克·弗朗克斯·蒂斯著：《集聚经济学》，刘峰等译，西南财经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２—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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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聚集经济”来完成模型，但那不是一个让人十分满意的结果。而且我们需

要理解的首要问题是这些相互竞争的中心位于何处———而这个问题正是杜能和新

城市经济学的模型所没有回答的。他们之所以不回答又是因为这个问题不可避免

地与收益递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３．新经济地理学的尝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对“将空间问题纳

入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新的尝试。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以后，经济全球化趋势使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开始重

新发现经济地理学的价值。克鲁格曼在《地理学与贸易》一书中首先提出“新经济

地理学”这个存在争议的新科学名词。此后，他又在其《发展：地理学和经济学理

论》、《自组织经济学》和１９９９年与他人合作的《空间经济学》以及发表的一系列文

章中都试图致力于创建“新经济地理学”。他试图“使人们接受经济地理学作为经

济学的一个主要分支学科”。其他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也赞成他的看法，如商业

经济学家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链对于决定该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克鲁格曼的看法相类似，迈克尔·波特（ＭｉｃｈａｅｌＥ．Ｐｏｒｔｅｒ）

也认为：有必要将经济地理学带入经济学的主流之中，并使其成为经济学核心的分

支学科。①其他许多经济学家，也纷纷加入到建设“新经济地理学”的运动。随着建

设“新经济地理学”运动的扩展，一些经济学家开始认真地评论起这次“经济地理

学的经济学回归”。由于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有所差异，因此他们对地理学所关

注的焦点也有所不同。但是尽管如此，他们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即：位置和场

所与经济过程相关，经济地理学应该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核心分支学科回归到主

流经济学中来。

在此基础上，克鲁格曼认为：将空间问题纳入主流经济学的时机也已经成熟。

他之所以这样说，是有其理由的：

第一，可以用规模收益递增来解释极化区位的形成，从而说明区位的差异性形

成机理。用规模报酬不变解释同质区位。

第二，可以用迪克西特—斯蒂格茨（ＤｉｘｉｔＳｔｉｇｌｉｔｚ）的不完全竞争模型表示空间

① ＰｏｒｔｅｒＭ．，１９９６，“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Ｐｏｌｉ
ｃ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１１９（１—２），ｐｐ．８５—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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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差异性，从而用一种数学方法来表示空间上的差异。

当然，克鲁格曼及其追随者的研究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所做的工作也存

在诸多问题，尚未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自１９９１年以来，他们一直朝着“将

空间纳入主流”的方向努力。

新经济地理学采用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模技巧，对空间经济结构

与变化过程重新进行了分析，对传统经济地理学进行改造，将空间因素纳入主流经

济学的研究范畴，丰富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也进一步深化了新贸易理论的研

究，为研究国际经济问题提供了新视角。它对传统经济地理学家的某些问题的直

观表述，进行了比较严格的数学论证，有利于人们理解历史事件如何影响经济地理

的形成，以及潜在参数的变化是如何导致空间结构的渐进变化。但是，不少西方学

者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只是对区域科学和城市经济学模型的一种修订而已，新经济

地理学用高深数学所建立的模型，不过是地理学家多年前就已有意识地抛弃了的

分析方法，它所得出的结论并无特别的新意，经验应用更是奇缺。但是不管怎么

说，新经济地理学是三次真正试图将空间问题引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来的

最为有力的一次。

１．２　均质与非均质空间的含义

在本章１．１节中，我们梳理了经济学对于空间问题研究的历史脉络。更进一

步，经济学研究的空间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正是本节的研究内容。

１．２．１　均质与非均质的含义

在１．１节分析一般均衡框架和空间问题时，我们已经使用了均质与非均质概

念。其实，均质和非均质都是空间特征，也是区域的特征。区域经济学自从建立以

来一直把空间分析当作区域经济理论的出发点。从而，带来一系列的理论问题，空

间是什么，区域是什么，空间和区域是什么关系，空间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①又是

什么关系等。虽然空间和区域间的概念上的矛盾影响着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但

是空间分析对区域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空间。尤其是在区域经济学的发展

过程中，空间一直是理论的出发点。

我们认为空间是区域的抽象。区域是实际的，也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在经济

① Ｖｉｎｏｄ，Ｄ．，１９６４，“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５（２），ｐｐ．２５—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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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研究中，当关注于区域经济发展和空间结构演化的内在机理时，更适宜使用空

间这一抽象概念；而当研究具体区域经济政策等时，则需要使用区域这一概念。也

就是说，区域经济学在经济学的框架内分析区域问题的时候需要抽象化，在这个意

义上说，区域是具体的，而空间则是区域的抽象。区域的抽象化就会面临如何界定

其本质特征，也就是空间的特征。对这一问题涉及两个层面：首先，区域或者空间

具有一定的地理特征，这个地理空间是否平坦是需要明确的；其次，承载经济主体

活动的空间蕴含了丰富的经济要素，这些要素的分布是否均等也是需要回答的。

针对地理特征和要素的分布这两个特征，区域研究中关于空间的界定就可以分为

均质和非均质两种。

均质和非均质的含义可以通过表１．１来体现。空间均质①的含义可以从表

１．１的两个不同层面得到体现。首先，空间均质假设抽象掉了所有的地理和地貌

特征，只研究一种平坦的空间。其次，作为关注资源配置的经济学，要素的分布是

一个重要变量，是引入要素分布函数还是进行简化的技术处理是我们必须解决的。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采用了后者，将空间假设为要素均匀分布，从而避免了引入要素

密度函数等变量所带来的技术障碍。因此，空间均质假设从距离的角度来考虑经

济活动的空间特征，从而，空间问题特别是区位选择归结于距离问题。空间均质假

设能够提供较方便的理论基础，但是，空间均质假设并不完全符合实际。尤其是在

空间惯性起到关键作用的时候，空间均质假设很难说明现实区域。空间非均质的

含义是不平坦空间上的经济要素禀赋是非均等的。

表１．１　空间均质与非均质的特征Ⅰ

均　　质 非均质

地理特征 平坦空间 不平坦空间

要素禀赋 均等分布 非均等分布

　　１．２．２　均质空间分析假设

均质空间分析假设是指经济空间是一片平原，其空间没有凹凸，也不存在地理

① 空间均质和空间同质是不同的概念。空间同质是空间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

划分不同性质的空间，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划分区域性质。无论是空间同质还是空

间异质，也就是无论哪种空间性质，空间均质都可以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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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特征，要素禀赋的空间分布是均等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把距离和运输成

本引进到分析框架里。①要是经济空间不是平原，距离和运输成本变量不会是线性

变化，很难分析其变量的作用。

均质空间分析假设的好处就是容易进行技术处理，但却很不全面。尽管如此，

我们不能说这种方法是不对的，而只能说不全面。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假设在一

个大平原中央有一个城市，它与周围农业地带组成一个孤立的地区，该地区既无河

川、亦无运河，并且，该区位中，具有同样适宜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条件。而且，运

输费用同运输的重量和距离成正比。如以Ｒ代表单位面积的区位地租，Ｑ 代表单

位面积的产量，Ｐ代表单位产品的销售价格，Ｃ代表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ｔ代表运

费率，Ｋ 代表距离市场的英里数，于是，区位地租可由下式得出：

Ｒ＝Ｑ（Ｐ－Ｃ）－ＱｔＫ ＝Ｑ（Ｐ－Ｃ－ｔＫ）

当Ｋ 为零，即距离为零时，区位地租亦为零，即Ｒ＝Ｑ（Ｐ－Ｃ－ｔＫ）＝０。

图１．１　杜能的同心圆理论

杜能研究，因为土地位置不同导致农业成本

在空间上的差异，从而，对地租发生影响，所有这

些因素如 何，决 定 了 围 绕 着 一 定 市 场 的 经 营 类

型，以及经营强度在空间上的分布。其空间分布

不仅取决于自然因素，更取决于经济因素，即与

市场的距离。杜能的同心圆理论假设是典型的

均质空间假设。其结果就是把空间变量转成距

离和运输成本变量。

奥古斯特·廖什（ＡｕｇｕｓｔＬｓｃｈｅ）市场区的出发点亦是均质空间。在平原上

有经济价值的原料是均匀地分布。这个平原各方面都是同质的，含有的只是有规

则分布的自给自足的农场。这样的出发点如何导致空间的差异呢？这就是廖什的

理论空间。从中，廖什得出有规律的市场区。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均质空间，例如软件产业园区，这一园区内

发展的都是软件产业，面临着相同的资源、政策和制度环境，甚至不同企业所使用

的建筑都相同。

① ＪｏｈｎＬｕｋｅＧａｌｌｕｐ，ＪｅｆｆｅｒｙＤ．Ｓａｃｋｓ，ＡｎｄｒｅｗＤ．Ｍｅｌｌ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８，“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Ｅｃｏ
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Ｂ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ｐｅｒ，Ｎｏ．６８４９，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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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质空间分析中，将地理特征和经济要素特征进行了界定，地理特征的均质抽

象是为了顺利使用距离和运输成本变量，而经济要素的均质抽象则将距离和运输

成本置于了空间经济研究的核心地位。然而，这种要素的外生化假设和处理，使我

们无法回答杜能的中心地究竟是怎样形成的等一系列问题。

１．２．３　非均质空间分析假设

非均质空间分析假设强调经济要素在不平坦空间上的非均匀分布。从斯密的

绝对优势理论到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都假设要素禀赋的非均质特征，要素禀赋

的差异才是贸易的基本条件之一。不同的空间区位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如果要

素禀赋不是均质的，那么市场结构，尤其是生产要素的市场结构就不再是完全竞

争。不同区位的要素禀赋的差异必然造成不完全的要素市场结构。

非均质空间分析强调的是初始条件的非均质，而不仅仅是在抽象平原上经由

经济活动累积而成的非均质。以往的经济学研究大多忽视了这种初始条件的非均

质，而只研究了由经济活动累积而成的非均质空间。我们要注意，从市场结构角度

来看，非均质空间假设意味着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包括要素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

消费市场的不完全竞争。这些特征比较可以通过表１．２来体现。

表１．２　均质与非均质的特征Ⅱ

均　　质 非均质

要素禀赋 均等分布 非均等分布

市场结构 完全竞争 不完全竞争

　　当我们研究一个初始条件即处于非均质的空间时，地理特征的凹凸不平等问

题就需要进行技术上的处理，否则经济学上的距离和运输成本变量就无法使用。

这也是为什么早期的地理学研究中难以有效和规范使用这些变量进行分析的原

因。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抽象演绎和建模是其揭示经济演化的内在机

理的重要方法。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进行必要的简化和抽象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

逻辑起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成就大多是在工业社会取得，自然要素对于经济增

长的重要性已经变弱，对自然要素加以均质化假设，而将工业社会中的核心要素资

本、劳动力置于生产函数的框架进行模型分析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选择。然而，随

着后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制度、文化和信息对于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主

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难以容纳这些要素变量，于是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应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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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且得到了迅速发展。

但是，在空间经济研究中，当我们研究某些经济活动究竟是如何在特定空间被

“锁定”进而实现聚集时，就需要关注这些经济活动的历史脉络和变迁，这又必须关

注初始空间的自然要素禀赋和地理特征。于是，经济学家在进行历史分析时，又会

外生地引入这些地理变量，这种处理对于擅长和喜欢将变量内生化处理的经济学

家来说仿佛是在其研究成果上打了个“补丁”。面对这一难堪，空间经济选择了对

均质与非均质属性进行回避化的处理，人们不再或者很少关注经济空间的属性，

而是根据研究需要忽而是均质空间，忽而是非均质空间，空间分析形成了不同的

研究路径。

１．３　传统空间分析路径的特征与局限

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研究，空间因素都是不可回避的变量之

一。由于种种原因，空间因素在主流经济学中的表现不太突出，不过，城市经济学

以及区域经济学一直把空间变量当作理论的基本变量。

１．３．１　主流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的处理

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假设不同区位的要素禀赋的非

均质分布，其结果就产生贸易。贸易理论的出发点就是非均质空间。不同的区位

按自己的要素禀赋条件生产优势商品。但是，到了马歇尔的经济理论，主流经济学

对空间问题的处理就是单纯化或抽象化，其结果抛弃了空间因素。但是，严格来

讲，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完全放弃空间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尤其是

他的地方化经济的发现成为后来空间研究的出发点。贝蒂·俄林（ＢｅｒｔｉｌＯｈｌｉｎ）

的贸易理论充分说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长期均衡和空间因素之间的关系，就是虽

然其出发点是非均质空间，但是通过不同区位之间的贸易最终能够达成商品相对

价格的均等化以及要素相对价格的均等化。

从经典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来看，主流经济学不涉及选择消费和生产区位的问

题。其基础理论不包括区位选择的对象，只包括生产要素和商品的选择，生产要素

的选择构成生产理论，商品的选择构成消费理论。主流经济学的市场结构主要是

生产要素市场和商品消费市场，这些市场并没有涉及空间上的范围问题。但是，我

们不能忽视国际贸易理论或者发展经济学的绝对优势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涉及市

场的不同区位所带来的影响。不过，这时候的空间的含义并不是空间选择的问题，

而是不同空间或区位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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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区位理论分析的路径

从理论角度来看，区位理论发展就是传统区位理论假设的缓解过程。传统区

位理论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开始。后来，阿尔弗雷德·韦伯

（ＡｌｆｒｅｄＷｅｂｅｒ）根据农业区位理论建立工业区位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由菲

特（ＦｒａｎｋＦｅｔｔｅｒ）来发展为商业区位理论，再发展为俄林的一般区位理论，廖什的

市场区位理论等。二战后，传统区位理论由艾萨德和威廉·阿郎索（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ｌｏｎｓｏ）来继续发展。

杜能区位理论的要点是，因为土地位置不同，即距离城市市场远近的不同，导

致农业成本在空间上的差异，从而，对地租发生不同的影响。这是他的有名的位

置、地租和土地利用三者关系。韦伯认为，最低成本的位置就是企业区位选择的最

佳位置，只有经济因素影响工业区位，经济因素主要是成本因素。成本因素有多

种，他认为真正起作用的只有运输成本和劳动成本。韦伯认为，产业区位就是对两

个影响因素的反应：产业区域分布的原因（区域因素）；产业再配置的原因（聚集和

分散因素）。区域因素是从运输成本和劳动成本角度来进行分析的，聚集和分散因

素是从规模经济角度来进行分析的。为了发现空间规则，韦伯假设：地表空间是同

质的；运输成本与距离正比；市场价格完全竞争、固定的市场价格；利润最大化经济

人；没有技术发展；劳动供给完全竞争市场。但是，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具有现实应

用上的弱点：理论的静态性不能考虑市场需求变化以及原料供给的空间变化；运输

成本转变为重量—距离概念，不能考虑最终成本（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Ｃｏｓｔ）；空间当成地点

（ｐｏｉｎｔ），不能考虑区域面积（ａｒｅａ）；不考虑劳动力的流动性和有限供给等。帕兰德

（Ｔ．Ｐｌａｎｄｅｒ）和胡佛（Ｅ．Ｍ．Ｈｏｏｖｅｒ）进一步发展了韦伯的最小运输成本理论。帕

兰德将市场区的概念引进来，他认为企业利润取决于从区位地点到市场区的距离

比例。并且，空间竞争与交通体系的改善影响市场区的范围，进一步发展韦伯的静

态分析。胡佛将韦伯的运输成本概念修改为边际线（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ｌｉｎｅ），并引进最终

成本的概念。

俄林将贸易理论和价格理论结合起来试图形成一般区位理论。其观点有两部

分。第一部分考虑的是，在假定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下，工业区位

如何决定？其结论是商品在区域间流通或区域内流通取决于运输成本，即运输成

本对工业区位决定非常重要因素。俄林和韦伯的观点基本上一致，但俄林弥补了

韦伯的两个不足之处：一是原料产地、工业区位和消费者市场三者间的相互依存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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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互相影响关系；二是运输边界程度的差异，韦伯的假设为距离相同等于运费相

同，俄林假设虽然距离相同但是运费会不同。俄林区位理论的第二部分是资本和

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下的工业区位问题。第二部分的特点是利用一般均衡方法来

研究一般工业区位的决定。他认为利息率和工资水平的区域差异是工业区位的重

要因素。它们区域间差异成为工业区位决定的前提。另一方面是工业区位所造成

的结果。为什么会存在利息率和工资水平的差异？资本和劳动力本身存在区域差

异，而这个差异不能自由流动。如果配置要发生变化，就依靠三个因素的作用：一

是人口增长率的变化；二是储蓄率的变化；三是各区域价格比率的变化。价格比率

发生变化，意味着原来均衡的破坏，而价格比率变化的结果形成一个新的均衡关

系，这变化会影响工业区位，即工业区位变动是生产要素各地之间重新配置的结

果，或者原来均衡关系变动的结果。

廖什的市场区位理论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最重要的区位因素是市场，

也就是市场利润。第二个含义是从宏观经济上解释何谓市场区。从第一个含义来

看，有两个特点。特点一是最低运输成本和劳动工资成本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利

润起决定作用，即工业区位主要是由它的销售大小、需求量来决定①。若有足够的

消费者就会有利润。唯一的区位决定因素是纯利润，即个别企业寻找纯利润最大

的地点。廖什否定了韦伯的最小成本观点，提出了最大收益区位理论②。特点二

是区位体系的平衡。廖什区位理论的第二含义是市场区，市场区是蜂窝状六边形。

中心的周围有小市场区，市场区是在经济空间上最佳的配置。

艾萨德批评廖什的理想空间模式。要是人口在空间上不均等分布，廖什的六

①

②

ＡｕｇｕｓｔＬｓｃｈｅ的需求最大理论的核心思想是“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ｅｍａｎｄｃｏｎｅ”，需求集中在市场中

心，并且距离与市场需求的关系表现在“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ｅｍａｎｄｃｏｎｅ”，市场中心距离越远，其需

求越小。“ｓｐａｔｉａｌｄｅｍａｎｄｃｏｎｅ”发展成“小市场圈域”，“小市场圈域”的结合形成 Ｗａｌｔ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ａｌｌｅｒ（１９３３）的六角形（ｈｅｘａｇｏ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ｕｇｕｓｔＬｓｃｈｅ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为最

小成本理论，强调需求圈域与市场领域的重要性。产业区位取决于竞争与需求最大化的

结果，即产业区位取决于成本最小与市场需求最大。因此，企业为了需求最大化并聚集

经济利益靠近市场中心。
最大收益 区 位 理 论 是 最 小 成 本 区 位 理 论 与 最 大 需 求 理 论 的 结 合。Ｍ．Ｌ．Ｇｒｅｅｎｈｕｔ
（１９５６）、Ｅ．Ｒ．Ｒａｗｓｔｒｏｎ（１９５８）、Ｄ．Ｓｍｉｔｈ（１９６６）、Ｍ．Ｌ．Ｇｒｅｅｎｈｕｔ＆Ｈ．Ｏｈｔａ（１９７５）等人

主张此观点。Ｍ．Ｌ．Ｇｒｅｅｎｈｕｔ认为最佳区位取决于最小成本与最大需求的差异最大。
Ｄ．Ｓｍｉｔｈ认为产业区位取决于边际收益的最大化（空间成本曲线与平均收入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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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形会变化多样规模的非规则的形状。艾萨德将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最

小成本区位理论和廖什的最大需求区位理论综合，并试图建立一般空间区位理

论①，并且将区位理论和替代原理结合起来，像经济理论中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关系

一样，区位选择之间也存在替代关系。艾萨德认为，之所以一般均衡理论是一般空

间区位理论的特殊现象，是因为一般均衡理论假设运输成本等于零并且生产要素

都是完全移动。艾萨德将区位因素分类三种群；第一群是运费成本和转移成本；第

二群是劳动，电力，水力，税种，保险，利息，气候，地形，社会和政治环境等；第三群

是聚集经济和非聚集经济。聚集经济包括规模经济，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

非聚集经济包括规模不经济，地租上升，城市服务成本的上升，拥挤成本的上升。

艾萨德认为，可以把厂商看作是在权衡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就像它们做出其他任

何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的决策一样。但是，他从这个看法中得出的结论是，只

需把区位看作是在经济学分析中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竞争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的另

一个选择变量就可以了。

他们的主要假设是完全竞争市场、收益递减、利润最大化和完全理性经济人。

在二战以后，区位理论的主要变化是这些假设的放松。行为区位理论放松理性经

济人假设。②经济人不会知道所有的信息，而且，他们所做的经济行为的目标并不

单纯是为了利润最大化，例如，为了满足最大化等。格林哈特（Ｍ．Ｌ．Ｇｒｅｅｎｈｕｔ）认

为，个人行为不可能是千篇一律的。西蒙（Ｈ．Ａ．Ｓｉｍｏｎ）还认为，在有限信息条件

下，区位决定行为就是有限理性（ｂｏｕｎｄｅ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的行为，并且在理性合理性

条件下，经济人会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有限合理性约束下，每个人的约束条件都不

一样，有些人还会追求满足次优（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ｂｅｓｔ）。他把“利益的空间界限（ｓｐａｔｉａｌ

①

②

严格来讲，Ｗ．Ｉｓａｒｄ并不是最早试图建立“一般空间区位理论”的人，ＷｈｉｈｅｌｍＬａｕｎｈａｒｄｔ
（１８８５）、ＯｓｋａｒＥｎｇｌｎｄｅｒ（１９２６）、ＨａｎｄＲｉｔｓｃｈｌ（１９２７）ＡｎｄｒｅａｓＰｒｅｄｈｌ（１９２７）、Ｈａｎｓ
Ｗｅｉｇｍａｎｎ（１９３１）、ＢｅｒｔｉｌＧ．Ｏｈｌｉｎ（１９３３）、ＡｕｇｕｓｔＬｓｃｈｅ（１９３８）、Ｒ．Ｔｒｉｆｆｉｎ（１９４０）等人

均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将空间与一般均衡理论相结合。
人类与组织的经济行为并不像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所说的那样静态，而是动态。适应经

济学（ａｄａｐ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行为经济学（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演化经济学（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都认为，人类与组织的经济行为的特征是“有限理性”（ｂｏｕｎｄｅ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的动

态性，也就是说选择是不断的调整过程（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Ｄａｙ（１９７５）
认为，有限理性意味着不完全信息（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有限预测（ｌｉｍｉｔｅｄｆｏｒｅｓｉｇｈｔ）、
有限认识能力（ｆｉｎｉｔ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ｐｏｗｅｒ）、动态偏好（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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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ｇｉｎｓｏｆ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应用于区位理论，企业的区位并不在单一地点决定，而是

能够得到利润的任何地点都可以成为区位客体，就是“准最佳区位”（ｓｕｂｏｐｔｉｍ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概念。麻斯（Ｊ．Ｇ．Ｍａｒｃｈ）也认为，组织是由很多个人和部署来组成的，并

且组织会有重叠目标或相互对立的目标。普雷德（Ａ．Ｒ．Ｐｒｅｄ）研究信息水平和信

息利用能力水平会给予区位选择影响，虽然每个人都具备同样的信息水平，但是难

以保证最佳区位的选择。汉密尔顿（Ｆ．Ｅ．Ｉ．Ｈａｍｉｌｔｏｎ）也批评传统区位理论并不

考虑企业管理和组织形式的差异，认为企业的区位选择取决于组织管理目标的

相互作用。伍德（Ｐ．Ａ．Ｗｏｏｄ）总结，行为区位理论是研究个别企业所形成的空

间结构。

以新古典区位理论为主的传统区位理论的假设具有局限：（１）最佳区位选择要

求区位主体的完全信息和完全知识；（２）区位选择的目的局限于成本最小化和收益

最大化，就是利润最大化；（３）企业组织是静态的和单一的。行为区位理论是将组

织理论和心理学当成理论基础并重视区位主体的区位动机和选择过程的，也就是

行为和区位的相结合。行为区位理论解释区位主体在企业内外环境下如何呈现出

空间形态。传统区位理论与行为区位理论的差异有：（１）行为区位理论，在区位决

定过程中，不假设理性合理性的经济人；（２）行为区位理论假设区位选择主体有多

样的动机和目标；（３）传统区位理论不考虑企业结构与管理组织的差异，但行为主

义区位理论很重视其差异，尤其是行为区位理论重视企业内部区位选择主体的作

用，还考虑内部组织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传统区位理论的区位因素大部

分是外部因素，如运输成本、原料和市场等。行为区位理论打破了传统区位理论的

局限，内外部因素都考虑进去了。

传统区位理论以及行为区位理论都假设均质空间，即平坦空间、要素禀赋的均

等分布、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以及收益递减等。韦伯是从供给角度来解释区位选择

问题，而廖什是从需求角度来解释区位选择问题，艾萨德试图供给区位选择和需

求区位选择的相结合，建立一般区位模型和理论。传统区位理论的主要假设之

一就是平坦的地表，这样一来，距离才具有分析意义，距离直接影响运输成本的

大小。行为区位理论在传统区位理论的基础上调整了个人行为的最大化目标，

但是，有关空间的假设还是与传统区位理论一样。传统区位理论的空间分析方

法是在平坦的空间上寻找最有效的区位，从而，距离成为传统区位理论的最重要

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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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　新区域经济学的空间分析

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模型表明稳定均衡点的存在以及稳定的增长曲线的存

在，并且，无论资本和劳动的初期条件，通过生产要素的区际移动，区域经济将会达

到长期稳定的均衡点。以索罗（Ｓｏｌｏｗ）模型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假设同质

区域，因此，区际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区域性要素的比率。但是，实际上，区域间异

质性取决于更多因素，如生产技术、生产要素的质量、聚集经济和聚集不经济、商品

的异质性、区域居民的偏好等。要是模型考虑这些因素的作用，新古典区域经济增

长会出现不同的情况。

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经常提到城市存在的内在机制来自聚集经济或外部效应。

从空间角度来看，外部经济就是聚集经济和聚集不经济。模型的基本问题是模型

如何表现出聚集经济或聚集不经济效应。奇普曼（Ｊ．Ｓ．Ｃｈｉｐｍａｎ）、瑞比纳（Ｂ．

Ｒａｂｅｎａｕ）、梅奥（Ｔ．Ｍｉａｙｏ）和吉姆（Ｈ．Ｂ．Ｋｉｍ）等人认为，外部效应就是区域生产

力的变化。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要是区域生产力增加，其区域内部存在聚集经

济，要是区域生产力减少，其区域内部存在聚集不经济。但是，模型假设，虽然外部

经济存在，但是个别生产者的生产技术还是收益不变的，是因为市场是完全竞争，

并且完全竞争市场内的生产技术是收益不变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解释区域经

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和收敛。但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是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新

区域经济学”（ｎｅｗ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在新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重新探讨区域经济

增长差距的根源。格兰瑟（Ｅ．Ｌ．Ｇｌｅａｓｅｒ）把新区域经济学的主要主题概括为：信息

的扩散；知识投资及其转移过程；人力资本的作用。

区域经济增长模型的难题就是如何将空间因素或区域因素引进模型来，萨洛

普、萨克斯和梅林格（Ｊ．Ｌ．Ｇａｌｌｕｐ，Ｊ．Ｄ．Ｓａｃｋｓ，Ａ．Ｄ．Ｍｅｌｌｉｎｇｅｒ）以距离为基础的运

输成本当作主要的空间变量。他们解释运输成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萨洛普、萨

克斯和梅林格模型的基本结构是ＡＫ模型和运输成本的相结合。该模型认为，经

济增长的差异取决于以下三种变量：总要素生产力，其差异取决于地理因素，例如，

温和地区农业生产力和热带地区农业生产力的差异、不同地区健康水平的差异等；

运输成本，反映距离和贸易的物理上接近程度，例如，离海岸的距离等；储蓄率及政

府的经济政策。萨洛普、萨克斯和梅林格模型在新古典经济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

发展以运输成本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将空间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里，

并解释经济增长率与区域因素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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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域经济学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突破了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模型的一些局

限，如市场结构，要素禀赋条件等。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型

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收益递增的条件下重新探讨区域经济增长问题。萨洛

普、萨克斯和梅林格模型还把地理因素引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里，在一定程度上

完善了区域经济增长模型的某些不足之处。

１．３．４　经济地理学的空间分析

德国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赫特纳（ＡｌｆｒｅｄＨｅｔｔｎｅｒ）认为地理学更确切地说

只是关于地表就其地点差别研究大陆、地区、地方和地点的科学。美国地理学家哈

茨霍恩（Ｒ．Ｈａｒｔｓｈｏｒｎｅ）在其名著《地理学性质的透视》一书中，从哲学高度上总结

了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明确提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区域差异，并认为部门地理

是研究的起点，区域地理则是研究的终端。根据经典文献的研究，地理学是从非均

质的视角研究区域的，特别地，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出发，造成经济空间分布

有疏有密的根本动力是自然环境本底的非均匀分布以及经济自身的集聚和扩散

力量。

在早期的地理研究中，主要是强调自然要素的非均质分布。随着经济地理研

究的深入和发展，文化和制度转向（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ｔｕｒｎ）的经济地理研

究越来越繁荣。迪肯和史瑞夫特（ＤｉｃｋｅｎａｎｄＴｈｒｉｆｔ）把“嵌入”引入经济地理研

究，使这个学科融入文化、社会和制度背景之中并从中获得新的研究内涵与发展方

向。地理学关于非均质空间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是，由于学科的门类限

制，经济地理学以地方为主“极级引论”推理，忽视企业策略行为归纳思考，对于区

域问题强于归纳而短于对空间组织机理的演绎分析，而后者则恰是经济学所长于

分析的。

经济地理学研究区域空间的差异化原因，非均质空间是其研究的逻辑起点，

这是一条从非均质到非均质的研究范式；而在经济学中，则是以均质空间为逻辑

起点，试图揭示区域差异化和组织运行的内在机理，特别是空间聚集的实现路

径，由此形成了从均质到非均质的分析范式。不过，无论哪一种分析，从方法上

看，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都大量借鉴了彼此的研究成果，共同推进了空间问题的

研究。

１．３．５　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分析

新经济地理学（ｎｅ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也试图建立包括空间变量的一般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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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模型。新经济地理学特别发现空间的特殊性，就是市场结构的非完全竞争结构

和生产函数的非规模收益不变，某种意义上，这就是有现实意义的理论模型。克鲁

格曼建立的空间分析模型，包括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假设：

（１）假定一个经济有制造业和农业两个部门，对于两类产品每个人有相同的

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

（２）假定存在一种同质的农业产品，而制成品是一个由大量的对称产品种类

构成的复合物，其中任何两种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均为常数；

（３）假定任意给定时点生产要素分布在许多地区，两部分均使用可流动和不

可流动的生产要素；

（４）土地—劳动力替代问题；

（５）假定两个生产要素都是劳动力，即工人和农民；

（６）耕种是一项规模报酬不变的活动，制造业是存在规模经济，在任一个地区

生产任一种产品都有一个固定成本；

（７）假定农业劳动力分布是外生给定的，制造业劳动力分布会随时间而变化；

（８）在任意一个时点上，对于所有要素和部门都有各地区的充分的就业；

（９）只有制成品有运输成本，“冰山”形式存在，任何制成品在运输途中就有一

部分丢失了，而不是设计一个单独的运输行业；

（１０）农民是完全不流动的，工人向提供更高工资的地区自由流动；

（１１）任一种产品的生产者都面临一个不变的需求弹性，利润最大化就是价格

等于在边际成本上的一个固定价格。

克鲁格曼还加以收益递增的假设：所有的产品都以同样的规模生产，一个特定

地区所生产的产品种类的多少就会与那个地区的制造业劳动力数量成比例。模型

的短期均衡方程中收益递增并不那么显而易见。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

品只在一个地区生产才有利可图，这样一来不同地区就不会产生同一个集合的产

品，而是生产差别产品。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克鲁格曼通过模拟分析，得出结论：

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份额越大，厂商的规模经济越明显都有利于

聚集。

克鲁格曼认为，哈瑞斯（Ｈａｒｒｉｓ）的市场潜在力模型，普雷德的累积循环模型忽

视了微观基础，克里斯塔勒（Ｃｈｒｉｓｔａｌｌｅｒ）和廖什的模型忽视了市场潜在力和累积

循环的作用。克鲁格曼认为经济地理模型应该包括两个力量，向心力和离心力，向



区域经济学原理
　．．．．．．．．．．．．．．３４　　　 ．．．．．．．．．．．．．．．．．．．．．．．．．．．

心力就是产生聚集的力量，离心力就是产生分散的力量。克鲁格曼的模型表明在

地理上这些空间力量的相互作用，其力量包括：市场接近的作用，以市场潜在力度

量，市场接近决定制造业的区位；产生聚集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外生变量的

小的变化所发生的非连续性变化；经济体系是自我组织体系，并使进化自我维持区

位结构。克鲁格曼还认为，聚集是生产的收益递增、运输成本、要素移动之间相互

作用的结果。反聚集的唯一力量是为了服务分散的农业腹地而设新厂的动机，并

不是城市土地地租。

克鲁格曼模型解释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收益递增的前提下运输成本对产

业聚集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理论突破。克鲁格曼在非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假定

下，利用两部分经济模型来导出多重城市区位均衡。他的主要结论有两点：第一，

运输成本和相对实际工资率对区位的影响，运输成本和相对实际工资率来决定均

衡，并且城市的均衡点以这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第二，变化的范围，即均衡的范

围，有可能性的城市的范围，主要影响因素是总消费中制造品的比重和替代弹性。

总消费中制造品的比重和替代弹性越大，范围也越大，即有可能性的城市的范围也

越大。

克鲁格曼打破了传统空间分析的局限，引进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收益递

增的假设，更接近现实。并且，他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区位决定和产业聚集的内在

规律。在某种意义上，克鲁格曼的空间分析是非均质空间分析，因为他假设经济要

素在空间上不均等分布，但其实质依然是均质空间分析。

谢泼德（Ｅ．Ｓｈｅｐｐａｒｄ）认为：“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几乎所有理论中，空间都被当

做一个均质体来看待。一方面，空间被假设为廖什区位论中所用的空间，即行为主

体在空间上相互分离，没有中心区位与边缘区位。所有区位与其他区位的相互关

系都一样，这消除了相对区位形成的竞争优势。空间是均质的、没有边限制的。虽

然以垄断竞争为分析框架的新经济地理在一个即使均质的空间中，由于经济主体

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也会形成空间分异，核心和边缘区位同样能够形成，但却没

有相对区位的优势和劣势。”①而这显然有违现实情况。

① Ｅ．谢泼德：《地理学还是经济学？空间、时间、相互依赖和经济人的概念》，载《牛津经济地

理学手册》，［英］Ｇ．Ｌ．克拉克，［美］Ｍ．Ｐ．费尔德曼，［加］Ｍ．Ｓ．格特勒主编，刘卫东等译，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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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经济空间———均质与非均质的有机统一

均质和非均质都是经济空间的属性，地理学侧重非均质空间，而经济学则侧重

于均质空间，同时因为使用不同的分析方法而分异出不同的学科分支。但是，由于

对经济空间均质与否这一属性的认识和处理不同，经济学和地理学的空间分析都

存在无法回答的难题。

本节从均质和非均质空间分析存在的问题入手，试图从均质和非均质的有机

统一中全面把握经济空间，为本书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奠定基础。

１．４．１　经济学中均质空间分析的困境

经济学中均质空间分析大大简化了分析难度，在一定意义上似乎也没有影响

其理论的解释力。胡佛就以廖什的研究为例，指出在一个假设的、没有任何自然资

源差异的世界里，亦即在一块资源均匀分布的平原上，依照逻辑判断会出现何种区

位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凭想象推测：（１）所有的活动都集中在一个地点；（２）

所有活动在整个区域内呈均匀分布（即完全是同质的）；（３）经济活动毫无系统模

式，而只是随机的散布。然而，实际出现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推

测，而是显示出与现实世界中的城镇分布模式的某种相似性。按照胡佛的说法，区

域的分异和空间结构的形成完全可以在一个均质空间中实现和完成。

廖什也说过，即便地表是完全均一的，城镇依然会产生。经典著作的研究仿佛

告诉我们，均质空间假设在简化问题的同时并没有影响到其理论的正确性，事实是

这样吗？

１．强调自然资源的均质，但忽视了区域性非自然要素的作用

无论是胡佛还是廖什，其假设中都只是特别关注了自然资源的均质化，而没有

涉及区域性非自然资源如历史、文化和制度等的作用。而事实上，随着经济社会的

发展，历史、文化和制度等要素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讲，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做的均质空间假设都只是对其地理属性

进行了均质抽象，而忽视了区域性非自然要素在空间的作用。在第２章我们将会

看到，区域性非自然要素对于空间属性和动态演化的作用。

２．均质假设的方法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

区域经济学也需要解释一定空间中城市是如何形成的。传统研究大多将其原

因归结为比较利益、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但是，上述三个原因都与均质空间的假

设存在内在的逻辑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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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比较利益的存在本身就否认了均质化假设。假如人们的生产能力、所处

的资源条件和技术条件完全相等，生产效率完全一样，那就没有可能产生劳动分

工，从而也就不可能产生建立在专业化分工优势的基础上的比较利益。经济学家

们在处理空间问题时，一方面做了均质化简化假设，另一方面又强调比较优势和分

工与专业化的作用，存在前后不一的逻辑矛盾。

第二，空间中规模经济的作用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不相容。如果不存在规

模经济，产出与投入规模无关，从而商品生产可以在任意小的规模上靠近消费者分

布，此时在没有任何特征、平坦的平原上，人口和生产会均匀地分布，因为集中不仅

不会带来好处，相反会因为竞争土地而使地价上升。在空间经济中，规模经济的存

在，保证了企业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属性，而这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竞争和规模报

酬不变的分析框架不相容。

第三，用外部性解释聚集经济将区域经济学置于“黑箱”之上。聚集经济是区

域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重要的理论基础，经济学家们普遍使用马歇尔的外部性理

论来解释聚集经济的形成原因。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在完全均质的空间中，这种

外部性从何而来呢？另外，外部性的分析舍弃了基于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分析，聚

集经济的成因犹如一个“黑箱”，区域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也被置于这一“黑箱”

之上。

３．“在哪里”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传统经济理论都从不同路径希望解决主流经济学忽视的“在哪里”问题。但

是，在哪里聚集、城市究竟在哪里形成等一系列问题依然没有获得满意的解释。克

鲁格曼另辟蹊径，在抽象的均质空间中为我们展示了主体空间活动的累积效应如

何诱致了空间的非均质结果。对于“在哪里”问题，以克鲁格曼为首的新经济地理

学家归结为“历史”和“偶然”，而空间经济的正反馈机制则可能锁定（ｌｏｃｋｉｎ）这种

偶然事件进而形成累积性优势，产生空间聚集。克鲁格曼在《地理和贸易》一书中

通过纽约特洛伊城的衣领和衣袖的聚集、新泽西帕特森的丝织品聚集以及罗德岛

普罗维登斯的珠宝业聚集等案例，表明了历史和偶然对于“在哪里”问题的有效

解释。

不可否认，在历史上很多偶然事件确实能够在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放大成

为一些确定性事件，并形成自我演化。但可以肯定，决不是所有的空间聚集都可

以通过这种“偶然”来解释。为什么文明在“两河”流域最先出现？为什么区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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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一体化率先在欧洲实现？偶然性事件被放大锁定为确定性事件，其背后必然

有更加深刻的原因，不对这些深层次原因进行研究，“在哪里”的问题仍然还是

悬而未决。

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都表明均质空间假设对于真正解决区域经济问题存在不

足，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凸显了要素的功能，要素空

间的非均质分布成为这种全球化浪潮下的一个突出景观———技术创新在全球呈

现出极强的非均质性，发达国家和发达地区的制度创新更是领先于欠发达地区，

甚至一些地区的组织行为创新也已经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仅仅用

均质空间假设的分析已经不能适应这种浪潮，把均质空间分析与非均质空间分

析有机结合起来，已成为新形势下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经济学特别是新经济地理学从均质的原始空间入手，分析展示了经由经济主

体活动从均质向非均质空间演变形成的深刻画面，但是，上述困境的存在表明均质

视角的分析仍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经济学对于要素的分析集中在劳动和

资本等非区域性要素上面，这种取向注定了经济学家无法将其分析视角拓展至非

均质空间。

１．４．２　经济地理学中非均质空间分析的问题

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具有差异的区域，这是一类典型的非均质空间。

需要注意的是，地理学所研究的区域，比较强调其地理特征，和经济学研究的抽象

经济空间有所差别。经济地理学在解释人地关系、全球化力量和地方化力量关系、

区域差异化发展以及企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但是，由于研

究对象集中在非均质的空间层面，经济地理学也面临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

１．难以回答经济区域是怎样形成的问题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区域，这种经济区域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与行

政区域相关联的，并且抽象掉了地理特征。在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区域有其形成和

演化的内在规律，区域经济学需要对经济区域的形成问题作出正面回答。

作为地理学一个分支的经济地理学，一直将真实世界的地域空间作为自己的

研究对象，这是地理学成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前提。近年来，经济地理学者越来越关

注于区域问题的研究，这里的区域不同于自然地理的区域空间，而是有着复杂经济

关系的经济空间。那么，这个复杂的经济区域是如何形成的？经济地理学的研究

对象是完全不同、形态各异的，针对具体的、真实世界的区域研究很难揭示其深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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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机理。

科学揭示经济区域的形成与演化机理，必须进行高度的经济抽象假设，抽象出

一般意义上的空间，舍弃掉对于揭示内在机理无关宏旨的一系列具体地理特征，而

这种研究方式是善于运用精确描述方法的地理学所难以运用的。

２．揭示经济区域的微观组织机理时存在困难

经济地理学以真实世界的地域空间为研究对象，使得对经济问题的研究缺乏

微观主体的支撑，这就会在揭示经济区域的微观组织机理时存在困难。另外，经济

地理学中基本不涉及市场结构的研究和限定。我们知道，对经济问题的研究，面对

不同市场结构其结果完全不同。忽视市场结构的经济研究，或者所得结论与现实

相距甚远，或者对某些经济问题无法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鲁格曼认为，经

济地理学致命的问题是其领域的先驱没有明确地说明市场结构，即在他们所描述

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在对传统的区位论进行分析后，克鲁格曼认为，一些经

济学家对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和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的批判是正确的，即需

求分布、运输成本和距离之间的关系等假设不符合现实，似乎是关于几何学的，与

经济学无关。因为它没有告诉经济决策主体是谁，以及厂商或企业之间的决策是

如何相互影响的。中心地理论并未对市场结构做出任何明确的描述，没有考虑不

完全竞争。

概括说来，客观事物的地理分布及其与空间环境的关系始终是经济地理学研

究的核心领域。虽然，在研究中，经济地理学融合了许多经济学的方法和思想，但

是，经济学始于抽象假设，强调演绎的方法毕竟与地理学相距甚远。经济地理学

中，强调理论和概念发展（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偏向定性和解释、说明性研究（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调研方法、地图与遥感方法都是其重要的工具。在研究中，更加侧重于地

理信息的搜集与运用；注重规划设计等形象直观的表达方法。所以，经济地理学长

于描述、表现在其对宏观性问题的解释能力，相比而言，对于许多涉及微观问题的

经济组织机理研究就显不足。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诸如高新技术区，临港工业区等一类经济空间，各种不同要

素分布呈现很强的均等性，同类或者相关企业也都表现出相同的区位选择指向，和

经济地理学关注的非均质空间不同，这是一种均质空间。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

和视角难以将区域和上述功能区的研究实现兼容。由此可见，经济地理学的空间



３９　　　 ．．．．．．．．．．．．．．．．．．．．．．．．．．．

■
第
１
章
　
均
质
与
非
均
质
空
间
分
析

分析始于非均质空间，但强调自然要素的非均质视角对于很多问题难以有效解决。

制度和文化转向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尝试将经济学的方法和内容引入其中，拓展非

均质的内涵。但是，经济地理学是将要素“嵌入”非均质空间，却无法实现分析框架

的统一。

１．４．３　经济空间——均质与非均质的有机统一

传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都面对空间问题展开研究，各自强调了空间的一种

属性，但对于全面解释现实世界都有不足。经济学长于分析具有均质特性的经济

功能区的形成和演化机理，在微观区位选择问题上有着独到成就；而经济地理学则

长于分析具有非均质特性的经济空间，擅长研究区域差异等问题。

在现实经济中，既存在大量的均质空间现象，也存在大量的非均质空间现象，

因此，对于区域经济的分析，我们既要考虑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又要考虑

在一定范围内要素的相对均质分布。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分析区域经济问题。

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经济空间是均质和非均质的有机统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只有在对均质空间和非均质空间的有机统一分析框架中，区域经济学对经济空间

的分析才能更加真实和全面，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经济空间的特性和本质，揭示要

素空间分布和变化的内在规律。

经济空间是均质与非均质的有机统一，但传统的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却各自

强调了经济空间的一种属性。那么，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让传统经济学和经济

地理学都只能徘徊在各自的视野不能突破呢？换言之，若想实现均质和非均质分

析框架的统一，我们需要解决的关键点是什么呢？在下一章，我们将对此进行

分析。

本章小结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始于对空间问题的关注。对于经济空间的属性进行界定就

是区域经济学研究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作为研究区域问题的两个重要分支，经

济地理学强调空间的非均质性，并将非均质空间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大多数区

域经济学家们则使用规范的经济学分析工具，一般都假设空间为均质的。

通过本章的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单一的均质空间分析和非均质空间分析

都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不足，这种不足深刻反映了单一属性假设下的空间研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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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内在逻辑矛盾。本章提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经济空间应该是均质与非均质的有

机统一。认为只有这样，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空间才会更加真实和全面。这种认识，

也让我们有可能从更加宽阔的视角构建区域经济学的分析和研究框架。

思考题

１．主流经济学对空间问题的分析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

２．主流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框架为什么不能包容空间经济分析？

３．经济学中的均质空间分析存在哪些困境？对此，新经济地理的学者们是怎样处

理的？

４．经济地理学强调非均质空间分析，这种分析有什么优点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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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章

　要素禀赋与经济空间

　　本章试图通过对要素和要素禀赋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和重新诠释，使其成为

联系均质和非均质空间分析的纽带，进而在其基础上构建一个均质和非均质有机

统一的空间分析框架。

２．１　斯密的要素禀赋观

现代经济学可溯源至斯密的《国富论》。现代经济学的很多流派都能够在《国

富论》中找到立论依据，我们研究要素禀赋，有必要回到斯密那里寻找启示。

２．１．１　斯密的要素禀赋理论

斯密的《国富论》中并没有专门的章节阐述要素禀赋理论，而是散布在关于分

工理论和各国财富增长的研究中。作为古典经济学家，斯密以广阔的视野分析了

要素和要素禀赋的相关理论。斯密的要素和要素禀赋理论既涵盖了地理、自然要

素禀赋，也包括了劳动、土地和资本等经济学始终关注的经济要素，甚至还涉及了

技术和制度等为当代经济学所重视的新型要素范畴。

斯密首先非常关注地理条件特征和自然要素禀赋的作用。他认为：“有些种类

的产业，即使是最低级的一种，只能在大城市中进行。例如，一个搬运夫在其他地

方就找不到工作和衣食。一个村庄对他来说，范围太狭小了；即使是一个普通的集

市，也很少大到足以为他维持固定的职业。”①在斯密看来，一个人分工的选择受到

其所在的地理区位影响，城市作为一种地理要素影响甚至决定着分工与专业化的

结果，进而影响了经济发展。

对于区域经济会在什么地方率先获得发展，斯密特别强调了水运的作用。“由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

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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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水运的好处如此巨大，工艺和产业的最初改进自然是在这种便利使全世界开放，

成为每一种劳动产品的市场的地方，而这种改进要推广到各国的内地总是要晚得

多。一国的内陆，除了位于它的四周，并将它与海岸和巨大通航河流隔离开来的那

个邻国以外，在长时期内不可能为自己的大部分货物找到其他的市场。因此，他们

的市场的范围，必然与该邻国的富裕程度和人口多少成比例，他们的改进也必然总

是要落后于邻国的改进。在我们的北美各殖民地，种植园经常是建立在海岸或通

航河流的两岸，很少有扩大到离这些岸边很远的地方。”①良好水运资源的存在对

于区域市场的形成至关重要。事实上，从世界区域经济发展历史看，中国的两河流

域，欧洲的地中海地区都是人类文明和经济增长的发源地。

在今天，我们知道人类的劳动可以改变许多自然禀赋的作用，令贫瘠的土地变

得肥沃，让沙漠变成绿洲已经成为现实。而在斯密的论述中：“一块中等肥沃程度

的谷地，为人类生产的食物数量比一块同样大小的最好的草地要大得多。”②那么，

斯密的论述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根据克鲁格曼的观点，一种经济活动一旦被“锁

定”，就会形成空间的累积因果循环，而要打破这种局面，需要超过一定阈值的力

量，才能够克服区位的黏性。由此可见，最初的空间地理要素特征和自然要素禀赋

状况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除了自然要素禀赋，斯密对于劳动、资本等要素也有深入和独到的认识。斯密

将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

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

生产性劳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会把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提供雇主

利润的价值，加在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上。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

价值。”③这表明，我们强调的经济要素指的是生产性劳动，而不是非生产性劳动，

只有生产性劳动才能够进入生产函数。

对于资本，斯密既分析了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强调了资本的动态累

积特征。斯密认为，按照事物的本性，资财积累必定在劳动分工以前；只在预先积

累的资财越来越多时，劳动分工才能越来越细。另外，资本的动态累积也是经济增

①

②

③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

２４页。
同上书，第１８５页。
同上书，第３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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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重要源泉。由于资财积累是进行劳动生产力这种巨大改进所预先必需的，所

以积累自然会导致改进。

后来的很多学者认为，在古典经济学中，财富来自三要素，即资本、土地和劳动

力。其中资本不同于劳动力，因为它可以积累，也不同于土地，因为它可以流动。

资本、土地和劳动三要素就是古典经济学依据其所在的经济环境，提出的要素禀赋

理论。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斯密的要素禀赋理论却并非局

限在这三要素之上。

在关于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问题上，斯密提出绝对优势理论。他认为，分工与

贸易之所以发生，其基础在于各国生产成本上的绝对差异。斯密认为，每个国家都

有导致生产成本绝对低下的、绝对有利的、适于某些特定产品的生产条件，如果每

个国家和地区都按“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专门化生产，然后彼此通过贸易交

换，将使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从而使各个国家

和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社会财富增加。基于此，随后的李嘉图在斯密的绝对优

势理论基础上，首次在其著名的《政治经济及赋税原理》中提出比较优势理论。该

理论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专门生产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生产那种成本相对低的

商品，用以同别国交换。很显然，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都已经认识到一个国家

的生产成本的节省，与其拥有的特定的要素禀赋资源和生产条件密切相关；要素禀

赋在分工和贸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古典经济学家特别强调土地等固有自然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例如英国

古典经济学之父配第就认为“土地是财富之母”。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分工理论也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强调的是自然禀赋的差异基础。古典经济学在强调土地的重要

性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劳动力与资本两种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通常将

这两种要素都看作是非流动的。

在斯密的思想中，所有能够影响到经济主体行为的资源赋存、地理特征状况、

劳动、资本以及制度和技术等都可以形成要素禀赋的范畴，这里，我们将其称为经

济性要素。这种经济性要素包括了不同流派经济学所研究的要素，也包括了地理

学（含经济地理学）所强调的自然要素和地理条件。

２．１．２　斯密要素禀赋理论的延续

作为一部划时代的巨著，斯密的《国富论》对于要素禀赋的理论贡献可谓博大

精深。然而，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家却对要素禀赋进行了不同的阐述。李嘉图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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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优势理论就是一道分水岭。在李嘉图那里，由于相对优势概念的提出，无形中就

将自然要素禀赋“过滤”掉了，因为自然要素如矿产资源和地理特征要素只存在绝

对优势，而不存在相对优势。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相对优势理论要优于绝

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要素禀赋观逐渐被经济学家们所认可和发展。资本、劳动、

甚至技术和制度都陆续进入了经济学家的研究范畴，而自然要素禀赋和地理特征

要素却逐渐被遗忘，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也强化了很多经济学家

的这种要素禀赋观。

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却对斯密的要素禀赋理论进行了继承和发展。著名经济

学家约翰·穆勒（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Ｍｉｌｌ）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开篇中就认为：生产

要素有两种：劳动和适当的自然物品。在该书第四章中，穆勒进而认为：“除了劳动

和自然力这两种基本的和普遍的生产要素外，还有另一种生产要素，若没有它，工

业便只能处于最初的原始而简陋的状态，而不可能进行任何其他生产活动。这就

是以前劳动产物的积累。这种劳动产物的积累称为资本。”①

穆勒在其著作中还特别分析了技术这一要素的作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可

能取得的进步，加上财产保障的增加和处置财产的自由的扩大（这些都是现代国家

文明的显著特征），以及合股原则更加广泛和熟练的运用，为资本和生产的无限增

加，并为伴随这种增加而出现的人口增长，提供了充分的余地”。②

斯密和许多古典经济学家囿于时代等的原因，并没有形成系统而条理化的要

素禀赋理论。这一工作是瑞典著名经济学家俄林和他的老师伊·菲·赫克歇尔

（ＥｌｉＦ．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提出的，后经萨缪尔森等人不断完善。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

禀赋理论是对斯密要素禀赋理论的继承和发扬。他们认为地区是分工和贸易的基

本地域单元，全球可划分为几个大区，大区又可逐级细分。他们以新古典经济学作

为地域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认为生产要素的不平衡分布导致贸易产生，国

内要素价格的差异导致国内劳动地域分工和区际贸易的产生；各国要素价格的差

异导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产生。“生产要素配备的不平衡使贸易产生了，贸易

又会大大提高比较丰富而便宜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并降低其他要素的价格。……

最后显然会出现国际间要素供给的更大不平衡以及越来越强大的贸易倾向。鉴于

①

②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年版，第５３页。
同上书，第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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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供给的现有差别增大了贸易的性质没有什么变化，但贸易量更大了，各国的分

工会进一步发展”。①如果李嘉图模型所假设的劳动是唯一生产要素，那么产生比较

优势的唯一原因就是各地区之间劳动生产率差异。然而，现实中地区间劳动生产率

的不同只能部分地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贸易还反映了各地区间的资源差异。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在理论和实际运用中的成功使其在２０世纪

前半叶至７０年代末这段时期内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赫克歇尔和俄

林所运用的分析工具是由新古典经济学所建立起来的等产量线、无差异曲线、生产

可能性边界等，该理论也被称之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与古典贸易

理论相比，不仅在于它承认比较利益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基本原因，更重要的是它找

到了比较利益形成的源泉，即贸易双方要素禀赋的差异。

要素禀赋的基本模型又称为２×２×２模型，因假设两地区、两产品和两要素而

得名。模型的基本假设为：（１）两地区相同部门的生产函数相同；（２）两地区消费者

偏好一致；（３）规模收益不变；（４）所有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完全竞争；（５）两地的生

产要素供给既定不变；（６）存在两种生产要素，Ａ地为资本丰富的地区，Ｂ地为劳动

丰富地区；（７）生产要素在同一地区可以自由流动，在地区间不能流动；（８）Ｘ、Ｙ 的

生产技术不同，其中假设Ｘ 为资本密集型产品，Ｙ 为劳动密集型产品；（９）不存在

运输成本和其他贸易障碍。从这些假设条件可知，两地区只有要素禀赋不同，其他

条件都完全一致。

在这样的条件基础上，产生了 ＨＯ理论。即：两个地区由于要素禀赋的不同，

导致了供给能力的差异，进而引起商品相对价格的不同。根据比较优势原理，一个

地区出口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

１．要素禀赋差异与相对供给差异

在两地区生产技术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地区间要素禀赋的差异，最终会影响到

两地区Ｘ 和Ｙ 两种产品的生产能力，从而引起供给能力的差别。两地区供给方面

的差别，可通过考察两地区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偏向性来直观地加以判断。在图

２．１中，ＥＡ 和ＥＢ 分别表示两地区的要素禀赋点，对Ａ 地而言，当所有生产要素全

部用于Ｘ 部门时，所产出的Ｘ 数量等于图２．１中通过ＥＡ 点的Ｘ 等产量线所代表

的产出水平ＸＡ；当所有生产要素全部用于Ｙ 部门时，所生产的Ｙ 的数量等于通过

① 赫克歇尔、俄林：《地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王继祖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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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 点的Ｙ 等产量曲线所代表的产出水平ＹＡ。根据图２．１，我们可以在图２．２中标

出Ａ地区生产可能性曲线的两个端点，并用一条向外凸的曲线连接起来，便得到

了Ａ地区生产可能性边界线的大致轮廓，如图中ＡＡ′曲线所示。

图２．１
　　　　

图２．２

同样，Ｂ地区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可用同样的办法确定。图２．２中，Ｂ地区的生

产可能性边界为ＢＢ′。由图２．１和图２．２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生产技术相同条件

下，Ａ、Ｂ两地区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差异完全是由两地区要素禀赋的差异所造成

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供给能力。Ａ地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对偏向

于Ｘ 商品，这意味着在相同的商品相对价格下，Ａ 地在Ｘ 商品上的相对供给能力

高于Ｂ 地，而Ｂ地则在Ｙ 商品上的相对供给能力高于Ａ 地。于是可以得出结论：

资本丰富的地区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相对供给能力较强，劳动丰富的地区在劳动

密集型产品上相对供给能力较强。

图 ２．３　封闭条件下两地区相对价格的确定

２．存在完全地区壁垒条件下的相对价格

由于假设两地区需求条件完全相同。因此，在封闭条件下，两地区供给方面的

差异将会造成两者相对价格差异。而供

给差异又是要素禀 赋 差 异 造 成 的。所

以，两地区相对价格差异完全是由要素

禀赋差异引起的。

图２．３中，Ａ、Ｂ 两地区在封闭条件

下的相对价格由社会无差异曲线与生产

可能性边界相切决定。在封闭条件下，Ａ

地的均衡消费点为ＥＡ，Ｂ地的均衡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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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Ｂ。因为两地的消费者偏好相同，所以图中两地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形状相同。

通过ＥＡ 点的相对价格线ＰＡ 为Ａ 地区的均衡价格，通过ＥＢ 点的相对价格线

ＰＢ 为Ｂ 地区的均衡价格。不难发现，ＰＡ＜ＰＢ，这表示Ａ地区在Ｘ 商品上具有比

较优势，而Ｂ地区在Ｙ 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即资本丰富地区在资本密集型产品

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劳动丰富地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３．ＨＯ定理

无区际贸易壁垒时，Ａ地区将输出Ｘ 商品到Ｂ 地区，因为Ｂ地区市场Ｘ 的相

对价格高于在Ａ 地区市场的价格。同理，商品Ｙ 将由Ｂ 地区输向Ａ 地区。也就

是说，Ａ地区出口Ｘ，进口Ｙ；Ｂ地区则相反。Ｘ 商品由Ａ 地区输入Ｂ 地区的后果

是Ａ地区Ｘ 的相对价格将上升，Ｂ地区Ｘ 的相对价格将下降，最终两地区Ｘ 的价

格趋向一致，即两地区面对相同的整个市场价格。

整个市场均衡价格由Ａ、Ｂ 两地区的相互需求共同决定。在图２．４中，Ａ 地

区Ｘ 的过剩供给曲线（或出口供给曲线）与Ｂ 地区Ｘ 的过剩需求曲线（或进口需

求曲线）的交点Ｅ，决定了整个市场的均衡相对价格Ｐａｌｌ，图中整个市场均衡价格

Ｐａｌｌ处于Ａ、Ｂ两地区封闭条件下的相对价格之间。

图２．４　Ｘ的过剩供给或过剩需求曲线

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认为，封闭条件下产品的相对价格差异导致国际贸易的

发生。随着贸易的开展，产品的相对价格不断调整，贸易参加国国内的相对价格等

于均衡价格，密集使用丰裕要素的产品的相对价格会因为出口的增加而上升，密集

使用稀缺要素的产品的价格会因进口而下降。两个国家两种产品的价格最终会趋

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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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价格的变化对要素价格的变化有重要影响。国际贸易可能导致要素价格

均等化的论点首先由赫克歇尔首先提出。俄林则认为，虽然各国要素缺乏流动性

使世界范围内要素价格相等的状态不能实现，但是商品贸易可以部分代替要素流

动，弥补缺乏流动性的不足，因此，国际贸易使要素价格存在均等化的趋势。萨缪

尔森于１９４８年发表《国际贸易与要素价格均等化》一文，在赫克歇尔—俄林定理的

基础上，考察了国家贸易对生产要素价格的影响，论证了自由贸易将导致要素价格

均等化（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ｐｒｉｃｅｅｑ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ｍ），该 理 论 被 称 之 为 赫 克 歇 尔—俄

林—萨缪尔森定理（ＨＯＳ定理）。萨缪尔森认为，在完全竞争和技术不变的条件

下，产品的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Ｐ＝ＭＣ），边际成本由生产要素投入的数量和价

格决定。国际贸易改变了产品的相对价格，必然也将改变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

自由贸易将带来国际同质生产要素相对和绝对的价格均等。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得出的结论建立在一国拥有的要素总量固定不变的基础

上。但是在现实中，一国的要素数量经常在发生变化，比如人口的增长、资本的积

累、自然资源的开发等。一般来说，要素总量的变化会导致一国生产可能性边界改

变，从而影响国家的比较优势，甚至改变一国的国际贸易结构。

雷布钦斯基（ＴａｄｅｕｓｚＭ．Ｒｙｂｃｚｙｎｓｋｉ）分析了在商品相对价格不变的前提下，

一国要素数量的变化对生产的影响。他认为当商品价格不变时，一种要素禀赋的

增加将导致需密集使用该要素的商品的产出量以更大的比例增加，同时会减少其

他产品的产出。

要素禀赋理论虽然在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获得了发展，但从理论上讲，要素

禀赋理论的前提是各区域的供给条件、生产条件不变；各种要素在空间上具有不完

全流动性。如果脱离了这一理论前提，要素禀赋理论是无法成立的。但现实中的

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往往与该前提相矛盾，除了土地和一些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外，

其他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空间流动是不受限制的。这也就是说，新古典贸易理论

并不能很好地回答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这同时也说明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无法解

释清楚区域尺度上的生产活动集中问题。

２．２　要素和要素禀赋

２．２．１　要素及要素分类

１．要素

要素是经济活动的客观基础，是生产活动必须具备的主要因素或在生产中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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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投入的或使用的主要手段。经济学所要考虑的要素是动态变化的，其内容会随

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

２．经济要素与经济性要素

经济要素是指直接影响经济行为的要素。非经济要素是指不直接影响经济行

为的要素。但是，严格来讲，对经济活动而言，无论是经济要素还是非经济要素，都

发挥着作用。经济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技术、知识、制度等，这些要素都是决

定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另外，自然要素和地理特征状况等非经济要素也影响经

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但是经济行为不能支配自然要素的作用，只能接受自然要

素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后天的经济要素和先天的自然要素、地理特征状况等共同

构成了经济性要素。

从经济性要素与经济活动的相互影响角度来看，经济性要素影响或者决定经

济活动和行为，而经济活动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性要素，特别是其中的后天经济要

素。经济性要素是动态的。随着经济性要素与经济活动的相互影响，经济性要素

不断地增强自己的总量和质量。

３．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

我们的经济活动或经济行为都离不开空间，比如，生产活动就关系到在哪儿生

产，消费活动也关系到在哪儿消费。为了更准确地理解经济要素的空间含义，我们

还可以建立“区域性要素”（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ｆａｃｔｏｒ）和“非区域性要素”（ｎｏｎｒｅｇｉｏｎ

ａｌ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ｆａｃｔｏｒ）的概念。与其他区分相比，这种划分具有更有效的理论和现实意

义。有些要素是区域固有的，其他区域无法拥有这些要素，有些要素是普遍存在

的，通过要素的空间移动，其他区域也可以拥有这些要素。前者就是区域性要素，

后者就是非区域性要素。

如果说经济要素与非经济要素是从经济意义来划分的，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

性要素则是从区域或空间意义来划分的。经济要素与非经济要素和区域性要素与

非区域性要素之间不是矛盾的，而是存在相关联系。自然要素是非经济要素，也是

区域性要素。资本和劳动是典型的经济要素，也是一般意义上的非区域性要素。

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具有各自的特点。区域性要素具有非流动性、不

可复制性、不可替代性、排他性、动态性的特征。但严格来讲，区域性要素的这些特

征并不是区分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的唯一标准。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

素本身是相对的概念，也是动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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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非流动性。这是区域性要素的最明显特征之一。就空间角度而言，以往

的理论把经济要素再区分为可流动要素和不可流动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相比，

区域性要素的流动性较低，并且，有的要素是根本不可流动的。

第二，不可替代性。经济要素可替代，资本可替代劳动，劳动也可替代资本，有

些生产要素或资源可替代另一种生产要素或资源。但是，有些生产要素是不可替

代的，只能在某个区位才可利用，这些要素应该是区域性要素。

第三，不可复制性。也就是不可模仿性。技术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要素。但不

可能全世界技术水平都是一样的，应该有高水平的，也有低水平的。要是一种技术

谁都可以复制或模仿，这种技术就没有价值，也没有机会成本，不成为经济要素，更

不是区域性要素。与此相反，有的技术就在某一个区位，其他的区位不会拥有这种

技术，它就是区域性要素。

第四，动态性。区域性要素具有要素累积的特征，是因为它不是可流动的，也

不是可替代的或可复制的。区域固有的或区域特有的要素不断地在某个区位累积

自己的特征，并加强自身的价值。这也是自我累积或自我加强的过程。

２．２．２　要素的动态累加

要素是区域形成和发展、演化的客观基础。这一基础条件的变化也是区域经

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就其本质来说，所有的要素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无论是先天

存在的自然资源、地理特征，还是劳动、资本等各种非自然要素。波特在赫克歇尔

和俄林的基础上将要素分为低级要素和高级要素。其中，低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

气候、地理位置等，是自然赋予的；高级要素包括资本、通讯设施、掌握高技术的劳

动力、科研设施和技术诀窍、制度等，是个人、公司和政府投资和其他行为的结果。

低级要素能够提供最初的优势，这种优势可以通过对高级要素的投资得以加强和

扩展；相反，低级要素的劣势可以促进高级要素的投资，如韩国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

代由政府投资建立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体系并开展全民科技素质教育，为日后的经

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波特的低级要素和高级要素和我们前面所说的先天

自然要素、地理特征状况以及后天经济要素在内涵上是相同的，都属于经济性

要素。

从短期看，矿藏等自然资源和地形地貌都难以改变或者不能改变，我们可以将

其视为既定的。而除了这些自然性要素外，几乎所有的要素都处于明显的动态变

化中，这种变化不仅在时间维度上有所体现，更能够体现在空间维度上的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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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

这种累积效应可以通过图２．５来表示，图中分为时间维度和两个空间维度。

在时间维度上，要素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处于运动变化中，劳动力的数量增

加、质量的提高，制度的变迁以及资本的累积和内涵的扩展都会通过时间维度体现

出来。在空间维度上，要素的累积可以表现如下一些效应：

图２．５　要素的空间动态累积

第一，资本和劳动力的空间聚集效应。资本和劳动力的累积可以通过空间的

集中和分散得到表现。当资本在某一区位获得稳定的超额利润时，向该区位的资

本聚集就不会停止，当劳动力可以在某一区位获得高额报酬或者很高的实际工资

时，高质量的劳动力也会不断向这一区位聚集。

第二，土地的内涵式使用。土地是承载经济活动的物质载体，由于土地资源的

有限性，土地在空间的累积不可能无限扩展，而主要体现在内涵式使用上，不断提

高土地的经济承载力。

第三，技术的创新效应。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技术创新和知识的溢出是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一定地区，新知识的不断出现促进了技术创新，这种

技术创新率先在某些企业和产业得到应用，之后向其他部门梯度转移，不断实现技

术创新的企业和产业竞争力快速提高，会逐渐形成稳定的领先优势，而这又会促进

其技术创新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第四，制度的变迁效应。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一种独立的生产要素，制度创

新和变迁也是经济变迁的重要力量。新制度的产生既可能是对原有制度的改良，

但也有可能经过实践证明是不合理的制度。有效的制度变迁会产生累积效应，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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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形成稳定的制度结构，并成为进一步制度变迁的基础。

２．２．３　要素禀赋的内涵演进

要素禀赋（ｆａｃｔｏｒ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拥有的资源状况。它

是要素的客观基础条件，包括量的条件和质的条件。经济学是在既定的资源条件

下追求最大化的，其资源条件就是要素禀赋条件。

经济性要素和要素禀赋所涉及的内容相同，既包括自然要素也包括各种后天

形成的诸种要素，但这两个概念却并不雷同。要素是一个相对静止的概念，而要素

禀赋却是经过要素动态演进而重新形成的稳定状态。图２．６描绘了经济性要素动

态演变与要素禀赋的内涵。

 
  

  

图２．６　要素动态演进与要素禀赋的内涵

图２．６中，经济性要素同时在时间和空间维度动态演变，随着时间的延续，经

济性要素或者出现数量上的变化，或者内容上的变迁，而在空间上则不断进行着动

态的累积。这种变化不会呈现为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经常在某些时候表现出相

对稳定的结构，此时的经济性要素就内化为要素禀赋的概念。当然，要素禀赋的这

种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它会在新的层面表现为经济性要素的继续累积和

演变，从而出现经济性要素→要素禀赋→经济性要素→要素禀赋这种螺旋式动态

变化形式。每一次的经济性要素运动都是在更高层次的变化，区域经济的发展也

伴随着这种螺旋式的要素变迁和运动。

要素禀赋是导致区域经济问题的根源。并且，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要

素禀赋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条件。

从要素的移动性来看，要素禀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然资源等天然要

素禀赋。第二类是人类投入固化在特定空间上所形成的后天要素禀赋。第三类是

动态化的要素禀赋。第一类和第二类是区域性要素，第三类是非区域性要素。

有些要素是可移动的，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还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可以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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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要素可以称为非区域性要素。有些要素是不可移动的，或者是很难移动

的，这些要素就称为区域性要素。正如前节所说，区域性要素是特定区域固有的要

素，也是不可替代的要素。经济全球化使得我们重新认识要素禀赋。过去，要素禀

赋是决定区域经济问题的或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条件。但是，经济全球化使

得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地引来更多的（以前根本无法引来的）要素，与此同时，自己的

要素也可以移动到世界各地。我们的现实似乎越来越接近主流经济学所假设的要

素的完全流动性状态。但是，经济全球化越发展，我们越清楚地意识到有些要素是

完全不可移动的，并且，是完全不可替代的。更高水平的技术之所以改变不了它，

是因为这并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经济的问题。

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的区分越来越明

显。要素禀赋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了。

２．３　要素禀赋与空间分析

第１章中我们提出了经济空间是均质和非均质的有机统一，而要素禀赋恰恰

是联系均质和非均质的纽带。本节将要素禀赋纳入经济空间，分析均质和非均质

空间与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均质和非均质有机统一

的空间分析框架。

２．３．１　要素禀赋与均质空间分析

如果一定空间内，要素禀赋的差异较小，且其动态累积变化也相对均匀，那么

这种空间就是均质空间。这种均质空间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所有经济性要素都呈

现为均匀分布，地理特征相同、自然资源赋存一样，劳动力、资本基本同质，制度与

技术的供给和需求也基本一致；另一种是某些先天性要素如地貌并不相同，但后天

性的各种经济要素却一样，而分布不均匀的这些先天要素对于该空间的发展和演

化不起主要作用（可以忽略）。

第一种状态下，均匀分布的自然要素对该空间的作用呈现同向，而由于自然要

素变迁所需的时间极其漫长，相对静态的自然要素对该空间的经济行为具有一种

不变的作用，针对这种空间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可以抽象掉自然要素，重点分析后

天经济要素的作用，研究这些经济要素变化对经济空间的影响。在第二种状态下，

自然要素虽然不均匀分布，但其作用可忽略，剩下只有后天的经济要素。

这种均质空间分析其实就是传统区域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等研究的方法，它

们或者不考虑自然要素禀赋的作用，或者对其进行了外生化假设处理。可以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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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空间分析是典型的新古典区域经济分析。各种要素在空间或区域上的分布是均

质的，从而，我们可以建立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框架，即生产所要的要素可以无限

供给。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不变，因而距离或运输成本是唯一

的空间要素。

韦伯模型与后韦伯模型是以距离或运输成本为核心的。莫斯（Ｍｏｓｅｓ）引进要

素替代并解释距离在区位选择中的作用。虽然要素禀赋或投入要素的可替代性在

区位选择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莫斯模型的局限是投入要素为固定的。莫斯在韦

伯模型的基础上建立莫斯区位产量模型（Ｍｏｓｅ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以下

称 ＭＬＰＭ），两个模型的基本差异就是，韦伯模型假设投入要素的不可替代性，则

ＭＬＰＭ 假设投入要素的替代可能性。韦伯模型假设，生产一单位ｍ３ 所需要的每

个投入要素ｍ１ 和ｍ２ 的数量是固定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微观经济理论中的替代

性是企业行为的明显的特征，并且，微观经济理论中的效率条件意味着企业为了获

得更廉价的生产要素随时都要调整其生产要素组合。

图２．７包括Ｍ１、Ｍ２、Ｍ３ 和弧ＩＪ，Ｍ１、Ｍ２、Ｍ３ 分别表示投入要素ｍ１、ｍ２ 和

产品ｍ３ 所处的地点，弧ＩＪ表达离市场地点Ｍ３ 的固定距离ｄ３。如果我们假定企

图２．７　莫斯三角形

业只能位于弧ＩＪ上，那么企业的 Ｋ

区位到市场地点Ｍ３ 的距离没有变

化。这样一来，ＭＬＰＭ 可以分析ｍ１、

ｍ２ 两种投入要素的运输价格的变化

所造成的影响。例如，假设企业位于

Ｉ地 点，生 产 要 素１的 运 输 价 格 为

（ｐ１＋ｔ１ｄ１），其价格之所以呈最低，

是因为从Ｍ１ 到Ｉ的距离ｄ１ 是最短

的。而且，生产要素２的运输价格为 （ｐ２＋ｔ２ｄ２），其价格之所以呈最高，是因为从

Ｍ２ 到Ｉ的距离ｄ２ 是最长的。从而，在Ｉ地点，运输价格比率，（ｐ１＋ｔ１ｄ１）／（ｐ２＋

ｔ２ｄ２），呈最低。

与此相反，要是企业移动到Ｊ地点，那么投入要素ｍ１ 的运输价格呈最高，投

入要素ｍ２ 的运输价格呈最低，从而，在Ｊ地点，运输价格比率呈最高。运输价格

比率形成预算制约曲线，并且，在弧ＩＪ上的每个地点都可以形成一个预算约束曲

线，从Ｉ地点移动到Ｊ 地点，弧ＩＪ上的每个地点都具有唯一的运输价格比率。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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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传统微观经济理论不适合于分析企业的区位行为。为了分析企业的区位特

征，我们要建立包络预算制约，它包括在弧ＩＪ上的全部预算制约。莫斯认为，包络

预算约束线和等产量线的切点Ｅ，就是最佳效率点，最佳投入组合就是ｍ
１ 和

ｍ
２ ，Ｅ 之所以意味着最佳区位Ｋ，是因为最佳投入组合位于包络预算约束线

上。预算约束线上的每个点都表明唯一的区位。从而，最佳投入组合和最佳区位

应该同时决定。换句话说，当投入替代可能的时候，区位问题就是生产问题，生产

问题也是区位问题。

企业的利润函数为π：

π＝ｐ３ｍ３－（ｐ１＋ｔ１ｄ１）ｍ１－（ｐ２＋ｔ２ｄ２）ｍ２－ｔ３ｄ３ｍ３ （２．１）

（ｍ３／ｍ１）是最优状态的投入要素１的边际生产，（ｍ３／ｍ２）是最优状态的投

入要素２的边际生产。式（２．２）是在最优状态中两个投入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

率。式（２．２）是常数，即两个投入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是固定的，意味着在运

输方面不存在规模经济。在这个情况下：（ｔ１／ｍ１）＝ （ｔ２／ｍ２）＝０，并得出

式（２．３）。

ｍ３

ｍ（ ）２

ｍ３

ｍ（ ）１

＝
－ｍ２ｄ２

ｔ２

ｍ（ ）２
－（ｐ２＋ｔ２ｄ２）

－ｍ１ｄ１
ｔ１

ｍ（ ）１
－（ｐ１＋ｔ１ｄ１）

（２．２）

ｍ３

ｍ（ ）１

（ｐ１＋ｔ１ｄ１）＝

ｍ３

ｍ（ ）２

（ｐ２＋ｔ２ｄ２）
（２．３）

换句话说，以投入要素１的运输价格所除的投入要素１的边际生产等于以投

入要素２的运输价格所除的投入要素２的边际生产。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空间能够满足上述两种状态，可以抽象成均质空间呢？

首先，根据斯密的分工理论，自然要素禀赋的结构对于决定分工结构具有重要

作用，分工的转化受到自然要素禀赋的制约或者决定，舍弃或外生化自然要素禀赋

的作用说明该空间具有特定的专业化分布，只有这样才能抽象掉自然要素禀赋的

作用，因为一定的自然要素禀赋对于特定专业化分布的作用很难变化，故而我们可

以忽视自然要素禀赋的作用。

其次，各种要素的均质分布必然导致具有相同区位指向的经济主体向该空间

聚集，这一空间的经济主体特别是企业应该具有某些明显的共同性，例如相同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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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属性，它们都偏好于这一经济空间均质化的制度、资本和技术环境。

满足上述特征的经济空间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临空

（港）经济区等等具有特定产业分工的经济功能区。经济功能区就是具有某种空间

分工、各种要素相对均质分布的一类经济空间。

２．３．２　要素禀赋与非均质空间分析

在现实的空间中，既存在各种要素相对均质分布的经济空间，也存在着大量各

种要素非均质分布的经济空间，因为不同区域的要素禀赋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这

导致其要素空间分布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仅看到并只研究均质空间，

就不能解释和回答纷繁复杂且差异巨大的区域间的诸种问题和现象。现实区域存

在的大量非均质现象要求我们还要关注和研究非均质空间。

从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来看，要素禀赋条件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发达区

域具有良好的要素禀赋条件，比如机制、制度、环境等。欠发达区域具有相对落后

的要素禀赋条件。不同的要素禀赋条件让我们考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它的

惯性。第二个问题是它的结果。初期要素禀赋条件决定该区域的长期发展路线，

并且，良好的初期要素禀赋条件能够引进更多的要素，与此相反，初期条件落后的

区域几乎没有这个机会。要素还可以分为可移动要素和不可移动要素。从而，要

素本身不断地寻找更多机会的区域，而向它移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要素移

动的机会和范围更加大了。但是，区域性要素则很难移动。

要素禀赋的差异造成区域差异，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换句话说，区域

经济发展差异归根到底取决于要素禀赋的差异。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不同的要素

禀赋形成不同性质的经济区域。比如，具有适合农业发展的要素禀赋的区域必然

会发展农业，劳动要素丰富的区域应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以往区域经济理论体系最明显的弱点是不能回答区域是如何形成的，为此，只

能假设区域是既定的。在此基础上，探讨区位选择问题，区域经济增长问题，区域

经济发展差异问题等。但是，所有这些区域经济问题最终关系到要素禀赋，因为不

同的要素禀赋条件形成不同的区位，而导致不同的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还造

成增长或发展的差异，一旦形成了以初期要素禀赋为主的区域经济结构，往后的发

展就受到其结构的惯性影响。

如果仍然从专业化和分工的视角分析，任何区域都是具有一定分工与专业化

结构的空间经济组织。由于分工结构受到了要素禀赋的决定和制约，区域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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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经济要素的配置和分布问题，还要分析各种非经济因素对区域经济活动的约束

和影响，以解释具体的区域经济现象，揭示具体的区域经济运行规律，解决相应的

具体区域经济问题。

以要素和要素禀赋作为分析的起点，通过将各种具体要素进一步抽象，可进行

无量纲化处理。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均质和非均质的空间分

析有机地统一在一个空间分析框架中。在这个框架内，我们既可分析均质空间的

形成、运动的规律及其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又可以分析非均质空间的形成、运动

的规律及其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和深入地把握经济

空间的特性和本质，也有助于我们能较完整地分析区域经济问题。本书以下各章

的分析都是循着这样一个思路进行的。

本章小结

空间均质和非均质的本质区别在于对要素分布的认识或者假设不同，这说明，

要想将这两种不同的假设进行统一，关键在于重新理解和深化对要素和要素禀赋

的认识。本章从亚当·斯密对于要素及要素禀赋的理解出发，重新诠释了要素和

要素禀赋的内涵，并通过将各种具体要素进一步抽象，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使其成

为构建均质与非均质空间有机统一的分析框架。理解本章对要素和要素禀赋的分

析对于把握全书的整体研究思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思考题

１．如何理解要素与要素分类？

２．如何理解要素禀赋的涵义？

３．本章所阐述的要素禀赋和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要素禀赋有何不同？

４．要素禀赋理论对于本书构建均质与非均质有机统一的空间分析框架有什么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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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位

　　区位是经济区域的构成单元和细胞，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对

区位的分析构成了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区域经济理论要得以发展必须始

终贯穿把握空间问题，而区位恰恰能够充分体现经济活动的空间特征。如何从区

位分析演绎出区域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构成了本书的重要任务之一。本章主要关

注作为区域经济学研究基础的区位概念、特征及相关理论。

３．１　区位与区位理论

３．１．１　区位的相关概念

“区位”源于德文的Ｓｔａｎｄｏｒｔ，是１８３２年由 Ｗ．高 兹 首 次 提 出 的。区 位 在

１８８６年被译为英文“ｌｏｃａｔｉｏｎ”。日文译成“立地”，中文则译为“区位”。关于区

位，研究的目的不同，其涵义也有所不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一词，除解释作空间内的

位置（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ａｃｅ）外，还有放置和为特定目的而标定的地区两

重意思。所以，区 位 与 位 置 不 同，它 既 有 位，也 有 区，还 有 被 设 计 的 内 涵。在

传统区域经济学中，通 常 把 区 位 理 解 为 经 济 活 动 的 场 所。如 企 业 活 动 的 场

所，就是企业区位。也有人将其理解为确定某经济 活 动 场 所 的 行 为，即 区 位

选择。

１．经济区位与地理区位

地理区位是以地形、地貌特征表征的区位，强调在空间中的经纬度以及地理

特征的差异性。经济区位则更多的强调由地理坐标（空间位置）所标识的经济利

益差别。①

① 郝寿义、安虎森：《区域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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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区位单元

区位单元是指布局于某一区位上的某一社会经济统一体内的各个组成部

分。它是经济区位的布局主体。根据研究的层次不同，区位单元的具体内涵也

不相同。

３．区位选择

区位选择是指经济活动决策主体为了追逐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根据自己的自

身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区位的行为。

４．现实区位和合理区位

区位可以分为现实的和合理的两大类，两者并不一致。现实区位不一定是合

理区位。经济学的义务不仅在于解释现实，而更在于改进它。解决一个最优的区

位比简单地描述一个现实的区位更有意义。

５．区位因素

区位因素是指影响区位价值的不同影响因子。这可能既包括区位本身的内部

性质，更强调区位的外部影响因子。区位条件的优劣是由三方面决定的：区位的位

置条件、区位的交通条件以及区位的信息条件。有时候也被称为“区位条件”，即区

位所持有的属性或资质。①

关于区位因素，韦伯认为：“作为区位的经济原因运作的力，即‘区位因素’。

‘区位因素’是指经济活动发生在某个特定点或若干点上，而不是发生在其他点所

获得的优势。优势是成本的节约，即在这个点上工业生产一定产品比其他地方生

产的成本都低，在一地方实现一定工业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比其他地

方更廉价。”②韦伯还将区位因素分为：一般要素和特殊要素。运输成本、劳动力成

本和地租是一般区位要素，这是因为它们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对各种工业都

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所有的工业都应当考虑这些因素。另一方面，原材料易腐性、

空气湿度对制造业过程的影响程度，对淡水的依赖等等为特殊的区位因素，因为它

们只对特定工业有影响。韦伯还将区位因素分为：区域性因素和聚集或分散因素。

韦伯称区位因素为区位因子（ＳｔａｎｄｏｒｔｓＦａｃｔｏｒ），哈特向与格林哈特称为区位因素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ｆａｃｔｏｒｓ），艾萨德称之为区位力量（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ｒｃｅｓ）。

①

②

李小建等编：《经济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７页。
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李刚剑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３—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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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区位指向

所谓区位指向（ｏｒｉｅｎｔｅｅｒｉｎｇ）①这一术语，在众多的区位文献中一般有两层含

义。一层意味着区位选择的动机，也就是把考虑的因素看着是独一无二的或者是

特别重要的；第二层含义意味着选择结果的记述或者同时提出选择的理由。

７．边际区位②

边际区位（Ｇｒｅｎｇｌａｇｅ）就是一个特惠点上的生产区位，它与区位指向的任何

一种特殊类型相应。这样的特惠点也许是确定的、单一的，也许是不确定的、多

重的。

３．１．２　相关的区位理论

区位论（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是研究经济行为的空间选择及空间内经济活动的组

合理论。简单地说就是研究经济活动最优的空间理论，即研究经济行为与空间关

系问题的理论。１９世纪初杜能根据资本主义农业与市场的关系，探索因地价不同

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此后的半个世纪，西欧工业、特别是

钢铁和机器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以及交通运输水平的提高、尤其是铁路、轮船的普

及，到了２０世纪初，出现了以研究成本和运输费用为内涵的工业区位论。其先驱

者是劳恩哈特（Ｗ．Ｌａｕｎｈａｒｄｔ），集大成者是韦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区位因子体

系，从而创立了工业区位论，后来又由胡佛等人完善改进。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德

国地理学者克里斯塔勒根据聚落和市场的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稍后，德国经济

学者廖什利用克里斯塔勒理论的框架，发展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他们分别从市场

和经济中心的角度发展了区位理论。此后，瑞典经济学家俄林把地域分工、国际贸

易与区位加以综合分析，从而形成贸易区位论。

而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以艾萨德的《区位与空间经济》和贝克曼（Ｍ．Ｊ．

Ｂｅｃｋｍａｎ，１９６８）编辑出版的《区位理论》为主要成果标志，区位理论进入高速发展

的时期，并扩展到区域科学和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一些经济学家从数学和其他学科

引入多种方法和工具，不断对原有的区位理论进行修正和改进，构建新的模型，使

区位理论更接近客观经济现实，为区域经济学等空间学科的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理论基础。

①②　奥古斯特·廖什：《经济空间秩序———经济财货与地理间的关系》，王守礼译，商务印书

馆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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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经济学的每一步发展都对区位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从经

济学发展历程看，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类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区位理论：

１．成本最小化的区位理论

成本最小化是很多学者们考虑区位问题的最初出发点。其理论核心是根据企

业生产成本最低，确定企业的最优区位。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将农业生产者的成本

作为最重要因素考虑，但它只讨论了产品由产地到市场的运输成本，未涉及燃料原

料及劳动力问题。从工业企业角度来讲，最早的成本学派代表人物是德国学者劳

恩哈特，后由韦伯发展成系统学说。随后，许多学者紧紧围绕成本最小化的标准讨

论区位问题。以成本最小化作为出发点的区位理论的基础是对于影响成本的区位

因子的探讨和分析，从而得出工业（企业）的区位指向。例如，韦伯在一定的假定条

件下，开始逐步提炼影响区位选址的区位因子，寻求运输成本最小化。他将区位因

子分为：一般区位因子和特殊区位因子；区域因子和集聚因子。从而最终提炼出三

个最为基本的区位因子：运输成本、劳动力成本以及集聚倾向。在这一基础上分析

区位的“运输指向”、“劳动力指向”和“集聚指向”以及“总体指向”。帕兰德和胡佛

进一步发展了韦伯的最小运输成本理论。帕兰德引入市场区（ｍａｒｋｅｔａｒｅａ）概念，

认为企业利润取决于从区位地点到市场区的距离的比例，并且空间竞争与交通体

系的改善影响市场区的范围，进一步发展韦伯的静态的分析方法。胡佛将韦伯的

运输成本概念修正为“边界线”（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ｌｉｎｅ），并且引进了“最终总费用”（ｔｅｒｍｉ

ｎａｌｃｏｓｔ）概念。边界线（ｍａｒｋｅｔｌｉｎｅ）是“送达价格曲线”（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ｐｒｉｃｅｃｕｒｖｅ），指

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的总和。

２．利润最大化为基础的区位理论

以韦伯为代表的成本最小化区位理论，在假定需求给定，而且对企业区位选择

不产生影响，即不考虑需求因子作用的条件下，认为单一企业的区位选择的动机是

追求费用最小。但是我们在分析企业行为时，发现企业选址关心的不仅仅是成本，

还要关心其产品的市场需求，最终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此基础上，廖什等人从

需求出发，认为最佳区位不是费用最小点，也不是收入最大点，而是收入和费用的

差最大点，即利润最大点，从而建立了利润最大化的区位理论。廖什认为区位的均

衡取决于两个基本因素：对于个别经济而言，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就经济整体来说，

是独立经济单位数量最大化。他认为后者是来自外部竞争的作用，前者是内部经

营努力的结果。就是说个别经济单位如企业生产者会把自己的生产区位选择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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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获得最大利润的地点，而消费者将自己的消费空间选择在价格最便宜的区位点。

但就整个经济而言，通常存在许多的竞争者，当新的竞争者加入市场时，各经济单

位所占有的空间会缩小到自己的利益消失点，这样经济整体内部存在两个力的作

用：一是对空间的获取；另一是其他经济单位对空间的再夺取，各方的动机都是追

求利润的最大化。廖什认为区位是由这两个力的均衡点所决定的，区位间这种相

互依存性带来的均衡，可通过区位一般方程式体系来表示。另外，最大利润区位理

论与成本最小化区位理论相比较，其市场不再是韦伯等人研究的“点”状市场，而是

蜂窝状的正六边形“面”状市场。廖什的区位理论在垄断竞争情况下，首先着眼确

定均衡价格和销售量，即平均生产费用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在通过它来确定市

场地域均衡时的面积和形状。也就是说在给定的经济空间内随着生产区位数量的

极大化，使各区位得到的利润极大化，由这一条件出发来规定市场范围和形状。我

们可以发现廖什在研究区位理论的时候更多地强调的是市场需求的作用。在廖什

之后的纳斯（ＨｕｇｈＯ．Ｎｏｕｒｓｅ）和史密斯（Ｄ．Ｍ．Ｓｍｉｓｈ）则将利润最大化的区位理

论发扬光大。纳斯分别研究了费用指向与区位选择关系和收入指向和区位选择的

关系，指出不同的空间分布情况下，费用和区位、收入和区位有着不同的关系，进而

指出从利润指向来分析，只有收入和费用的差最大的区位才有被选择的可能。史

密斯则将韦伯的空间费用曲线和廖什的空间收入曲线进行叠加，得出利润空间差

异曲线，进而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得出最佳的区位。

３．空间相互作用为出发点的区位理论

空间相互作用为出发点的区位理论又被称之为“相互依存”区位理论。区位相

互依存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费特（Ｆｅｔｔｅｒ）、霍特林（Ｈｏｔｅｌｌｉｎｇ）和张伯伦（Ｃｈａｍｂｅｒ

ｌｉｎ）等经济学家。他们把不完全竞争理论引入区位论研究中，使区位论由完全竞

争逐步走向不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最简单、最典型的一种形式是空间竞争，即位

置不同的生产者之间的竞争。

区位的相互依存学派假定生产费用一定，市场不是韦伯假定的点状市场，而是

在地域中分布的市场（但在理论研究中，假定为线状市场）。企业产品的送达价格

因区位不同而不同，各个企业都尽力以低于竞争企业的价格向消费者销售，而送达

价格与克服企业与消费者间的距离所支付的运费大小有关。各个企业在选择区位

时，都想尽量占有更大的市场地域，这样市场地域的大小受到消费者的行为和其他

企业的区位决定行为的影响。某企业如果以低于竞争者的价格能够在某市场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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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产品，那么该市场就会被该企业所垄断。总之，该学派认为区位和市场地域间

的空间模型产生于需求场所的差异和企业区位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相互依存区位论主要是研究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均衡状态的形成过程；探讨

在直线市场条件下，存在两个竞争企业时，区位与市场地域的关系。费特主要研究

了企业在尽可能将自己支配的市场地域扩大的竞争条件下，如何影响市场地域的

形态。霍特林则用其经典的“沙滩卖冰”的例子，来说明相互竞争的供给者怎么选

择区位问题。在霍特林之后，经济学者张伯伦认为，有第三个竞争者时，霍特林模

型及其推演将会出现问题。两个供给者将在１／４地点布局，而第三者则在这两者

之间的某地布局，并且随着企业数量的增加将会出现两个企业一组沿直线呈分散

分布的趋势。这就是说，在需求无限且非弹性的条件下，生产区位向市场中央集

聚，即霍特林的理论演绎是不可信的。另外帕兰德也对市场地域竞争问题进行了

研究。后来对区位相互依存学派有重要发展的是格林哈特，他试图将最小费用区

位和相互依存区位理论统一起来。格林哈特将区位因子分为：费用因子（运输、劳

动和加工各费用）、需求因子（企业的相互依存或企图垄断特定的市场部分）、费用

减少因子、收入增大因子、个人费用减少因子、个人收入增大因子以及纯粹个人考

虑的因子。所谓费用减少因子是指集聚或分散产生的某种利益，如某种企业与其

相同的行业在都市内部布局可得到某种外部经济。收入增大因子是指对销售产生

影响的集聚和分散的各种作用力。个人的费用减少和个人的收入增大一般是指个

人通过人际关系得到的利益。并且他指出对区位选择的影响也许纯粹属于个人的

考虑，即满足度最大的区位通常会取代利润最大化区位。这一点已经显示出区位

理论向行为分析方向的发展。

４．行为—效用为出发点的区位理论

前面所论述的大都属于新古典区位理论，新古典区位理论一般都有三大假设：

（１）最佳区位选择要求区位主体具有完全的信息和完备的知识；（２）区位选择的目

的局限于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亦即利润最大化；（３）企业组织是静态的和单

一的。其实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区位主体实际上是在非完全竞争和非完全信息的

条件下进行选择区位行为。行为区位理论一般将组织理论和心理学当成理论基础

并重视区位主体的区位动机和选择过程，较为接近现实经济。行为区位理论使区

位主体在企业内外环境下如何呈现出空间形态。

行为区位理论采用对个体主观因素的群体客观分析法，考虑了人的心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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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经济学者邓尼逊（Ｓ．Ｄｅｎｎｉｓｏｎ）是最早提出者之一，他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对

古典区位论提出批评，认为韦伯等人的区位是一种技术联系的空间或地域分析，而

忽视了心理社会联系的另一面。实际上，只有同时考虑后者，才能对现实工业区位

作出满意解释。１９３９年，英国政治经济管理学会通过英国工业数量调查，作出《工

业区位报告》，证明了社会因素的重要。由于心理社会因素难以定量化，或很难定量

化，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美国学者普雷德，详细研究了行为因素对工业区位的影响。

他发展了Ｄ．史密斯的空间成本曲线和赢利边际理论，完善了行为区位理论。

５．强调政治经济、技术等外生变量影响作用的区位理论

长期以来，区位论的研究往往注重企业自身区位选择，而不去考察变化的政治

经济、技术等外部环境。行为区位理论虽然涉及到企业内部组织和外部环境之间

的相互作用，但是其理论分析较为侧重于区位选择主体、组织内部结构以及管理特

性等，而稍微忽略了产业区位的基本原因分析。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结构主义认为，

产业区位的变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对非空间经济现象的反映或者

经济发展的结构产物。结构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或者生产过程就是企业

行为或组织行为的整体结构框架。结构主义的另一种表现为依附理论。依附理论

强调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对区位的影响，而批评其他区位理论尚未考虑资本主义体

系对区位的影响。依附理论认为产业区位的变化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统治的副产

物，其重要观点表明：企业区位形态并不是由企业或区域内部因素来决定的，而是

由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构与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来决定的。依附理论的核心

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剥削关系，依附区位理论是以这种剥削关

系为特征的区位研究。结构区位理论的基本研究框架是宏观或整体角度，发现以

往区位理论解释不足的“社会关系”和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空间形式。尤其是

将“社会因素”（广义的意义）引进理论框架里。结构区位理论是从资本主义生产体

系的角度来试图揭示区位的本质。

除了强调社会政治经济影响之外，还有一些人强调随着技术的变化，生产方式

的转变，对于区位理论的影响。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讨论其他的社会政治经济、技术

等因素对于区位理论的影响。但大多侧重于这些因素的变化对于区位主体区位决

策的影响。

３．２　基于要素禀赋的区位内涵和特征

上述理论大都集中在区位选择目标上，而对区位本身的概念很少涉及。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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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常常把区位与位置等同起来，这实际是个误解。区位与位置是两个既有联系

又很不相同的概念。区位是位置和地域的整合，经济区位是位置与经济区域的有

机结合，它既具有地域性和位置性，又具有二者整合的特性。区位既有位，也有区，

还有被设计的内涵。经济区位是经济空间的细胞，是经济空间内用于区际联系的

最小地域单元。地球表层上的任何事物与现象，只要我们从地理学的视角观察之，

它就成为地理事物。而如果我们从经济学的视角去考察地球表面相应的人类经济

活动及其作用物体，则可以将人、人类活动、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人类活动作用的

物体，看作为经济事物。经济事物具有两种基本存在形式，即经济实体和经济空间

场。经济实体是指在地球表层系统中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有关的物质实体，如人、

城市、企业、矿产等等，它们的显著特点就是具有内在的结构、独占的地理位置和相

对高的密度，呈现相对离散分布状态。经济空间场则是经济实体作用空间的存在

形式，是地球表层系统中与人类社会活动有关的可移动要素或因素组成的呈连续

分布的动态系统，具有地理位置的非独占性和作用的选择性。经济空间是由经

济实体与经济空间场共同组成的，是经济事物充填的地表空间。显然，从系统的

观点看，区位作为地理空间的点，经济区位作为经济空间的细胞，必然是开放的

和不稳定的。

区位之所以能够异于位置的概念，关键是区位蕴含了要素禀赋的所有内涵，我

们对区位的研究就是在要素禀赋的基础上展开的，这种基础作用同时体现在区位

的内涵和特征的界定上。

３．２．１　要素禀赋与经济空间场

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受到要素禀赋的约束，不同要素禀赋分布决定了其空间

的属性。这里强调的经济空间的概念，要与自然地理空间相区别。自然空间是指

未被人类劳动直接开发和利用的自然尺度的空间或地理空间，是一种自然物质运

动的天然载体。但是经济空间强调的是空间资源被人类劳动开发利用。在商品经

济条件下，这种开发利用还必须是社会所承认的。在这个意义上讲，空间满足人类

需要并被人类加工利用，只是使空间具有了使用性，如果这种使用性仅仅是为了满

足个人自己的需要，而没有受到社会广泛的认可，那么还不能算是商品经济意义上

的经济空间。

经济空间的使用价值是由该空间要素禀赋的稀缺性所决定，空间要素禀赋的

稀缺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经济空间要素的供给缺乏弹性；不同空间的要素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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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或者难以相互替代。特别要说明的是，经济空间是由自然地理空间转化而来，

这一转化历程也是要素禀赋动态累积的结果。

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自然地理要素的不同区别了不同的地理空间。如果某

一地理空间的初始条件能够满足人类经济活动，随着经济活动的展开，越来越多的

后天经济要素就会在该空间动态累积，这种要素的动态累积伴随着经济主体的活

动，弥漫了整个空间，形成了一定的覆盖范围，并向其周边辐射，这就形成一个经济

空间场。要素禀赋和经济空间场的上述关系可以用图３．１来表示。在图中要素动

态累积形成一定的辐射和作用范围，这就是经济空间场。这种经济空间场具有如

下特点：

图３．１　要素禀赋与经济空间场

第一，连续性。经济空间场不同于自然空间，它具有连续性特征。当然，这种

连续性并不意味着经济空间场的强度是均匀分布。由于人们经济活动的非均匀性

和要素禀赋的非均匀性，该经济空间场的强度分布必然不是均匀分布。但是，一个

经济空间场的分异和独立应该表现为连续性。

第二，可累积性。经济空间场可以衡量社会生产力运动、经济运行的状况。一

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影响一定的经济空间场，生产力水平具有既得性，新的生

产力可在既得生产力基础上得到发展，可以积累，因而经济空间场也具有可积

累性。

第三，社会性。自然空间表征着宇宙世界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毫无疑问它体

现着空间的自然性。而经济空间场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利用的稀缺资源和经济活

动的产物，因而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还具有社会属性。

经济空间场代表了一种空间范围，是一定的要素禀赋及其作用的体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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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空间场并不等同于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

３．２．２　区位内涵重塑

在具体分析了经济空间场概念及相应特征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对区位与经济

空间场之间的关系做一个比较客观的理解。这样才有利于我们对于区位概念的

界定。

经济空间场是一个范围概念，其所涵盖的空间范围是一系列点的集合，这些点

体现了所在位置的要素禀赋的性质和特征，并能够承载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这就

是区位的含义。从宏观和微观视角讲，区位也是一种次级经济空间场。地理位置

是“区位”的一般本意；而经济学所要讨论的“区位”则是有三个限定条件所决定，即

区位是由内源、通道和外部影响（关于这三者将在后面的分析中给予界定）三方面

决定的。从这也不难看出，在对区位的理解、分析上一方面要注重区位的内源分

析，另一方面更需要关注的是其外部环境和条件。考察一定的地域空间，如果将其

内部的结构和特征内化为其性质，而考察其面临的外部条件，就可以将这一地域空

间看成是一个区位；如果考察一定地域空间的内部结构、自组织经济活动以及对外

的经济关系，则可将这一地域空间视为一个区域来分析。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将一

定区域内部的结构和经济活动内化为一定的性质，而考察其外部发展条件或对外

部的影响时，可以将一定的区域看成是一个“区位”的概念。

区位选择思路的研究让区位理论逐渐从一个切入点慢慢融入到主流经济学的

分析框架中，研究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问题；另一方面，却使其逐渐丧失对区域经

济，乃至空间经济的基石地位。区位理论被看作是区域经济、空间经济的基石，长

期以来被认为是永恒的真理。然后，正如前面我们所说，从现有的区位理论出发，

越来越不能够解释区域经济和其他空间经济问题。最基础的问题，就是现有的区

位理论很少注重区位与区域、空间关系的分析。在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研究中

的零星的区位理论的运用，也难以承载“基石”的地位和作用。当然，不可否认，在

这方面，宏观的区位理论要比微观的区位理论更有用。

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区位的经济研究，我们就需要一个新的视角。这一研究视

角一方面要使其符合经济学分析的一般逻辑；另一方面要保证其对于区域经济、空

间经济的指导意义。而这一视角的切入点正好可以从经济学的一般定义得来，即

“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的科学”。显然，对于区位的经济学研究，我们也许可以从

“将区位作为一种资源或者一种要素”这一视角，进行“区位要素”的配置研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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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将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区位问题进行分析，旨在剖析区位概念本身，进而指出：区

位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概念，也不完全是原有经济学研究认为的“区位代表经济

主体在经济发展体系中所处地位”，而应该将区位（或者准确的说是经济区位）理解

为“区位是经过人类物化劳动改造后的经济空间场，它代表一定的空间所承载的各

种空间经济关系的总和”。这种“空间经济关系的总和”可以被看成是一种不同于

土地的新的要素，或者是一种新的资源。

１．区位的定义

根据这一思路，再基于前面的辨析，我们可以在经济空间场和经济关系概要表

征观点的基础上，对区位这一直观的概念重新下一个定义。假定在一定的时间截

面下，只考虑对一定土地支撑的单个区位进行定义，我们可以将区位定义为：区位

既是空间的位置，也是各种经济性要素的有机结合体。

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对区位作出如下的理解：区位是依托于土地的特定经

济空间场的自我维系系统。区位的本质是对经济空间场所承载的社会经济关系的

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应该被所有相关的经济行为主体所感知，但是重要性会因

人而异，有所差别。这样，区位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经济行为主体的区

位选择，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

上述定义涉及区位的四个性质：内生性，信息浓缩特征，对于环境连续性变化

和微小动荡的刚性和差异性。

具体地说，以上所定义的区位概念和研究方法具有如下一些重要的含义：

第一，区位是经济实体性与经济空间场性的统一。

经济空间是由经济实体和经济空间场这两种不同状态的经济事物组成的。在

其细胞这个层次上，经济事物的这两种状态合二而一，从而使区位具有实体和场的

二象性。区位的实体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依托于特定的土地资源；另一

方面，它是对区位选择、区际联系有意义的最小地域单元。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区位

具有内在结构和独占的地理位置。例如国家就是对国际而言的最小地域单元。在

国际分析层次上，国家就是区位，而国内任何地域均不能称为区位。作为区位的国

家具有特定的结构和独占的位置，也就是说国家是由区位的不可移动要素和因素

相互联系而形成的所谓的经济空间场所，而且这一场所不允许另外国家占有。因

此，人们通常认为区位是某种事物占据的场所，而场所的基本属性就是位置性，因

此把区位理解为占有什么样位置，把区位论理解为位置论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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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种认识显然不够全面。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期以来地理学和经

济学都过分注重实体问题的研究而对空间场问题有所忽视无疑是其重要原因。事

实上，区位的场性，特别是经济空间场性的表现也十分显著。正是因为区位经济空

间场性的存在，具有特定结构和位置的区位才能够在自己的周围建立起作用空间，

即区位经济空间场。通过经济空间场的媒介作用和选择作用，实现区际联系和区

际作用。由此可见，区位经济空间场是区位相互作用的媒介，其机理是组成区位经

济场的流动经济要素或因素可在不同区位间流动，通过它们的相互渗透和组合，使

不同的区位经济空间场叠加在一起，从而把不同位置的区位联系起来并实现区际

联系。同时，这种经济空间场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通过聚集和辐射两种作用机理

发生作用。依据场的通性，经济空间场不具备位置的独占性，但由于区位经济空间

场是区位实体的作用空间，所以它虽不具有位置的独占性，却具有伴随区位实体的

位置性。区位是其实体性与场性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位置的独占性与非

独占性的统一，是区位的地域性和位置性的统一。

第二，区位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经济空间不仅仅是经济事物充填的地表空间，而且这些经济事物通过相互关

联并形成经济地理空间结构，即地球表层社会经济系统结构。这种结构是人与人

之间关系的具体化，表现为主观经济空间与客观因素的相互关联。主观经济空间

是人类在地表的经济活动空间，其载荷是人类及人类经济活动；客观地理空间是人

类经济活动的地理环境空间制约，其载荷是地理环境所提供的各种资源因素或灾

害因素。在地球表面，主观经济空间与客观地理空间在范围上可重合也可以不重

合。因区位是经济空间的细胞，组成经济空间的主观、客观因素在经济区位这个层

次上就合二为一，构成区位的双重属性，即主观性和客观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区

位的核心要素，即人的活动既受制于其主观需求又受制于客观环境供给。实际

上区位活动本身就源于区位主观需求与客观供给的不一致。正是由于这种不一

致，我们可把区位活动分为两部分：其一，区位主观需求与客观供给一致的部

分，对应的是人类区内活动；其二，是主观需求与客观供给不一致的部分，对应

的人类区际活动，也就是说要使这部分区位的主观需求与客观供给达到均衡，就

必须超越区位的地域界线，实行区际活动。显然，区内活动由区位的实体性决

定，而区际活动则由区位经济空间场性决定，但由于场的选择性，如果区位场起

不到应有的作用，则由区位场性决定的区际活动也就不存在。这样尽管区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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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空间场性存在，但区位的主观性与客观性仍处在不均衡状态。要使区位达

到均衡，就必须使区位的场性发挥作用。经济区位的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还

存在于人们对于经济区位的评估和使用方面。同一经济区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

其客观的价值，但是其对于不同的经济活动来说，其价值不尽相同；不同的经济

行为主体对于价值的认可也不尽相同。但是这不排斥经济区位价值的客观存在

和客观标准。

第三，区位是动态性与阶段性的统一。

区位的动态性是指其空间范围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它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是区位实体的内部结构、规模在不断变化，从而使区位场的强度处在变化之

中，即使强度一定，其空间的影响范围也在变化；其二是区位在影响其他区位时所

受到的阻碍作用在变化，这样即使区位实体不变，区位的空间场范围也处在变化之

中。区位的这种动态性使我们很难把握区位的空间在某一时段的具体范围，但由

于区位同时又存在阶段性，从而使我们至少可以把握空间在某一时段的变化幅度，

由此可见区位阶段性的重要作用。区位的阶段性是指任何区位的发展均由若干阶

段组成。这种阶段是由其发展的生命历程决定的，在这个由发生、发展、成熟到衰

亡的生命历程中，存在若干发展的飞跃，不同的飞跃之间构成区位发展的一个阶

段。也就是说区位，特别是经济区位也存在生命周期，只不过我们对其周期的阶段

性把握不够。这与现实中的区位的兴衰与变迁是吻合的。

２．区位的诸方面：内源、通道和外部影响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区位是一定的经济空间场，那么这一空间场包括哪

些部分呢？我们认为一个完整的区位应该包括：内源、通道和外部影响。

内源是指区位依托的经济空间的要素禀赋、要素等级以及要素的聚集形态。

要素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所包含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一般来

说，要素至少可以分为：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人力资源、资本、技术、制度等。同时

要素具有等级性，不同等级的要素对于区位价值的提升和创造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由于其不可移动性和不可再生性，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可以被认为是最

初级的要素；而资本、人力等要素则被看成是高一级的要素；至于影响作用更大、影

响范围更广的技术和制度等则被认可为更高级的要素。另外，要素在一定经济空

间上的聚集形态也构成了区位价值的本源。因此，就内源来说，聚集的要素等级以

及聚集形态较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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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影响是指区位依托的经济空间所受到的外部性的影响及其对其他区位的

外部影响的总和。外部影响构成了区位有别于土地与空间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

外部的影响可能是连续的，也可能是不连续的。而且这种影响是相互的。区位对

于其他区位的外部影响是一种区位价值的体现和增值过程；而其他区位对于该区

位的外部影响则构成了该区位的重要价值组成部分。这种影响可能是一种有形

的，也可能是一种无形的；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通道则保证了区位所

涵盖的经济空间场的完整性。前面我们指出区位的外部影响可能是连续的，也可

能是不连续的。无论是连续的还是不连续的，彼此之间可能需要一个通道。这种

通道可以是有形的，也可能是无形的。

３．２．３　区位的特征

在前面，我们分析了区位是一种经济空间场，是生产关系在特定空间中的浓缩

表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要素资源。那么，区位有哪些重要的特征呢？

１．区位的唯一性和相对垄断性

区位的唯一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每个区位都占有空间的特殊位置，具

有不完全相同的经济空间场，所以不存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区位；另一方面，由于要

素禀赋分布的非均质性，不同区位的要素禀赋也不相同，并在一定意义上不移动、

不可完全复制，于是每个区位相对于其他区位而言都具有唯一性。

区位的唯一性衍生了其相对垄断个性。区位作为一种经济空间场，其实也可

以表示为各种社会经济关系所体现的制度的总和的影响。对于区位这种经济空间

场的分析的基本单位构成可以看成是一个一个的经济行为主体。经济行为主体对

于这种经济空间场，亦即区位的权利的有效性获得取决于三个方面：第一，有赖于

该行为主体为保护这项权利所做出的努力（或者说为获得该项权利所愿意支付的

费用）；第二，其他行为主体企图分享这项权利的努力（或者说可以无偿享受该项权

利的几率）；第三，任何“第三方”所作保护这项权利的努力。对于区位来说这里的

“第三方”可能更多的是指政府。当然，这些努力是需要付出成本的，特别是对于区

位这种本身就是一个外部影响较强的“权利”载体和产物，其界定产权的过程和费

用以及复杂程度有时都令人难以接受。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可能在很大程度

上，不能界定出绝对的产权区位。区位这种经济空间场的产权的转让、获取和保护

同样需要成本，这一方面因为获取这种“经济空间场”的各种有用性和潜在有用性

的信息是有成本的；另一方面如何合理有效的界定和利用这种外部性极强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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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场”的行为是需要成本的。由于这些成本的存在，“经济空间场”往往被留置于

“公共领域”里，由公共领域来负责培育和整合。例如，政府通过相应的规划等手段

和措施来培育一个地区的“经济空间场力”，提升区位价值。很显然，这种区位产权

具有相对的垄断性。

２．区位的外部性

长期以来，空间在外部性的分析中，若隐若现，看似重要，又好像被忽视。例

如，马歇尔所讲的外部经济，得益于“许多性质相似的小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

鲍莫尔所举的例子：“如一个地区本来鱼类资源稀少，任何一家鱼商如果在这里扩

大作业，就会增加鱼的稀少性，从而提高其他鱼商的成本，这样就出现了负的外部

性。”从中，我们发现区位由于其位置的相对固定性，是构成外部性的天然要素。所

谓技术外部性、金融外部性只不过是外部性如何表现而已。而区位的外部性，在很

大程度上是天然的，是外部性的基本类型和产生外部性的基本原因。当然这种区

位外部性，不是简单地来源于空间的地理位置，而在于空间所承载的经济活动所带

来的影响，或者说“就是我们所说的区位所代表的经济空间场”。这种经济空间场

具有天然的影响和被影响特性，是外部性的根源。

从而，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得出几个相关的结论：

第一，区位外部性是最基础的外部性形式。根据我们的理解，空间（严格地说

应该是经济空间）分布在一定程度上，是连续的，但一定程度上又是离散的。这就

为区位外部性提供了存在基础。我们可以将空间依据其所依托的土地分割为一个

一个单元即区位。这样每个区位由于其所代表的经济空间场，承载的社会经济关

系的不同，构成了“经济空间场力”的不一样。这种不同的“经济空间场力”就会如

同物理学上热量、能力不同一样，相互之间发生作用。而这种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又

不可以通过“利益”的交换来实现，或者说隔断这种交换联系的成本和代价太高。

这种“经济空间场能量”的彼此影响构成了最基础的外部性。在此，我们还需要强

调事物的另一方面，那就是不同的“经济空间场”在另外的分析视角下可能又被看

成同一个“经济空间场”。区位的外部影响是外部性存在的根源，不管是技术外部

性，还是金融外部性都体现的是不同的空间位置上的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

空间是各种经济行为主体和经济活动的载体。其独占性和不可重叠性注定了外部

影响的存在，是外部性的根源。如果我们将一定空间上承载的各种经济活动和经

济行为主体以及其相互之间形成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抽象为一定的经济空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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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就可以认为外部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指这种经济空间场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因此，区位外部性是最基础的外部性形式。

其实这样来理解外部性并非本书的完整创新，例如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

有光教授就曾经有过类似的看法。黄有光教授认为，外部性是一种经济力量对于

另一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是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它反映

这样一个事实，即经济效果传播到市场机制之外，并改变了接受效果的厂商的产生

和由其操纵的投入之间的技术关系。

第二，空间成本的存在是区位外部性的基础。区位外部性是由于不同的“经济

空间场力”相互之间的影响造成。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空间成本”在区位外部性

问题中的意义和作用。空间成本是区位外部性存在的基础。这里所说的空间成本

并不是指运输成本。虽然运输成本是因空间距离而产生，但是生产成本已包括了

运输成本。科斯提出交易费用概念时没考虑空间的影响，没有涉及空间阻隔而产

生的空间成本的付出。实际上只要存在空间距离，人们完成一笔交易时，总比位于

同一经济空间内的交易者付出更多的费用，这种费用是由于不同的经济空间场力

而产生的。跨“经济空间场”的交易一般来说，要显得更为困难。一方面，不同的经

济空间场可能依托的土地是不一样的，所以空间距离上造成的交易频率和交易效

率的下降，可能导致空间成本；另一方面，不同的经济空间场，可能的交易环境是不

一样的。例如，不同的经济空间场，可能环境成本是不一样。这些环境成本可能是

因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不同的自然条件所付出的额外成本。

在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的地区以及不同的民族地区，对同一物品的认知

是不同的，这样在这些物品的交易过程中必须付出额外的费用，或者有些物品是无

法进行交易的。因不同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而引起的对某种物品的认

知不同，因而所付出的额外费用构成了空间成本。

第三，聚集和辐射是区位外部性的具体体现。不同的“经济空间场”之间的相

互作用，通常有两种方式，亦即聚集和辐射。这也就构成了区位外部性的具体体

现。不同的“经济空间场”可以通过不同的“区位密度”来体现。区位密度既可以指

某一特定要素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数量，又可以指整体的经济空间场力。由于“经

济空间场”的连续和相对离散，不同密度的“经济空间场”之间必然发生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体现为聚集和辐射。

最后，我们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区位还具有商品的特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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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是需要经过交换、附载有各自相对优势的事物，它必须同时具有满足别人某种需

要的有用性、交换性和相对稀缺性。商品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统一、分离的辩证属

性。区位能够承载经济主体的行为活动而具有使用价值，同时，由于蕴含的诸种要

素禀赋的和人类劳动的累积凝结而具有价值，所以，在商品社会中，区位具有商品

的一般属性。

３．３　要素禀赋与区位变迁

地理学和经济学都使用区位的概念，二者的关键区别就在于经济区位更能体

现经济主体行为和要素禀赋的结合。经济区位从形成到变迁都与要素禀赋密切

相关。

３．３．１　要素禀赋与区位的形成

一定空间的地理位置都是和相应的自然要素禀赋相结合的。如果一些位置上

图３．２　自然要素与非自然要素的空间叠加

拥有适宜的要素禀赋，那么某些经济主

体就会选择在这些位置上活动。随着

经济主体行为的展开，非自然要素也会

形成累积效应。图３．２表示了自然要

素和非自然要素在特定空间的累积和

叠加。

在初始状态下，只有自然要素的分

布，在图中１×１的空间范围内，相对均

值分布。后来随着经济主体的活动，某

些位置上出现了聚集效应，大量的非自

然要素开始在这些位置形成累积，并和自然要素形成互动和叠加效应，图中的中心

区域就是这样的一些位置。其实，有些要素是某些位置所固有的，其他位置无法拥

有这些要素，有些要素是普遍存在的，通过要素的空间移动，其他位置也可以拥有

这些要素。前者就是区域性要素，后者是非区域性要素。

区域性要素和流动的非区域性要素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程度上可以相互转

换、相互替代。但是这种相互转换和相互替代往往是单向的。流动的非区域性要

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慢慢转换为区域性要素，而区域性要素却很难转换为流动

的非区域性要素。反之，某些区域性要素能够实现对流动的非区域性要素的替代，

而流动的非区域性要素却很难实现对区域性要素的替代。例如，资本、劳动和技术



区域经济学原理
　．．．．．．．．．．．．．．８２　　　 ．．．．．．．．．．．．．．．．．．．．．．．．．．．

相对来说是流动的非区域性要素；而制度、文化、历史积淀、地方金融、地方人力资

本等则相对来说是区域性要素。要素重新选择区位时，存在空间成本问题，因此某

些要素在特定区位上积淀之后，再重新选择区位的难度加大，逐步转换为区域性要

素。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区域性要素的作用变得更强了。

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复杂化，特定经济空间所表现出的经济空间场力在

不断地增强，而区位正是这种场力的综合反映。因此，区位要素在时间维度上体现

为量值的增大。要素沿时间维度上的累加性往往能够使得人文要素与自然要素之

间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也使得流动性要素向区位化要素转变。一定空间范

围内这种要素在时间维度上的累加性可以通过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ｔ０ 条件下，生产由资本投资和劳动力投入决定，即产出Ｑ＝Ｆ（Ｉ，Ｌ）。Ｉ为资

本投资；Ｌ为劳动力投入。

ｔ１ 条件下，生产则由资产、人力资本、追加投资、劳动力投入决定，即Ｑ ＝

Ｆ（Ｋ，Ｈ，ΔＩ，ΔＬ）。Ｋ 为资产，由部分的投资转化而来；Ｈ 为人力资本，由部分的

劳动力固化在特定的经济空间内形成的；亦即Ｉ→Ｋ；Ｌ→Ｈ。

ｔ２ 条件下，生产除了要受到那些投入要素的影响之外，还会受到固化在特定经

济空间上的空间场力的影响，而这种要素我们可以称之为区位。亦即：

Ｑ＝Ｆ（Ｋ，Ｈ，ΔＩ，ΔＬ，Ｓ）

Ｓ为空间要素，具体体现为区位要素。这一过程就如同投资转化为资本、劳动

力投入转化为人力资本一样。区位是各种要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的综合场力。

它会受到流动性要素的影响，但是更多由区位化要素所决定，而且一旦形成，改变

则是缓慢的。

这种要素在时间维度上累加形成的综合空间场力构成了区位要素，区域性要

素的形成与动态累积正是区位形成的关键。

３．３．２　要素禀赋与区位的变迁

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区位应该理解为特定的经济空间场，而且这种经济空间

场的基本特征应该是一种共享的认知。同时，它产生于参与人（或活动）的互动均

衡，并由此得以加强。区位的演进过程可能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自发的自组织增

强或减弱；另一种则是在外力作用下，精心设计的演化。前者我们可以称为自主性

区位变迁，后者则可以称为诱发性区位变迁。我们引入自主性和诱发性区位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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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的区分目的是为了强调单独的某项区位条件的变化并不是一个区位变迁的

过程。其实在实际过程中，自主性区位变迁与诱发性区位变迁的区分并不是一目

了然的。

１．要素禀赋与区位自主性变迁

区位的自主性变迁实际上是跟区位的内生性有密切关联的。区位是一个自我

维系、自我实施，不断再生产的过程。区位的自主性变迁是指构成区位所代表的经

济空间场内的经济活动（或经济主体）以及其内在的相互作用机理之间，相互强化

和同步稳定的演化过程。自主性区位变迁过程，实质上是将相应的区位要素及其

相互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固化过程，从而形成人们对该区位所代表的经济空间场的

共识。这种固化后的区位又会形成自我增强的内在动力。区位稳定后，由于规模

递增和网络外在性使得区位更为稳固。

区位的这种自主性变迁主要来源于区位内在的几个特性：

第一，区位的整体性。我们将区位界定为特定的经济空间场，是各种社会经济

关系的概要表征。它作为共同认知，是区位涵盖的所有要素的综合，是一个整体的

概念。它面对环境的微小而连续的变化是稳固和耐久的。同时，它作为一个整体，

可以通过自身的、内部的交融或相互作用而不断增强。

第二，区位的历时关联性。区位作为一种经济空间场是存在于一定的时间维

度内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区位在慢慢地演进。这里就存在区位的历时关联性

问题。区位的产生可以被看成是各种要素相互嵌入和连接而形成。而固化各种要

素，进而形成特定经济空间场的关系纽带，在时间维度上可以发生重新组合和重新

捆绑。

对于既定的区位，其他要素的嵌入有两种可能：一种我们可以叫做“过渡性”区

位嵌入；另一种则为“移植性”区位嵌入。对于区位自主性变迁起作用的应该是“过

渡性”区位嵌入。

“过渡性”区位嵌入可以用图３．５表示：

图３．３　“过渡性”区位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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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３中Ａ、Ｂ代表两个不同的区位；ａ代表某种要素；Ｔ代表时间。

这种“过渡性”区位嵌入，并没有改变区位的内在要素，但是由于其历时关

联性，其影响是保留下来的。区位Ｂ 会因为要素ａ的“过渡性”区位嵌入的过

程，而发生 自 主 性 变 迁。这 种 变 迁 会 影 响 到 区 位 Ｂ，同 时 影 响 相 应 的 其 他

区位。

第三，区位的空间关联性。区位的空间关联性，是一种显然易见的事情。区位

作为一种经济空间场既受到外部其他经济空间场的影响，又影响其他经济空间场。

正是这种空间的影响使得区位可能会随着外部环境的细微和连续的变化而发生

变化。

与区位的这种自主性变迁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区位惯性”。这里的区位

惯性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这种自主性区位变迁，在一定时间段内或一定程

度范围内，区位本身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由于固有的区位稳定性，区位惯性存

在。另一方面，是指区位内的经济主体（或者经济活动）因为其改变区位所要付出

的代价的巨大，而沉淀于某一区位。

２．要素禀赋与诱发性区位变迁

诱发性区位变迁，是指区位在外力或外部环境的巨大影响下，而发生区位变

迁。例如，古航道的枯竭和衰落，使得周边的区位发生变迁；自然灾害、战争的破坏

等等巨大外力的影响。除了这些非常明显的影响之外，还存在两种诱发性区位

变迁。

第一，“移植性”区位嵌入与诱发性区位变迁。

我们前面在分析区位的历时关联时，曾经指出：对于既定的区位，其他要素的

嵌入有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我们前面在分析区位自主性变迁时，所用的“过渡性”

区位嵌入。这里，我们介绍另一种，即“移植性”区位嵌入。

“移植性”区位嵌入可用图３．４表示：

图３．４　“移植性”区位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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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移植性”区位嵌入，将会使得要素ａ停留在区位Ｂ 内，从而诱发区位

Ｂ中的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重新捆绑，进而带动区位发生变迁。当然这里的要

素ａ可能是资本、技术等有形、物质要素，也有可能是制度、文化等非有形要素。随

着时间的推移，要素ａ将被融入到区位Ｂ 中，不再明显显现出来。

第二，外部要素影响与诱发性区位变迁。

这种情况是指在具有较强互补或竞争的邻近区位发生巨大区位变迁时，可能

诱发原有的区位发生变迁。这种外部影响还有可能体现为“通道”的变化。通道作

为区位的诸要素之一，也会导致诱发性区位变迁。通道的改良或衰败，会影响到区

位的影响价值和获益价值。因此，必然也会导致诱发性区位变迁。

当然，外部冲击本身也许不足以从根本上引起区位变迁。这种区位所代表的

经济空间场的变迁，根本动力还在于区位自身的调整和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区位

再选择成为了关键。例如，前面所看到的“移植性”区位嵌入，就是一个要素区位再

选择的过程。也正是类似这样的过程，构成了区位的变迁过程。

３．４　区位差异与区位主体偏好

区位的唯一性决定了不同区位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集中表现为区位要素的

异质性。而区位的差异化又与区位主体偏好的多样化相对应，区位的差异化和区

位主体偏好的多样性共同决定了不同的区位选择行为。

３．４．１　区位的影响要素

从定义出发，我们知道区位的构成要素，也就是经济空间场的构成要素，亦即

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关系，都与要素禀赋密切相关。

１．自然资源禀赋及土地资本性投入

自然资源禀赋反映的是自然恩赐的结果；土地资本性投入，是指人类劳动固化

到土地上的那部分资本。虽然这两项是构成元区位的主要要素，但是其产生的影

响，例如原料地所带来的运输成本的节约、固有的资本性投入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下

降，都会对我们这里所讲的“作为经济空间场”的区位产生影响。

２．经济行为主体

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直接产生经济空间场。经济行为主体也构成了区

位的供给与需求，对于经济空间场的形成起到主观能动作用。同时，经济行为主

体也形成了一定的产品供给和需求场力，对于区位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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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３．分工、专业化水平

分工与专业化带来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从本质上决

定了“经济空间场”的量能。分工、专业化水平越高，所代表的区位的“经济空间

场力”越强。分工、专业化网络的形成，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

为经济空间场力的增强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特定土地依托下的区位所代表的

“各种社会关系”更为复杂有序。这一区位对于其他区位的引力和影响力也就会

增强。

４．人力、技术影响

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人们似乎不再怀疑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了。良好的人力资本条件为经济空间场力的提升提供了主观的、源源不断的创

造力；技术则通过改变其他要素的形态和质量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不同的技术决

定了各种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结合方式；技术进步不断改变劳动手段和劳动对象；

技术进步促进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技术进步促进分工、专业化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的

优化。

５．信息网络

伴随着技术革新而来的信息网络的构建，为经济空间场力的提升提供了便利

的条件。通过信息网络组建、凝聚的经济空间场力可以消耗更少的人力投入，而且

便利、快捷。

６．制度

制度可定义为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是有关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制度是一

系列被制定出来以约束行为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的规则、守法程序、

道德和伦理的行为规范。现代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资源的有效配置与经济增长

密切相关。要素的配置效率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制度又影响资源配置效

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制度作为影响区位所代表的“经济空间场”的时候，是一个

宽泛的概念，不仅包括成文的法律、法规等管理制度，还包括一些潜意识的习惯等

本元制度。制度对于“经济空间场”的作用在于稳定。相应的制度能够在一定时段

内稳定相应的经济空间场。

对于前面所说的区位的构成要素，我们可以通过图３．５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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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５　区位影响要素关系结构图

我们可以明确进一步分析的要素及要素禀赋对于全新的区位理解具有实质性

意义。不同的要素从不同的侧面对区位产生影响。

３．４．２　区位差异

区位要素的异质性，是由其构成要素的差异性及其组合形态的不同而决定的。

区位要素的异质性和区位差异性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如下。

１．土地因子与区位差异性

区位要素作为经济空间场与土地这一载体之间密不可分，土地对于区位差异

性的影响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土地的自然特性。土地的自然特性包括土地所处的空

间位置（经纬度）、与其他自然环境要素的相互关系（气候、水文条件）、土地的形态

（大小、地形、地貌等）以及土地的地表物质构成（如土壤、岩石、植被等）。土地的自

然特性在空间分布上是不均质的，最为明显的表现为土地的经济区位差异。同样

面积与自然特性相近的土地，在城市和农村的利用价值相差悬殊，正是这种差异性

带来地租的差别。很显然，土地的这种自然特性差异就决定了土地承载的区位在

一定程度上具有差异性。

２．原材料因子、能源因子与区位差异性

原材料因子、能源因子主要是通过区位蕴藏、运费大小、原材料的可运行、可替

代性，以及价值尤其是在产品成本中的构成状况对区位要素施加影响。不同的区

位本身所蕴含的原材料的种类、数量和质量都有可能不同，同时由于区位依托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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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地理空间，原材料的运输成本、替代性等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原材料的地理

空间不均质也同样造成了区位要素的差异性。

３．资本因子与区位差异性

资本不仅仅指金融资本，也包括厂房、设备等固定资本。很显然，厂房、设备等

固定资本不能轻易移动，这种不可移动性，导致了区位的差异性。另一方面，金融

资本也会根据自己的法则在不同的区位之间进行流动，这种流动会改变区位要素

的量能和内部要素组织结构，也必然会影响到区位的差异性。

４．劳动力因子与区位差异性

劳动力无论是在质还是在量上都存在着空间的差异。劳动力的空间分布差异

以及劳动力移动上的摩擦等因素导致劳动成本存在着空间差异。劳动力因子也是

构成区位要素的重要影响因子之一。它在空间上的非均质直接导致了区位的差

异性。

５．市场因子与区位差异性

市场是经济活动生存的空间，是经济活动价值实现的场所，也是区位要素实现

价值的途径。市场因子对于区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市场规模差

异，市场规模直接影响到经济活动的合理性，影响经济活动的类型和规模；第二，市

场特性的差异，市场不仅有规模之差，更有内容之差，不同的市场特性对经济活动

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第三，市场环境的差异，这里就包括竞争、秩序、管理、意识等

差异。一方面，区位所处的市场的差异决定了区位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区位所蕴

含的市场的差异性，也直接决定区位的差异性。

６．环境因子与区位差异

这里的环境因子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自然环境更多地体现为区位的生

态环境，人文环境则包括政府行为、政府政策环境、产业发展环境、市场经济环境、

制度环境、社会环境等。不同的区位由于其演进的历程不尽相同，必然造成这种环

境上的差异，而这种差异也必然反过来反映为区位要素的差异。

７．交通因子与区位差异

交通因子，更广泛地说是区位的对外通道因子，对于区位的差异影响，也很容

易理解。我们前面在强调区位概念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区位这种经济空间场，其本

质的特性还在于其与外界的联系，亦即外部性特征。通道的差异直接会影响到区

位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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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区位由于其构成因子的差别，必然存在着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导

致了由区位组成的空间的非均质性。

３．４．３　区位主体偏好

所谓区位主体就是区位选择的主体，可能是企业、居民，也可能是各级政府

组织等。不同的区位主体有着不同的区位主体偏好，一般来说，居民偏好于选择

能够实现其效用最大化的区位；企业偏好于选择能够实现其利润最大化或者成

本最小化的区位；政府则偏好于能实现居民福利最大化或者自身所得最大化的

区位。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区位选择主体偏好的表现形式可能更加众多。例如，在

居民的住房选址时，在收入和房屋价格一定的情况下，很多居民偏好于通勤成本最

小化。而事实上，这一偏好并不与效用最大化偏好相悖。这是因为，经济主体最优

化行为面临诸多要素约束，当约束条件发生变化时（如约束变量增加或者减少），可

能会衍生出多种等价的最优化表现形式。下面我们以企业的偏好为例对几种典型

的主体偏好进行分析。

１．成本最小化偏好

成本最小化偏好可以集中体现在经典模型之一的劳恩哈特—韦伯模型中。对

于那些预先没有指向一些特殊区位要素的厂商行为，该模型认为：厂商对市场和资

源要素禀赋好的区位较为敏感，产出和投入的数量既定，且运输成本由厂商承担，

在此条件下厂商将选择运输成本最小的区位为最佳区位。

２．利润最大化偏好

以韦伯为代表的最小费用区位论，在假定需求给定，而且对企业区位选择不产

生影响，即不考虑需求因子作用的条件下，认为单一企业的区位选择动机是追求费

用最小。以霍特林为代表的区位相互依存学派，在假定线状市场上存在相互竞争

的企业的情况下，认为能够占有更大市场份额（销售量）的区位就是最佳区位。与

其不同的是，微观经济学认为，厂商追求的终极目标不在于费用最小化，也不是收

入最大化，而是收入与费用之差，亦即利润最大化。因此，利润最大化是厂商进行

区位选择的标准。韦伯假定，需求和价格是既定的，因此收入也就是既定的。实际

上，需求随着价格的变化和市场区范围的不同而不同。各生产区位所依托的市场

区范围不同，总需求也就不同，而总需求不同就导致收入的不同，结果最佳区位就

会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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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最大化偏好表明厂商如何同时选择其价格政策、区位和投入要素组合，使

得其利润最大化。

３．综合偏好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个复杂性的制度安排。企业的区位选择将是具有

差异目标的多主体在不确定情况下的综合考量结果。因此，研究一个企业的区位

选择不仅需要考虑其成本和直接的市场收益两方面，还需要考虑企业的组织行为

和决策过程。我们可以利用图３．６来表示现代企业的区位选择过程：

 

 

 

  

 

 
 

图３．６　现代企业的区位选择

第一，区域特殊的区位要素。

区域特殊的区位要素可以理解为本章所讲的特定的“经济空间场”，亦即“经济

区位”。它反映的是一定的经济空间的本质的经济条件。这种客观存在的经济条

件，是可以比较的，而不需要考虑企业的行业类别和性质。当然，对于不同产业的

企业来说，这种客观存在的经济条件中的某些要素的贡献作用或者说制约作用可

能不尽相同。

对于这种区域特殊的区位要素，许多学者都通过相应的实证调查研究，总结归

纳。莫里亚蒂（Ｍｏｒｉａｒｔｙ）对１９６９—１９７４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建立的５３０家制

造业工厂进行了研究，并把注意力集中在来自北卡罗来纳之外的美国企业建立的

６０家工厂上。施梅纳（Ｓｃｈｍｅｎｎｅｒ）研究了在全美国建立分支工厂的大量企业，既

考虑了区域／州的选择问题，也考虑了厂址的选择问题。霍奇金森等人（Ｈｏｄｇｋｉｎ

ｓｏｎ、ＮｙｌａｎｄａｎｄＰｏｍｆｒｅ）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２６５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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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影响企业扩张和区位重新选择的主要因素。他们挑选出影响企业建立新的分支

机构或进行区位重新选择的２８个因素，并要求企业对这些因素逐一进行打分，分

值为１—１０分。结果发现，基础设施、接近市场、生活质量和成本因素仍然是比较

重要的区位决定因素。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一些经验调查相比，劳动力市场因素

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而基础设施特别是通信网络的质量和区域的形象开始变

得更加重要。这就表明，区位主体偏好中，劳动力市场因素的权重在下降，而重要

及做出设施以及区域软环境等所占的权重却越来越大。①

第二，信息处理、评价过程。

信息的收集、整理及评价过程对于区位决策非常重要。它包括：“决定需要什

么样的信息”、“怎么去收集、整理相关信息”以及“如何去评价相关信息”，这些都会

因为企业个体的不同以及它们相关的经验、能力和组织结构的不同而不同。

另外，这一信息处理过程还会受到企业的关键决策者的影响，他们可能会根据

自己的经验和喜好，对具有一定特殊特征的区位具有一定的偏好。

第三，区位决策者的影响。

区位决策过程必然涉及人的问题，具有不同组织结构的企业在进行决策过程

时，可能会涉及到不同部门或等级的人员。关键决策者对于特定区位的偏好也会

直接影响到一个企业的区位决策，有时候甚至成为关键性因素。

３．４．４　区位选择

区位选择的主体，从表面上或者从以往的一贯的研究视角来看，应该是各种经

济行为主体。这些经济行为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企业，还可以是政府。但

是，如果从另一个视角出发，我们也可以将区位选择的主体界定为各种经济活动。

例如，住宅、公共设施、商业、农业、工业等等。区位作为一定的“经济空间场”可以

被这些活动所占据。这些活动选择了相应的区位。

根据前面对于区位选择对象和区位选择主体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相应的区

位选择原则。

１．生产活动的区位选择原则

一般来说应该是区位选择所带来的利润最大化。一定的生产活动进入一定的

经济空间场，必然要求获得最大利润。即使短期内为了某种原因，不一定能够获得

① 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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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利润，但从长期来看，它最终还是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区位所代表的特定的经

济空间场，具有相应的区位优势，能够为生产活动提供相应的收入来源或者相应的

成本节约。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相同的生产活动在不同的经济空间场，以及不同

的区位上，可能有不同的产出效果，从而获得不同的利润。

图３．７可以用来表示区位利益对产出的影响：

图３．７　区位利益对产出的影响

２．公共设施区位选择的原则

根据相关资料，公共设施的区位选择原则，可分为两种：效率追求型公共设施

区位选择和公平重视型公共服务设施区位选择，下面引用两个模型①来说明这两

种选择原则。

第一，效率追求型公共设施区位选择。

效率追求型模型由ｐ中值问题（ｐｍｅｄｉａｎｐｒｏｂｌｅｍ）发展而来，所谓ｐ中值问

题就是寻找需求地点和设施区位点间的总移动费用最小化问题。在一定的假设条

件下，可把最小费用转化为最短距离，总移动距离最小的地点称为中值。模型的基

本结构是由几个制约条件和目标函数组成。

例如，目标函数为：

ｍｉｎＺ＝∑
ｉ
∑
ｊ
ａｉｄｉｊｘｉｊ

制约条件为：

① 模型转引自彼得·尼茨坎普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一卷，安虎森等译，经济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３—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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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ｉ
ｘｉｊ ＝１← ｉ

ｙｊ－ｘｉｊ ≥０← ｉ，ｊ∑
ｉ
ｙｊ ＝ｐ

ｘｉｊ ＝０，１← ｉ，ｊ

ｙｊ ＝０，１← ｊ

其中，ａｉ 为在地点Ｉ的需求（人口）；ｄｉｊ是地点Ｉ和ｊ间的最短距离；ｘｉｊ表示地

点Ｉ的居民如果利用地点ｊ的设施，则为１，否则为０；ｙｊ 表示在地点ｊ布局时为１，

否则为０；ｐ为设施数。ａｉ 和ｄｉｊ是外在变量；而ｘｉｊ和ｙｊ 是需求的内在变量。

第二，公平重视型公共服务设施区位选择。

公平重视型公共服务设施模型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最大最小化原理问题；二是

最大覆盖（ｍａｘｉｍａｌｃｏｖｅｒｉｎｇ）原理。最大最小化原理问题与前面讨论的效率型公

共设施决定一样。这里介绍一下最大覆盖原理。在最大覆盖原理基础上的公平重

视型公共服务设施模型是指在距设施一定的范围内，以尽可能向更多的居民提供

服务为目的，即距各设施一定的范围Ｓ内包含的需求地域最大化。最大覆盖原理

可进行如下定义：

目标函数为：

ｍａｘＺ＝∑
ｉ
ａｉｚｉ

制约条件为：

∑
ｊ∈Ｎｉ

ｙｊ－ｚｉ≥０← ｉ

∑
ｉ
ｙｊ ＝ｐ

ｙｊ ＝０，１← ｊ

ｚｉ＝０，１← ｉ

其中，ｚｉ 表示地点Ｉ被覆盖时为１，否则为０，其他变量的定义与ｐ中值问题相

同。目标函数表示被覆盖的需求（人口）最大化，制约条件 ∑
ｊ∈Ｎｉ

ｙｊ－ｚｉ≥０←ｉ 表

示覆盖地点Ｉ的设施至少有一个以上，地点Ｉ才能被覆盖。其他条件与ｐ中值问

题基本相同。

还有其他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模型，这里不再一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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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经济中，我们观察到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往往具有空间聚集的倾向。对于

区位选择形成聚集经济的分析构成了下一章的研究内容。

本章小结

在以往的区域经济学中，区位仅被简单地解释为位置，基于这一理解，作为区

域经济学基础概念的区位不具有任何拓展性。我们不能从区位延伸出区域经济学

的其他概念。延续上一章中关于要素和要素禀赋的相关分析，本书将区位概括和

理解为一种经济性要素，这种全新的解释对于构建以区位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学理

论体系有着重要意义。

本书发展的区位理论是基于大量前人理论基础的梳理和把握上，因此全面、深

刻掌握区位的相关理论文献对于学习本章理论有着积极作用。

思考题

１．怎样理解区位的含义？区位有哪些特征？

２．为什么说区位是经济区域的构成单元和细胞？

３．如何理解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学的基石？

４．请分析阐述要素禀赋、区位形成和变迁之间的关系。

５．怎样从要素的视角解释区位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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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章

　区位选择与聚集经济

　　在前面三章，我们对要素、要素禀赋和区位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由于要素、要

素禀赋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造成了不同区位之间的客观差异。正是这种差异

导致不同区位对于不同经济行为主体的吸引力是不一样的。经济行为主体根据其

自身的约束条件和区位的客观差异，进行合理的区位选择，这种区位选择的结果与

客观的地理空间相互结合，形成了聚集经济。

聚集经济是区域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如何引致聚集

经济是区域经济学必须解决的关键理论环节。本章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梳理了从

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多种研究路径，结合前面所阐述的要素、要素禀赋和区位概

念，提出非均质空间的区位选择假说。

４．１　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演绎分析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微

观基础

４．１．１　区域经济学的困境

经济学中的许多分支都以其分析是能否实现微观化或是否具有微观基础作为

该学科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以宏观经济学发展为例，研究宏观经济学，就会清楚

其中有很多流派，就凯恩斯主义学派、货币学派和新古典学派来说，都是在提出微

观基础以后，又有了新的巨大发展。宏观经济学重构其微观基础，会使其更准确，

更实用。宏观经济学微观化可以更深刻地体现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之间的关系；

把国家干预建立在市场机制的微观基础上，可以更有效地把握国家调节的任务、范

围和力度。罗伯特·卢卡斯（ＲｏｂｅｒｔＬｕｃａｓ）在１９７２年《预期与货币中性》的著名

文章中，发展了一个微观经济模型，从这以后几乎全部经济学家都是根据卢卡斯思

想建立微观基础模型，例如新凯恩斯主义寻求价格和工资刚性的微观基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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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微观经济学实现了博弈论的革命之后，又有经济学家开始尝试使用博弈论

工具重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著名经济学家费希尔（Ｆｉｓｈｅｒ）认为“如果其他

条件相同，我宁愿所有模型都有选择性理论基础”。库珀（ＲｕｓｓｅｌＷ．Ｃｏｏｐｅｒ）的

《协调博弈———互补性与宏观经济学》（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Ｇａｍｅ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ｉｅｓ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正是体现了费希尔的这种思想，整本著作贯穿了对微观经济主体

的选择分析。

区域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一定意义上讲起源于区位理论。

从１８２６年杜能的《孤立国》出版至今，区位选择理论一直活跃在理论研究的领域

中。区位选择理论是为了正确回答在既定的空间系统中，特定的经济活动在何地

（以及为什么）发生的问题。①换言之，区位理论就是研究厂商选择何种地点才能最

大限度地降低运输成本（古典区位论）或实现利润最大化（新古典区位论）的问题。

关注微观经济主体的空间选择行为是区位理论的核心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区

域经济学在其理论开端上是具有微观基础的。

但是，无论是胡佛的《区域经济学导论》，还是国内的诸多区域经济学著作，在

区位选择理论之后都转而研究区域的经济活动分布和组织问题，聚集经济开始成

为中心内容。对于聚集经济的全面研究可以追溯到马歇尔，但是，马歇尔对这一空

间经济现象的分析却是非典型空间范式的，外部性对于大多数区域经济学家来看，

就像一只“黑箱”，很难看到空间的影像。经济活动为什么会在空间上实现聚集，关

键是追求一种正的外部性，这个外部性就像一个奇特的磁场，保障了聚集的实现。

在这个以外部性为基础的聚集经济理论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微观主体的空间选择

行为。

４．１．２　突破困境——探寻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区域经济学一直就被缺乏微观基础而困惑着，区位选择理论像是微观经济

学的分支，而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与分布则又像宏观经济学。这种窘境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 以 后 逐 渐 被 打 破。克 鲁 格 曼 的《报 酬 递 增 和 经 济 地 理》（Ｉｎ

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ｅｔｕｒｎ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一文中，对于经济聚集和区域空间的

分异进行了微观分析。对于区域经济学来说，无论是区域空间结构的分异还是

① 彼得·尼茨坎普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一卷，安虎森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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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的聚集与分散，所有看似宏观或者中观的表象都是微观经济主体空间

选择行为的结果。不深入分析和研究这种微观主体的空间选择行为，区域经济

学只能是宏观经济学在区域层面的一种应用。更重要的是，区域经济学没有一

个完整的内在逻辑体系，而经济学的思想和基础理论却要求严密的逻辑演绎。

区域经济学一直难以进入主流经济学的大家庭，自身缺少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不

能不说是其软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克鲁格曼、藤田昌久（ＦｕｊｉｔａＭａｓａｈｉｓａ）以及

维纳布尔斯（Ｖｅｎａｂｌｅｓ）等著名经济学家为首的新经济地理学派掀起了一场将区

域经济学融入主流经济学的浪潮。但是，强调方法上的主流化以及“新瓶装旧

酒”的嫌疑让新经济地理学面临诸多的责难。不可否认，新经济地理学为区域经

济学构建微观基础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面对自身理论体系的“断裂”，无论使

用怎样成熟和先进的主流方法，都不能掩饰区域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困境。

在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由于长期处于宏观层面，研究的技术手段较匮乏，

使得区域经济问题的研究门槛较低，加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的加剧，

区域经济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这些诸多原因造成了区域经济学逐渐成了一

个大口袋（ｂｉｇｂａｇ），大有包罗万象的趋势。在研究范式和路线上，区域经济学研

究很多是从问题到对策，完全丢失了经济学分析的内核，这都说明，缺乏微观基

础的区域经济学研究是不成熟和不规范的。

经济学的精髓在于研究资源的配置，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是其研究重点。

国内的区域经济研究往往不太重视对经济主体行为的区位选择分析，从而削弱

了其关于资源的空间配置研究的说服力，区域经济学的困境也正是这一问题的

深刻体现。突破区域经济学困境的关键就是探寻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让主

体的经济选择行为贯穿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４．１．３　沟通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逻辑路径

探寻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首先要为聚集经济这一核心理论找到主体选

择基础。对于这一问题，存在两条不同的路径：第一是杜兰特和普伽（ＧｉｌｌｅｓＤｕ

ｒａｎｔｏｎａｎｄＤｉｅｇｏＰｕｇａ，２００３）的 研 究 路 径，该 研 究 从 共 享（ｓｈａｒｉｎｇ）、产 业 匹 配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以及学习机制（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三个视角进行研究，并建立了多

个具有微观基础的聚集经济模型；第二是以区位选择理论为起点，尝试沟通从区

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逻辑路径。比较起来，第一条路径是新古典范式，试图将探

寻宏观经济学微观基础的方法精髓移植过来。在研究中汇集了亨德森（Ｈｅｎｄ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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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ｎ）、卢卡斯、布莱克和亨德森（Ｂｌａｃｋａｎｄ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以及伊森和埃克斯坦（Ｅａ

ｔｏｎａｎｄＥｃｋｓｔｅｉｎ）的相关研究成果，从研究方法上看，这种思路有助于区域经济

学与主流经济学的融合，但对于构建完整而统一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框架却相对

无力。第二条路径实质上就是要解决微观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如何引致聚集经

济。如果承认区位理论是区域经济学的基础和逻辑起点，而聚集又是其关键理

论环节，那么，第二条路径就是实现区域理论与区域经济理论体系一体化的有效

路径。

相对于其他经济学分支，区位理论深刻反映了空间特性，是区域经济学所特

有的研究范畴。更重要的是，区位理论的研究体现了微观经济主体的选择行为，

这正是区域经济理论微观基础的逻辑起点。

４．２　均质空间下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实现的路径

从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历程看，很多学者都尝试探索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

的逻辑路径。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均质空间的

视角和假设决定了这些成果都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本节将从古典区位论

到现代复杂性科学对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实现路径做一梳理，在剖析其合

理性的同时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为提出非均质空间的区位选择假说奠定基础。

４．２．１　古典区位论的尝试

古典区位论始于杜能，他的《孤立国》向我们展示了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

业分带现象。很多人都认为杜能的理论中关于不同农作物的圈层结构就是揭示

了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一般路径。

区位论从杜能开始主要集中在对经济个体进行理性选择的分析上，完全竞

争市场是其重要假设。在完全竞争市场下的空间经济中，必然要求企业以不变

特别是递减规模报酬进行生产。正如依顿和利普西（Ｂ．Ｃ．ＥａｔｏｎａｎｄＬｉｐｓｅｙ）所

说，“在任何竞争性模型中最终都要递减的规模报酬变得非常重要，这一递减的

成本便限制了工厂和企业规模的大小”。①在杜能的模型中，由于预设了中心市

场和城市的存在，其主要工作就是解释经济活动如何离开中心而分布的。克鲁

① Ｂ．Ｃ．ＥａｔｏｎａｎｄＬｉｐｓｅｙ，Ｒ．Ｇ．，１９７７，Ｔｈ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ｐａｃ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ｏｆＶａｌｕｅ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Ｍ．Ｊ．ＡｒｔｉｓａｎｄＡ．Ｒ．Ｎｏｂａｙ
ｅｄｓ．），Ｂａｓｉｌ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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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曼评价以前的空间经济模型时认为“经济学家们所知道的是经济活动为什么

会扩展，而不是为什么变得集中———因此，以前的空间经济模型主要涉及这样的

情形：对土地的竞争驱使经济活动远离中心市场”。①也就是说，在完全竞争的空

间经济中无法容纳聚集经济的分析。但是，聚集是空间经济最重要的景观特征，不

能容纳聚集经济的空间分析当然与现实相距甚远。埃德温·Ｓ．米尔斯（ＥｄｗｉｎＳ．

Ｍｉｌｌｓ）针对以完全竞争为背景的空间经济研究进行分析，刻画出了一幅背离现实

经济的景象。

……不变的规模报酬允许每一生产活动都能够在不丧失效率的条件下一

任意的水平实现。并且所有的土地都具有相同的生产力，均衡状态也要求边

际产品的价值及其租金处处相等。因此，在均衡状态下，所有必须直接或间接

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投入或产出都能够定位在邻近消费者居住地的小区域内。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小区域都能够自给自足，从而避免了人和物的运输。②

由此可见，完全竞争下的产生的规模报酬不变将导致空间经济呈现为“后院资

本主义”，每一户居民只为自己生产。这样，生产或人口密度的不同完全是由于地

理因素：气候、土地肥沃程度差异、自然资源不同等来解释。

可以看出，古典区位理论的假设与聚集经济形成的必要条件是不吻合的，由此

产生了区域经济理论体系的断裂。针对古典区位理论在解决聚集经济中的缺陷或

者不足，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要构建统一区域经济理论体系，必须要弥补古典

区位理论的不足。

那么，古典区位论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缺憾，导致不能实现从区位选择到聚集

经济的有效连通呢？我们知道，聚集经济是经济主体通过区位选择进而在空间相

互作用的结果，而古典区位论都对经济主体进行的是牛顿经典力学中隔离分析的

方法，未能关注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这种隔离分析的研究方法注定了无法从古典

区位选择实现到聚集经济的逻辑联通。

４．２．２　新经济地理学的努力

克鲁格曼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目标就是设计出一个模型构建方法（即一

①

②

Ｋｒｕｇｍａｎ，Ｐ．，１９９５，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ｐ．５４．
Ｍｉｌｌｓ，Ｅ．Ｓ．，１９７２，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ＲＦＦＪｏｈｎｓＨｏｐｋ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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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描述事实的机器），它让人们可以讨论诸如整体经济背景之中的纽约经济之类

的事情———也就是在一般均衡条件下。它应该能使我们同时讨论使经济活动集

中的向心力和使它分散的离心力———事实上，它应该能使我们描述出一个经济

体的地理结构是如何被这些力量彼此的消长所塑造的。它还应该从更基本和微

观的决策方面解释这些力量。”①在新经济地理学文献中，可以使用微观决策来

解释聚集的思想，这取决于在个体生产者层面的报酬递增，或者至少是不可分

割性。

新经济地理的基础是核心—外围模型。“该模型从更微观的角度展示了向

心趋势是如何出现的，从根本上回应了聚集是聚集经济的结果这个嘲笑。特别

是，聚集产生工厂层次的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的相互作用。报酬递增

促使单个生产者集中他们的生产活动；运输因素使其愿意布局于较大的市场周

围；要素移动意味着生产者迁往一地后会使相关的市场规模增大，从而使该地更

具吸引力。”②

新经济地理的研究突出了居民、厂商的微观主体选择行为，向我们展示了由生

活成本效应、市场临近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构成的一种空间累积因果循环自组织

机制。聚集向心力就是在厂商和居民的区位选择的互动中实现的。应该说新经济

地理学弥合了古典区位论中隔离分析的先天缺陷，通过引入空间反馈机制巧妙地

解释了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出身于主流经济学的新经济地理学创立者们都对空间作出了简化处理，强调

均质空间和使用一般均衡分析，并且遵循微观经济主体拥有完全信息的原则，追求

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然而，在均质空间中，在哪聚集依然是新经济地理学解决不

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现实中拥有不完全信息的经济人彼此之间充满了对策博

弈，垄断竞争却忽视了这种关键性环节，藤田也承认，新经济地理学忽视了个体的

博弈分析确实是一种缺陷。

４．２．３　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空间含义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超边际分析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

①

②

Ｐ．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在哪里？》，载《牛津经济地理学手册》，Ｇ．Ｌ．克拉克，Ｍ．Ｐ．
费尔德曼，Ｍ．Ｓ．格特勒主编，刘卫东等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１页。
同上书，第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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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高深经济思想形式化，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并没有明确地探讨和研究空间经济学的问题，但是其关于分

工的网络结构和其拓扑性质的研究却暗含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含义。特别是在其城

市化理论中，空间聚集问题就成为新兴古典经济学家们必须回答的问题，这是因为

城市的本质就是聚集经济。

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认为：社会生产最初只有农业生产，没有制造业和城市，

分工结构是自给自足。随着农业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增加，出现了交换，交换的发

展促进了交易效率的提高。交易效率提高到一定程度，分工结构就会从自给自足

跳到局部分工，出现半专业化的农业和半专业化的工业。因为农业生产需要占用

较多的土地，而生产工业品没有这种要求，所以农民只能分散居住，工业品生产者

则选择离农民最近的地方居住，以降低交易费用。如果交易效率进一步提高，在农

业和制造业的分工之外，在制造业的内部出现专门以制衣、修建房屋、制造家具等

为职业的制造业者。由于制造业者可以分散居住，也可以居住在一起，为了节省不

同非农职业者之间的交易费用，非农职业者必然选择居住在一起。于是出现了

城市。

集中交易可以改进交易效率。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假设每个人的居住地点不

变，每一对贸易伙伴都到他们之间的中点进行交易，那么当分工水平提高而要求交

易的网络扩大时，总的交易旅行距离和相关的费用就会超比例地扩大；而如果所有

人都将交易集中到一个中心地点，则会大大缩减总的交易旅行距离，从而极大地降

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新兴古典城市化理论还揭示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集

中交易都能节约交易费用，能不能节约交易费用，同分工水平的高低有关。在分工

水平不高时，比如每个人只买卖两种产品，则在完全对称的模型中，每个人的交易

费用为１元；如果集中交易，每个人的交易费用上升为２元；可见分工水平不高时，

在市场上集中交易反而增加交易成本。

聚集经济能够通过将一个大的交易网络集中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区域来降低交

易费用，从而实现分工的提升。杨小凯曾在研究城市化理论问题时提到，分工网络

和集中交易对提高交易效率有极大的正效应。“如果每个人的居住地点固定不变，

每一对贸易伙伴都到他们之间的中点进行交易，那么当分工水平提高而要求交易

的网络扩大时，总的交易旅行距离和相关的费用就会超比例地扩大；而如果所有人

都将交易集中到一个中心地点，则会大大缩减总的交易旅行距离，从而极大地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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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费用。”①这种建立在分工水平上的集中效应，在城市经济学中被称为多种经

济活动的聚集效应。其实，这种聚集效应是由分工的网络效应带来的，这种网络效

应使得交易活动和地理位置上的集中产生了一种特别的经济效果。下面的分析来

自杨小凯对城市化问题分析中的相关论述。图４．１中，ｎ代表交易的产品种类数，

ｎ个人中的每一个人向其他ｎ－１人卖他生产的产品，然后从ｎ－１人中买其需要

的产品。我们以ｎ＝７为例来看看集中交易是如何节约交易费用的。模式ａ中是

分散情况，每个黑点代表一个人的空间区位，相邻间的距离是１，平均运输费用也

为１，通过简单计算可知，这个社会的总交易费用是５６．７６元。但是如果实现空间

　　　　　

　　资料来源：引自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９１页。

图４．１　分散与集中的交易分布模式

①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

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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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交易，则总的社会交易费用只为１２元。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分工水平很

低，如ｎ＝２时，集中交易并不能带来交易费用的节约。这就表明，交易集中是否

能够节约交易费用，同分工的水平高低有关系。

４．２．４　博弈论视野中聚集经济的实现路径

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博弈论研究始于霍特林的工作。使用博弈论的方法

研究聚集经济，已经形成的范式包括古诺（Ｃｏｕｒｎｏｔ）竞争和伯川德（Ｂｅｒｔｒａｎｄ）竞争

两种。古诺模型是解决两家企业生产同质产品，以产量为各企业的决策变量进行

博弈的双寡头竞争模型。伯川德模型则是以定价为决策变量的双寡头竞争模型。

伯川德均衡的一个基本含义是：如果同业中两家企业经营同质产品且长期打价格

战，成本低的企业必定挤走成本高的企业。现在我们从空间特性来看伯川德均衡，

这意味着两家具有不同成本函数的企业，必定是空间差异化的，它们将分隔市场而

不是集聚，所以伯川德均衡是一个分离均衡。

汉密尔顿等（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ｅｔａｌ．）与安德森和尼温（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ｎｄＮｅｖｅｎ）通过霍

特林的线性化城市模型来分析选址和产量选择的竞争两阶段模型。与伯川德的分

离均衡明显不同，两篇文章都推断出在消费者均匀地分布线性化城市的各个点上，

古诺竞争下企业向市场的中心集聚的结论。

萨洛普（Ｓ．Ｃ．Ｓａｌｏｐ）提出一个圆环形城市模型，消费者均匀地分布于周长为１

的圆周上，企业也沿着圆周分布。两阶段博弈为：在第一阶段，潜在的进入者选择

是否进入。假设进入的ｎ个企业并不选择它们的地址，而是一个个自动等距离地

坐落在圆周上。这样，最大的差异化就外生的给定了。第二阶段，在地址给定的情

况下，诸企业选择价格进行竞争。与线性化城市相比，此模型更适合于无极端特征

的情况，而线性化分布城市模型有助于分析有极端特征的情况。

帕尔（Ｐａｌ）在圆环形城市分布模型的基础上分析带有选址的两阶段模型，与线

性城市中所得到的结果完全相反，他指出两个企业不论是伯川德竞争还是古诺竞

争，若某一企业位于周长为１的圆环形分布的中心点１／２，那么另一企业将把初始

点０（或是终点１）选址为均衡点，即两个企业在圆环上互相等距离的定址。此时，

集聚不会发生。麦舒什玛（Ｍａｔｓｕｓｈｉｍａ）做了进一步推论，假设有ｎ个企业进行这

种类似的两阶段竞争，结果是一半企业集聚在一点，而另一半企业集聚在圆环上与

之对称的另一点。

我们假设现有ｎ个销售厂商，每个参与人同时选择区位ｘｉ ∈ ［０，１０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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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均匀分布在［０，１００］的区间内，密度函数等于１（假设每个消费者只买一单

位的产品），价格为１，生产成本为０。销售者根据自己所在的位置排序为ｘ１ ≤

ｘ２ ≤ … ≤ｘｎ，ｘ０＝０且ｘｎ＋１＝１００。销售者ｉ从自己两边的距离上各吸引一半的

顾客，因此销售者的收益为：

π１ ＝ｘ１＋ｘ２－ｘ１

２

πｎ ＝ｘｎ－ｘｎ－１

２ ＋１－ｘｎ

或者，对于ｉ＝２，…，ｎ－１，

πｉ＝ｘｉ－ｘｉ－１

２ ＋ｘｉ＋１－ｘｉ

２

在只有一个销售者的情况下，所有的顾客都只能向这个销售者购买商品，因此

这个销售者选择什么区位是不重要的。如果价格是选择变量，且需求是有弹性的，

我们可以预期垄断者会选择ｘ＝５０的位置。

在两个销售者的情况下，无论需求是否有弹性，两个销售者都会选择ｘ＝５０

的位置。两个销售者都会选择ｘ＝５０的位置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一个销售

者对另外一个销售者所在位置的最优反应是：总是使自己与中点之间的距离比竞

争者与中点之间的距离少ε。因为两个销售者都这样做，所以最后两个销售者都

会位于中点，并各自占领一部分市场。

在三个销售者的情况下，这个模型没有纯策略的纳什均衡。因为位于两端的

销售者会向中点靠拢以挤占中间销售者的市场份额，所以任何销售者位于不同位

置的策略组合都不是均衡。如果有两个销售者位于同一点的话，第三个销售者会

使自己离开这两个销售者一段距离，这样第三个销售者至少能得到５０－ε的市场

份额。但如果第三个销售者占领的市场份额最大的话，位于同一点的两个销售者

中就会有一个销售者移动到第三个销售者另外一端的位置上，以抢占第三个销售

者的大部分市场份额。所以，这里唯一的均衡是混合策略均衡。谢克德（Ｓｈａｋｅｄ）

计算得出对称的混合概率密度为：

ｍ（ｘ）＝
２，若１／４≤ｘ≤３／４

０，烅
烄

烆 其他

奇怪的是，３是一个特别的数字。如果有三个以上的销售者，模型就有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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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西蒙（Ｓｉｍｏｎ）证明：在任意的ｎ个销售者（参与人）和 Ｍ 维空间的霍特林区

位博弈里都存在着一个均衡，但可能是混合策略均衡。

科林斯和舍斯迪亚克（ＣｏｌｌｉｎｓａｎｄＳｈｅｒｓｔｙｕｋ）观察了一个同期空间选址博弈。

三个实验对象同时在［０，１００］之间选择一个整数，其中每个整数都与厂商可选的

某个“地点”相对应。相类似的顾客居住在这１００个地点中的每一处，并且在离他

们最近的地点购买产品。厂商的利润与产品卖出的多寡相关。这样，实验对象将

会选择一个离其他厂商尽可能远的地点，以期能够向临近的顾客售出最多的产品

（并且知道其他厂商也会试图做同样的事情）。

布朗 克鲁斯、克朗肖和斯琴科（ＢｒｏｗｎＫｒｕｓｅ，ＣｒｏｎｓｈａｗａｎｄＳｃｈｅｎｋ）对经典

的两厂商选址博弈进行了研究，其中厂商通过互动会逐渐达到５０（在实验中也是

这种结果）。胡克、穆勒和弗雷恩德（Ｈｕｃｋ，ＭｕｌｌｅｒａｎｄＶｒｉｅｎｄ）研究了一个四厂商

博弈，其中厂商会汇聚在两个值附近选择地点，分别为２５和７５。他们不仅发现了

汇聚在这些值附近的选择，而且还发现了在中央位置不均衡的汇聚。

三厂商博弈是很有趣的，因为厂商会避免选择中央位置，这样它就不会受到其

他两个厂商双方面的挤压。谢克德（Ｓｈａｋｅｄ）显示，对于每个厂商的唯一对称的混

合策略均衡完全规避了低于２５和高于７５的地点，并且只在区间［２５，７５］进行随

机化选择。这里有一个大胆的推断，即认为有一半的地点永远都不会被选择，并且

其他的地点将以均等的频率被选择。

选址地点的分布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时间是类似的，于是累积分布在图

４．２中给出（其中细线代表的是纳什均衡）。所有的选择看上去像是一个平滑的均

衡：较低的（小于２５）和较高的（大于７５）选择都很少见，最多的选择集中在中部。

在５５处有一个低谷，而在４０和７０存在两个主要的众数———实验对象规避了中央

的选择以防止被挤压。

博弈论视野中的空间或者是一条直线，或者是环形空间。以线性空间为例，两

个企业或企业集群沿着这条线发展，要么位于这条线的两端，要么位于两端之间、

等分点上。沿着这条线的空间本身就是均质的，这意味着两个感兴趣的区位无论

在绝对位置还是相对位置的特征上都是一样的。在这些模型里，距离被认为是经

济的外部变量，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成本只取决于欧几里德距离本身，而

不是经济发展的真实空间结果。地理学家认为这是空间的牛顿处理方式，是发生

在空间上的过程的外在距离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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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２　在三人同期选址博弈中的选址频率

４．２．５　基于复杂性理论的聚集经济①

这一路径的基本思路是将空间经济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复杂系统进行研究，

采用了可运算和计算及模拟的方法。安德森（Ａｎｄｅｒｓｏｎ）与阿瑟（Ａｒｔｈｕｒ）都使用

了复杂性方法研究空间经济。可以说，基于复杂性理论的区域经济研究存在不少

的文献，但在这一领域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成果当属阿瑟的研究，下面的分析也

是基于阿瑟的相关成果所作的整理。

假设有Ｉ种类型的厂商和Ｎ 个区域。厂商是一个接一个地根据其偏好概率

和收益“填”入区域的。厂商ｉ选择区域ｊ的净收益为πｉ
ｊ＋ｇ（ｙｊ），其中πｉ

ｊ 代表地

理因素所引致的收益，ｇ（ｙｊ）代表厂商集聚所引致的收益。某一类型的厂商出现的

概率为ｐｉ，区域ｊ被选择的概率则为ｑｊ＝∑ｐｋ，ｋ∈Ｋ，其中Ｋ 为所有πｉ
ｊ＋ｇ（ｙｊ）

＞πｉ
ｍ＋ｇ（ｙｍ）的厂商类型。这样，对于Ｎ 个区域，就有一个被选择的概率向量ｑ

＝（ｑ１，ｑ２，…，ｑＮ）。在这样的假设下，设初始每个区域的厂商数为零，随着厂商逐

个被“填”入区域，就会形成产业在不同区域的分布结构。

如果每个区域被选中的概率是给定的，则在不考虑集聚经济的情况下，厂商的

区位分布收敛于这个预先给定的概率。比如，对于三个区域的情形，给定它们被选

① 这里的表述源于：谭遂、杨开忠、谭成文：《基于自组织理论的两种城市空间结构动态模型

比较》，《经济地理》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３２２—３２６页；谭遂、杨开忠等：《一种基于自组织理

论的城市与区域空间格局演变模型研究》，《经济地理》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１４９—１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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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概率为０．５、０．２５和０．２５。当厂商数达到１９７的时候，它们在三个区位分布

的份额为０．５２８、０．２２１和０．２５１，接近预先给定的概率。

在此情况下，历史的偶然事件对结果不会有影响，必然性占主导地位。模型的

模拟结果如图４．３。如果仅考虑偶然因素所起的作用，即每个新厂商选择某个区

域不受以前厂商的影响，也不会影响以后厂商的选择，则模型推演的结果如图

４．４。虽然随着厂商进入，每个区域的产业份额会趋于稳定，但每次演化所呈现的

结果都是不同的。四次演化的结果有很大差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偶然性对于产

业集聚的影响力。

在同时考虑偶然与必然的情形下，所得到的结果如图４．５。图４．５的左上角

显示了地理的偏好所起的作用，图４．５的右上角和左下角显示了厂商集聚所起的

作用，图４．５的右下角显示了另一次模拟所推出的结果。在此情况下，无限的产业

集聚过程一定会发生。也就是说，随着厂商的进入，某个区域的厂商会越来越多，

最后居于压倒多数的地位。但我们事先并不知道哪个区域最终会胜出，所以历史

的作用也相当重要。如果一个区域对多种类型的厂商都有地理的吸引力，则该区

域最终更有可能发展成为厂商集聚的核心。

图４．３　概率给定情况下厂商区位选择结果

图４．４　仅考虑偶然因素时厂商区位选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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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５　考虑偶然因素和集聚效应厂商区位选择结果

复杂科学的特征之一是“自下而上”，有很好的微观基础。每个厂商的区位选

择都是在考虑偏好和集聚所带来的收益后的结果，而且这种偏好以一种概率的形

式出现，从而摒弃了经济主体完全理性的前提。阿瑟从认知科学的角度出发，详细

地阐述了人类决策过程的有限理性。他认为，在复杂性存在的情况下，完美或演绎

理性（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将不复存在。阿瑟用“归纳推理”（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ｒｅａｓｏｎ

ｉｎｇ）来描述人类行为的有限理性，即人类决策是动态的学习过程。从另一方面来

讲，复杂科学所建立的模型缺乏经济学基础。在我们惯常的经济学训练中，约束条

件下的最大化或者最小化问题似乎是不变的真理，而对于复杂科学的模型处理方

法还有些不习惯。经济学具有庞大的理论体系和内在的自恰性，而复杂科学的内

在结构则比较松散。

４．２．６　基于空间互补性的区位选择与聚集经济

上面大多数针对聚集经济形成机理的研究都是基于空间竞争性范式。但是，

现实生活中还存在一类聚集是基于空间互补性。所谓空间互补，是指不同经济社

会主体之间所存在的一种相互需要、互为补充的关系，亦即多个决策主体的空间邻

近将为彼此带来正的外部效应。具有代表性的是，马歇尔认为与集聚相关的外部

性有大规模生产、知识的溢出、成熟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本地大市场相联系的前

后向关联等。

为简化起见，模型的研究仍假设经济活动发生在一个一维线性空间中；消费

者沿线均匀连续分布，且总人口标准化为１；消费者存在两种基本需求品ｘ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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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Ａ区消费者和Ｂ区消费者对ｘ和ｙ有不同偏好，并均受总收入水平ｍ 的预算

约束；Ａ、Ｂ区在０．５点分界（如图４．６）。用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分别表

示为：

μＡ（ｘ，ｙ）＝ｘαｙ１－α

μＢ（ｘ，ｙ）＝ｘ１－αｙα

　　　　　　　　　ｓ．ｔ．Ｐｘｘ＋Ｐｙｙ＝ｍ

１≥α≥０．５①

假设运输成本由生产者承担，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Ａ区消费者购买产品的组

合 （ｘ，ｙ）＝ （αｍ／Ｐｘ，（１－α）ｍ／Ｐｙ）；Ｂ 区消费者购买产品的组合 （ｘ，ｙ）＝

（（１－α）ｍ／Ｐｘ，αｍ／Ｐｙ）。

图４．６　线性市场与企业区位选择

假设建厂的固定成本Ｆ相对于运输成本足够高，因而每种产品仅建立１个工

厂；假设不管厂商布局在何处，边际生产成本为零；产品的销售价格分别为Ｐｘ 和

Ｐｙ，且不变。假设产品的运输成本②由企业承担，且单位距离、单位产品的运输成

本为τ。

假设生产ｘ和ｙ的两企业分别在ｒｘ 和ｒｙ 处建厂。显然，由于Ａ 区消费者更

偏好ｘ 产品，ｘ产品的生产地点靠近Ａ 区；同理，ｙ产品的生产地点靠近Ｂ 区。

此时，ｘ产品生产企业的收益可分成（０，０．５）和（０．５，１）两段求得，

Ｒｘ ＝Ｐｘ×αｍ／２Ｐｘ＋Ｐｘ×（１－α）ｍ／２Ｐｘ ＝０．５ｍ （４．１）

运输成本可分成（０，ｒｘ）、（ｒｘ，ｔ）和（ｔ，１）三段求得，

①

②

假设Ａ区消费者对ｘ产品更为偏好，而Ｂ区消费者更偏好ｙ产品。
这里的运输成本包括所有因距离所引起的障碍，如：运输费用本身、关税及贸易的非关税

壁垒、不同的生产标准、交通困难和文化差异等。参见藤田昌久等：《集聚经济学》（中译

本），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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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ｘ ＝τ×［αｍ／Ｐｘ∫
ｒｘ

０
（ｒｘ－ｗ）ｄｗ＋αｍ／Ｐｘ∫

１／２

ｒｘ

（ｗ－ｒｘ）ｄｗ＋

（１－α）ｍ／Ｐｘ∫
１

１／２
（ｗ－ｒｘ）ｄｗ］

＝ｍτ／２Ｐｘ×［２αｒ２
ｘ－ｒｘ＋０．７５－０．５α］ （４．２）

由此，ｘ产品生产企业的利润函数为：

πｘ ＝Ｒｘ－Ｃｘ－Ｆ （４．３）

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ｄπｘ

ｄｒｘ
＝－ｍτ／２Ｐｘ×［４αｒｘ－１］＝０，可求得带来利润最

大化的建厂位置为：

ｒ
ｘ ＝ １

４α
（４．４）

不难看出，ｘ产品生产企业的选址随着α的减小而向中心区靠近。两个极

端情形分别为：极端情形Ⅰ：当α＝１，则ｒ
ｘ ＝０．２５；极端情形Ⅱ：当α＝０．５，则

ｒ
ｘ ＝０．５。

同理，可以推导出ｙ产品生产企业的区位选择，利润函数为：

πｙ ＝Ｒｙ－Ｃｙ－Ｆ （４．５）

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ｄπｙ

ｄｒｙ
＝－ｍτ／２Ｐｙ×［１＋４α（ｒｙ－１）］＝０，可求得带来利润最

大化的建厂位置为：

ｒ
ｙ ＝１－１

４α
（４．６）

同样，ｙ产品生产企业的选址随着α的减小而向中心区靠近（如图４．７）。两个

极端情形分别为：极端情形Ⅰ：当α＝１，则ｒ
ｙ ＝０．２５；极端情形Ⅱ：当α＝０．５，则

ｒ
ｙ ＝０．５。

图４．７　消费者偏好变化引起ｘ、ｙ产品生产企业选址区位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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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考察两阶段情况，第一阶段ｘ产品生产企业进行选址，其选址行为依据

公式（４．４）进行。第二阶段ｙ产品生产企业进行选址。所不同的是，假设空间毗邻

能为其带来额外的经济利益，亦即如果ｙ产品生产企业选择靠近ｘ 产品生产企

业，则可以获得某种额外收益，否则额外收益为零。可表述为：

Ｒ′ｙ＝
ν，ｒｙ ＝ｒｘ

０，ｒｙ ≠ｒ烅
烄

烆 ｘ

（４．７）

其中，Ｒ′ｙ表示空间临近为ｙ产品生产企业带来的额外收益①，ν表示集聚带来的额

外收益量。

据此，可以修正ｙ产品生产企业的利润函数（４．５），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ｙ产

品生产企业会选择带来利润最大化的区位，亦即：

（１）当π′ｙ≥πｙ 时，ｙ产品生产企业选择靠近ｘ 产品生产企业的区位ｒｘ，形成空

间集聚，亦即ｒｙ ＝ｒｘ ＝ １
４α

时，

π′ｙ＝Ｒｙ－ｍτ／２Ｐｙ×［２（１－α）ｒ２
ｘ－ｒｘ＋０．５α＋０．２５］－Ｆ＋ν

将ｒｙ ＝ｒｘ ＝ １
４α

代入，得：

π′ｙ＝Ｒｙ－ｍτ／２Ｐｙ× １－α
８α２ －１

４α＋０．５α＋０．［ ］２５－Ｆ＋ν （４．８）

（２）当π′ｙ＜πｙ 时，ｙ产品生产企业基于分散决策选择，不形成空间集聚，亦即

ｒｙ ＝１－１
４α≠ｒｘ 时，

πｙ ＝Ｒｙ－Ｃｙ－Ｆ＝Ｒｙ－ｍτ／２Ｐｙ×［２αｒ２
ｙ＋（１－４α）ｒｙ

＋１．５α－０．２５］－Ｆ

将ｒｙ ＝１－１
４α

代入，

πｙ ＝Ｒｙ－Ｃｙ－Ｆ＝Ｒｙ－ｍτ／２Ｐｙ× －
（４α－１）２

８α ＋１．５α－０．［ ］２５－Ｆ

（４．９）

① 由于是两阶段模型，ｘ产品生产企业已经选择区位且不可改变，为此这里不考虑集聚对

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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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求解空间集聚条件π′ｙ≥πｙ，将（４．８）式和（４．９）式代入可得空间集聚的临界

条件为：

图４．８　存在企业间互补利益情
况下产生空间集聚的临界条件

ν≥ｍτ（２α－１）（４α－１）
１６Ｐｙα２ （４．１０）

由 此 可 见，只 要 存 在 一 定 的 互 补 利 益，

就 可 能 形 成 生 产 区 位 的 维 持 和 锁 定 效 应。

相互毗邻 所 形 成 的 空 间 互 补 效 应 加 速 了 企

业间空间集聚，基于相互临近的互补利益越

大，企业间相互集聚的可能性就越大。随着

α∈ （０．５，１）不断增加，产生空间集聚就需

要更多的 互 补 利 益 来 补 偿 运 输 成 本 的 增 加

（如图４．８）。

４．３　聚集经济的微观机理———一个非均质空间下的区位选择假说

４．３．１　非均质条件下的区位选择前提

相对于均质空间分析，非均质空间分析更符合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分布。由

于要素禀赋在空间上的不均质分布，因此经济空间是一个非均质的空间。随着社

会经济活动的变化，要素禀赋在空间上的分布也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

第一，要素禀赋本身的动态化过程。随着社会经济、时间和技术等条件的变

化，要素禀赋的含义发生了变化。从最初的自然资源条件禀赋为主，向资本、技术、

人力资源、制度等综合要素禀赋转化。

第二，要素禀赋自身的累积循环效应日益明显。要素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

进行有效的聚集和扩散，在某种意义上强化要素禀赋的差异。

在这样的条件下，对应于地理空间点的经济区位发生了质变。空间上的区位

点不再同质，在一定意义上属于离散的点。经济区位不能再被简单地理解为“地理

位置”，它是具备一定要素禀赋而互不相同的，具体与抽象相结合的点。基于这种

对于区位和空间的理解，我们在重新分析区位选择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像传统的区

位选择理论那样只考虑“距离”的因素。而应该结合区位本身的质的差异，对区位

选择问题进行重新界定。

根据我们前面对于区位的界定，我们可以将区位看作是“栅格数据模型”中的

“像元”。栅格数据模型是地理学中用来分析空间数据的最重要模型之一。在栅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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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模型中，它的基本单元是一个格网，每个格网称为一个栅格（像元），被赋予一

特定值。这种规则格网通常采用三种基本形式：正方形、三角形、六边形。我们可

以借此来分析非均质空间。非均质空间旨在强调不同的“像元”除了所处的地理位

置以及与其他事物相对位置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每个“像元”本身所蕴含的要素

禀赋的差异。这种要素禀赋可能是天然的自然资源，也可能是后天人类历史的累

积，更可能是各自所附着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差异。栅格模型中的每个像元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无限再分。空间是一个连续的过程，由栅格模型中的无数个“像元”所

组成。

４．３．２　权衡、机会成本与非均质空间下区位选择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的区位乃至整个空间问题的分析中，均质

是一个基本的假设。但是空间不可能定理告诉我们：均质的假设与完全竞争不可

能共存，进而推导不出聚集均衡的存在。现实的空间经济问题也在昭示着均质性

的空间从来都是不存在的。因此，非均质空间分析是空间经济研究有待突破的重

要方向。本书在区位概念重新阐述的基础上，指出区位差异性直接导致了空间的

非均质性。非均质性分析将更为接近社会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现实。

那么，在非均质空间下，区位选择如何进行的呢？这种选择的分析建立在区位

要素的分析基础上。经济学在于分析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研究要素的最优利用

问题。我们将区位作为要素进行分析，可以借鉴一般要素的分析，同时特别要注重

区位要素的“空间垄断性”、“利用的报酬递增性”和“外部性”。

１．权衡———非均质空间下区位选择的基本思路

非均质空间下区位选择所遵循的基本思路是“权衡”的理念。古典区位理论

中，厂商在运输成本与聚集经济效益之间作一个权衡，进而得出最佳的区位，就是

这种权衡的明显表现。这里，我们从最初级的经济状态下区位选择来看这种权衡。

我们可以假想一种社会经济的初级状态，空间非均质，但是这种非均质只体现

在纯自然资源禀赋方面。我们也许可以借用“鲁滨逊世界”来说明这种状态及其区

位选择。在“鲁滨逊世界”中，荒岛上的果树和山洞的位置是相对固定的，是一种

“非均质空间”。“鲁滨逊”不需要和人交易，也没有人与之交易。荒岛上有果子供

其适用，有山洞供其住宿。很显然，这种状态比较符合只有纯自然要素禀赋有差异

的情况。此时，“鲁滨逊”选择其合适的居住区位是必然需要考虑的问题：

第一，山洞的避风雨等居住情况Ｈ，Ｈ ＞０表示可接受的居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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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距离果实最丰富的果树的距离ｔ１，对于“鲁滨逊”来说，果树上的水果是

唯一的食物；

第三，距离海边的距离ｔ２，对于“鲁滨逊”来说，他还需要不间断地去海边观察

是否有过往的船只。

很显然在这种条件下，区位选择主要取决于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和相应的距

离成本。因为这里没有市场，没有交易活动。

“鲁滨逊”的区位选择问题是：

ｍｉｎｔ＝αｔ１＋βｔ２

ｓ．ｔ．Ｈ ＞０

这里的α、β表示“鲁滨逊”每天去摘果子和去海边探视的概率。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我们可以放松前面的假定。过了几年，孤岛上来了

一位“星期五”，“星期五”种麦子。很显然，“星期五”自己会根据自然资源禀赋决定

其适合种麦子的区位。这时，“星期五”与“鲁滨逊”共同组成了一个“两人经济体”，

两个人需要交换果子和麦子。这种情况下，“鲁滨逊”和“星期五”各自的居住区位

选择就会受到相互的影响。他们可能会确定一个固定的交易地点，那么各自的居

住区位选择则需要考虑：

第一，自然的居住条件；

第二，离各自劳动地点的远近；

第三，离交易地点的远近。

此时的选择依然是以距离成本和自然条件约束成本为主要考虑因素。区位选

择依然是一种“替代”关系。

其实，即使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社会经济活动日益复杂化的今天，区位选择在

一定意义上来说，还是一种权衡，一种取舍。权衡是区位选择分析的基本思想。

２．机会成本———非均质空间下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机会成本（或备择成本）的概念表述了稀缺与选择二者之间的基本关系。经济

学研究的就是稀缺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问题。同样，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区位这种

要素具有空间上的垄断性，一旦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占据一定的区位，就会造成两个

结果：第一，是对别人的影响，最为直接的影响可能是别人不能再占有这一区位，或

者说当某一行为主体占据一定的区位之后，会对区位自身以及相关经济行为主体



区域经济学原理
　．．．．．．．．．．．．．．１１６　　 ．．．．．．．．．．．．．．．．．．．．．．．．．．．

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第二，当经济行为主体选择了一定的区位投入之后，其重

新再区位的过程将会较为复杂，且伴随着相应的成本。

因此，一旦稀缺被引入，需求就不能都得到满足。选择就会存在，选择暗含着

拒绝和挑选备择品。机会成本就是特指拒绝备择品或机会的最高价值的估价。它

是为了获取已挑选的具体实物中具有更高价值的选择物而放弃或损失的价值。在

理解选择与机会成本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第一，如果选择是在不同的价值选择

物中进行，一些人不一定会进行选择。这不是说，一个作出决定的人必然成为选择

者。由此得出第二种含义。没有选中的选择方案的价值，即机会成本，一定是存在

于参与选择的个人头脑中的价值，而不是其他。因此，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

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第三个必然结论是，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它存在

于选择者头脑中，并且不能由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同时，不

能轻易地被转化为一种资源、商品或货币信度。第四，机会成本只是存在于作出选

择决定的时刻。

因此，区位选择会是经济行为主体或者活动在多个被择对象中的挑选，是一个

考虑机会成本的主观活动，这种选择依托于客观的区位在行为主体心目中的价值

以及舍弃其他选择的机会成本。

４．３．３　非均质空间下区位选择模型

前面在分析区位要素的时候，我们勾勒了区位作为一种要素进入生产函数的

产出情况分析，指出区位要素独特的特性和产出特征。这里，我们将区位要素与其

他要素重新放到一起，来探讨厂商或经济活动的生产行为，亦即可以解释区位选择

问题。

如果我们将区位考虑为非同质性要素，也就说明了空间的非均质性。在分析

区位及其他要素一起进行生产活动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做两个方面的假设：

第一，经济活动行为目的是为了获得收益的最大化，即厂商为了获得最大利润

或者其他，居民为了获得效用最大化。如果抽象到要素层面，资本、技术或者劳动

力都是为了达到回报的最大化。

第二，我们这里分析的区位要素，暂时可以假设为没有时间维度的空间单元，

并且可以相对离散的形式来存在。如果考虑动态假设条件下，我们可以利用时空

转换的概念，将其转换为空间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如果“同一”区位在不同的时间

点上，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空间上的两个差异区位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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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我们可以将区位要素替代土地要素，并将其与资本、劳

动力、技术并称为经济活动的四个基本要素。这样，选择什么样的区位要素投入，

也就是进行了什么样的区位选择过程。这也就是非均质空间下区位选择的模型。

同时，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区位这一要素与其他几个要素不一样，它具有空间

上的相对垄断性。因此，区位要素的投入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这里暂时不考虑

区位要素量能的增长问题。

我们将通过下面的具体模型来进一步说明以上的区位选择思想：

假设我们考虑单一产出的厂商或居民（即厂商追求投入的效益最大化，居民追

求投入的效用最大化）。因此，在短期情况下，厂商面临三种要素的投入：区位、资

本和劳动力（因为短期条件下，技术是不变的）。居民则相对简单，居民作为非生产

性经济主体，其只需要进行区位要素的投入，亦即只需要进行区位选择。

１．厂商的区位选择

假设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存在若干可以相对分割的离散区位。我们可以用

Ｄ＝ （ｄ１，ｄ２，ｄ３，…，ｄｎ）来表示厂商面临的区位选择集，Ｋ 作为厂商的资本投

入，Ｌ表示厂商的劳动力投入，则厂商的产出也就可以表示为：

Ｙ＝ｆ（Ｄ，Ｋ，Ｌ）

其中，Ｋ，Ｌ作为两个可积分的要素投入量，Ｄ 是一个离散的选择变量。对于Ｋ 和

Ｌ 的投入，厂商遵循一般经济学分析中的要素报酬非递增（或者说报酬递减）的原

则进行合理的配比。而对于Ｄ 的选择性投入，当其选择之后，则遵循前面分析的

区位要素投入的产出报酬递增规律进行。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进一步延续考察前面提到的“鲁滨逊世界”的复杂化情

形。现在，前面的假设情况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出现了ｎ个“鲁滨逊”和ｎ个“星期

五”。同时，经过若干年的发展，“鲁滨逊”开始种植果树，“星期五”也开始不断扩大

麦子的栽种（这种行为可以被认为是厂商的生产行为）。“鲁滨逊”们相互聚集群

住，“星期五”们相互聚集群住（这是由于同一类型主体对于具有特定的自然资源禀

赋的区位的偏好相同所导致）。①这样，就出现了各自内部的进一步分工和聚集经

济。但是，二者之间还不存在要素流动问题。作为种麦子的“星期五”不能去种植

① 这说明最为初始的区位是由纯自然的要素禀赋差异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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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同样作为种果树的“鲁滨逊”也不可能去种植麦子，亦即劳动力要素不流动。

同时，“麦子”不可以充当“果树”的资本投入品，反之“果树”也不可以作为“麦子”的

资本投入品，亦即资本不可以流动。

我们假定“鲁滨逊”们所在的区位为Ａ区位，而“星期五”们所在的区位为Ｂ区

位。此时，某个体Ｘ（可能是“鲁滨逊”，也可能是“星期五”）进入，生产一种新的产

品，就会面临不同的市场环境问题，其在选择生产区位时，则需要考虑更复杂的

情况。

设个体Ｘ 的生产函数为：

Ｆ（ｘ１，ｘ２）＝ｆ（Ｄ，ｘ１，ｘ２）

式中ｘ１、ｘ２ 分别表示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其价格分别用ｒ１、ｒ２ 表示，它们是区

位Ｄ 的函数。除了劳动力和资本这两种要素外，还包括土地要素ｘ３，其价格ｒ３ 也

是区位的函数。同时，把个体生产的产品运输到市场也需要成本，设产地到市场的

距离为Ｚ，运费费率为ｔ。现在我们可以假设个体在技术上是最优的，也即ｘ
１ 、ｘ

２

使Ｆ（ｘ１，ｘ２）在既定投入下的产出水平最大，产品价格水平是成本加成方式既定

的。因此，现在个体的区位选择问题是：

ｍａｘπ＝Ｐｆ（Ｄ，ｘ
１ ，ｘ

２ ）－ｒ１（Ｄ）ｘ
１ －ｒ２（Ｄ）ｘ

２ －ｒ３（Ｄ）ｘ
３ －ｔＺ

满足上式的一阶条件是：

π／Ｄ＝ｄｒ１／ｄＤｘ
１ ＋ｄｒ２／ｄＤｘ

２ ＋ｄｒ３／ｄＤｘ
３ ＋ｔｄＺ／ｄＤ＝０

上述一阶条件表明要使个体获得最大利润，必须使其边际区位利润为零。也

就是说，个体无法通过区位的再调整带来利润的增加，此时个体区位最优。

具体来说，就是要考虑区位对于ｒ１、ｒ２、ｒ３、Ｚ的分别影响。当由于区位变动

带来的对四者的变动影响总和为零时，个体选择的区位将不再变化。

我们进一步假设“鲁滨逊”们比“星期五”们对个体Ｘ 所生产的产品更偏好，那

么将在区位Ａ首先产生对个体Ｘ 的产品需求。因此，要使上述一阶条件得到满

足，必须使ｔｄＺ／ｄＤ＝０。这就要求生产地就在市场地，即个体Ｘ 最优的区位在Ａ

区位。

２．居民的区位选择

居民作为消费者进行区位选择，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种商品的消费行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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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面临相应的预算约束下的消费商品集，我们可以将其看成是一个商品向量，即由

一连串不同商品的数量组成的一个集合：Ｘ＝ （ｘ１，ｘ２，…，ｘｎ）。其中，区位就是

其中的一种商品。但是区位商品与其他商品不同，消费区位商品除了决定消费者

的直接住房支出，还会影响到其相应的收益和成本。例如，它可能会影响到消费者

的就业及其收入，也会影响到消费其他商品的成本。当然，最为关键的是，区位这

种商品还是多种潜在商品的集合表示。在现实的情况下，将商品集合扩展到包括

某些潜在可得但并非实际可得的商品或劳务，甚至包括某些通过市场交易之外的

手段来得到的事物（例如“家庭团聚”的经历）等是方便的，有时还甚至是必要的。

而这些往往是区位商品的消费所得，或者说是由区位商品的消费所决定的。因此，

居民的区位选择更是一种权衡，亦即不同区位能够带来的收益与支出的比较。

４．３．４　区位选择与聚集经济形成

前面，我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对非均质空间条件下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探

讨，指出：非均质条件下的区位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成本“替代”的关系。

下面，我们具体来分析现实的经济条件下，依要素禀赋差异而进行的区位选择与聚

集经济的形成问题。

我们假设一种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遵循获益最大化原则。我们将其产出收益

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由“区域性要素”投入所带来的，另一部分是由“非区域性要

素”投入带来的，第三部分则是由活动的彼此聚集所带来的。其产出函数可设

计为：

Ｆ（Ｒ，ＮＲ）＝Ａ（Ｄ）ｆ（Ｒ，ＮＲ）＋ｆ（Ｒ）＋ｆ（ＮＲ）

式中Ｒ、ＮＲ分别表示“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的投入，其价格分别用

Ｃｒ 和Ｃｎｒ表示，其中Ｃｒ 是区位Ｄ 的函数，ＮＲ 是非区域性要素，即完全流动性要

素，其价格Ｃｎｒ与区位无关。Ａ为聚集影响因子，与区位有关。同时，把个体生产的

产品或服务运输到市场也需要成本，设产地到市场的距离为Ｌ，运费费率为ｔ。现

在我们可以假设个体在技术上是最优的，也即Ｒ、ＮＲ 使Ｆ（Ｒ，ＮＲ）在既定投入

下的产出水平最大，产品价格水平是成本加成方式既定的。因此，现在个体的区位

选择问题是：

ｍａｘΠ＝Ｐ［Ａ（Ｄ）ｆ（Ｒ，ＮＲ）＋ｆ（Ｒ）＋ｆ（ＮＲ）］

－Ｃｒ（Ｄ）Ｒ －ＣｎｒＮＲ －ｔＬ（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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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上式的一阶条件是：

Π／Ｄ＝Ｐｆ（Ｒ，ＮＲ）×ｄＡ（Ｄ）／ｄＤ－ｄＣｒ（Ｄ）／ｄＤＲ

－ｔｄＬ（Ｄ）／ｄＤ＝０

这样，对于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子可以分解为：

（１）“区域性要素”对于区位的差异，亦即：ｄＣｒ（Ｄ）／ｄＤＲ

“区域性要素”作为随着区位变化的要素，对于个体的区位选择起到重要的作

用；“区域性要素”成本的提高，将会影响到个体的区位选择。

（２）聚集效应对于区位的差异，亦即Ｐｆ（Ｒ，ＮＲ）×ｄＡ（Ｄ）／ｄＤ，这里主要

说明聚集作为一个外部影响过程对于区位选择的影响，特别是不同区位的聚集差

异会对个体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

（３）距离对于区位的影响，亦即ｔｄＬ（Ｄ）／ｄＤ。

（４）从上述分析中，由于我们界定了“非区域性要素”是可以完全自由流动的，

不因为区位的差异，其成本发生差异。因此，在区位选择模型中，“非区域性要素”

的影响随之被剔除。这种处理与现实非常相似。特别是国内或一个相对小的区域

内，“非区域性要素”的区位影响几乎为零。

这种区域性要素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区位选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空间区

域所蕴含的“区域性要素”的差异，使得同类的经济活动趋向于选择相同（或相似）

的区位。同时这种共同选择带来的聚集效应，又反过来强化了这种趋势。因此，在

特定的空间形成了聚集经济。

４．３．５　要素禀赋与聚集经济——历史和动态的视角

非均质空间下的区位选择假说为我们展示了要素对于聚集经济实现的内在机

理。这里所使用的要素已经经过了标准化和无量纲化处理，突出了要素对空间经

济活动的内生机制。更重要的是，这一假说向我们明确展示了聚集经济不是平坦

空间中随机形成，而是与特定要素禀赋的空间分布直接相关。另外，这种内生机制

具有很强的历史和动态性质，不同时代驱动这一内生机制的要素往往不同，体现出

明显的历史演化特征。

在农业社会时代，土地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与土地直接相关的自然资

源成为人们进行区位选择最重要的驱动力量，土地肥沃程度、自然矿藏禀赋、天然

的水道和港口等自然条件都是区位主体最重要的选择变量，向自然资源丰富地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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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是人们的首要选择。

工业社会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不

断增强，区位选择中对自然资源的指向性逐渐变弱。工业化的深入使得作为工业

要素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越来越重要，向劳动力和资本丰富的地区聚集是工业时代

的显著空间特征。

到了后工业和信息时代，产业高级化进程不断加速，在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要

素继续发挥作用的同时，信息、制度等新要素也构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信息

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崛起，令传统工业要素的地位不断下降，而新要素的作用却日益

凸现，拥有丰富信息和先进制度的地方成为优势区位，驱动其他经济要素不断向这

一区位聚集，形成聚集经济。

本章小结

本章着力于分析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一般机理。为此，从均质与非均质

两个不同视角分析了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实现路径。相对而言，均质空间下

的研究比较成熟，但不能有效地回答在哪聚集的问题。为此，我们提出了非均质空

间下的区位选择假说，该假说对于回答经济区域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在后面的

章节中，我们会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均质空间下的研究较好地解决了经济功能区的

形成问题，而非均质空间区位选择假说则是解释经济区域形成的关键。

思考题

１．怎样理解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的分析构成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微观基础？

２．本章归纳了均质空间下从区位选择到聚集经济实现的路径，其中既有失败的，

也有成功的，分析其失败和成功的原因各是什么？

３．比较非均质空间下的区位选择与均质空间下的区位选择的异同。

４．区位选择行为往往具有非连续性，而聚集经济则具有显著的连续性特征，这个

矛盾如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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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章

　聚集经济、经济功能区与经济区域形成

　　非均质空间条件下，经济行为主体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非均质状态，亦即相应

的聚集状态。而这种聚集显然不可能是无限制、无规律的，经济活动的聚集根据一

定的规律性，在特定的经济空间范围内形成有效的聚集，进而构成在一定空间范围

内相对均质的经济功能区。不同性质、不同等级的经济功能区，彼此之间交互作

用，形成的一种具有网络特征的经济空间，我们称之为经济区域。

５．１　经济功能区

５．１．１　经济功能区概念

经济功能区是由同类的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高度聚集，连片分布形成的空间

区域。这种功能区一般是以某种经济功能为主，兼有其他功能。由于各种经济活

动需要占有或利用一定的地域空间，而地域空间因其附着的要素的差异而表现为

异质性，因此各种经济活动之间必然发生空间竞争，导致各种经济功能区的形成。

经济功能区的主要特征有：

（１）主导要素的优势度。主导要素的优势度，亦即经济功能区内某一经济要

素占据主导地位，主导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度要明显强于其他地区，从而形成一个

特色空间区域。如果落实到实际中，即地均主导要素拥有量要高于其他地区。正

是这种主导要素的聚集度的差异，决定了其与其他经济功能区的边界。

（２）组织上的同质性或群体性。经济功能区的组织方式分为两种情况，相应

地表现出组织上的同质性或群体性。一种情况是，区内经济活动属于某一类的经

济活动，并且所依赖的主要资源和要素的基础相似，因而经济功能区内的经济活动

具有同质性（相对均质空间）。另一种情况下是，区内某一经济活动占据主导地位，

但包含了若干项其他关联的经济活动，它们依据经济上、技术上的联系而组成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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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从而使经济功能区内的经济活动具有群体性（结节区域）。但是，无论哪种情

况，经济功能区在组织上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区域经济中相对独立的组织

单位。

（３）空间上的相对独立性。经济功能区具有一定的空间边界，就同类同层次

的经济功能区而言，一个经济功能区在某一时间上所占据的地理空间具有独立性。

但是，对于不同性质或层次的经济功能区则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内部分或完全共享

同一个经济空间。

（４）对外联系的开放性。经济功能区是开放的经济系统，经济功能区内部的

经济活动需要从区外获得资源和要素，需要利用区外市场，并经常受到来自外部环

境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功能区也需要通过对外联系来扩散影响，提高自己的地

位，寻求发展的机遇。开放性是经济功能区改善发展条件、获得发展机会和动力的

一个源泉。

５．１．２　经济功能区特性

经济功能区具有相应的能性、能级、能位的特性。

１．经济功能区的能性

经济功能区的能性，是指经济功能区的性质，也就是经济功能区的种类，比如

住宅功能区、商业功能区、高教区等。它表示经济功能区的功能“是什么”。经济功

能区的能性，只反映经济功能区的种类而不涉及经济功能区的大小。所以，在我们

看来不能同日而语的两个经济功能区可能具有相同的能性，比如北京的王府井商

业区与一个县城或者街区规划的商业区，都可以是商业区。一个经济功能区可以

同时具有多个不同能性，但彼此需要相互协调，且具有一个主导功能。

２．经济功能区的能级

经济功能区的能级，是指经济功能区的自身的量能以及对外作用的强度和广

度。经济功能区对外辐射范围越广，辐射强度越大，则经济功能区的能级越高；经

济功能区对外辐射范围越窄，辐射强度越小，则经济功能区的能级越低。能级表示

经济功能区功能“有多大”。按照经济功能区能级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全球性的、跨

国性的、国家级的、区域级的和地方级的。同一区域内不同能性的经济功能区的能

级常有相当大的差别。一个区域内的不同经济功能区往往有各自不同的影响范

围，有不同的能级。如天津市的商业功能区可能只能辐射天津市区和所辖各县，而

它的物流功能区却辐射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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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功能区的能级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影响最直接的因素有三个：经济

功能区内经济主体的专业化程度、经济主体的数量、经济主体的质量。一般来讲，

经济功能区内的经济主体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它与其他地区进行的原材料、零部

件、生产服务、产品的交易就越多，不仅数量大、品种多，而且交易频繁，与外界联系

密切，对外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就越多，经济功能区的能级较大。容易想象，如果

人们都能生产自己所需的所有产品，企业自身制造所有零部件和机器设备，那么这

个经济功能区就相对隔绝，辐射能力很低。经济主体的数量也是影响经济功能区

能级的重要因素，在同等条件下，经济主体的数量越多，经济功能区对外提供产品

和服务的总体能力越大，从而经济功能区的能级越高。经济主体的质量主要是指

经济主体的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这些都是决定该经济主体的产品和服务的影响

范围和影响力度的重要因素，经济功能区的功能正是通过经济功能区内的经济主

体的产品和服务来实现的。

３．经济功能区的能位

经济功能区的能位，是经济功能区发挥作用的空间区位，是指一个区域内经济

功能区在地理上的分布结构。它反映经济功能区空间上的协调程度。

某一能性的经济功能区的能位是由其地理位置及其能级所共同决定的。同

性，但不同级的经济功能区的辐射范围是否存在重叠区域、重叠的严重程度、是否

存在空白区域，是衡量经济功能区能位好坏的重要标准。最佳的能位应该是经济

图５．１　要素ｘ的聚集度等高线

功能区辐射范围相互补充，交叉少，覆盖面广，组成一个严密的经济功能区的能位

图，把地球表面完整而不重复地覆盖。更广义地看，各种能性经济功能区的能位图

叠加在一起，可以反映不同能性经济

功能区相互协调的程度。

５．１．３　经济功能区边界

经济功能区具有一定的边界，我

们可以用数学的表达式来进一步说

明经济功能区概念及其边界的确定

问题。例如，某一以主导功能或主导

要素ｘ 为表征的经济功能区Ａ。这

里，主导要素ｘ在空间上的分布可以

用左图５．１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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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相关地理信息系统、普查或者其他技术，我们可以根据某一单一的主导要

素指标，测出主导要素ｘ的聚集度等高线。这一等高线，可以作为判断某一区域

是否构成某一主导要素支配的经济功能区的依据，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描述

经济功能区的边界。

主导要素ｘ的密度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ρ＝ ［∫
Ｓ

０

ｆ（ｘ）］／Ｓ

经济功能区的边界主要取决于主导要素的聚集度的等高性和衰减性。要表征

一个经济功能区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必须相应区位的主导要素的聚集度相对等

高；二是相应区域内的某一主导要素密度与相邻区域有一个明显的落差。

以上图为例，假定图示中的等高线就是主导要素ｘ在空间上的丰富度，从内

向外，等高线递减，即内圈的要素ｘ的聚集度总比外圈要大。我们要确认Ｓ为某

一经济功能区，则必须满足：一是在Ｓ范围内，以要素ｘ为主导要素，主导要素ｘ

在Ｓ 范围内聚集度相对等高；二是Ｓ范围内的要素ｘ 的聚集度要明显高于相邻的

其他区域。很显然，Ｓ的边界可以通过单一要素ｘ 的聚集度来确定。

５．２　要素禀赋、聚集与经济功能区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行为主体根据特定空间的要素禀赋差异进行区位选

择，不同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特定空间上的聚集。这一动态过程

促成了经济功能区的形成。图５．２说明了经济功能区的形成过程：

 

  

 

 

图５．２　经济功能区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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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禀赋的差异构成了经济功能区形成的客观基础；社会经济行为主体通过

区位选择，遵循相应的聚集规律，构成了经济功能区形成的内在机理。经济功能区

的内在表现是各种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及相应的聚集过程，而经济功能区的外在

特征表现为各种各样的集群（如产业集群等）的形成。

５．２．１　要素禀赋与经济功能区

前面，我们对非均质空间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非均质空间下的区

位选择，必然要充分考虑要素禀赋，特别是区域性要素的作用。一定的经济功能

区，首先是以一定的要素禀赋作为特征而存在的，要素禀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

经济功能区的性质。

这里，建立一个“两地区、两功能和两类要素”的模型，来说明要素禀赋与经济

功能区的形成。

１．模型基本假设

（１）两个空间区域相同部门的生产函数相同；

（２）两个空间区域消费者偏好一致；

（３）规模收益递增；

（４）区域性要素很难流动或者被复制；

（５）“非区域性要素”市场完全竞争，任意流动，价格均等化；

（６）Ａ地区域性主导要素为Ｘ；Ｂ地区域性主导要素为Ｙ；

（７）经济活动ｘ以Ｘ 为制约性“区域性要素”；经济活动ｙ以Ｙ 为制约性“区

域性要素”。

从这些假设可知，两个空间区域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区域性要素”的差异上，

且经济活动具有报酬递增效应。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我们可以得出两空间区域

将逐渐分化，形成两个不同的经济功能区。

２．区域性要素与空间区域产出

空间区域上的经济活动的产出与“区域性主导要素”成对称关系。当经济活动

与“区域性主导要素”相符或者说经济活动以“区域性主导要素”作为主要的投入

品，则产出遵循规模报酬递增的规律，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反之则相反！“区

域性主导要素”的差异，最终会相同经济活动在不同空间区域上的产出，进而引起

经济活动的空间调整。这种产出效应差异可以通过不同的产出函数的偏向性来直

观地加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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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３　要素的差异产出效应

假设有两种经济活动，一种是以 Ｘ 要

素作为主要投入要素，产出为Ｆ（Ｘ）；另一

种则以Ｙ 要素作为主要投入要素，产出为

Ｆ（Ｙ）。要素的产出差异效应则可以用图５．３

明显表示出来，即如果活动与要素在空间上

相对应，则产出效果呈现报酬规模递增特

性；而反之则很难获得规模和报酬递增的效

果。下图是两种不同活动在Ａ 地区布局得

到的不同的效益函数。

３．经济活动的空间有效布局

下面，我们通过两区域来说明经济功能区的形成。在图５．４中，ＥＡ 和ＥＢ 分别

表示两地区的区域性要素禀赋点，当经济活动ｘ在Ａ 地区发生时，其产出量等于

图５．４中通过ＥＡ 点的等产量线所代表的产出水平ＦＡ（ｘ）＝Ａｘ；当其在Ｂ地区发

生时，其产出量等于图５．４中通过ＥＢ 点的等产量曲线所代表的产出水平ＦＢ（ｘ）

＝Ｂｘ。同样经济活动ｙ在Ａ、Ｂ两地区的生产水平也可以表示出来。根据图５．４，

我们可以在图５．５中标出经济活动ｘ在Ａ、Ｂ 两地区的产出可能性曲线（或称之

为收益可能性曲线）的两个端点，并用一条向外凸的曲线连接起来，便得到了活动

ｘ的产出可能性边界线的大致轮廓，如图中ｘｘ′曲线所示。

图５．４
　　　　

图５．５

同样，ｙ活动的产出可能性边界可用同样的办法确定。图５．５中，ｘ活动的产

出可能性边界为ｘｘ′。由图５．４和图５．５可以清楚地看到，ｘ、ｙ两种活动的产出

可能性边界的差异完全是由两地区“区域性要素”的要素禀赋差异所造成的。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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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边界反映了一个地区对于某种经济活动的吸引力。ｘ活动的产出可能性边

界相对偏向于Ａ 地区，这意味着Ａ 地区对于ｘ 活动的吸引力要高于Ｂ 地区，而Ｂ

地区对ｙ活动的吸引力则强于Ａ 地区。于是可以得出结论：空间区域应该根据其

“区域性要素”的要素禀赋差异，配置不同的经济活动。或者说是，不同的经济活动

会根据其依赖的不同的“区域性要素”而在不同的空间区域实现配置。

这样，不同的空间区域根据其吸引的不同的经济活动，可以形成相应的经济功

能区。

５．２．２　聚集经济与经济功能区

很显然，空间的非均质造成了区位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对于不同类型的经济

行为主体具有不同的吸引力，而对于同类型的经济主体或活动则具有共同的吸引，

这种吸引加上聚集经济的内在报酬递增效应以及累积循环效应，必然在一定的区

位上形成聚集。这可以从前面我们提到的“鲁滨逊世界”中得到印证。

１．聚集经济的内涵

与强调由于“分工和专业化利益、外部经济利益以及规模经济利益”等所造成

的聚集效应有所不同，这里强调分析经济聚集的本质，亦即聚集经济本身的内涵。

由经济活动集中所形成的聚集经济本身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

（１）聚集经济的“累积经济性”。聚集意味着要素在一定空间上随着时间的推

移不断集中，这种要素在特定空间上的高度聚集，必然带来一定时间内特定区域的

经济增长。这也是城市经济不同于乡村经济最为重要的地方。

（２）聚集经济的“结构性”。聚集经济不是简单的、无序的经济活动地理空间

集中，它通常体现为具有一定的合理“结构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

聚集的要素是分层次的，一般来说自然资源、一般的劳动力属于低层次的，资本等

次之，而知识、技术、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则处于高层次。这种要素的层次性决定了

聚集形态会从低层次的要素聚集逐渐向高层次的要素聚集转化。另一方面，聚集

的不同层次要素之间的组合链条也构成了聚集的结构性的一方面的内容，链条是

否完整、聚集之间的通道是否顺畅会影响聚集的效果。

（３）聚集经济的空间性。聚集经济的空间性也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聚集随

着其聚集度的提高，对周边空间的辐射影响越来越大；反过来，聚集的效果也会受

到其周边空间承载力大小和支持通道是否顺畅的影响。其二，聚集的“空间再聚

集”特性，聚集到一定程度上会出现空间上的裂变，这种裂变并不是杂乱无章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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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是在新的区位实现重新聚集。正是这种“聚集”与“再聚集”构成了区域空间

结构的演进。

２．聚集经济的层次性

以往人们在研究经济聚集或者聚集经济的时候，通常都是很笼统地分析聚集

经济。这种分析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是总让相应的分析难以深入。这里，我们在研

究经济聚集与经济功能区的时候，考虑将聚集经济分为要素聚集、企业集群、产业

集群以及城市群四个层次，其中要素聚集是聚集的本质。

（１）要素聚集。区域性要素的聚集包括区域内要素向不同层次极点的聚集，

也包括区外要素向区内聚集的过程。区域性要素的聚集以要素流的形式出现，例

如：人口流、物质流、技术流、信息流以及资金流等。这些要素流在空间上的固化往

往使得区域土地的利用类型、区域内城市群以及功能发生变化。这种要素流在空

间上的聚集一般可能表现为两种方式：一种表现为一定的空间形态上要素的聚集

度的提高；另一种是一定空间形态上要素流的级别发生变化（例如，可以认为技术

流、信息流是比资金流更为高级的要素流；而资金流相对来说又要比物质流和人口流更

为高级一些）。

（２）区域企业集群。企业是要素的组织机构，企业的活力是吸引要素集中和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源泉。区域企业集群可以作为分析区域聚集的另一种途

径，但是这种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企业集群最为合适的分析区域应当是那种专业化

区域。那种专业化区域形成企业集群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地方组合资源优势和相

似的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类似的企业集群得以在特定空间上的形成

和发展有利于发挥规模效益以及促成彼此之间的学习和创新。特定区域内企业集

群的形成导致相同企业和相关配套企业在空间上的聚集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

动区域经济发展，同时促成区域在空间上的拓展。

（３）区域产业集群。区域产业集群是建立在企业集群基础上的，产业集群所

形成的产业区一般来说是由历史和自然共同限定的区域，其中的中小企业积极地

相互作用，企业群与社会趋向融合；区内的生产活动不是自给自足，而是劳动分工

的不断细化，生产力迅速提高，促使区域与外部经济空间建立持久与广泛的联系。

培育区域特色产业、发展专业化产业区是提高区域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区域产业

集群可以看作是区域聚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强调主导产

业、支柱产业重要性的原因所在。产业聚集在一定的程度上，能够有效地促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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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以及区域竞争力的提高。而这种产业聚集也会因为产业自身的升级要

求而发生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要求产业集群发展中不断提升

技术水平和不断淘汰低级产业。

（４）区域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区域城市群可以被看成分析区域聚集的最高

级形式。城市本身是区域聚集的核心。城市群，特别是大都市连绵区则更是区域

内聚集的最高级表现形式。城市群体可概括为三圈层空间结构。城市群区以首位

城市为核心依此向外推移，城镇的规模、城镇密度、城镇及城镇组群的等级依次降

低。空间分布的节点在相似的背景条件下吸引和排斥作用使其分布趋于均匀，由

于各节点生长机会和能力的不均衡，相互作用场强存在较大差别，导致城市规模和

分布的梯度差异。在这一系统中，能量向较高的区域或个体集聚，形成随城市规模

增大而城市个体数目的逐级减少，规模较大的个体占据和影响的空间愈来愈大，最

终形成有序的等级序列。从圈层结构分析，城市群体结构可划分为核心首位城市

带、城市组群发育带、城市个体分布带、城市群腹地带。核心首位城市带：位于城市

群中心，发展历史悠久，规模最大，由首位城市及其卫星城组成，第二、三产业发达，

非农业用地所占比重较大，交通通达性好，具有极强的集聚和扩散功能。城市组群

发育带：围绕核心区形成规模不等的次级城市聚集区，城市发育程度高，具有一定

的系统性，在城市群中承担特定的功能，交通便捷。城市个体分布带：分布于城市

组群外围，城市个体差异明显，无集聚性功能，与前两圈层有一定的交通联系，城市

分布相对均匀，农业用地所占比重较大，以区域性集聚为主。城市群腹地带：由于

交通通达性等因素的影响，核心扩散未能在此形成要素集聚，以农业用地为主，第

二、三产业不发达，以此为骨架形成理想的城市群结构型式。

从要素聚集—企业集群—产业集群—城市群四个层次的分析可以看出，要素

聚集是分析其他几种聚集的基础，正是要素聚集的发生和变化，才引起企业、产业

以及区域形态的变化，因此要素聚集是聚集的本质特征。

３．经济聚集的空间表现———经济功能区

通过聚集经济的本质以及层次性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聚集经济由于聚集类

型的不同，其空间表现也将不同。结合前面对于经济功能和经济功能区的分析，我

们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的聚集形态将会产生相应的经济功能区。

（１）要素聚集与经济功能区。要素聚集是经济功能区的核心标志，是界定经

济功能区的性质的关键。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农业地区（农村地区）要素较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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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没有形成聚集。但是，我们可以将特定的农业地区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功能

区。与此相对应，城市作为要素高度聚集的区域可以被看作与农村地区相对应的

另一类型经济功能区。如果我们不对要素类别及其组织结构进行分析，而是将各

种要素进行一个“抽象意义”上的“加总”，用“要素密度”来衡量农村地区和城市地

区，则可以得到相对较大差异的两类型“经济功能区”———城市与农村。可以用三

维空间下的不同要素密度图示来说明（见图５．６）。

 
 

图５．６　农村与城市两大经济功能区

（２）企业聚集与单一经济功能区。企业聚集在于分享市场、分享相应的基础

设施等，因此一般来说企业聚集往往表现为同类型的企业相互集中。特别要说明

的是，这里的所谓企业可能是商业企业、工业企业，也有可能指“家庭”。在现实生活

中，这种聚集往往表现为“大型的住宅区”、“集中的商业区”和“成规模的工业小区”。

因此，一般来说这种经济功能区的性质相对单一、稳定。在一定的经济功能区

范围内，空间要素分布相对均质。这种经济功能区对于其他区域的影响较小，往往

只是通过相应的“人流”、“物流”与其他经济功能区进行交换。

（３）产业聚集与综合性经济功能区。产业的聚集往往形成产业集群，进而形

成一定的“产业区”。产业集群不是一个简单的企业聚集的概念，它是根据分工、专

业化进行有效组织，同时与社会趋向于融合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如果说，企业聚集

形成的是“出口加工区”、“工业小区”、“经济开发区”，那么“产业聚集”形成的则是

更为综合性的“经济特区”。

因此，一般来说产业聚集形成的经济功能区是以某一主导功能为主，辅之以相

关功能；形成一定的主导产业，同时具有相应的配套产业。这样的经济功能区相对



区域经济学原理
　．．．．．．．．．．．．．．１３４　　 ．．．．．．．．．．．．．．．．．．．．．．．．．．．

来说具有更强的“动态性”，其空间范围的均质性较之企业聚集形成的经济功能区

要差一些。但是，它对于其周边区域以及其他区域的影响更强，它可以更多地通过

“制度”、“技术”以及“文化”等方式影响其他经济功能区。

（４）城市聚集与经济功能区。城市聚集不同于前面所列举的集中聚集形态，

城市聚集相对来说，比较难以实现区位上的迁移过程。城市聚集更多的是通过搭

建彼此的网络结构来实现聚集，进而形成“城市群”，在城市群内实现“功能分工”、

“设施共享”。因此，城市群这种经济功能区主导功能表现不明显，存在较复杂的内

部结构，就空间分布来说不很稳定，同时内部的均质性更差。它的“经济功能”特性

需要在一个更大的区域范围，甚至全球范围内体现。但是，这一类型的“经济功能

区”对于区域，乃至国家经济的影响非常大。

４．聚集与经济功能区特性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聚集与经济功能区之间存在的一些规律。具

体见表５．１：
表５．１　聚集与经济功能区

聚　集

经济功能区

要素
聚集

企业
聚集

产业
聚集

城市
聚集

表现形式 城市 单一功能区 综合性功能区 城市群
功　能 综合 单一 较为综合 分工基础上的综合
稳定性 中 强 中 弱

内部均质性 中 好 中 差

对外界影响 中 差 中 好

　　５．３　经济区域形成

经济区域，亦即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区域，它是区域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也

是区域经济研究的对象和整个区域经济学科的理论基点。

５．３．１　经济区域概念

目前对于“区域”概念的界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远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观

点。正如区域经济学家 Ｈ．理查森（Ｈ．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所说，精确地定义区域是如此

困难，以至于大多数区域经济学家宁可回避这项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区域经济研

究者的学科背景差异，各个学者从自身对于区域经济学的理解出发，从不同的角度

对“区域”进行定义，并在此基础上各自展开对区域经济学学科框架和理论体系的

构建。这里，就经济学对区域概念的认识做一个回顾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给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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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关于经济区域的概念。①

１．经济学中“无限空间”的区域概念

一般经济学研究经济现象时，往往做出很简单也是很不现实的假定，即所有生

产和消费都集中在一个地点上，这样就剔除了空间因素这一极其重要而很棘手的

变量。最简单的例子是运输成本，这种运输成本是因生产区和市场区的空间分离

而产生的。一般经济学视这种成本为一种生产成本，并认为降低这种成本的主要

途径为运输技术的改进和发展。然而，如果调整厂商的生产区位，则可以避免这种

额外的成本，或大大节省运输成本。正如贝克曼（Ｂｅｃｋｍａｎｎ）所指出的那样：“新古

典经济学没有分析生产和定价的空间层面，而把它让给了区位论。”②从这种角度

去理解区域时，区域是一种无限空间，可以由点、线、面来表示，但不包含范围。我

们经常接触的空间是地理空间，可以用点（位置）和线（距离）来表述；如果我们研究

的是不同产业或不同人之间的“距离”，那么这种空间是一种模糊空间，我们可以用

“模糊位置”、“模糊距离”来表述；如果我们研究的是“核”与“外围”的关系，则这种

空间为佩鲁的“受力场”，我们可以用“核”与“受力的通道”来表述。在与这种纯粹

空间有关的区域经济学研究内容中，人们比较熟悉的是区位决策问题。

２．经济学中“有限空间”的区域概念

当然，传统经济学有时候也从有限空间角度去理解区域概念。这时的区域，是指

一定范围内的空间，可以用点、线、面来表述，而且还包括了一定范围。我们平时讨论

的生产要素的跨界流动、区际经济发展差距、区际劳动分工与贸易等所涉及的区域都

属于这种有限空间，这种有限空间将包含某种边界，尽管这种边界是很模糊的。胡

佛、理查森等学者对区域概念的理解就是这种有限空间。胡佛认为：“区域是根据叙

述、分析、管理、规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作为一种有效实体来加以考虑的一片地

区，它可以根据内部同质性或功能同一性而加以划分。”③胡佛还指出：“把区域视

为一种聚合体，可以减少所掌握处理的数据和事件，这有助于描述区域。在大多数

①

②

③

其他学科对于区域概念的界定，可参见高进田：《区位的经济学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
彼得·尼茨坎普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一卷，安虎森等译，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９页。
ＥｄｇａｒＭ．ＨｏｏｖｅｒａｎｄＦｒａｎｋＧｉａｒｒａｔａｎｉ，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ｌｆｒｅｄ
Ａ．Ｋｎｏｐｆ，１９８４，ｐ．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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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人口普查、县的统计总量和平均数所提供的信息量与大量的单项普查所包

含的信息量是同样丰富的。但在分析、处理上，前者比后者容易得多。同样，聚合

体能够简化对信息的分析过程，这在一个地区内存在大量相互依赖的单元或活动

而这一整体又不仅仅是各个个体的综合时尤其重要。最后，由于同样的原因，这一

聚合体对于管理、计划以及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必需的。从这些可以看到，

最适宜的区域划分应遵循行政区域疆界。”①从胡佛的阐述中可以看到，从这种角

度所理解的区域，必然包括在某一主权国家的疆域内，中央政府对它拥有政治、经

济方面的控制权，或中央政府的代表代理中央政府形式控制权。如果把区域理解

为有限空间，而且它必须在某一主权国家疆域内以及能够有效地组织区内外的经

济活动和经济联系，那么这些区域在经济上应是比较完整的区域。所谓完整，是指

区域能够独立地生存和发展，具有比较完整的经济结构，能够独立地组织与其他区

域的经济联系。这就要求区域必须具备能够组织和协调区内经济活动与区际经济联

系的能力，如果不具备这种能力，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区域，不能单独组成一个区域。

要具备这样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不仅要能够制定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且能够刺激

区域经济持续高涨的各种政策法令，还要具有“高级循环”，也就是要具有由金融银行

业、贸易和批发业、信息产业、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服务业等所组成的循环系统。

如果缺乏这种循环系统，则无法组织区内的经济活动，也无法组织区际经济联系，不

能独立地生存和发展。一般来讲，制定政策的权力机构和高级循环系统主要集中在

较高等级的中心城市里。因而这种中心城市充当区域经济的组织者和协调者，正如

胡佛指出的那样，“每一个地区必须包含至少一个‘中心城市’组成的核心”②。

这也就是我们国内学者常常引以为据的区域概念：区域是由城市和农村二元

结构或者城市、农村、城乡边缘区三元结构组成。

３．近年来对区域的一些新认识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后在艾萨德的基础上演化出两种探寻区域本质的研究流

派，一个分支是强调聚集的规模报酬递增原理，新经济地理学派的代表藤田、克

鲁格曼等，在《空间经济学》一书中虽然没有直接给区域下定义，但指出：“区域

①

②

ＥｄｇａｒＭ．ＨｏｏｖｅｒａｎｄＦｒａｎｋＧｉａｒｒａｔａｎｉ，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ｌｆｒｅｄ
Ａ．Ｋｎｏｐｆ，１９８４，ｐ．２４３．
同上书，ｐ．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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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定的经济空间，是各种形式的收益递增和不同类型的流动成本相互平衡作

用的结果。”①另一支是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则更加侧重区域产生的专业化分工基

础，杨小凯等人则从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的思想出发，深化了艾萨德等人的区域

专业化分工认识，认为专业化与市场交换是产生区域差异的基础，提出区域是一种

经济组织，它是随城市的形成而出现的，这种组织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４．经济区域概念

通过前面的回顾，我们知道传统意义上的区域概念强调的是一种空间，而近年

来一些经济学者（特别是一些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者）的概念则强调是一种经济组

织。这种将区域抽象为一种经济组织，有其科学性和逻辑上的可接受性。但是，却

丢失了区域（或经济区域）的概念本身所蕴含的特有的空间内涵。不能因为空间内涵

不便于清晰的表述，就舍弃这一核心。因为不管怎么说，区域的概念脱离不了“空

间”。区域概念不可能，也不应该像“企业”概念那样被无限度的抽象为制度或组织。

在此基础上，我们结合前面具体论述的经济功能区，给经济区域下一个定义，亦即：

经济区域是由不同种类、不同等级的、具有较强自组织能力、相对独立却高度

开放的经济功能区，彼此之间交互作用，形成的一种具有网络特征的经济空间。

在这一定义中，居住区可能是一种经济功能区；商业区可能是一种经济功能

区；农村地区也可能归类于一种经济功能区。而且这些功能区可能有其自身的等

级性。一方面，每一类经济功能区不同等级构成一种网络结构；另一方面不同种类

的经济功能区之间彼此联系，形成另一种网络结构。正是这种不同的网络结构彼

此之间的叠加，才形成了相应的经济空间。

５．３．２　经济功能区与经济区域

在界定经济区域概念时，指出经济区域是一种自组织能力强的经济网络空间，

而这一空间的基础（或称之为组成单元）是经济功能区。那么经济功能区是怎么有

效地组成经济区域的呢？这构成了本节的主要内容。

１．经济功能区的分层和模块化特征

“无论在无机界还是在有机界，质量围绕某一核心———中心区的凝聚，是应归

属在一起的事物之等级序列的一种基本形式———集中型等级序列。”②因此，一定

①

②

Ｆｕｊｉｔａ，Ｋｒｕｇｍａｎ，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ｉｔｉｅ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ＭＩＴ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１８３０．
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常正文、王兴中等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

版，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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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维度下，不同的经济功能区在社会经济网络中，各自占据一定的联系互动的

经济功能位置，这些纵横交错彼此联系的经济功能区有一些占据的经济区位的价

值量相当或接近，有一些却相差很多。这些占据不等区位价值的经济功能区网络

图５．７　经济功能区网络分层图解

上下叠合形成层次。

如果不考虑区位价值的扭曲异化，亦

即与相应的区位价值所对应的经济空间

被合适的经济功能区所占据，也不考虑区

位价值的发展变迁，那么在某一时刻，我

们可以静态地刻画经济区域中经济功能

区的锥体状的分层状况，如图５．７所示。

这样，

（１）同一能性、不同等级的经济功能

区在经济区域网络体系中占据与其相对

应的影响范围的经济区域网络节点。

（２）不同等级的经济功能区具有相应的、不同的影响范围和供给区。

（３）各层次的经济功能区，在一定程度上统帅属于比它低一级的同能性的经

济功能区。

这也可以通过下面的图形来直观地说明：

图５．８　较高层级的经济功能范围
　　　　

图５．９　较低层级的经济功能区

图５．８和图５．９分别描绘了两个层级的经济功能区分布，很显然二者的影响

范围和在经济区域中占据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将二者叠加，我们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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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０　不同层级经济功能区的叠加

到图５．１０。这也说明较高层级的经济功能

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较低层级的经济功

能区影响范围重叠，而且具有一定的统帅

作用。

模块化是一个将系统进行分解和整合

的动态过程，模块化是与分工经济相联系

的经济现象，是经济系统演进的结构性表

现；经济系统的演进是遵循着“规模经济—

分工经济—模块化”的基本路径。很显然，

经济功能区的形成也是由自发的“市场规

则”和人为的“政府规则”共同决定的。经济功能区也是以分工、专业化为基础的。

同样，仅仅有分工专业化，也不一定形成合理的经济功能区。我们可以将经济功能

区看作是一定经济区域网络中的节点或者模块。这种经济功能区具有等级性、网

络性和模块化的特征，是复杂经济区域中的基础。

２．市场范围、空间成本与经济功能区的纵向分解

经济功能区根据其能性的不同，可以分为不同类型；同一能性的经济功能区按

照其不同的能级和能位又可以分为不同的层级。同一能性的不同能级的经济功能

区由于其自身相同的能性，具有纵向分解的内在机理。

（１）市场范围是经济功能区等级差异的基础。同一能性的经济功能区由于其

依托的市场范围不同，可能呈现等级式分布特征。这种市场范围的不同可能体现

为市场供给能力的不同，也可以体现为市场需求能力的差异。市场供给能力的不

同，是指不同等级的经济功能区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的种类、层级、影响范围

不同。而市场需求能力的差异，则取决于所在经济区域的人口的总量和需求的水

平。这种市场范围的差异，既可以根据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原理”得出证实，也可

以用商业功能区网络很现实地表现出来。

如图５．１１所示，商业中心由于其覆盖的市场范围的差异，形成一定的等级体

系，越高级别的商业中心其影响覆盖范围越大且数目越少。

（２）空间成本节省是经济功能区等级式纵向分解的内在机理。这里所说的空

间成本并不是运输成本。虽然运输成本是因空间距离而产生，但生产成本一般已

经包含了运输成本。科斯提出了交易费用概念时没有考虑空间的影响，没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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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ＡＡ是指最高等级的商业中心，ＡＡ次之，Ａ更低。

图５．１１　商业中心的等级体系

空间阻隔而产生的空间成本的付出。实际上，只要存在空间距离，人们完成一笔

交易时，总比位于市场区的交易者付出更多的费用，这种费用是由于空间距离，

更确切地说是由于时间距离而产生的。假设参与交易的当事人都具有理性且偏

好相同，交易方式和完成一笔交易的程序相同，交通方式相同。我们知道，信息

质量因传输方式不同而不同，质量等级最低的是用文字印发的信息，电话可以提

高信息的质量等级，但属于信息质量首位的是面对面会见。要完成一次交易，最

后交易双方往往必须坐下来进行签约，任何信息传递手段都无法替代这种面对

面的会见。这样，距离市场区不同距离的人，因为到达市场区进行交易所耗费的

时间成本是不同的。距离市场区较远处总比离市场区较近处多花费时间和精

力，也就是说对相同的交易频数而言，远距离者总是多付出时间和精力，付出更

多的资源。

为了节省这种空间成本，人们会不断向市场区靠近。但是因为人的行为活动

的需求是分层次的。这种分层的需求发生的频次会有很大的差异。高层次需求的

频次一般来说较小，而相对低层次的需求发生的频次相对较大。这种由频次差异

带来的需求差异，又可以反过来影响到功能区的层次空间分布。仍以商业为例，如

果我们可以将人们对于商品的需求分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提高型生活用品、享受

型生活用品。一般来说，日常生活必需品购买的频次最高，享受型生活用品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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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最低，提高型居中。根据空间成本存在的原理，发生频次越高，空间成本越大，

因此越需要靠近市场区。反过来说，这样的活动能够在较小的范围内提高较大的

需求。这种市场区的等级可以是很低的、但是数目需要很多。这类商业设施往往

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社区商业网点。另一端，享受型的商业由于个体的需求发生的

频次较低，因此可以远距离实现购物的可能；另外也造成了其需要巨大的市场区才

能生存。因此，享受型的商业设施一般来说在同类经济功能区等级排序中级别很

高，但是数目较少。这也与事实非常吻合。

（３）再聚集是经济功能区等级式纵向分解的表现形态。前面，我们提到了

聚集与“再聚集”的关系。为了克服过度聚集带来的聚集成本的提高，在一定聚

集阶段，需要“裂变”，重新聚集。很显然，这种在原有聚集基础上的“再聚集”往

往是一种同能性的经济功能区的纵向分解。经济功能区的等级式纵向分解过程

也是彼此之间相互关联的过程，这种关联网络形成了经济区域网络结构的基础

层面之一。

３．分工、联系与经济功能区的横向联合

我们在前面指出经济功能区具有开放性特征，它需要与其他能性的经济功能

区进行彼此的联系和交流，从而形成同能级、不同能性的经济功能区网络结构。这

就是经济功能区的横向联合。

（１）分工与专业化。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固有的现象，也是一种

十分重要的社会经济规律，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斯密

在其《国富论》中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

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①马克思考察了社会生产从简单协

作向工厂手工业和机器大生产发展的历史后指出，正是分工的深化，使生产规模得

以扩大，而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以从协作中得到好处，而且因为产量提高而固定成

本不变使单位产品的成本降低。任何一种生产活动都可以分解为许多基本的单

位，这些基本单位是指在既定的生产条件下无法再分的最基本的操作单位，也就

是这些生产操作不可能在个人之间可分或无法在空间上分割开来由不同的人来

完成。专业化，“就是一个人或组织减少其生产活动中的不同职能的操作的种

类；或者说，将生产活动集中于较少的不同职能的操作上。分工就是两个或两个

①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５页。



区域经济学原理
　．．．．．．．．．．．．．．１４２　　 ．．．．．．．．．．．．．．．．．．．．．．．．．．．

以上的个人或组织将原来一个人或组织生产活动中所包含的不同职能的操作分

开进行”。①专业化和分工使一个人或组织从事尽可能少的不同职能的操作。这种

分工与专业化之间彼此存在着相互关联性，因此以分工、专业化为基础形成的“经

济功能区”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之间的联系。

（２）部门分工与经济功能区的横向联合。经济功能区一般是由一定的生产、

生活部门所组成，部门分工联系是经济功能区彼此之间联系的内在原因之一。部

门分工是社会分工的基础，资源的开发和地理环境的变化与部门分工的发展直接

相关。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部门分工的历史，从自然分工到三次社会大分

工，进而到产业革命之后的部门大分化，直至形成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部门分工体

系。这种部门的分工体系，也就决定了不同能性的经济功能区之间必然产生相应

的联系，它们彼此交换着原料、能源和其他中间产品，进而能够形成相应的分工、专

业化提高整个生产的效率。

（３）地域分工与经济功能区横向联合。地域分工是社会分工在地域上的体

现，是部门分工在地域上的落实。地域分工与部门分工密切相联，互为影响。但二

者的发展过程则各有特点。在生产力的共同作用下，部门分工主要体现在产业部

门的不断增多和部门联系的不断增强和日益密切上；而地域分工主要表现在地域

专门化的不断加强，生产力的不断扩展和经济地域联系的不断密切与日益深化上。

正是这些地域分工联系构成了经济功能区之间彼此的横向联合，进而形成经济区

域的横向网络结构。

４．经济功能区网络叠加与经济区域

前面，我们分别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视角分析了经济功能区之间的联系，指出：

同能性的经济功能区存在着等级网络结构，形成经济功能区之间的纵向分解网络

结构；而不同能性、相对同等级的经济功能区则通过部门分工、地域分工，形成横向

联合网络结构。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这种纵向的分解网络结构与横向的联

合网络结构是彼此并存，相互重叠的。这种重叠的网络结构也就构成了我们所说

的经济区域，亦即相应的经济空间。

５．４　经济功能区裂变与经济区域空间结构演进

前面，我们在分析经济区域形成的过程时，侧重于强调“经济区域”是由一系列

① 盛洪：《分工与交易》，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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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能性、能级的经济功能区所组成的有机网络结构。这种网络结构必然会随着

相应的经济功能区及相关网络通道的变化而发生演进过程。这里，我们就从“经济

功能区的裂变”这样的视角来分析经济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

５．４．１　经济功能区能性转换与区域空间结构演进

经济功能区的能性，是指经济功能区的性质，亦即经济功能区的种类。在地

理空间上，最为直接的体现为土地的用地性质。经济功能区的能性转换，就是指

某一经济功能区的主导功能的变化。例如，农村变成了城市，工业区变成了商业

区等。

经济功能区的能性，通常是由初始的要素禀赋所决定。某一区位独特的禀赋

资源会吸引某一类型的经济活动选址其上，形成有效的聚集，进而形成相应的经济

功能区。经济功能区的能性的确立，一般来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此，这种稳定

性一旦被打破，就会直接导致由经济功能区构成的经济区域的空间结构的变化。

经济功能区的能性转换主要存在于两类区域，由两种主要原因所造成。

第一种情况，城市化导致的城乡边缘区形成。城市和农村作为两类典型的经

济功能区，其能性相对不同，这主要体现为土地用途、产业结构、聚集要素的种类等

差异。这两类经济功能区接壤的地方，形成了城乡边缘区。城乡边缘区这样的经

济功能区担负着“过渡桥梁”的作用，其功能区的能性往往也比较模糊。随着城市

的扩张，城乡边缘区的“经济功能区”的能性往往会发生变化，亦即一些“农业类”的

经济功能区改变其能性转变为其他能性的经济功能区。这种区域空间结构的动态

过程可以用图５．１２和图５．１３来表示：

 

图５．１２　经济功能区视角下的
城市与农村

　　　　

 

 

 

图５．１３　经济功能区视角下的城市、
农村和城乡边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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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况，产业转移伴随的城市更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服务范围

会变得越来越大，原有的产业空间布局会不断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例如，城市规

模的扩大，必然带来服务业的需求增加，而服务业偏向集中于城市中心地区。而原

有的制造业已经占据了这样的区位，必然造成一种对于区位的争夺。这就会直接

反映在对于土地要素资源的竞标价格上。很显然，服务业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驱逐

制造业等向外转移。伴随着这种产业转移，也会直接形成城市更新过程。这两个

变化过程，对于区域空间结构将会带来直接的变化影响。这种影响可以分解为三

个变化点。

（１）城市更新带来的城市经济功能区内部的某些小的经济功能区能性的转

化。如图５．１４所示，城市范围内的两个白色圆区域，可能代表的就是由于城市更

新带来的城市内部特定经济功能区能性的变化。这将直接导致城市内部空间结构

的调整。

（２）由于产业转移带来的城乡边缘区的空间结构的变化，由于产业转移带来

的分散聚集，导致的城乡边缘区和城市近郊农村地区的空间结构变化。例如，随着

产业转移，需要占用更多土地的物流仓储企业将会向城乡边缘区，具有特定区位优

势（特别是交通优势）的区位，聚集在一起，改变了城乡边缘区特定区位的经济功能

区的能性，进而导致城乡边缘区的空间结构演变。

（３）另一方面，特定的工业企业可能寻求好的环境和低的土地成本，或由政府

 

 

图５．１４　区域空间结构演进Ⅰ

在特定的城郊农村地区建立新的工业小

区，将会吸引相应的工业企业高度聚集

在工业小区内。再有，政府可能为了疏

散城市内部的高度聚集的贫民住宅区，

在城郊建立相应的住宅组团，也必然会

改变相应地方的空间结构。

第二种情况下的动态变化过程可以

通过图５．１４来表示：

城市功能区内的两个白点代表着城

市更新带来的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变

化，而城乡边缘区的大一点的白点区域和近郊农村区域内的大一点的黑色点状区

域则代表着由于产业转移带来的相应区域内的空间结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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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２　网络通道的改变与区域空间结构演进

经济区域是由相应的经济功能区和相关的网络通道功能造成。经济功能区

的能性转换导致了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同样网络通道的改变也将直接引起区

域空间结构的变化。一定的高能级的经济功能区，作为一个核心增长极，其对周

边其他经济功能区的影响，受到受辐射经济功能区的区位特点以及相应的联系

通道的影响。这就必然导致核心增长极对周边的影响的空间差异，也就直接导

 

 

 

图５．１５　区域空间结构演进Ⅱ

致了空间上的非均衡发展。具有某一

方面区位优势的区位会随着网络通道

的建设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增长能力，

同时网络通道也会进一步发展，形成

相应的发展带。这都会改变区域的空

间结构。

这一 变 化 可 以 通 过 图５．１５来 表

示，城市的产业转移和扩散在四个方向

上是不会完全平衡的，分散的农村地区

的黑色圆形区域的大小代表着承接城

市产业转移的规模，很显然城市的右下

方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聚集，这除了与其特殊的区位优势有关，也与城市和它之

间的通道顺畅有关。反过来，这种分散聚集的过程也促进了通道地区的进一步发

展，形成相应的发展带。

５．４．３　经济功能区能级的增长与区域空间结构演进

前面，我们在探讨经济功能区的特点的时候，指出经济功能区具有不同的等

级，这是由经济功能区相应的能级所表征的。同样，经济功能区的能级也会发生动

态变化。不同能级的经济功能区相互之间彼此分工、服务不同的市场，共同形成一

定的网络结构。在现实的区域空间结构中，这种分工、专业化市场在城市群发展中

表现为城市群内不同城市应该做到：

（１）不同等级的城市服务不同的市场；

（２）不同等级的城市应该做到相互之间的有效分工；

（３）城市群内城市之间应该注重通道的建设，形成相应的有效网络结构。

下面，我们针对几种具体的情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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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况下，在一定的区域内存在一个绝对领导地位的核心城市，随着其能

级的不断增大，其影响覆盖的范围将不断扩大，进而在其影响范围内各种经济功能

区的能性不断进行调整，进而改变整个区域的空间结构。如图５．１６，左边的核心

城市能量不断增强，进而不断调整其自身的经济功能区的能性，具体来说可能是产

业的不断高级化，形成整个区域的服务业的高度聚集，进而分散其制造业等。而右

边的原有两个城市则可能会将其顶端的服务业转移到左边的核心城市，而承接一

部分相应的制造业，同时发展适合自身特点的服务业。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不同

能级的城市功能区之间的联系通道将会进一步改变，进而也会影响到整个区域的

空间结构。这种区域空间结构的变化与目前中国的长三角地区的都市圈的空间结

构及其变化有很大的相近地方。

图５．１６　多核心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

第二种情况下，在一定的区域内存在两个能位相当的城市区域。这种情况下，

每个原有城市区域会不断发展，延续上述的分散聚集过程。但是这时可能会出现

另外两种状态。一种是如图５．１７所示，一个小的分散聚集功能区与一个较大的分

散出来的聚集经济功能区相互对接，进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聚集功能区，承担

着相对独立的分工，形成具有特点的经济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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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１７　双核心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Ⅰ

另一种是如图５．１８所示，一个较大的裂变出来的聚集功能区与另一个较大

的裂变出来的聚集经济功能区相互对接，进而形成了一个经济发展带，这个经济

发展带也构成了一个新的聚集功能区，承担着相对独立的分工，形成具有特点的

经济功能区。

图５．１８　双核心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Ⅱ

５．４．４　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区域空间结构演进

前面，我们分析了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过程和

规律。但是，现实中产业的转移，经济功能区的发展及其变化会受到许多非市

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经济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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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相应的行政辖区的利益和考核机制的影响。在当前转型经济条件下的中

国，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官员政绩的考核，必然表现为“经

济人”政府。在前面提到的整个都市圈范围内，往往存在横向城市政府间竞争

内耗和纵向权利关系中的城市间竞争，这直接导致了都市圈范围内的“多层次

分割”①。

“多层次分割”造成了城市间无序竞争和协调缺乏，城市间的猜疑、内耗、“负和

博弈”给都市圈的发展带来了巨大交易成本。这在空间上直接表现为区域空间结

构演进的变形。地方保护割断了要素流动，也造成了分散聚集实现的困难，形成了

空间结构演进的障碍。地方政府对于公共物品，特别是基础交通设施的建设和指

导，也将直接影响这种分散聚集的实现，导致空间结构演变的变形。例如，在双核

心情况下，如果其中一个地方政府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不顺应市场经济发展和产

业转移对于区位的客观选择，转而花费更多的成本去培育不可行的分散聚集点，这

必然导致整个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变的变形。

下面，我们利用图５．１９来说明这个问题。如图，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该经

济区域未来的演化方向应该是形成连接双核的中间发展带。如果，我们引入地方

政府的错误干预，就有可能形成图５．２０那样的不利空间发展结构，进而直接影响

区域的经济发展。

图５．１９　市场经济条件下双核心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

① 关于“多层次分割”问题，可参见王志锋：《创新区域治理机制：推进都市圈一体化进程》，
载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城市合作与发展》，郭鸿懋等编，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第２７６—２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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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０　政府干预下双核心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

５．５　经济区域特征及其边界

经济区域与人文区域和自然区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是，三者究其各自

所遵循的规律，包括的主要内容、物质运动的形式及其实践领域等方面，都是有所

区别的。经济区域主要是研究人类经济活动领域的地域组织问题，它主要遵循劳

动地域分工规律和经济地域运动规律并直接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人文区域主要

是遵循人地关系规律而形成的区域，其主要功能是协调与解决人类社会经济活动

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自然区域则是遵循自然规律所形成的区域，它主要是为自

然条件与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服务的。

５．５．１　经济区域的特征

１．经济区域的时空统一性

经济区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空间单元，其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变迁。其时空

统一性，首先表现在经济区域形成条件在一个空间内通过有机结合共同作用于经

济空间；其次表现在其主要物质内容，即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第三产业、城镇与

农村的有机结合，协调发展，互为制约；再次表现为经济区域的部门结构和空间结

构的有机结合与相辅相成；四是所有的区域物质内容都处于时空的运动状况，始终

处于发展变化和分化与组织的过程中。四个方面有机组合在经济区域内，使其具

有明显的个性和区域性，并与其他经济区域紧密联系在一起。

２．经济区域的系统性

任何经济区域都是劳动地域分工大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环节，是经济地域系

统中的一个细胞。任何经济区域都不能脱离经济地域系统而孤立存在。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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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已不存在完全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地域。因此，对经济区域

的研究必须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在系统联系运动中去分

析区域。

３．经济区域的层次性

一方面，经济区域在劳动地域分工规律的作用下，始终处于形成、发展、变化的

过程中。因此，各个经济区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明显不同，表

现出高、中、低的不同层次。另一方面，各个经济区域在经济地域系统中，由于实力

强弱、规模的大小的差别，也必然分属于不同层次和占据不同的位置。

４．经济区域的开放性

经济区域的系统性与开发性是一致的。经济区域与前资本主义封闭的自然

经济地域截然不同，它是开放的市场经济的区域。任何经济区域与其他区域经

济都发生着十分密切的经济联系，复杂的网络系统成为经济区域开放的重要手

段和渠道，而物质流、能量流、人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则成为开放联系的主要

内容。

５．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性

经济区域也是一个生命有机体，有其自然形成、发展、成长、衰退的发展过程。

经济学家对发展阶段进行了各种划分与表述，而承认其发展的阶段性是学者们的

共识。

６．经济区域类型的多样性

经济区域有其共同的发展规律。但是，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地理条件是很

不相同的，因此，这必然形成各具特色且具有不同的主要专门化和产业结构的经济

区域。正是由于经济区域类型的多样性，才使经济区域间进行广泛的经济联系成

为可能。经济区域都是以鲜明的个性表现出来的，共性寓于个性之中。

５．５．２　经济区域的边界

至于经济区域的边界，则需要通过对不同要素进行品级分类，然后进行加总，

形成一个总的聚集密度。例如：

ρ＝∑
ｉ
φｉ［∫

Ｓ

０

ｆ（ｘｉ）］／Ｓ

也就是说，不同的要素对于总的聚集度的贡献率是不一样的，可以通过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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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ｉ 来表示。通过无量纲处理，从而形成一个单纯的数值。

这时，区域的边界可以通过某一边界点的要素流动情况来决定。设边界点的

要素聚集量ｈ＝ｉ－ｏ，其中：

ｈ为边界点的聚集度，即反映要素的保有情况；

ｉ 为流入因子，即由于引致效应带来的在考察期（ｔ）边界点上流入的要素量；

ｏ 为流出因子，即由于溢出效应导致的在考察期（ｔ）边界点上流出的要素量。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围绕聚集经济和经济功能区形成展开分析，从聚集经济演绎出经济

功能区这一相对均质的空间单元。之后，以经济功能区为基础，分析了不同经济功

能区如何演化生成一定的经济区域。我们认为经济区域是经济功能区的有机组

合，既是一种空间结构，又是一种自组织体系。

本章将分工和专业化理论引入经济功能区的分析，认为经济功能区就是不同

要素禀赋下分工的一种空间映像，而经济区域则是不同经济功能区依据分工和专

业化形成的一种网络结构和组织体系。这样，城市和乡村就成为两种不同类别的

经济功能区，区域空间结构的演进从一定意义上也是经济功能区的一种动态变化

的结果。

思考题

１．从本章的分析可以看出，区域的概念众多且差异很大，你认为这种现象出现的

原因是什么？

２．什么是经济功能区？经济功能区有哪些特征？

３．经济功能区和经济区域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４．如何从经济功能区的视角看待经济区域的空间结构？

５．从均质和非均质的关系谈谈你对经济功能区和经济区域的理解。经济功能区

和经济区域两种空间单元如何体现了均质和非均质的对立统一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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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６章

　区域经济发展

　　在前面３章，我们分析了经济区域形成的内在机理，指出经济区域会随着时间

和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而发生演化。经济区域形成之后将会不断发展和演进。本

章将集中探讨经济区域形成之后的发展问题，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动力机

制。为了得到一般意义上的规律，本章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单区域进行分析，突出动

态研究，从时间、空间及区域间的交互作用等多个层面，探索始于要素禀赋，动力源

于要素聚集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律。

６．１　区域经济发展的内涵与本质

６．１．１　区域经济发展的内涵

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如何使社会有限的资源合理利用，以增进社会总财

富和总福利。社会总财富和福利的增加过程即是经济的发展过程。根据艾萨德的

观点，区域经济学是研究“确定可在某一区域有效地从事生产并获取利润的单个或

集团产业；改善区域居民的福利，如提高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更有

效地衡量收入等；区域内产业的分散，获得区域内资源的最有效利用……等等”。①

因而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所谓区域经济发展是指区域内总产出不断增加、区域产业结构及空间结构不

断优化、区际引力与辐射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区域经济发展与一般经济发展的

概念既相联系又有区别，共性特征是均表现为财富和福利的增加，是一个动态的过

程；但区域经济发展强调的是在特定的地域空间上的经济发展，具有时间与空间相

结合的特殊属性。

① 艾萨德：《区域科学导论》，陈宗兴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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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西方经济理论界曾长期认为经济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即国民生产总值

的增加，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在经济理论界开始严格区分这两个概念。事实

上，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发展是三个不同层面的发展问题，正确区

分三者的不同，是准确把握区域经济发展内涵的关键。

１．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的内涵较狭，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强调沿时间维度经济运行状

态的变化；而经济发展的内涵较广，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强调经

济运行状态沿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的变化。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因此，追求区域经济增

长就成了大多数区域实现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

回顾经济学发展史，从斯密、李嘉图到现代西方一些主要经济学家都非常注重

经济增长的研究，使经济增长理论不断完善，并逐渐向系统化、计量化和模型化发

展，从而使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成为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区

域经济发展理论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

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增长极理论、发展极理论、累积的循环因果关系理论、中心边

缘理论、依附理论、收入趋同假说等，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区域经济发展的理

论尚不成熟，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主要仍集中于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

究，其模型也主要源于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模型，缺乏与区域形成规律相联系，

并能揭示区域经济发展内在机理的理论与模型。因而，限制了区域经济学对现实

社会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解释力，同时也限制了区域经济学学科的发展。

２．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发展

区域发展是一个超出纯粹经济学范畴的更为广义的概念，其指在特定的地域

空间，经济、社会、环境的全面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社会发展和区域环境的保

持与改善相互依存，是区域发展的三个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是基础，经济得不到发

展，其他方面的发展就无从谈起，而且会带来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和对社会进步的负

面影响；区域社会发展主要表现为社会进步。社会进步最具体的表现是人的进步，

是人与人交往的进步，表现为人的认识水平的提高、国际和平的维护、社会的公平

与平等、人民的自由、人的权利得到承认和尊重等内容。如果社会不能进步，经济

发展所带来的结果将是无益的，对资源和环境也将是不利的；区域环境是区域各种

因子的总合，是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社会进步的载体。环境既包括具有生物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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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如各种植物和动物，也有非生物的环境，如气候、土壤、资源等等。人们向往一

种良好的、有益于身体健康和心情愉悦的环境，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澈的水体、绿色

的植被、丰富的动植物种群等。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是实现区域可持续

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６．１．２　区域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

区域经济发展作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有别于一般的经济发展，

表现出如下本质特征：

１．时间维度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

所谓区域经济增长是指特定区域商品和劳务的增长。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

要特征是数量化和模型化，即利用数学计量手段将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变量联系起

来，构造模型，并以此来推导结论、预测未来。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要有：哈罗德—

多马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新剑桥增长模型和新增长模型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是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其秉承了主流经济学的一贯传统，以时间序列

数据为构建模型的基础，沿时间维度推导结论、描述未来。区域经济学尚未形成独

有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在解决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时，基本是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在区域范畴进行应用。

２．空间维度上表现为空间结构的演化

空间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场所，各种社会经济活动都会在空间上反映出

来。经济活动在多种因素影响下的集中与扩散，会构成并推动着区域经济的非均

衡增长，而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又会使一定空间范围内原有的各种社会经济客

体和现象的位置、相互结合关系、聚集规模及其形态发生相应的变化。

区域经济空间的运动，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经

济活动在地域空间分化、组合、聚集的动态过程，是社会经济系统与其环境之

间、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经常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地域空间的表现，也是

它们之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能源流、信息流等传输的动态的过程。区域经济

空间的运动过程，即是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同时考察区域经济增长与区域

空间结构演化，并寻找两者的内在联系是区域经济学有别于其他经济学研究的

显著特征。

３．区际关系上表现为吸引与辐射的交互作用

由于要素禀赋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出现了区际劳动分工，又由于人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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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性空间分割的出现，即带有一定程度或范围的排他性产权的建立，其表现形

式为具有行政管辖疆界的区域或国家的出现，扩大了生产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劳动分工的演进，实质是不同空间区域资源配置变换和制度变迁的过程，这种过程

同时又促进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是一个开放的

系统，区域之间存在合作与竞争的双重关系。区域之间既相互吸引，又相互辐射，

所谓吸引是指在聚集力的作用下，特定区域从其他区域聚集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

和资源，辐射则指特定区域的经济活动在其他区域的扩展和影响。由于区域间要

素禀赋、分工与专业化程度、产业结构等的差异，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处于不平衡状

态。具有比较优势的强势区域在区际关系中表现出具有较强的吸引与辐射的能

力，弱势区域则表现出较弱的吸引和辐射能力。

６．２　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动力机制

６．２．１　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动力机制

１．经济发展动力

动力是指推动事物运动与发展的力量。经济发展的动力则指在经济发展过程

中，作用于经济活动主体之上的动力。由于经济活动主体具有不同的层次和不同

的经济活动内容，决定了经济发展动力具有不同的层次。如：企业经济发展动力、

产业经济发展动力、城市经济发展动力和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等等。根据动力的一

般划分方法，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动力，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内生经济发展动力与

外生经济发展动力，直接经济发展动力与间接经济发展动力，主导经济发展动力与

辅助经济发展动力等。进行科学的经济发展动力划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

们深入分析不同层次的经济活动规律，科学地制定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制度与政策

和经济发展战略的依据与前提。经济发展动力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方向性。

动力是具有方向的空间矢量，与经济发展方向一致，促进经济发展的力量我们

称之为正向动力；与经济发展的方向不一致的动力，我们称之为负向动力。经济发

展的状态是正向动力与负向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当正向动力超过负向动力时，

经济得到发展，当负向动力超过正向动力时，经济发展呈衰退状态。

第二，动态性。

经济发展动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大小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内生动

力与外生动力表现出不同的动态性品质。内生动力是关于时间的增函数，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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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力则是关于时间的减函数。也就是说，作用于某一事物上的内生动力会随

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这种增加包含两种过程，其一是原有内生动力的累积过

程；其二是外生动力的内化过程。而外生动力，随着其内化的过程，以及由于新

的外生动力的替代效应，导致外生动力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递减。这种变化规

律见图６．１。

图６．１　内生动力及外生动力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图６．１表达的含义是，横轴代表时间，纵轴代表表征经济发展动力大小的百分

数。可以看出，内生动力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外生动力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减

少。内生动力是决定经济发展的根本，外生动力需要内化为内生动力才能成为真

正影响经济发展的力量。

第三，加和性。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站在某一时点观察，影响经济发展的有多种动力，包括内

生动力、外生动力、直接动力、间接动力、根本动力、辅助动力等。经济发展状态是

这些动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动力具有加和性。正向动力的累加，使促进经济

发展的动力加大，负向动力的累加将使导致经济发展的总动力变小。

２．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所谓机制，“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生物学和医学在研究一种生物的功

能（例如光合作用或肌肉收缩）时，常借指其内在工作方式，包括有关生物结构组成

部分的相互关系、及其间发生的各种变化过程的物理、化学性质和相互关系，阐明

一种生物功能的机制，意味着对它的认识已从现象的描述进到本质的说明”。①所

①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５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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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谓动力机制是指在事物运动与发展过程中各种动力的作用原理与传导过程，

其本质是描述动力与事物运动与发展的内在联系。

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则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经济动力的作用机理及其

传导过程，反映经济发展动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经济发展的动力

与动力机制是揭示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途径。

６．２．２　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区域是一个空间的概念，要素与经济活动主体在区域空间上的聚集是区域产

生的根本原因，聚集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力量，聚集经济是区域经济的本质

特征，因而聚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１．聚集动力的特征

第一，聚集动力的方向性。聚集作为动力具有方向性，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

主要表现为正向性，但有时也表现为负向性。例如：当区域经济处于聚集经济状态

时，聚集动力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一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向动力；有时也会

表现出负向性，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方向相反，即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负向动力，阻

碍或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如：当区域经济处于聚集不经济状态时，延续原有的聚

集方式将会导致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减慢，甚至出现倒退。

第二，聚集动力的动态性。聚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区域空间上，聚集度随

时都在发生变化。区域作为开放的空间，流动性要素随时都有流入与流出；新的企

业或新的产业的不断兴起，区域外的企业向特定区域空间的迁移，以及区域内的企

业向其他区域的迁移随时都在发生；区域性要素境况的改变也随时在发生着，如：

区域内自然环境的改善等。上述变化均会带来聚集度的变化，从而导致聚集动力

的变化。

第三，聚集动力具有加和性。聚集的过程伴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区域经

济发展的过程又是聚集度不断提升的过程。聚集程度随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增加。

另外，我们说聚集动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这并不意味着聚集动力是区域

经济发展的唯一动力，区域经济的发展是聚集动力与其他类型的动力综合作用的

结果。

第四，聚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聚集过程发生在区域的特定空间范

围之内，聚集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因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聚集动力作为内生动力是关于时间的增函数，而外生动力则是关于时间的减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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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变化规律见图６．２。

图６．２　聚集动力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２．聚集效应分析

区域的聚集效应是指社会经济活动因区域空间聚集产生的各种影响或经济效

果。区域聚集效应可从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外部经济和市场效率等方面进行

考察和分析。

（１）分工效应。

所谓分工效应，是指由于聚集而给区域经济活动主体带来的分工与专业化方

面的影响。分工与专业化具有聚集需求。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需要相应的外在环

境与条件，企业分工专业化的深化，客观上要求企业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手工作

坊式的生产，分工专业化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而，聚集是分工与专业化实现的条

件和基础。

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作为近现代经济的一种生产方式，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

力量之一。分工与专业化生产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是因为：分工与专

业化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有助于生产要素投入的节约；

分工与专业化生产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分工与专业化使得复杂的

生产程序变得较为简单，而且由于分工比较明确，生产技术的可控程度增强，从

而导致企业管理工作的复杂程度降低，效率得到提高；分工与专业化有助于技术

创新和进步，有助于大规模生产设备的采用，从而扩大了技术应用的潜力；分工

与专业化促进了生产方式的发展，使得大规模专业化生产成为可能，社会产品日

益丰富。

（２）规模效应。

所谓规模效应，是指由于聚集导致经济规模增加而给区域经济活动主体带来

的利益影响。规模经济是区域聚集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既包括生产方面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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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即生产规模经济，也包括消费方面的利益即消费规模经济。前者主要表现为单

位产品成本随产量的扩大而递减，后者则表现为单位消费品或消耗品的平均支出

随聚集规模的扩大而下降。

产生规模经济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投入的不可分性。我们

知道在组织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总是有一些投入是不可分的，它与一定区间上的

规模大小无关。以生产性投入的不可分性为例。假定某生产活动唯一的投入是某

种特定的资本品（如一台机器、一艘轮船、一条管道或一个工厂等）。这些资本品如

果在物质上将其分割，则可能会变得毫无用处或至少失去其原有的生产功能。因

而，它们是不可分的。这种不可分的投入，广泛地存在于社会活动的各个范围和领

域。不仅单个企业内部、产业内部，而且整个城市内部、区域内部都存在着投入的

不可分性问题。前者如企业内部的固定成本、产业内部的技术培训与信息收集成

本等，后者则如城市基础设施、交通、管理、污染控制等公共物品的投入，都具有明

显的不可分性。与之相联系，不仅在生产领域，而且在诸如文化娱乐、教育、住房等

消费领域也存在类似的状况。所以，在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中，不可分的投入是导

致各种规模经济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不可分投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为设置成本。经济活动的组织，毫无疑问都要

花费设置成本。就企业而言，其设置成本主要表现为准备工作所花费的各种成本。

一旦设置成本已经付出，则产出与其要素投入成正比，从而，产品平均成本则随产

量的扩大而降低。在这种情况下，规模收益递增的现象十分明显。在区域经济活

动中，类似的设置成本在各个领域中广泛存在。除了企业以外，整个行业的创立、

公共物品的生产、社会文化团体的组建等都存在着类似现象。

规模经济的产生，除与不可分的投入有关外，还来源于因规模扩大而形成的生

产、销售、管理等方面效率的提高。首先，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动分工的专业

化、生产线的一贯作业将随之加强，个人技术积累也随之提高，为适应产品需求及

原料供应的随机变动所需的产品与原料的存货也因之降低，从而企业的生产力得

以提高。其次，企业规模的扩大，广告宣传、产品运输和贮藏等销售活动也形成了

规模经济，单位产品所分摊的销售费用也随之降低。最后，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管理的专业化和管理功能的规范化也随之增强，从而管理技能和管理水平随之提

高。所有这一切均会导致规模经济的产生。

规模经济的实现是有条件的，它不仅要求有相应的技术条件，而且要有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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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需求，才能保证上述企业合理规模的实现。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为企业

合理规模的实现提供了充分的社会经济技术和市场条件：同类与不同类企业的合

作与竞争，为企业大规模专业化生产提供了可能；大量熟练劳动力的聚集，为企业

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必需的劳动力市场；众多而偏好各异的消费者，则为其提供了必

需的市场需求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经济聚集的重要结果，其产生原因则与社会

经济活动的另一类特性即外部性有关。

规模经济的产生与生产函数的技术状况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生

产活动都具有规模经济特征，只有生产函数必须是严格的凸函数，才存在规模收益

递增。规模经济的实现也是有限制的，它仅存在于一定的技术条件之下。具有规

模经济的同一企业，若生产规模过分扩大，改变了生产函数的投入与产出关系，就

有可能出现规模收益递减，即规模不经济的现象。

（３）外部效应。

所谓外部效应是指由于聚集而给区域内的经济活动主体带来的外部经济方

面的利益。外部性的产生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有关，各种外部经济

效应的存在正是聚集经济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集

中，各种行为的相互依赖与摩擦格外强烈，从而其外部性特征更为突出。概括而

言，因社会经济活动及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外部性经济利益大致有以

下几个方面：

第一，使经济活动主体获得更好的信息和技能。在现代经济中，不同产业的经

营活动是紧密相联的。一个企业的产出可能是另一个企业的投入，从而两者之中

任何激发技术发明和革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更有效的技术手段。上述信息经济

利益是产生聚集经济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二，多样性经济利益。城市区别于乡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社会经济

活动的多样性，或称为“异质性”。在城市中，多种多样的居民、厂商及社会组织聚

集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产生了多种形式的外部经济利益。各种思想、观

念、知识、风俗等方面的交流，不仅为居民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而

且还为新知识、新思想、新发明的涌现提供了源泉。众多的居民和厂商的汇集，则

又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产品（或服务）需求与供给。消费需求与产品供给的多样性毫

无疑问为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化与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

由多样性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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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数法则利益。具有异质性的多个行为个体（居民、厂商）及其活动的空

间聚集，使得任何一项活动都有足够多的个体与之相适应，从而可以减少社会经济

活动波动的损失。例如，众多的具有不同消费偏好的消费者的存在，毫无疑问减缓

了需求和生产波动给厂商造成的损失；众多的社会经济活动给具有不同能力的居

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减少了失业的可能。大量的经济活动主体集中在一起，可实现

特定区位优势资源的利益共享等。

第四，市场效应。所谓市场效应是指由于区域聚集而给区域内的各个经济活

动主体带来的市场效率提高的利益。空间聚集所带来的市场效率的提高，是显而

易见的。

首先，聚集导致市场空间范围内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增多。市

场既是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或领域，又体现一种交换关系。同一产业内的企业

之间表现为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体现一种竞争与互补的关

系、厂商与消费者之间以及下游产业与上游产业之间存在着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等等。经济活动主体，包括城市居民在区域空间上的聚集，将导致这种经济联系

的增多。

其次，聚集导致市场需求增大。区域空间内大量人口的聚集，带来了巨大的市

场需求，这种需求一方面表现为消费者个体的需求，也包括企业为保证其生产和扩

大再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劳动力、能源和相关设备的需求。消费者和厂商数量的增

加，将导致市场需求的增加。

再次，聚集导致市场供给能力的增强。同类厂商的聚集，将直接导致某种产品

市场供给量的增加。而不同类型厂商的聚集，将导致市场上供给产品种类的增多。

数量增加和品种增多的直接结果是市场供给能力的增强。

最后，各类经济活动主体在空间上的聚集，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原料生产商与

厂商，以及具有内在经济联系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空间距离拉近，在发生经济联

系或进行交易时可节约时间和交易费用。另外，空间聚集又导致市场竞争加剧，为

取得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各经济活动主体必须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并规范市场行

为，从而导致市场运行效率的提高。

３．聚集动力的测度

为了表征特定空间上的聚集动力的状态，我们需要进行聚集的测度。表示聚

集动力状态的指标是聚集度，即单位面积上聚集的要素或经济活动主体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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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聚集对象的不同我们将聚集度分成要素聚集度和经济活动主体聚集度；为反

映不同类型的要素或主体在特定空间上的聚集状态，又将聚集度分成总量聚集度

和分量聚集度。利用聚集度进行聚集的测度时，由于均采用单位面积上的聚集为

标准，消除了因内涵式聚集和外延式聚集的不同所带来的差异。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要素可分为流动性要素与非流动性要素，在聚集度的

计算中，非流动性要素主要决定聚集度的初值，流动性要素则决定聚集度的变化，

在研究聚集经济变化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中应特

别关注关于流动性要素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聚集度的变化。

（１）基于要素的聚集度计算。

第一，总量聚集度。

Ｈ ＝Ｆｇ
Ｓ ＝

∑
ｎ

ｉ＝１
ｆｉｇｉ

Ｓ
（６．１）

其中：

Ｈ———基于要素的聚集度（总量），其含义为：特定空间一定时间点单位面积上

聚集的一定品级要素的数量；

Ｆ———一定时间点，特定空间的要素总量；

ｇ———要素品级因子，反映要素的质量；

Ｓ———特定空间的总面积；

ｆｉ———第ｉ种要素的数量；

ｇｉ———第ｉ种要素的品级因子；

ｎ———所考虑的特定空间上要素的总种类数。

考虑到不同要素的性质，为使公式的运算成为可能，关于要素的数量均需进行

量化处理、无量纲处理和标准化处理，不同区域的要素数量应是分布于０—１００区

间内的数值；关于品级因子，在进行实际测算时，需借助特尔菲法等进行处理，品级

因子的等级分为：差、较差、中等、较好、好。采用等差级数赋值，实际为各种要素的

影响权重。

第二，分量聚集度。

分量聚集度的公式如下：

Ｈｉ＝Ｆｉｇｉ

Ｓ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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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Ｈｉ———特定空间一定时间点单位面积上聚集的一定品级的第ｉ种要素的数量；

Ｆｉ———一定时间点，特定空间的第ｉ种要素数量；

ｇｉ———第ｉ种要素品级因子，反映要素的质量；

Ｓ———特定空间的总面积。

基于要素的总量聚集与分量聚集的关系为：

Ｈ ＝∑
ｎ

ｉ＝１
Ｈｉ

（２）基于经济活动主体的聚集度。

第一，总量聚集度。

Ｈ ＝Ｆ
Ｓ ＝

∑
ｎ

ｉ＝１
ｗｉｆｉ

Ｓ
（６．３）

其中：

Ｈ———基于经济活动主体的聚集度（总量），其含义为：特定空间一定时间点单

位面积上的经济活动主体数；

Ｆ———一定时间点，特定空间的各类经济活动主体总数量；

Ｓ———特定空间的总面积；

ｗｉ———第ｉ种经济活动主体的权重；

ｆｉ———第ｉ种经济活动主体的数量；

ｎ———特定空间经济活动主体的种类数（一般情况下ｎ＝３，即代表第一产

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不同类型的企业因聚集程度不同，应赋予不同的权重。

第二，分量聚集度。

Ｈｉ＝Ｆｉ

Ｓ
（６．４）

其中：

Ｈｉ———特定空间一定时间点单位面积上聚集的第ｉ种经济活动主体的数量；

Ｆｉ———一定时间点，特定空间的第ｉ种经济活动主体的总数量；

Ｓ———特定空间的总面积。

基于经济活动的总量聚集与分量聚集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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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
ｎ

ｉ＝１
Ｈｉ

当特定空间为企业空间时，式（６．１）—式（６．４）计算的结果为企业聚集度；当特

定空间为行业空间时，式（６．１）—式（６．４）计算的结果为行业聚集度；当特定空间为

城市空间时，式（６．１）—式（６．４）计算的结果为城市聚集度；当特定空间为区域空间

时，式（６．１）—式（６．４）计算的结果为区域聚集度。

６．２．３　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指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聚集动力的作用机

理及其传导过程，反映聚集动力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聚集之所以能

够成为动力，是因为聚集效应的存在，而聚集过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存在着流入、

流出和乘数三种效应。

１．聚集过程的内在三种效应

聚集过程之所以能够发生、发展，以及聚集动力的作用过程和传导机制之所以

存在，是因为聚集过程中存在着三种效应，即流入效应、流出效应和乘数效应。关

于三种效应的讨论，是揭示聚集动力机制的关键。

（１）流入效应。

所谓聚集的流入效应，是指客观上存在导致经济活动主体或要素向特定空间

聚集的动机或力量。

为说明问题，我们以厂商为例。企业的经济活动涉及“何时、何地、为何、如何”

的问题。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得知厂商的生产目的是明确的，即追求利润最

大化，当根据市场需求厂商决定生产什么和何时生产以后，厂商目标实现取决于价

格、产量和成本。同等投入的情况下，劳动效率决定产量，并影响成本。要素价格

决定成本。于是具有满足厂商生产可能性要求，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具有较低

要素价格的优势区位成为厂商的必然选择。即优势区位存在厂商向其聚集的驱动

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流入效应。

（２）聚集的乘数效应。

任何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活动都必须与其他的经济活动主体发生联系，这种

联系是经济活动主体劳动价值实现的过程。任何生产要素都不会单独地发挥作

用，生产的效率取决于要素组合及其内在的有机联系。因而，经济联系是实现经济

活动主体目标的前提和基础。所谓乘数效应是指特定空间上聚集的经济主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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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联系与经济主体的数量增加成倍数关系。乘数效应可用图６．３来表达。

（１）
　　 （２）

　　 （３）

（４）
　　　　　　 （５）

图６．３　经济活动主体及其经济关系示意图

图中圆点代表经济活动主体，连线代表两两之间的经济联系。例如，图６．３

（１）为两个经济活动主体，经济联系数为１。经济活动主体数与它们之间的经济联

系数的关系，实际为关于经济活动主体取２的组合数，其数学表达式为：

Ｎ＝Ｃｍ
ｎ ＝ ｎ！

ｍ！（ｎ－ｍ）！
（６．５）

式中ｎ为经济主体数，ｍ 为构成一个经济关系的经济活动主体数，即ｍ＝２，

所以式（６．５）又可写成：

Ｎ＝ｎ（ｎ－１）
２

（６．６）

根据式（６．６）进行计算：２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数为１；３个经济主体的关系

数为３；４个经济主体的关系数为６；５个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数为１０；６个经济

活动主体的关系数为１５个等等。

（３）流出效应。

与流入效应相对的是流出效应，即经济活动主体或流动性要素由于某种原因

从特定区位流出的现象。流出效应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当经济活动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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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活动内容发生改变，而区位条件无法满足要求时发生的流出，如厂商生产新

的产品，而原有区位的资源条件无法满足其生产要求是发生的流出；其二，更大空

间领域存在着竞争，当其他区域的流入效应超过本区域的流入效应时发生的流出，

如其他区域的特惠政策导致的本区域的企业迁出等。

２．聚集过程是流入效应、流出效应和乘数效应交互作用的结果

流入效应、流出效应和乘数效应反应了聚集过程的内在机理，同时也揭示了聚

集能够成为经济发展动力的原因。聚集过程是在流入效应、流出效应和乘数效应

的交互作用下完成的。流入效应导致了在特定空间聚集的开始，在乘数效应的作

用下形成了新的流入效应，从而导致聚集度不断提高。

流入效应与乘数效应的交互作用，能够使我们清晰地解释在特定的区位为

何城市、区域能够形成和发展，而不是在其他的区位。流出效应与乘数效应的交

互作用，能够使我们清晰地解释在城市与城市和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竞争中，为何

有的城市或区域经济发展较快，而有的城市或区域经济发展则较慢，甚至出现

倒退。

乘数效应是可逆的，既具有正的乘数效应，也有负的乘数效应。当流入效应大

于流出效应时，表现为正的乘数效应；当流出效应大于流入效应时，表现为负的乘

数效应。

３．聚集动力的传导过程

在流入效应、流出效应和乘数效应的综合作用下，聚集动力的传导过程见

图６．４。其基本含义是：

    

图６．４　聚集动力的传导过程

第一，要素禀赋是聚集动力传导过程的发端，是产生流入效应的基础。在流入

效应的作用下，特定区域的聚集开始。要素禀赋是区域分工与专业化的基础，要素

禀赋中的主导因素决定分工与专业化的内容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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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聚集使特定区域空间上的分工与专业化发展，乘数效应发挥作用，分工

与专业化具有聚集需求，带来新的流入效应；聚集和生产过程引起要素禀赋条件的

变化，个别厂商无法适应这种变化，进行新的区位选择，流出效应产生。

第三，分工与专业化导致聚集，聚集程度的提高又会促进分工与专业化，两者

表现为一种互动的关系。当流入效应大于流出效应时，正的乘数效应发挥作用，区

域聚集度迅速增加；当流出效应大于流入效应时，负的乘数效应发挥作用，区域聚

集度下降。

第四，聚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从时间

维度来看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从空间维度来看表现为空间结构的演化，从区域的

交互作用来看表现为区际引力与辐射。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和区

域对外扩散与辐射能力的增强，均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表现形式。

第五，聚集与区域经济增长、空间结构演化和区际扩散与辐射是相互作用的。

首先，聚集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又会产生流入效应，出现更大规模

的聚集；其次，聚集带来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优化的空间结构也会产生流入效应，

从而带来更大规模的聚集；再次，聚集形成了区域对外辐射与扩散的能量，是区际

扩散与辐射形成的条件，区际扩散与辐射的过程使特定区域的影响力加大，产生新

的流入效应，给区域带来更大规模的聚集。

第六，聚集的动态过程将时间与空间有机结合，聚集的产生、发展与变化揭示

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七，在聚集动力的作用下区域经济不断发展，并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经济

发展。

６．３　区域经济发展模型

６．３．１　聚集—区域经济增长模型

我们这里在分析区域经济增长模型时，建立了基于梅奥模型的改进模型。

１．选择梅奥模型作为基础模型的原因

第一，梅奥证明在聚集经济或不经济的前提下城市增长模型存在稳定的长期

均衡。并且，如果城市总产出的总需求继续增加（以一比率），长期稳定均衡就存

在。在模型中土地（ｌａｎｄ）因素被考虑进去了，在聚集经济或不经济的前提下，第三

生产要素的可用性使得模型更容易达到稳定的增长均衡。

第二，梅奥讨论了聚集经济和聚集不经济的情况，认为聚集经济或聚集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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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可能会造成增长均衡的不稳定。聚集不经济的存在将会造成向稳定均衡的

收敛。聚集经济的存在造成均衡的无限扩散。

第三，梅奥模型虽然也是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型，但不同于其他经

济增长模型，其将土地要素引入模型，土地作为非流动要素，最能反映经济空间特

征，因而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更具现实意义。

设生产函数为：

Ｙ＝Ａ（Ｎ）ＫａＮ１－ａ

引入聚集系数ｈ，令ｈ＝ （ｉ－ｏ）·Δｔ。其中：

ｈ为聚集系数，即反映聚集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程度的变量；

ｉ 为流入因子，即由于流入效应带来的在考察期（ｔ）区域空间单位面积上流入

的要素量；

ｏ 为流出因子，即由于流出效应导致的在考察期（ｔ）区域空间单位面积上流出

的要素量；

Δｔ 为乘数因子，反映因乘数效应导致的放大效果。

引入聚集系数的实际意义如下：

（１）当（ｉ－ｏ）＞０时，流入大于流出，表明区域经济处于聚集经济状态；

（２）当（ｉ－ｏ）＜０时，流出大于流入，表明区域经济处于经济不经济状态；

（３）当（ｉ－ｏ）＝０时，流入等于流出，表明区域经济处于均衡状态。

令：

Ａ（Ｎ）＝Ｎｈ，ｈ≠０

Ｋ
·

Ｋ ＝ｓＹ
Ｋ ＋ｖ（ｒ－ｒ）

Ｎ
·

Ｎ ＝ｎ＋ｇ（ｗ－ｗ）

ｒ＝Ａ（Ｎ）（Ｋ
αＮ１－α）
Ｋ ＝ａＫａ－１Ｎ１－ａ＋ｈ

ｗ＝Ａ（Ｎ）（Ｋ
αＮ１－α）
Ｎ ＝ （１－ａ）ＫａＮｈ－ａ

模型存在稳定均衡，其条件为Ｋ
·

＝Ｎ
·

＝０。

假设，随着时间的变化，实际工资率ω，向劳动边际生产力，将会有调整，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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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θ（ｗ－ω），θ＞０

Ｋ
·

Ｋ ＝ｓＹ
Ｋ ＋ｖＹ－ωＮ

Ｋ －（ ）ｒ

Ｎ
·

Ｎ ＝ｎ＋ｇ（ω－ｗ）

从而，模型可以得出：

Ｋ
·

＝Ｔ（Ｋ，Ｎ，ω）≡ （ｓ＋ｖ）ＫαＮ１－ａ＋ｈ－ｖｗＮ－ｖｒＫ

Ｎ
·

＝Ｕ（Ｎ，ω）≡ｎＮ＋ｇ（ω－ｗ）Ｎ

ω·＝Ｖ（Ｋ，Ｎ，ω）≡θ［（１－ａ）ＫαＮｈ－ａ－ω］

利用Ｊａｃｏｂｉａｎ矩阵：

Ｊ＝

ＴＫ ＴＮ Ｔω

０ ＵＮ Ｕω

ＶＫ ＶＮ Ｖ

熿

燀

燄

燅ω

其中，下标处的字母意味着偏微分，并且在均衡处，ＵＮ ＝ｎ＋ｇ（ω－ｗ）＝０，从而：

Δ１ ≡－（ＴＫ ＋Ｖω）＝ （１－ａ）ｓＫａ－１Ｎ１－ａ＋ｈ＋θ

Δ２ ≡
ＴＫ Ｔω

ＶＫ Ｖω
＋

０ Ｕω

ＶＮ Ｖω
＝θ

（１－ａ）ｓｖｒ
ｓ＋ｖａ ＋ａωｖＮ

Ｋ ＋（ａ－ｈ）ω［ ］ｇ

Δ３ ≡－ｄｅｔ［Ｊ］＝－ｈ（ａｖ＋ｓ）θωｇＫａ－１Ｎ１－ａ＋ｈ

如果聚集经济存在，ｈ＞０，模型的结果应该是Δ３ ＜０，就是其均衡局部不稳

定。如果聚集不经济存在，ｈ＜０，模型的结果应该是Δ１＞０、Δ２＞０、Δ３＞０，其

均衡就是局部稳定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证明更一般的生产函数：

Ｙ＝Ａ（Ｎ）Ｆ（Ｋ，Ｎ）

ψ（ｋ）＝ｓｆ（ｋ）
ｋ ＋ｖｆ′（ｋ）－ｇ［ｆ（ｋ）－ｋｆ′（ｋ）］

ψ′（ｋ）＜０意味着ｌｉｍ
ｋ→０ψ（ｋ）＝∞，ｌｉｍ

ｋ→∞ψ（ｋ）＝－∞，ｆ′（０）＝∞，ｆ′（∞）＝０。

从而，资本劳动比率ｋ在ｔ→∞ 时向增长均衡点ｋ 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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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将土地要素考虑进去的模型的生产函数为：

Ｙ＝Ａ（Ｎ）ＫａＮｈＬ１－ａ－ｂ

其中，Ｌ为土地，ａ＞０，ｂ＞０，１－ａ－ｂ＞０。再考虑需求导向模型：

Ｋ
∧

＝ｓＹ
Ｋ ＋ｖａＹ

Ｋ －（ ）ｒ ，ｖ′（·）＞０

Ｎ
∧

＝ｎ＋ｇｈＹ
Ｎ －（ ）ｗ ，ｇ′（·）＞０

与前一模型相比，这一需求导向模型包括原始劳动力迁移方程式。其差异就

是土地可用性的结果，它是达到稳定增长均衡的调整要素。这里，我们有：

（Ｋ／
∧

Ｙ）＝Ｋ
∧

－Ｙ
∧

＝ｓＹ
Ｋ ＋ｖａＹ

Ｋ －（ ）ｒ －φ

（Ｎ／
∧

Ｙ）＝Ｎ
∧

－Ｙ
∧

＝ｎ＋ｇｈＹ
Ｎ －（ ）ｗ －φ

假设ｖ（－ｒ）＜φ和ｇ（－ｗ）＜φ－ｎ＜ｇ（∞），我们可以证明稳定增长均衡值

的 Ｋ（ ）Ｙ


和 Ｎ（ ）Ｙ


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Ｌ的动态路径是在生产函数中可以

发现的，如Ａ（Ｎ）＝Ｎｈ，我们可以得出：

Ｌ＝Ｙ
１

１－ａ－ｂＫ
－ａ

（１－ａ－ｂ）Ｎ
－（ｂ＋ｈ）
（１－ａ－ｂ）

并且，

Ｌ
∧

＝１－ａ－ｂ－ｈ
１－ａ－ｂ ＝Ｙ

∧

＝Ｋ
∧

＝Ｎ
∧

上述方程式表明，与产出量、资本和劳动力相比，为了弥补聚集经济（不经济）

效应，依照稳定增长路径，土地更缓慢地（更快地）增加。无论生产技术具有聚集经

济的特征还是具有聚集不经济的特征，只要土地要素成为模型的调整因素，模型就

能够达到稳定增长均衡。

６．３．２　聚集—区域空间结构演化模型

由于是非均质空间，引入最早由科林·克拉克（ＣｌｉｎＣｌａｒｋ）提出的密度梯度变

化曲线。对于单核心、具有三元结构的典型区域，需引入三个斜率系数，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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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ｘ）＝

Ｈ０ｅ－ｂ１ｘ

Ｈ０ｅ－ｂ２ｘ

Ｈ０ｅ－ｂ３

烅
烄

烆 ｘ

其中，Ｈ０ 代表区域中心最高聚集度；ｂ１、ｂ２、ｂ３ 分别代表城市中心区、城乡边缘区

和农村的斜率系数，可得区域聚集度梯度曲线如图６．５所示。

图６．５　区域聚集度梯度曲线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极为重要的推论：

推论Ⅰ：特定区域当沿空间某一方向聚集度与相邻区域聚集度相等时，形成两

个相邻区域聚集度梯度曲线的交点，实际为两区域在该方向的空间均衡点，该点在

区域空间地表的映像即为区域空间沿此方向的边界点。

推论Ⅱ：由于区域空间的异质性，沿不同方向聚集度表现不同的变化规律，因

而将在距区域中心点具有不同半径的空间点上实现均衡。

推论Ⅲ：由沿不同方向的边界点所形成的包络线所形成的闭合空间即为区

域空间，包络线即为区域边界，于是区域边界可测。又因为沿不同方向的边界点

距区域中心点的距离（半径）不同，表明区域边界不是等半径的同心圆结构（见

图６．６）。

推论Ⅳ：由于区域面积与聚集度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所以区域面积可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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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圈层线为聚集度相等的等高线

图６．６　区域空间（平面）的演化过程

根据图６．５求积分，可得城市中心区的面积Ｓ１、城乡边缘区的面积Ｓ２ 和农村

的面积Ｓ３。

Ｓ１ ＝∫
ｘ１

０

Ｈ·ｂ１

Ｈ０·ｅ－ｂ１ｘｄｘ

Ｓ２ ＝∫
ｘ２

ｘ１

Ｈ·ｂ２

Ｈ０·ｅ－ｂ２ｘｄｘ

Ｓ３ ＝∫
ｘ３

ｘ２

Ｈ·ｂ３

Ｈ０·ｅ－ｂ３ｘｄｘ

此时，区域的总面积为Ｓ：

Ｓ＝Ｓ１＋Ｓ２＋Ｓ３

即：

区域总面积 ＝ 城市中心区面积＋城乡边缘区面积＋农村面积

６．３．３　聚集—区域辐射模型

１．有关问题的讨论

（１）聚集的“场”效应。

我们讨论了关于聚集效应问题，指出聚集经济存在四种效应，即分工效应、规

模效应、外部效应和市场效应，这是站在区域内部来看聚集给区域内的各个经济活

动主体所带来的好处，进而说明聚集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原因。

事实上，区域又是物质实体，要素及经济活动主体在区域空间上的聚集，本质



１７５　　 ．．．．．．．．．．．．．．．．．．．．．．．．．．．

■
第
６
章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上又是能量的聚集。在区域空间上聚集度越高，表明聚集的能量越大，反之亦然。

因而表明，在以区域中心为中心的一定空间上存在着能量场。

（２）区际关系是区域的辐射与扩散能力的表现。

聚集所形成的能量场，一方面使区域内部的各个经济活动主体受益；另一方面

又是区际关系形成的基础。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各个区域作为国民经济系统或更

大系统的子系统，区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即表现为区际联系。在区域的相

互作用与相互影响中，有的区域处于优势地位，有的处于劣势地位。区域的辐射与

扩散能力是决定特定区域在与其他区域的相互影响中，是否处于优势地位的决定

因素。

（３）区域能量场边界与区域边界的关系。

所谓区域能量场的边界即指区域的辐射与扩散的边界，指当聚集度沿各个方

向衰减至零时地表各点的包络线。由于区域能量的大小取决于区域的聚集程度的

高低，所以聚集度是关于区域能量大小的衡量指标。区域中心聚集度最高，因而能

量最大；聚集度从区域中心沿某个方向随着与中心点距离的变大而衰减；在区域内

部流入大于流出，具有正的聚集度增量；在区域边界流入等于流出，聚集度增量为

零，聚集度小于沿特定方向区域内任何一点的聚集度，但不为零（见图６．６），表明

区域在区域边界仍有可释放的能量，因而区域的辐射与扩散边界大于区域边界，两

者的关系如图６．７所示。

图６．７　区域边界与场边界的关系

２．聚集—区域辐射与扩散模型

引入Ｆｉｃｋ定律，根据图６．７，假设聚集度是辐射与扩散的驱动力。令ｈ（ｘ，ｔ）

代表聚集度，即单位面积上的要素数量。令φ（ｘ，ｔ）代表要素流动向量，其方向为



区域经济学原理
　．．．．．．．．．．．．．．１７６　　 ．．．．．．．．．．．．．．．．．．．．．．．．．．．

要素流动的方向，其大小为单位时间穿过单位单元的比率。则：

φ＝－ｋｇｒａｄｈ （６．７）

或

φ＝－ｋ ｈ

负号表示辐射朝着使聚集度减小的方向。

一定时期特定空间赋存的要素数量是一定的，按照守恒定律，流出某区域的要

素数量等于流入其他区域的要素数量。

ｈ
ｔ＝－ｄｉｖφ＝－φ１

ｘ１
－φ２

ｘ２
（６．８）

组合式（６．７）和式（６．８），

ｈ
ｔ＝ｄｉｖｇｒａｄｈ

ｈ
ｔ＝ ２ｈ＝２ｈ

ｘ２
１
＋２ｈ
ｘ２

２

（６．９）

规定穿过区域边界的净聚集量Δｈ＝０，即：

φｎ ＝０

根据式（６．７）

（ｇｒａｄｈ）ｎ ＝０ （６．１０）

考虑一维的情况，令ｆ代表从左向右的流动，则：

ｆ＝－ｈ
ｘ

ｈ
ｔ＝－ｆ

ｘ

因此：

ｈ
ｔ＝２ｈ

ｘ２

并且在边界点ｘ０、ｘ１，有：

ｈ
ｘ＝０

对于给定的无边界区域，式（６．９）的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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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维情况：

Ｈ（ｘ，ｔ）＝ Ｈ０

２ π槡ｔ
ｅ－

ｘ
２

１＋ｘ
２

２

４ｔ （６．１１）

Ｈ０ 为区域中心的最高聚集度。

二维情况：

Ｈ（ｘ，ｔ）＝ Ｈ０

２ π槡ｔ
ｅ－

ｘ２

４ｔ （６．１２）

一维情况下，根据式（６．１１），最大解为：

０＝ 
ｔ

ｅ－
ｘ２

４ｔ

槡（ ）ｔ ＝ １
２

ｅ－
ｘ２

４ｔ

ｔ
３
２ ＋ｘ２

４ｔ２
ｅ－

ｘ２

４ｔ

ｔ
３
２
，解之，ｔ＝ｘ２

２

距离区域中心的距离为：ｘ＝ ２槡ｔ。

二维情况下，假设为对称辐射（即圆形辐射区），则辐射半径为：

ｒ２＝ｘ２
１＋ｘ２

２

即：ｒ＝ ｘ２
１＋ｘ槡 ２

２，为圆形辐射区的半径。

事实上，由于我们已经证明区域的真实边界不是同心圆的结构，因而真实的辐

射边界也不可能是同心圆结构，所以，由ｒ＝ ｘ２
１＋ｘ槡 ２

２ 得出的区域边界实际为关

于区域辐射边界的近似结果。

６．４　区域经济发展的循环规律

６．４．１　要素聚集规律

１．基本概念

所谓要素聚集是指在特定的空间各种要素的变化过程，这里的要素既包括区

域性要素，也包括非区域性要素，由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的性质所决定，对

区域性要素而言，要素聚集主要指特定区域空间要素性态的变化，如：在土地面积

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土地的肥沃程度随着人们的生产活动而发生变化等；对非区

域性要素而言，要素聚集则主要指在流入效应和流出效应的作用下，特定的区域

空间一定品级要素数量的增减，如：资本的流入流出、人口的流入流出等，在流

入效应作用下将使特定区域空间要素的数量增加，我们称其为正向聚集；在流出

效应的作用下，将使特定空间要素的数量减少，我们称之为负向聚集；一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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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正向聚集与负向聚集的综合作用下，特定空间要素数量的变化量我们称为

净聚集。

要素聚集可分为总量聚集和分量聚集。所谓总量聚集是指特定的地域空间各

种要素总的聚集变化过程。与之对应的是综合要素禀赋的概念，其反映的是特定

的地域空间各种要素综合的赋存状态；分量聚集则指特定的地域空间某种要素的

聚集变化过程。与之相对应的是单一要素禀赋的概念，其反映特定的地域空间某

种要素的赋存状态。如：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变化等。

要素聚集的结果是使特定区域空间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所谓要素禀赋是指

某一时点特定空间要素的赋存状态，其既是数量的概念，又是质量的概念，即要素

禀赋是关于要素数量和要素质量的综合表征。

２．要素聚集与经济活动主体聚集

如前所述，聚集可分为要素聚集与经济活动主体聚集，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

联系。首先，经济活动主体的聚集是第一性的，聚集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是因

为聚集的分工效应、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等的存在，能够获得或具有获得分工效

应、规模效应和外部效应好处的需求的是经济活动主体，而非要素本身，劳动是最

重要的要素之一，但由于劳动的承担者是人，其具有要素和经济活动主体的双重属

性；其次，经济活动主体的选择行为对要素聚集具有决定作用，聚集过程中的流入、

流出是区域经济活动主体进行区位或区域选择的结果；再次，要素聚集是聚集的最

终表现形式，要素是经济活动主体经济活动的对象，任何经济活动的结果都将伴随

特定空间要素数量和结构的变化。

３．沿时间维度的要素聚集

从时间维度来看，要素禀赋又可分为原始要素禀赋、初始要素禀赋、现时要素

禀赋和预期要素禀赋。所谓原始要素禀赋是指特定的地域空间在未有人类活动干

预的情况下，各种要素的赋存状态，即特定地域空间纯自然状态下的要素禀赋。原

始要素禀赋决定人们最早的区位选择和区域选择行为；初始要素禀赋是指特定的

地域空间在给定时点的要素赋存状态。由于不同地域空间的要素禀赋条件的差

异，人类经济活动开始的时点不同，始于不同时点的要素禀赋之间往往不具有比

较意义。因而，初始要素禀赋是进行不同空间要素禀赋比较研究的基础。现时

要素禀赋是指特定的地域空间在当前时点下要素的赋存状态，我们通常讲的要

素禀赋即指现时要素禀赋，现时要素禀赋是进行区域经济研究的最直接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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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要素禀赋是指经济活动主体对特定地域空间未来时点要素赋存状态的预测

或估计，预期要素禀赋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区位选择和区域选择行为具有重要影

响。现时要素禀赋和预期要素禀赋是经济活动主体进行区位与区域选择决策的

主要依据。

４．沿空间维度的要素聚集

空间是人类经济活动的载体，任何经济活动都不能离开空间而存在。由于要

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不同空间点满足人类经济活动的要素禀赋条件不同，基

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空间是经济活动主体的必然选择。

单个经济活动主体选择的对象是区位，其经济活动的过程使与其经济活动

相关的要素在特定区位上聚集，形成区位要素聚集；在聚集动力的作用下，与占

据优势区位经济活动主体具有密切关联或具有共同的要素需求的经济活动主体

将选择与之毗邻的区位，其结果是在特定的空间上由具有共同的要素需求或密

切关联的经济活动主体所形成的经济功能区，即经济功能区要素聚集；社会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人们的需求是多样的，单一经济功能区无法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

需求，因而在特定的经济功能区周边将形成与其功能互补、具有有机联系的其他

类型的经济功能区，由多个经济功能区组成功能完善的经济区域，形成区域性要

素聚集。

先期形成的经济功能区我们又称之为主导功能区，其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特

殊的意义。首先，主导功能区的形成标志在该地域空间与其功能直接相关的某种

要素或要素组合具有比较优势，这种要素或要素组合我们称为主导要素。其次，主

导要素的性质决定了主导功能区的性质，亦即决定了区域的主导产业。由于其他

功能区的形成与主导功能区相关，主导功能区对其他功能区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

满足其他功能区需要的要素或要素组合成为辅助要素。再次，主导要素的品级和

数量决定了一定区域与其他同类区域之间的竞争优势。

６．４．２　要素聚集规律决定的区域经济循环发展

区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始终伴随着要素聚集的过程。从时间维度来看，原始

要素禀赋与区域的形成起源密切相关，初始要素禀赋与现时要素禀赋是关于区域

经济发展历史的表征，预期要素禀赋则可描述区域经济发展的未来；从空间的维度

来看，区位要素聚集是形成区域的基础，经济功能区要素聚集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

的过渡形态，而区域性要素聚集则综合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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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６．４所示的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仅表达了区域经济发展过程的一个阶

段。事实上，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循环过程，如图６．８所示。

    

图６．８　区域经济发展循环

由图６．８所表达的区域经济发展过程，包括了两个循环过程，即初级循环过程

和高级循环过程。

所谓初级循环是指在区域的产业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在流入效应、流出效应和

乘数效应的交互作用下，聚集动力推动区域经济累积循环的过程（见图６．９）。

    

图６．９　区域经济发展的初级循环

１．初级循环

（１）初级循环的前提条件。

初级循环的前提条件是区域的经济结构（主要指产业结构）不发生变化，因而

可以理解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量变过程，也是区域经济发展在相对短期内的变化规

律。主导要素决定主导功能区的功能定位，即产业类型，在主导功能区的引带下，

相关功能区不断形成，构成了与主导功能区具有有机联系的系统，由此决定了特定

区域的产业结构类型与特点。初级循环是以主导功能区为核心的区域产业结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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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优化的过程，通过初级循环的过程，适宜这一产业结构的要素不断向区域聚集，

区域规模不断扩大，主导产业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２）初级循环的环境条件。

初级循环要求的环境条件是区域经济处于聚集经济状态。所谓聚集经济状态

是指随着区域空间要素聚集度的增加，由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空间结构演化和区际

辐射与扩散能力所表征的区域经济发展处于良性状态。即聚集程度的增加与区域

经济的发展保持同向，说明现有的产业结构能够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现阶段的需求。

（３）初级循环的传导过程。

一定时期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决定了区域的分工与专业化，形成了区域的产

业结构，其中主导因素决定主导产业，形成了初级循环的基础；流入效应与乘数效

应综合作用，导致区域的聚集度提高；聚集动力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带来区域空间

结构的演化和区际辐射与扩散能力的增强，区域经济得到发展；区域经济的发展引

起分工与专业化的进一步深化，新的循环开始。但在初级循环阶段，主导产业未发

生变化，其要素聚集的过程是使区域内以主导产业引领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的

过程。

２．高级循环

所谓高级循环是指原有的产业结构已不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区域的产

业结构发生改变，即要素禀赋和主导因素的变化导致新的产业结构和与之相适应

的分工与专业化，在这个基础上，由于流入效应、流出效应和乘数效应的综合作用，

聚集动力推动区域经济在新的产业结构下发展（见图６．１０）。

    

图６．１０　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循环

（１）高级循环的前提条件。

高级循环的前提条件是原有的产业结构无法满足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求，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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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要求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由于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和分工与专业化的决定作

用，要求寻找新的主导因素，因而，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质变过程。

（２）高级循环发生的环境条件。

高级循环发生的环境条件是区域经济处于聚集不经济状态，即当产业结构不

发生改变时，聚集度的进一步提升，不仅不会带来区域经济的发展，反而会导致区

域经济的停滞，甚至倒退。

经济活动是以人们的需求为导向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需求不断发

生变化，适应人们需求的产业得到发展，不适应人们需求的产业则被淘汰。因而，

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生产的角度看，任何产业的

生产都需要特定的要素与要素组合，随着要素聚集和生产过程的资源消耗，原有的

主导要素可能失去其相对优势，经济活动主体将寻找新的主导要素，并据此形成新

的主导产业和与之相关的产业结构。科技创新能够改变经济活动主体的生产能力

和要素的利用方式。人类社会已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逐渐发展到知识经济社会，

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具有不同的需求和主导产业，因而对要素具有不同的选择，农业

社会是以农业作为主导产业的，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土地是主导要素，土地的肥沃程

度、适耕性、水源、气候等条件成为生产者区位与区域选择的主要对象。工业社会

经济活动主体的区位与区域选择，主要以工业生产所需的要素为依据，如原材料产

地、运输成本、劳动力等。工业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区位与区域选择行为要比农业

社会复杂得多，并且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的加快，主导要素和主导产业的更替速度加

快。进入知识经济社会，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源成为最重要的要素，区域的主导产

业及其产业结构将依区域所拥有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源条件的变化而变化。

（３）高级循环的传导过程。

当区域经济处于聚集不经济状态时，客观上要求区域的产业结构发生改变，由

于要素禀赋对产业结构和分工与专业化的决定作用，新的主导因素产生，循环开

始；新的主导因素及要素条件，决定了分工与专业化，在流入效应、流出效应和乘数

效应的综合作用下，区域的聚集度提升；在聚集动力的推动下，以区域经济增长、区

域空间结构演化和区际辐射与扩散能力为表征的区域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并进入

新的初级循环。

３．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性规律

在初级循环和高级循环的交互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周期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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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如图６．１１所示。

图６．１１　区域经济发展初级循环阶段

初级循环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的状态变化规律可用倒Ｓ曲线表示，在聚集经

济的条件下，一定的产业结构在聚集动力的作用下，经济不断发展，呈上升趋

势。初级循环历经四个阶段，如图６．１１，ＡＢ为循环的起步阶段，特定区域由于

某类要素禀赋具有比较优势，具有该类要素禀赋需求的经济活动主体向该区域

聚集，逐渐形成以该类要素为主导要素的主导功能区及主导产业；ＢＣ为循环的

成长期，在主导功能区的引带下，辅助功能区逐渐形成，聚集水平不断提高，区

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ＣＤ 为循环的成熟期，与主导功能区相配套的区域功能已

经完善，区域经济发展处于稳定持续的状态；ＤＥ 为循环的衰退期，随着需求和

要素禀赋的变化，新的替代品出现或主导要素或要素组合枯竭，不能维持原有规

模生产，区域经济处于聚集不经济状态，呈下降趋势。上述阶段包含了多次初级

循环过程，每一次初级循环都使围绕主导产业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得到一次

提升。

初级循环进入衰退期，表明原有的产业结构已不能适应新的需求，经济活动主

体要进行新的区位与区域选择，寻找新的主导要素，建设新的主导功能区，使区域

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的初级循环。上述主导要素及主导功能区的转化过程，我们

称之为高级循环。高级循环的过程，是使区域的产业升级的过程，使区域经济进入

新的聚集经济状态。建立在高级循环基础上的新一轮的初级循环使区域经济站在

更高的起点上，进入新的循环周期，如图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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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１２　初级循环与高级循环的交互作用

４．区域经济发展的类型

（１）短周期的类型。

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适用于各个经济区域，短期内（即一次完整的初级循

环）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可以用倒Ｓ曲线的形状进行定性的分析。一般

而言，在坐标尺度一定的条件下，具有陡峭倒Ｓ曲线的区域经济发展较快，具有扁

平倒Ｓ曲线的区域则发展较为缓慢。其表达的含义是：在获得同样的经济增长的

条件下，该区域较其他可比区域用较短的时间完成了初级循环的各个阶段。如图

６．１３，Ａ、Ｂ两个区域完成初级循环所用的时间相同，但区域Ａ获得了较大的经济

增长，因而区域Ａ的发展速度快于区域Ｂ；在相同时间内该区域与可比区域完成

了初级循环的各个阶段，但获得了较大的经济增长。如图６．１４，Ａ、Ｂ两个区域完

成初级循环获得了同样水平的经济增长，但区域Ａ所用的时间小于区域Ｂ 所用的

时间，表明区域Ａ的发展速度快于区域Ｂ。

图６．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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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１４

（２）长周期的类型。

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区域经济的发展如图６．１２所示，在初级循环与高级

循环交互作用的短期内可以通过倒Ｓ曲线的形状判断区域经济的发展速度，但长

期内必须综合考察由初级循环和高级循环所组成的整体循环过程。一般我们可以

将区域经济的发展分为三种类型：超前型、同步型和滞后型。

第一，超前型区域经济发展。图６．１５给出的是超前型区域经济发展类型，其

特点是：高级循环在上期初级循环进入成熟阶段时就开始，新一轮的初级循环的起

步阶段与上一轮初级循环的成熟阶段同时进行，当上一轮初级循环进入衰退阶段

时，新一轮的初级循环刚好进入成长阶段。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理想状态。

图６．１５　超前型

第二，同步型区域经济发展。图６．１６给出的是同步型区域经济发展类型，其特

点是：当上一轮初级循环结束成熟阶段时，高级循环同时发生，下一轮初级循环的起

步阶段与上一轮初级循环的衰退阶段并行进行。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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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１６　同步型

第三，滞后型区域经济发展。图６．１７给出了滞后型区域经济发展类型，其特

点是：上一轮的初级循环已进入衰退阶段，高级循环在经济发展衰退的压力下实

现，区域经济处于最低谷时，新一轮的初级循环才刚刚开始。这是区域经济发展最

不理想的类型。

图６．１７　滞后型

６．４．３　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的循环规律的现实意义

１．循环规律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由量变到质变及其两者的相

互转化是物质世界发展变化的普遍规律。区域经济发展循环中的初级循环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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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变的过程，而高级循环是一个质变的过程。当区域经济处于聚集经济状态时，产

业结构不变，循环是一个量的积累过程；当量的累积达到一定程度时，原有的产业

结构无法满足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发生质变。产业结构的升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

质的飞跃。

从短期来看，初级循环包括起步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和衰退阶段，而每一

阶段的完成都可能需要多次的初级循环过程，但主导要素、主导功能区及由此决定

的区域产业结构不发生变化。从长期来看，需求变化和要素禀赋条件变化是导致

高级循环发生的主要原因，高级循环的发生才能使区域经济发展进入更高层次的

循环发展。初级循环和高级循环的交互作用，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完整过程。

２．循环规律是进行区域经济诊断的有力工具

区域经济学是为解决区域经济问题而产生的。能够发现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问

题，并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十分重要。循环规律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区域经济问题

诊断的有力工具。

首先，区域经济的发展始于要素禀赋和经济活动主体的选择行为，特定区域一

定时期的要素禀赋条件，决定了其主导要素、主导产业及其产业结构，由此也决定

了该区域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分工定位，不考虑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人为地确定

主导产业，将会使区域失去竞争的比较优势。

其次，产业结构升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一定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的优

势不代表永久性的优势，不注意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进入初级循环的衰退期后将

逐渐失去优势。

再次，初级循环的量变积累是高级循环的必要条件，但是不考虑区域经济的发

展阶段和综合水平，一味强调产业结构升级是不成立的，其结果将带来区域经济的

盲目发展，延长新一轮初级循环的起步阶段，使倒Ｓ曲线变得扁平，发展速度减缓。

３．循环规律是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前提

一个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不是靠华丽的辞藻，而是通过对区域经济发展状

态和趋势的准确判断，针对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进行区域经济发展的安

排。也就是说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必须遵守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准

确把握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的相互关系，科学确定一定时期区域经济的发展目

标，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与对策。

初级循环和高级循环的交互作用构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周期规律，同一区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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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现为不同的发展类型。超前型的区域经济发展类型最为理想，其克服了由于上

一轮初级循环进入衰退期带来的负面影响，区域经济实现了持续的增长过程，但对区

域主体具有较高的要求，只有科学判断区域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并科学分析需求变

化和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才能进行科学的预测与决策；滞后型的区域经济发展类

型，将使区域丧失发展机遇，拉大与其他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４．循环规律是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依据

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是指政府部门为确保区域经济的良性发展，根据其管辖范

围内各个区域的发展状态制定的有关宏观经济的调控措施。政策的制定同样必须

遵守客观的经济规律，否则就将事倍功半。例如我国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处于

不同的循环发展阶段，国家的有关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必须尊重这一客观事实，并

有针对性地提出宏观经济的调控措施，否则就不会起到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后

首先发展东部，现在进一步又适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均是按照区域经济的

发展规律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很好例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要素在空间上的非均质分布，同一时点下不同的区域

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条件和要素聚集能力，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因而区域经济发

展不平衡是绝对的，而平衡则是相对的。正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正确处理

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应是区域经济政策的落脚点。

本章小结

在前面对经济区域形成问题的讨论的基础上，本章构建了以聚集为核心、时空

统一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型，认为聚集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以此为基

础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揭示了区域经济发展和循环规律。这样，本章

的研究跳出了孤立构建区域经济增长模型的范式，更好地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

空间动态属性，有利于解释区域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

思考题

１．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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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为什么聚集经济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３．认真推导本章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型，理解该模型与一般宏观经济增长模型的

差异。

４．如何理解区域经济发展循环规律及其在现实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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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ｓｔｉｎａＤｉｓｃｒｅｔｅＭａｒｋｅｔＳｐａｃ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７，

ｐｐ．３３９—３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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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６，ｐｐ．３６７—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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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７章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上一章我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单区域，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与动力机

制。而现实中任何一个区域都不是孤立的，在其发展演进过程中，需要与其他区域

发生联系。当审视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时，多区域间的不平衡问题就出现在我们

的视野中。本章将在上一章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区域经济不平衡与协调发展

问题进行研究。

７．１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概念、特征与衡量

７．１．１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概念

在研究和比较不同区域的发展水平时，不同学者使用的术语也不同。有的人

使用“差异”一词，有的人使用“差距”一词，而另外一些人则使用“不平衡”一词。这

表明，我们必须首先界定和澄清关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般概念。克拉森

（Ｌ．Ｈ．Ｋｌａｓｓｅｎ）曾经把不同区域间发展水平的不同分为动态和静态两个层面，前

者称为区域非均衡（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或者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后者称之为区域差异（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或者区域不平等（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从概念上讲，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并不是均衡与非均衡

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经济主体在达到均衡的时候，多个区域之间会出现发展水平

的差异和不平衡，而在所有经济主体处于非均衡时，也会存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

差异和不平衡。所以，区域非均衡不能用来表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区域差

距和差异比较适合两个区域间的比较，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研究涉及两个以

上的多区域所构成的区域经济体系；区域经济发展不平等涉及的是价值判断问题，

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客观的；另外，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应更集中在

动态视角，而非描述性的静态视角。基于此，研究多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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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应该选择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这一术语。区域经济发展不

平衡是指多个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７．１．２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特征

１．发展不平衡是一个长期过程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是指区域之间发展水平差异。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是常

态的，也是长期过程。虽然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指

出区域经济最终达到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但是我们的现实总是不平衡的。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区域经济增长路径取决于初期条件，并且，各种要素

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导致要素增长率的稳定状态，这也就是长期均衡状态。区际或

国际贸易理论也指出，通过各区域间的贸易，区域最终实现各种要素以及商品的相

对价格均等化，其结论意味着，虽然不同区域面临不同的经济增长或发展条件，但

是最终我们的世界能够实现一种理想状态，也可以说是长期平衡状态。但是，我们

的世界是非常复杂的，区域经济发展也是很复杂的过程。区域经济学是从区域的

角度来发现区域问题。区域是空间维度，不同的区域面临不同的空间条件。并且，

在一般情况下，这些空间条件是无法改变的。

经济发展是长期过程，需要各种发展条件。经济发展必然取决于这些发展条

件的约束，区域经济发展也如此。区域经济发展结果的不平衡取决于条件的不平

衡。与发展成果的不平衡相比，更核心的东西是发展条件的不平衡。从这个角度

来看，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之所以是常态的，是因为发展条件本身是不平衡的，

也是常态的。

２．发展不平衡是相对的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是相对的，既没有绝对的平衡发展，也没有绝对的不平衡

发展。正如上所说，区域经济发展是常态过程，也是不断演进的过程。人类的经济

活动离不开空间，其结果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各种区域问题，区域

经济的发展差距所造成的不平衡结构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从空间维度来看，经济

活动尤其是生产活动，是集中和扩散的不断演化的过程。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生

产活动必然集中起来，但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利益，生产活动还会扩散。从某种程度

上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的缪尔达尔（Ｋ．Ｇ．Ｍｙｒｄａｌ）的回波效应与扩散效

应以及赫希曼（Ａ．Ｏ．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的极化效应与涓滴效应，和９０年代克鲁格曼的

向心力与离心力都表明了这种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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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活动的集中是聚集经济的根源。在聚集经济作用下，各种要素流向有发

展条件的地区，其结果是区域之间发展成果的差距扩大。集中和聚集经济达到临

界点的时候，经济活动自然地面临往外扩散的必要，从而使得各种要素流向其他地

区。经济活动扩散造成的各种要素的空间移动，最终带动区域之间发展成果差距

的缩小。经济发展是不断的累积过程，一方面呈现聚集和分散，另一方面呈现新的

聚集和分散。其结果就是新的集中以及新的聚集经济的存在。并且，前阶段的集

中和分散对新阶段的集中和分散提供重要的条件和空间。

区域经济之间发展成果的差异扩大是短期的，其差异缩小也是短期的。不同

的区域经济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发展条件和路径。不同区域经济之间的要素流动在

短期内对发展差距的缩小起着作用，但长期来看其要素移动反而成为造成发展差

距的主要原因。

不平衡本身是相对的。一个区域的增长水平及其速度快，另一个区域的速度

慢，造成不平衡的发展结构。收敛假说指出，发达区域的增长速度相对地慢，欠发

达区域的增长速度相对地快，其结果两个区域能够达到一种稳定的增长速度。但

是，不平衡还是存在的，欠发达区域的快速发展的同时，发达区域也在发展。有时，

虽然发达区域的发展速度慢于欠发达区域，但是其发展成果远超过欠发达区域。

３．不平衡具有差异性和类别性

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状况是存在差异的。有些区域之间的差异是不能通过自身

的努力就能解决的，例如，一些自然资源匮乏、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区域不是通过

改造自身的产业结构就能赶上具有良好自然资源和条件的区域的，许多偏远地区

长期处于落后状况就属于这种类型；而有些区域之间的差异是可以通过自身就能

解决的，如有些地区的发展领先是因为其相对其他地区具有较好的历史基础或政

策倾向，而相对落后的区域在完善自身的制度建设和技术创新方面是可以以更快

的发展速度赶超上去的，甚至可以超越原先的发达地区，当前许多新兴地区、城市

和国家（如２０世纪腾飞的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路径都能反映出这种情况。

因此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就存在两种类型：自身不能缩小差距型和自身可以

缩小差距型。

４．不平衡常常具有固化和强化的特征

即使是自身可以缩小差距型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常常表现出固化和强

化的特征。无论是偶然的机会还是必然的机会，区域经济一旦发展起来了，它就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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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发展条件和空间。下一步的发展一定受到前阶段发展条件的影响和制

约，这主要与要素的固化和强化特征有关系。各国的实证分析发现区域经济之间

存在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①或子集收敛。这说明，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一些发

展的条件，并且，具有一定的发展条件的区域之间呈现长期收敛的趋势，要是其条

件差异很大，很难呈现收敛趋势。

多利克（Ｓ．Ｄｏｗｒｉｃｋ）和阮（Ｄ．Ｔ．Ｎｇｕｙｅｎ）的研究表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

家之间的收敛。戴维德（Ｄ．ＢｅｎＤａｖｉｄ）研究发现欧盟国家之间的收敛。萨克斯和

沃纳（Ｊ．Ｄ．ＳａｃｋｓａｎｄＡ．Ｗａｒｎｅｒ）研究发现采取开放贸易政策的国家之间的收敛。

他们所研究的不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收敛。虽然发达国家之间呈现收

敛趋势，但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扩大。上述实证研究表明

世界范围内的俱乐部收敛的存在。美国、日本、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都属于

各区域之间要素自由移动以及市场开放程度比较高的地区。克鲁格曼的产业内贸

易理论解释发达地区之间的收敛。据赫克谢尔—俄林定理，通过两个区域的贸易，

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之间的差异缩小。但是，实际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

间的贸易量很少，车铁豪（１９９７）表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

的贸易量仅占总贸易量的１０％，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占总贸易量的６０％以

上。这说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对收敛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

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很少，从而，贸易的作用还是有限的。罗默（Ｒｏｍｅｒ）的实证研究

也表明发达国家的持续增长，并不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收敛增长。罗

默指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出现收敛的主要原因是技术的收益递增。芮

诺德（Ｎ．Ｇ．Ｒｅｙｎｏｌｄｓ）的研究结果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不发达国家的平

均经济增长率比发达国家低２．３％。为了收敛，需要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比

发达国家快得多，但是雷伊尼欧德的实证研究结果却与此完全相反，所以无法收

敛。鲍默尔（Ｗ．Ｊ．Ｂａｕｍｏｌ）从生产力角度来研究发达国家集团的收敛，发现发达

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上述克鲁格曼、罗默、雷伊尼欧德和鲍默

尔的研究都表明发达国家之间收敛趋势的存在和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并不

存在绝对的收敛。瞿阿赫（Ｑｕａｈ，１９９６）的研究表明邻接区域之间存在很大的人

① 俱乐部收敛（ｃｌｕｂ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是指在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经济集团内部，其增长速

度和发展水平处于收敛，而集团间的增长差异却无法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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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收入相关关系，这说明在国家范围内俱乐部收敛存在的可能性。

７．１．３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衡量

目前测度区域经济不平衡的方法主要有β收敛检验方法、σ收敛测量方法、概

率收敛检验。

１．β收敛检验方法

β收敛检验方法是在区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础上发展的。其主要形式是检验

区域经济增长的β收敛系数，是指落后地区某些经济指标逐步接近富裕地区水平

的速度。β收敛包括无条件收敛（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和条件收敛（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按照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国际或区际人均收入的差异是由

于其资本和劳动比率（Ｋ／Ｌ）不同的结果。假定储蓄率不变，一国或地区最初的

Ｋ／Ｌ越低，其Ｋ／Ｌ增长就越快；其结果，穷地区将比富地区增长得更快。如果地区

间要素能够自由流动，那么，劳动力将由资本短缺的地区流向资本充裕的地区，而

资本的流向则恰好相反。因此，区际要素流动将会加快地区收入增长收敛的速度。

从而，利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我们可以考察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性。鲍

默尔把β收敛检验的方程式设为：ｇｉ＝αｉ＋β（ｙｉ０）＋ｕｉ，式中ｇｉ 为ｉ区域的人均

ＧＤＰ平均增长率，ｙｉ０为ｉ区域的初期人均 ＧＤＰ。经过回归分析，β系数小于零意

味着β收敛的存在。巴罗和马丁（Ｂａｒｒｏａｎｄ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１）发展了鲍默尔的

方程式，其基本回归方程式为：

１
Ｔ－ｔｌｏｇ

ｙｉＴ

ｙ（ ）ｉｔ
＝ｘ

ｉ ＋１－ｅ－β（Ｔ－ｔ）

Ｔ－ｔ ｌｏ（ｇ ｙ
∧

ｉ

ｙ
∧ ）

ｉｔ
＋ｕｉｔ （７．１）

其中，ｉ代表区域，ｔ和Ｔ 代表初期与期末时间，Ｔ－ｔ为观察时间长度，ｙｉｔ和ｙｉＴ 分

别为期初和期末的人均产出或收入，ｘ
ｉ 为稳定状态的人均增长率，ｙ

∧

ｉｔ为每个有效

工人的产出，ｙ
∧

ｉ 为稳定状态下每个有效工人的产出水平，β为收敛速度，ｕｉｔ为误

差。如果假定ｘ
ｉ 和ｙ

∧
ｉ 保持不变，那么，从式（７．１）可以得到：

１
Ｔ－ｔｌｏｇ

ｙｉＴ

ｙ（ ）ｉｔ
＝Ｂ－１－ｅ－β（Ｔ－ｔ）

Ｔ－ｔ ｌｏｇｙｉｔ＋ｕｉｔ （７．２）

其中，Ｂ为常数。由式（７．２）可知，β值的大小取决于初期的人均产出或收入水平，

而与其他参数的变化无关。因此，由式（７．２）测算出来的β系数，实际上反映的是

一种无条件收敛或绝对收敛（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阿特金斯和鲍尔德（Ａｔｋｉ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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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Ｂｏｙｄ，１９９８）利用更简单的方法检验了β收敛的存在：

ｌｏｇｙｉＴ ＝α＋βｌｏｇｙｉ０＋ｕｉｔ

其中，ｙｉ０为ｉ区域的期初人均 ＧＤＰ；ｙｉＴ 为ｉ区域的期末人均 ＧＤＰ。若β系数小

于１，就证明了β收敛的存在。关于式（７．１）和（７．２）的实证分析可参见珀森（Ｐｅｒｓ

ｓｏｎ，１９９７），法伦和兰帕特（ＦａｌｌｏｎａｎｄＬａｍｐａｒｔ，１９９８），刘强（２００１），沈承镇（Ｓｅ

ｕｎｇｊｉｎ，Ｓｉｍ，２００４）等的研究。

但是，区域人均收入的增长不仅取决于初期的人均收入水平，而且受到资源禀

赋、产业结构，以及区域间要素流动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巴罗和马丁之类模型中的

资本变量还应该包括人力资本等其他变量。为此，将新的变量加入到式（７．２）中。

当加入这些新的变量之后，β系数衡量的实际上是一种条件收敛，即收敛的速度将

同时决定于其他参数的差异。马丁（１９９１）用一个增长理论中的公式来表示。

ｙｉｔ ＝αｉ－βｌｏｇ（ｙｉ０）＋ψ（ｘｉｔ）＋ｕｉｔ （７．３）

其中，ｘｉｔ是一组控制变量，使经济ｉ处于稳定状态。假定αｉ 是在各地区都不同的

截距项，但是，它可以分解为各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差异和一个在各地区都相同的截

距项。从而，地区的经济增长可能与这经济的初始存量和ｘｉｔ都有关系。

蔡昉和都阳（２０００）利用人力资本存量、投资率、就业、投资效率、市场化程度、

开放程度来做控制变量。沈坤荣和马俊（２００２）利用人力资本、贸易依存度和工业

总产值变量做控制变量。巴罗（１９９２），魏后凯（１９９７），刘强（２００１）利用式（７．４）这

一结构变量来衡量条件收敛。

ｓｉｔ ＝∑
ｎ

ｊ＝１
ＷｉｊｔｌｏｇｙｉＴ

ｙ（ ）ｉｔ
（７．４）

其中，Ｗｉｊｔ是期初的第ｊ部门在第ｉ地区的人均产出的份额，ｙｉｔ和ｙｉＴ分别是期

初和期末来源于第ｉ部门的全国人均产出，ｎ为部门个数。并且，巴罗（１９９２）和魏

后凯（１９９７）的研究已经证明，加入结构变量ｓｉｔ的收敛分析从整体上会改善回归方

程的稳定性，导致收敛系数有所下降。

从理论角度来看，虽然无条件收敛和条件收敛是典型的经济增长收敛状态，但

是，很多实证研究表明区域经济间并不存在无条件收敛趋势，也不存在条件收敛趋

势。不过，一些实证研究发现某些区域集团内部存在收敛趋势，但是，区域集团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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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收敛趋势。加洛尔（Ｇａｌｏｒ，１９９６）将这种现象归结于微观层面上劳动要

素禀赋的异质性。迪尔多夫（Ｄｅａｒｄｏｒｆｆ，２００１）以专业化和国际贸易为背景，阐述

俱乐部收敛存在的原因。俱乐部收敛的计量检验是以马丁（１９９６）的模型为基础

的，其检验方程为：

γｉｔ ＝α１－α２ｌｏｇ（ｙｉ０）＋ｕｉｔ （７．５）

其中，γｉｔ为末期第ｔ年各区域的人均ＧＤＰ增长率，ｙｉ０为初期各区域的人均ＧＤＰ水

平，α１ 为常数项，α２ 为参数。如果α２ 为正值，就称这ｎ区域间呈现俱乐部收敛。沈

坤荣和马俊（２００２）利用式（７．５）检验中国东西部地区内部的俱乐部收敛。王启仿

（２００４）也利用式（７．５）检验江苏省的俱乐部收敛，变量包括人力资本、市场化、投资

率、工业化、就业、区位等。实际上，俱乐部收敛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β收敛就停

留在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幻想”之内。新古典增长模型所需要的区际或国际要素移

动实际上呈现在特定区域或国家之间。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这种俱乐部收敛可能在

欧盟（ＢｅｎＤａｖｉｄ，１９９３）、ＯＥＣＤ（ＤｏｗｒｉｃｋａｎｄＮｇｕｙｅｎ，１９８９）或开放经济（Ｓａｃｈｓ

ａｎｄＷａｒｎｅｒ，１９９５）等区域内出现。

巴罗之类的β收敛检验主要利用横截面数据。其模型假设柯布—道格拉斯生

产函数（Ｓｅｕｎｇｊｉｎ，Ｓｉｍ，２００４）。Ｙｔ＝Ｋα
ｔ（ＡｔＬｔ）１－α，０＜α＜１，式中，Ｙｔ 为产出，Ｋｔ

为资本投入，Ｌｔ 为劳动投入，Ａｔ 为技术系数，劳动和技术假设为按固定比率ｎ和ｇ
增长，资本增长率取决于投资（Ｉｔ），投资是储蓄的函数，Ｓｔ ＝ｓＹｔ，折旧率为δ。资

本的增长率为ｄＫ／ｄｔ＝Ｋ
·

＝Ｉｔ－δＫｔ＝ｓＹｔ－δＫｔ，从而，Ｙｔ／ＡｔＬｔ＝ｙ～ｔ＝ｆ（ｋ
～
ｔ）

＝ｋ
～α
ｔ，其时间变化为ｋ

～／ｔ＝ｓｋ
～α
ｔ－（ｎ＋δ＋ｇ）ｋ

～
ｔ，在稳定均衡状态下，资本增长率

（ｋ）是稳定的，即ｋ
～／ｔ＝０，因此，ｋ ＝（ｓ／ｎ＋δ＋ｇ）１／１－α。ｔ时期稳定均衡状态

下的人均产出量为Ｙｔ／Ｌｔ ＝Ａｔｙ～ｔ ＝Ａｔｆ（ｋ
～
ｔ），加以代数转换，则ｌｎｙ

ｔ ＝ｌｎＡｔ＋

αｌｎｋ
～
ｔ，再简单地描述为ｌｎｙ

ｔ ＝ｌｎｙ０ ＋ｇ。从而，我们能够得出收敛速度（β），

ｌｎｙｔ＝（１－β）ｌｎｙｔ－１＋βｇｔ＋βｌｎｙ

ｔ ，其中，β＝（１－α）／（ｎ＋δ＋ｇ），就是人均产

出量向稳定均衡状态的接近速度。一般的巴罗之类的β收敛检验模型假定ｎ、ｇ、

δ是 固 定 的，即 各 国 家 间 或 各 区 域 间 是 一 样 的。从 而 得 出，ｌｎｙｉ，ｔ ＝

（１－β）ｌｎｙｉ，ｔ－１＋βｌｎ（ｙ

ｉ，０＋ｇｔ）＋εｉ，ｔ，其中，ｉ为国家或区域，εｉ，ｔ为冲击。再整理

上式并得出式（７．６），其中，α′＝βｌｎｙ

ｔ ，λ＝ （１－β）。

ｌｎｙｉ，ｔ＝α′＋λｌｎｙｉ，ｔ－１＋εｉ，ｔ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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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β收敛检验模型类似式（７．６），但是，式（７．６）具有严重的非现实性假

设。以式（７．６）为基础的横截面分析在因变量具有内生性（ｅｎｄｏｇｅｎｅｉｔｙ）的时候具

有严重的偏倚问题，并且，式（７．６）不能够表明各区域的异质性（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假

设初期收入水平独立于区域特性并具有强的外生性，并假设各区域的收敛速度是

一样的。式（７．６）还假设各区域的劳动和技术是同比增长的，这个假设也不太现

实。除此之外，条件β收敛模型较多利用人力资本，很多实证研究表明人口资本对

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且，加上人力资本的Ｂａｒｒｏ检验模型也能够得出

条件收敛的结果，但是，人力资本的估计还是个问题，尤其是各区域的人力资本储

量很难估计。

虽然β收敛是一种典型的收敛检验方法，但是β收敛是区域收敛的必要条件，

并不是充分条件（ＦａｌｌｏｎａｎｄＬａｍｐａｒｔ，１９９８）。并且，β收敛不能表明收敛或不平

衡的动态过程（Ｔｓｉｏｎａｓ，２００２）。较简单的巴罗检验模型都利用横截面数据，从

而，β收敛只能分析一定期间的收敛情况，不能分析该期间内的不平衡的变化。

２．σ收敛测量方法

σ收敛是指不同经济系统间人均收入的离差随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王启

仿，２００４）。从结构角度来看，区域经济增长的收敛与扩散是不平衡的问题，从而，

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测量指标要满足一些条件。

戴尔顿（Ｄａｌｔｏｎ，１９２０）曾经总结了测度指标四条原理，包括转移原理、测算变

量的比例加上原理、同额加算原理和测算单位的比例加上原理。转移原理是指从

发达区域向欠发达区域的收入转移使得不平衡测度指标的下降。转移原理是由戴

尔顿所提出来的，并由庀古（Ａ．Ｃ．Ｐｉｇｏｕ）加以解释，从而被称为庀古—戴尔顿（Ｐｉ

ｇｏｕＤａｌｔｏｎ）转移原理。测算变量的比例加上原理是指若各区域所得加上同比的

所得，不平衡测度指标没有影响。除了上述四条原理以外，考埃尔（Ｃ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５）

提出σ收敛指标的可分解性条件。

下面是常见的几个σ收敛指标。

（１）相对平均偏差与变异系数。

相对平均偏差（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ｍｅａｎ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是较常用的σ收敛指标。但是，相对

平均偏差无法反映收入转移效应，尤其是收入转移发生在平均的左右一方面，其转

移效应是等同的。相对平均偏差无法表明发达区域和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任何转移

效应。变动系数（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ＣＶ）解决平均收入规模的影响。虽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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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系数解决了相对标准偏差的缺陷，但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收入转移效应的

中立性。变动系数认为，收入水平为１００元的区域把１０元转移给收入水平为９０

元的区域等同于收入水平为１００１００元的区域把１００元转移给收入水平为１０００００

元的区域，这就是收入转移效应的中立性。不过通过收入的代数转换能够解决其

问题，即式（７．６）。代数转换变异系数表明，收入水平较低的转移效应比高收入水

平的更大。代数转换变异系数为：

σ２
ｔ ＝ １

ｎ∑
ｎ

ｉ＝１
ｌｏｇｙｉｔ－１

ｎ∑
ｎ

ｉ＝１
ｌｏｇｙ（ ）ｉｔ

２
（７．７）

其中，ｎ为区域，ｙｉｔ为ｉ区域ｔ时期的人均收入。因为其计算过程较简单，所以相对

平均偏差和变异系数被广泛使用。但是，变异系数无法表明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不

平衡测度的变化是取决于发达区域间的收入转移，还是取决于欠发达区域间的收

入转移。

（２）赫平达尔—赫尔曼（ＨｅｒｆｉｎｄｈａｌＨｉｒｓｈｍａｎ）系数与平均代数偏差系数。

除了转移原理和可分解性以外，不平衡系数还有两个特征，就是系数的函数特

征与同次性。赫平达尔—赫尔曼系数（ＨＨＩ）是总量份额的凸函数，泰勒（Ｔｈｅｉｌ）系

数（ＴＥＣ）是凹函数。凸函数是指该系数受到大份额间变化的影响较大，凹函数是

指受到小份额间变化的影响较大。式（７．７）和式（７．８）中，ｆｉ 为ｉ区域的规模，Ｆ为

总规模，ｓｉ 为ｉ区域的份额。

ＨＨＩ＝∑
ｎ

ｉ＝１
ｓ２
ｉ，ｓｉ＝ｆｉ

Ｆ
，Ｆ＝∑

ｎ

ｉ＝１
ｆｉ （７．８）

ＴＥＣ＝∑
ｎ

ｉ＝１
ｓｉｌｏｇ（ｓｉ） （７．９）

ＨＨＩ和ＴＥＣ的比较具有重要的含义。若 ＴＥＣ相对稳定变化的同时，ＨＨＩ

呈上升趋势，则表明其变化主要取决于大份额间的变化。若ＨＨＩ相对稳定变化的

同时，ＴＥＣ呈上升趋势，则表明其变化主要取决于小份额间的变化（Ｌｏｗｅｔａｌ．，

１９９８）。对于区域经济不平衡的研究，虽然 ＨＨＩ和 ＴＥＣ的比较具有重要意义，但

是也有严重的局限，就是衡量对象的数量问题，ＨＨＩ和ＴＥＣ对衡量对象的数量变

化非常敏感。利用平均代数偏差（ｍｅａｎｌｏｇａｒｉｔｈｍ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ＭＬＤ）系数可以缓解

其问题，它不受衡量对象数量变化的影响。不管分析对象数量多少，要是完全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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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那么平均代数偏差系数等于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ＨＨＩ、ＴＥＣ和 ＭＬＤ都

具有零次同次的性质。这些系数不受分配规模变化的影响，即如果所有的区域都

增加１０％的人均ＧＤＰ，那么，其系数没有变化。

ＭＬＤ＝ｌｏｇ １
ｎ∑

ｉ
ｆ（ ）ｉ －１

ｎ∑
ｉ
ｌｏｇ（ｆｉ） （７．１０）

（３）一般熵系数。

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测量指标，考埃尔（Ｃ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５）提出四种严格

的条件，包括庀古—戴尔顿转移原理、收入规模独立原理、人口原理和可分解性原

理（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２００２）。考埃尔（Ｃｏｗｅｌｌ，１９９５）等人表明，只有一般熵系数（ｇｅｎ

ｅｒａｌｉｚｅｄｅｎｔｒｏｐｙｉｎｄｅｘｅｓ，ＧＥＩ）才能都满足上述四种条件。

ＧＥＩ（θ）ｔ＝ １
θ２－θ

１
Ｎｔ∑

ｍ

ｉ＝１
∑
Ｎｉｔ

ｊ＝１

ｙｉｊｔ

ｙ（ ）ｔ

θ

－［ ］１

＝ １
θ２－θ

１
Ｎｔ∑

ｍ

ｉ＝１
∑
ｎ

ｋ＝１

ｎｓｉｋｔｙｉｔ

ｙ（ ）ｔ

θ

－［ ］１ （７．１１）

上述的测量指标都把一个区域作为一个测量单位，而不考虑区域内部的不平

衡。一般熵系数正好考虑该问题。式（７．１１）中的ｓｉｋｔ为ｔ时期ｉ区域ｋ 阶层的份

额，θ为参数，Ｎｉｔ为ｔ时期ｉ区域的人口规模，ｙｉｔ为ｔ时期ｉ区域的人均 ＧＤＰ，ｙｉｊｔ

为ｔ时期ｉ区域ｊ人的人均ＧＤＰ，Ｎｔ 为全国人口规模，ｙｔ 为：

ｙｔ＝ １
Ｎｔ∑

ｍ

ｉ＝１
∑
Ｎｉｔ

ｊ＝１
ｙｉｊｔ ＝∑

ｍ

ｉ＝１

Ｎｉｔ

Ｎｔ
ｙｉｔ （７．１２）

ＧＥＩ的一个特殊形式就是θ接近于零，利用洛必达（ＬＨｐｉｔａｌ）法则，可以得

到 ＭＬＤ形式。第二个特殊形式就是θ接近于１，利用洛必达法则，可以得到ＴＥＣ

形式。第三个特殊形式就是θ＝２，利用洛必达法则，可以得到变异系数的形式。

一般熵系数实际上包括 ＭＬＤ、ＴＥＣ和ＣＶ，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测量指标。一般熵

系数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分解性，即区域间不平衡和区域内不平衡的分解。

σ收敛指标的优点就是它能够表明区域增长不平衡的动态过程。但是，σ收敛

指标也具有一些分析上的局限。第一个局限是区域范围问题。该问题不仅仅是σ

收敛指标的单独问题，β收敛检验也具有类似问题，即如何划分发达区域和欠发达

区域。不同的区域划分或区域数量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第二个局限是测量变量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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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哪种变量才能够表明区域经济增长。β收敛检验模型利用资本和劳动等基本

变量。σ收敛指标一般多利用各区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口径。虽然

这些变量能够表明各区域的生产和消费的发展水平，但是测量变量还是个难题。

第三个局限是选择指标问题。这里没有介绍基尼系数，它也是较常用的σ收敛指

标之一。大部分的实证分析选择一种σ收敛指标，并进行研究。即使每项研究在

分析之前说明指标和数据的情况，但是其指标和数据的可靠性或科学性还是个问

题。第四个局限就是σ收敛指标假设分析期间内的经济环境的变化与指标演变是

独立的。σ收敛指标只能测量各区域经济增长或发展替代变量之间的不平衡程

度，并不能表明其不平衡的背景或环境的影响。

３．概率收敛检验

β收敛检验与σ收敛检验是横截面分析的主要方法。但是，伯纳德和德劳夫

（ＢｅｒｎａｒｄａｎｄＤｕｒｌａｕｆ，１９９５）的研究表明，横截面收敛检验具有不理想的规模性

质，并且，内生增长模型和多重均衡模型经常拒绝非收敛假说。德朗（ＤｅＬｏｎｇ，

１９８８）与瞿阿赫（Ｑｕａｈ，１９９３）等人的研究表明横截面收敛检验的结果有偏倚，尤

其在国家间的收敛检验。

（１）概率收敛检验。

概率收敛（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是第三种收敛检验方法。概率收敛认为，

区域间人均收入的差异是短期性的，并且，其差异具有决定性和概率性的趋势。

要是区域间人均收入的差异具有长期稳定的性质，能够检验概率收敛的存在

（ＬｉｍａｎｄＭｃＡｌｅｅｒ，２００３）。弗斯佩奇（Ｖｅｒｓｐａｇｅｎ，１９９４）指出概率收敛的简单方

法，ｗｉｔ＝ｌｎｙｉｔ－ｌｎｙ
ｔ ，其中，ｙｉｔ为ｉ区域ｔ时期的实际人均ＧＤＰ，ｙ

ｔ为ｎ区域的

平均人均ＧＤＰ，即ｙ
ｔ ＝ （∑ｙｉｔ）／ｎ。弗斯佩奇假定：ｗｉｔ＋１ ＝ψｗｉｔ；若ψ＞１，则

不存在收敛；若ψ＜１，则存在收敛。一般而言，单位根检验可以分析时间序列

的稳定性，奥克 斯 利 和 格 里 斯 利（ＯｘｌｅｙａｎｄＧｒｅａｓｌｅｙ，１９９５）利 用 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

（ＤＦ）检验方法。

ｙｐ，ｔ－ｙｑ，ｔ＝μ＋αｔ＋β（ｙｐ，ｔ－１－ｙｑ，ｔ－１）＋∑
ｎ

ｊ＝１
δｊΔ（ｙｐ，ｔ－ｊ－ｙｑ，ｔ－ｊ）＋εｔ

（７．１３）

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检验的解释如下：若ｙｐ，ｔ－ｙｑ，ｔ具有单位根 （β＝１），ｐ区域和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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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人均ＧＤＰ差异随时间而扩大；若ｙｐ，ｔ－ｙｑ，ｔ 是稳定的 （β＜１），α＝０表明

ｐ区域和ｑ区域间的长期收敛，α≠０表明ｐ 区域和ｑ 区域间的追赶（ｃａｔｃｈｉｎｇ

ｕｐ），就是产出量差异的缩小。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检验方法分析ｙｐ，ｔ－ｙｑ，ｔ 的趋势是不

是稳定的。伯纳德和德劳夫（ＢｅｒｎａｒｄａｎｄＤｕｒｌａｕｆ，１９９５）指出更严格的概率检验

方法。如果ｐ区域和ｑ区域的人均ＧＤＰ差异要收敛，其产出量应该有协整（ｃｏ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关系，这意味着ｐ区域和ｑ区域的产出量差异的稳定趋势。要是不存在

收敛，一定存在长期冲击。他们利用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ＡＤＦ）检验方法。

ＤＦ和ＡＤＦ检验方法的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的长期稳定性，如果出现什么意外冲

击，它一定是短期性的，这就是收敛的长期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中会出现结构分

裂（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ｂｒｅａｋ），ＤＦ和 ＡＤＦ检 验 方 法 不 能 分 析 该 问 题，从 而，奥 宾（Ｓｔ．

Ａｕｂｙｎ，１９９９）提出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方法。

ｙｐ，ｔ－ｙｑ，ｔ＝γｔ＋εｔ，εｔ～Ｎ（０，σ２）

γｔ＝γｔ－１＋μｔ，μｔ～Ｎ（０，Ωｔ） （７．１４）

Ωｔ＝２Ωｔ－１

Ω０＝ψ２

奥宾（Ｓｔ．Ａｕｂｙｎ，１９９９）认为，若｜｜＜１，分散μｔ 长期则接近于零，换句话

说，两个区域 产 出 量 的 时 间 序 列 存 在 收 敛 趋 势，两个区域产出量的差异成为

Ｉ（０）。从而，ＫａｌｍａｎＦｉｌｔｅｒ收敛检验假说为Ｈ０：＝１，Ｈａ：＜１，检验统计量为

Ｔ（ＭＬ）＝（ＭＬ －１）／ （ｈ－１）槡 ２２。

（２）Ｐａｎｅｌ单位根检验。

瞿阿赫（Ｑｕａｈ，１９９４）与莱文和林（ＬｅｖｉｎａｎｄＬｉｎ，１９９２）等人在各区域具有一

样的自我相关（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ＡＲ）系数的假定下进行研究ｐａｎｅｌ单位根检验方

法。但 是，他 们 的 分 析 模 型 具 有 严 重 的 缺 陷，就 是 不 能 考 虑 异 质 性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即各区域的特殊性或误差项的不同的自我相关等。尤其是替换

假设包括一样的ＡＲ系数就是一个严重的分析局限。假设同样的 ＡＲ系数的替

换假设，就意味着各区域向稳定均衡状态的收敛速度一样，但是，这种假设很

难接受。伊姆、佩塞朗和希恩（Ｉｍ，ＰｅｓａｒａｎａｎｄＳｈｉｎ，１９９７）研究考虑各区域的

异质性的单位根检验方法，就是不同 ＡＲ系数的替换假设。他们所利用的ｐａｎｅｌ

单位根检验方程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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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ｙｉ，ｔ－ｙｔ）＝αｉ＋βｉ（ｙｉ，ｔ－１－ｙｔ－１）＋∑
ｐ

ｊ＝１
φｉ，ｊΔ（ｙｉ，ｔ－ｊ－ｙｔ－ｊ）＋ｕｉ，ｔ

（７．１５）

其中，ｙ为人均收入或产出，ｙｔ ＝１／Ｎ（∑ｙｉ，ｔ）。埃文思（Ｅｖａｎｓ，１９９８）也认为式

（７．１５）能够解决巴罗模型的横截面分析的一些问题。虚无假设为 Ｈ０：βｉ ＝０，对

于所有的ｉ。替换假设为Ｈ１：βｉ＜０，对于至少一个ｉ。拒绝虚无假设就意味着区

域收敛的存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得出外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

泉，但是，其结论与现实经济间还是存在较大的隔阂。罗默（Ｒｏｍｅｒ，１９８６）将规模

经济引入到增长模型。但是，卢卡斯（Ｌｕｃａｓ，１９８８）在保持规模经济不变的假定下

将人力资本引入到生产函数中，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的规模报酬不收敛

于零，可以继续储蓄下去，并保证持续经济增长。因此，新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

（ｈｕｍａｎ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ｇｒｏｗｔｈ）包括人力资本变量。俞和帕克

（ＹｕａｎｄＰａｒｋ，２００４）利用其模型检验韩国的区域收入收敛。模型形式包括动态

固定效应模型（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ｍｏｄｅｌ）、平均集团模型（ｍｅａｎｇｒｏｕｐｍｏｄｅｌ）和

结合平均集团模型（ｐｏｏｌｅｄｍｅａｎｇｒｏｕｐｍｏｄｅｌ）。

７．２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内在动因

造成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原因很多，例如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倾斜等。

但是，我们更加关注于区域自身或者内在的一些原因，这对于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

平衡问题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从时间维度来看恰是区域经

济发展的结果和表现形式。揭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内在动因就要从不同区域

自身的发展中寻找。在第６章，我们是通过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动力机制与区域

经济发展循环规律来认识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循着上

述思路来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的内在动因。

从一定意义上讲，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的内在动因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

一个是区域经济发展循环阶段的差异，一个是要素聚集的差异。

７．２．１　区域经济发展循环的阶段差异

为了分析简便但却不失一般性，这里假设所研究的区域都处于初级循环阶段。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经济区域都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基础上，经由区位选择—聚集

经济—经济功能区—经济区域这一路径形成的。由于经济空间发展具有时序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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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性特征，不可能所有的区域都从同一时刻在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下开始自己

的演化路径，有的区域可能在同一时期开始其循环演化历程，而更多的是不同区域

的演化起点沿着时间序列依次展开。

在图７．１中，存在三个不同的区域，其中，区域１刚开始自己的演化路径，处于

从地理空间向经济空间的转型期，区域２则处于成长期，经济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

都快速变化着，区域３本应该经过产业结构调整，从初级循环跃迁至高级循环，但

是由于诸多原因，该区域未能顺利实现结构升级，仍然处于初级循环，区域经济于

是处于衰退阶段。通过图７．１，可以看出，不同区域由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三

个区域就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这种差异源于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时序不同。

图７．１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产生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７．２．２　要素聚集的差异

区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聚集经济，而聚集经济的承载物质则是各种要

素。所以，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内在动因还需要回到要素这一关键环节

上来。

１．初始要素禀赋与累积要素禀赋影响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初级循环和高级循环两个过程，如果这两个循环过程

的起点和变化过程不同，则必然带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初级循环主要取决于

区域初始要素禀赋，在要素不断聚集的过程中，当要素累积到一定程度，主导要素

也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原有的区域产业结构不符合要素禀赋状况时，就会出现产业

结构升级，主导产业发生变化，进入区域经济高级循环，从而进入更快速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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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于空间是非均质的，初始要素禀赋与累积要素禀赋的影响也是区域经济发

展不平衡的重要内在动因。

表７．１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状况，可以看出这种自然资源禀

赋的差异与区域的产业选择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如西部大部分省市由于自然资源

条件较好，其采掘业、原材料加工业所占比重就比较大，而东部则不适合发展这些

产业。又如我国北方主要生产小麦，南方生产水稻，东部是耕作业，西部是畜牧业。

这种格局的形成具有浓厚的自然“色彩”。

表７．１　我国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的区域差异

资源种类 主要评价指标
评价结果

条件最好 比较好 一般或较差

矿产资源 ４５种主要矿产潜在价
值；关键矿产资源在全
国的重要性及其资源
组合类型

晋、内蒙古 川、 辽、 新、
青、宁

其他省区

其中：能源资源 藏 （水 能 为
主）、宁、内 蒙
古、晋、新

陕、滇、青、贵 其他省区

农业自然资源 气候 资 源；人 均 耕 地
资源

黑、内 蒙 古、
新、桂、粤

吉、闽、赣、浙 其他省区

水资源 人均水资源量 琼、粤、闽、桂、
滇、黔

湘、 鄂、 川、
赣、浙

京、津、冀、晋、
豫、 辽、 苏、
鲁、宁

海洋资源 人均浅海、滩涂、海湾
可养殖面积；海洋油气
田前景

辽、粤 鲁、闽 冀、苏、浙、桂

综合评价 对以上四种资源分别
赋予 权 重０．６，０．２，
０．１，０．１

晋、内蒙古 川、滇、新、宁、
青、 辽、 黑、
粤、闽

豫、 鄂、 苏、
吉、湘

　　资料来源：陆大道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３３５页。

另外，从累积的劳动力要素看，东部人力资源较为丰富，而中西部相对较少，这

也是影响东中西发展差距的重要动因。表７．２反映出了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期间分地

区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１９９９年，东部地区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８．１年，中部是７．７年，西部是６．９年，东西相差１．２年；而且在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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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差距扩大了。

表７．２　东中西部地区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东　　部 ７．６４ ７．８９ ７．９２ ８．１０
中　　部 ７．４９ ７．７３ ７．７０ ７．７２
西　　部 ６．６４ ６．７７ ６．８１ ６．９０

西部与东部之差 １．００ １．１２ １．１１ １．２０

　　注：受教育年限是根据各不同学历的从业人员的人数加权平均推算的。三个地区的平均
数分别是根据各省区平均数加权计算的。

资料来源：王小鲁、樊纲：《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经济研究》２００４年第

１期，第４０页。

通过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各省份专业技术人员的区位商，在东部１２个省

份中，区位商大于１的有９个，占９５％；中部９个省份中有３个省份的区位商大于

１，占３３％；西部９个省份区位商大于１的有５个，占５６％。但由于东部地区的人

口占全国总人口的４１．２％，超过总人口的１／３。可见，东部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在

相对数量和绝对数量上都占有较大优势。①

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人力资本差距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问题。蔡

昉、都阳用人口识字率表示初始人力资本存量，得出结论：人力资本的初始禀赋非

常显著地与区域经济增长率正相关，是促进增长速度的重要因素。陈钊、陆铭、金

煜根据现有数据估测出一套１９８７—２００１年完整的人力资本和教育发展的省级数

据。其中构建了两个指标：一是各省级单位的人均受教育水平，二是受高等教育、

高中、初中和小学教育的人口比重。分析结果认为，教育指标仍然是地区经济增长

差异的一个因素。

制度已成为许多地区发展的主导要素，制度作为要素的累积表现为制度的完

善。我国正处于经济改革时期，最主要的推动力就是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转向市

场体制的改革。但是市场化的进程在各地差别仍然很大。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市

场化指数课题使用２５项客观指标进行度量的结果，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远

远超过中部和西部地区（樊纲、王小鲁、朱恒鹏，２００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２０００

① 引自李一鸣、罗永明：《宏观经济调控研究》，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６７—
１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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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市场化指数（记分区间０—１０分），按东中西部３个地区分组平均，分别为

７．１６、５．４７、４．７１。这反映出绝大部分东部省份不仅经济发展程度比较高，而且在

市场化进程中也走在中西部前面。中西部省份市场化程度与东部差距较大的方面

主要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但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产品市

场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和法律制度环境等方面也都存在明显差距（见表７．３）。

表７．３　各地区市场化指数的平均得分

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

非国有经济
的发展

产品市场的
发育程度

要素市场的
发育程度

市场中介组织和
法律制度环境

平　　均 ６．０５ ５．３４ ７．４４ ３．６０ ５．２６
东　　部 ７．５２ ７．７３ ８．８０ ５．６４ ６．４４
中　　部 ５．７７ ４．４１ ７．２５ ２．７５ ４．９４
西　　部 ４．７８ ３．６３ ６．２１ ２．１９ ４．３１
东西差距 ２．７４ ４．１０ ２．５９ ３．４５ ２．１３

　　资料来源：樊纲等：《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经济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２．要素聚集能力和约束差异

主导要素和要素禀赋是区域分工的主要决定因素，而分工又会促进要素的聚

集和扩散，引起要素的累积和主导要素的更替，从而推动着区域经济的不断发展，

可以说聚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因此区域性要素聚集能力差异也是区域

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内在动因。

区域性要素聚集能力的不同会使得不同区域处于产业分工的不同环节，发挥

的规模效应、外部效应等存在差异，区域性要素聚集能力越强，则要素流入越多，且

越容易吸引更高层次的要素，而且内部分工更细，合作更密切，空间成本更小，市场

效率更高，经济活动主体更易获得正外部效应，社会规模效应更明显，新的企业和

新的产业越容易聚集，从而越容易加速区域经济的初级循环，促进主导要素的发展

和更替，带动区域经济高级循环。而趋于要素聚集能力越弱，则要素流入量小，或

者流向要素聚集能力强的区域，也越不易吸引高层次的要素，内部不能形成良好的

分工合作，规模效应小，难以出现新的企业和新的产业，区域经济的初级循环速度

慢，很难带动主导要素的更替，难以进入高级循环，整体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因此，

区域性要素聚集能力的差异直接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带来区域之间发展

差异。例如，我国东部许多沿海地区区域性要素聚集能力很强，引发的大规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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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流向珠三角、长三角，外商投资也十分青睐选择这些区域，使得这些区域已成为

我国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与中西部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很难缩小，甚至有扩大的趋

势，１９８０年东部地区人均ＧＤＰ分别相当于中、西部地区的１．５３倍和１．８倍，１９９０

年则扩大到１．６２倍和１．９０倍，２００２年则进一步扩大到２．０８倍和２．６３倍。

长期以来，众多学者一直十分关注区域差距收敛的问题，在现实中我们既发现

有些落后区域能赶上发展良好的区域，但有些落后区域却很难追赶上，甚至有差距

越来越大的倾向。由于要素聚集推动着区域的发展，因此要素聚集约束也就成为

了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有些地方初始要素禀赋不好，

但如果要素聚集渠道畅通，则能够通过要素的不断聚集改变要素条件，达到甚至超

过其他区域，那么这些地方与其他区域的差距会缩小。但如果有些地方要素聚集

受到很大的约束，或者说要素聚集的成本非常大，那么这些地方就很难追赶上其他

区域。

这种要素聚集约束现象是比较普遍的，不过不同要素聚集约束状况也并不完

全一样。一般而言，自然要素聚集约束是最有刚性的，因为一个地区的自然资源和

自然条件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改变，特别是自然资源是很难增加的，如矿藏、森林、水

资源等，自然条件也是很难改善的，如空气净化、气温的调节、恶劣地质地貌的

改善。

制度的改变也是很有刚性的。一方面受到当地风俗习惯、文化背景的影响，例

如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根深蒂固，相对于

东部缺乏开发、创新、竞争、效率以及自主、人才、利益的市场经济观念。传统的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阻碍着经济进步。

从主观上看，观念陈旧，思想保守，尤其是在一些贫困落后地区，“等、靠、要”的思想

较为严重，束缚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丧失了不少好的机遇。在这种落后观念的支配

下，投资环境得不到改善，不能发挥西部劳动力、土地和资源的比较优势，从而造成

对区外流入要素的侵蚀、漏损和排斥，极大地影响了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的投

入使用效率。而东部地区则抓住改革开放的机会，在２０多年来的“自主改革”、“用

足政策”、及“照猫画虎”的做法，体现出一种改革创新的精神，正是这种现代化的思

维和意识大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制度的改变也常常受到一些利益相关

者的抵制。因为制度的改变必然会带来生活的变化，会影响一些经济个体的收益，

特别是经济制度的改革常常会受到既得利益获得者的反对。例如我国的政府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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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深刻，充分认识到了要素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认为通过要素的不断

投入促进区域性要素的累积，可以改变区域内要素赋存，不断弥补区域间的要素累

积差距，以此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不断缩小区域经济的差距，在长期内实现区域

经济的平衡发展。不可否认，该理论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在解决现实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问题上也面临着

窘境。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从理论和实证上都充分认识到、并证明了区域经

济发展不平衡的必然性，也提出了一些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政策对策。但

如何解决现实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区域经济发

展不平衡理论则难以提出根本性的有效对策。世界性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加

大是不争的事实。而中国，在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实行了２０多年

的区域差异发展模式，综合经济实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但是区域经济之间发展

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产生了马太效应，发达区域与落后区域的差距越来越大。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反思从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到区域经济平衡发展

路径的可行性。

７．３．２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的反思

世界不可能完全是平衡的。各区域的要素禀赋条件本身是不平衡的，从而，它

们的发展成果也必然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结构是动态过程，也是周期

变化过程。随着发展的要素条件的变化，发展的最终成果也会变化，不平衡发展是

必然的，也是客观的。

目前，国内外学者研究所关注的要素投入无论是劳动、资本还是制度都只是一

种累积的可变要素，而古典经济学家们高度关注的自然要素等不可变要素却往往

被忽视。事实表明，所有区域经济发展都是基于一定的自然要素等各种不可变要

素而展开的，这种自然要素恰恰是所有累积性要素所面临的一种约束。由此可见，

不能仅仅沿袭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研究路径。我们需要回到古典经济学

那里，重视被很多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忽视的自然要素，在自然要素和后天累积性

要素的统一中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区域之间因为要素及要素禀赋的差

异，必然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起点不平衡；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核心动力———

聚集机制在空间上的差异性，直接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不平衡；制约聚集机制

发挥效果的外部环境、政策的差异导致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不平衡。当从

这个视角来研究区域问题时，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就不仅仅是平衡与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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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的问题。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就是不同区域基于自身要素禀

赋的特点，确定不同要素约束条件下的开发模式，形成合理的分工，同时在政府的

调控下保持区域之间的发展条件、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在合理的范围内，人与自然

之间保持和谐状态情况下的发展状态。

７．４　要素适宜度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７．４．１　要素适宜度的概念与测度

１．要素适宜度的概念

经济发展的过程要利用各种要素，包括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区域性

要素差异是造成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往区域经济学较重视研

究非区域性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其不平衡发展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

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区域性要素在空间上的流动性加速，对

于一定区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制约性在下降，而导致空间非均质性的最基础要

素———区域性要素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性作用在相对提升。区域经济的发展

既需要区域性要素，也需要非区域性要素，但是区域性要素是发展的基础和发展的

条件。非区域性要素的聚集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区域性要素状况的制约。因此，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考虑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之间的匹配。例如，

在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其区域性条件（有时表现为自然承载力）相对较差，就

不能人为地提升这个地区的非区域性要素的投入。特定条件下，非区域性要素投

入的人为增加往往不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提高，甚至会造成区域性要素的恶化。非

区域性要素投入与区域性要素之间的匹配程度，我们称之为要素适宜度（ｆａｃｔｏｒ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ｄｅｇｒｅｅ）。

２．要素适宜度的测度

要素适宜度探讨的是要素之间的协调问题，主要指非区域性要素投入和以自

然环境等为核心的区域性要素之间的适宜和协调。要素适宜度的最基本含义就是

非区域性要素的利用要服从于当地的自然环境条件。我们利用式（７．１６）来表示这

种要素适宜度。

ＦＡＤｉ＝ １

∑
ｎ

ｊ＝１
ｗｊＦＵＤｉｊ

∑
ｎ

ｊ＝１
ｗｊＦＣｉ

熿

燀

燄

燅ｊ

ｊ＝１，…，ｎ

（７．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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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ＦＡＤ为要素适宜度，ＦＵＤ为非区域性要素利用度，ＦＣ为区域性要素所

表示的要素条件，Ｉ代表区域，ｊ代表各种要素，ｗ 为权重。要素适宜度的关键是如

何衡量非区域性要素的利用和区域性要素条件之间的关系。考虑利用工业化程度

来表示非区域性要素利用度①。工业化程度利用工业部门在整个区域经济中的比

重，来衡量工业生产总值在区域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ＦＵＤｉ＝ ＳＩＧＤＰｉ

ＧＤＰ（ ）ｊ
×１００％ （７．１７）

其中，ｉ为区域，ＳＩＧＤＰ为区域的工业生产总值，ＧＤＰ为区域的生产总值。

要是区域没有工业部门，其比重应该为０，要是区域只有工业部门没有其他部

门，其比重为１００。为了指标的构建要标准化，其区间为从０到１，那么０≤ＦＵＤ

≤１。

区域性要素条件（ＦＣ）是该区域的承载力。一般而言，区域承载力是指不同尺

度区域在一定时期内，在确保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的条件下，资

源环境能够承载的人口数量及相应的经济社会总量的能力。区域承载力包括资源

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资源承载力还包括土地承载力等。目前区域承载力的衡量

方法有几种，这里可以直接利用这些方法，但是为了要素适宜度的测量要标准化，

其范围为０≤ＦＣ≤１。

资源与需求的差量方法是较典型的衡量方法。王中根、夏军（１９９９）认为区域

生态承载力体现了一定时期和一定区域的生态环境系统，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

人类各种需求（生存需求、发展需求和享乐需求）在量（各种资源量）与质（生态环境

质量）方面的满足程度。②因此，衡量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应从该地区现有的各种

资源量（Ｐｉ）与当前发展模式下社会经济对各种资源的需求量（Ｑｉ）之间的差量关系

（如 （Ｐｉ－Ｑｉ）／Ｑｉ），以及该地区现有的生态环境质量与当前人们所需求的生态环

境质量之间的差量关系入手。可持续环境承载力模型是操作性较强的衡量方法。

以ＰＰ表示现实的人口数量，ＲＥ表示自然经济人口容量，那么，人口资源承载力ｒ

①

②

要素利用度的要素包括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要素。工业化所利用的要素并不等于经

济发展所需要的全部要素。但是，从区域承载力的角度来看，工业化和环境承载力具有

较密切的关系。不过，如何衡量要素利用度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王中根、夏军：《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的量化方法研究》，《长江职工大学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４
期，第９—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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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ＲＥ①。

式（７．１６）表明，０≤ＦＡＤ≤１，ＦＡＤ值越大，该区域的要素适宜度越高，反之

亦然。区域性要素条件为０．１，非区域性要素利用度为０．１，区域的要素适宜度为

１。区域性要素条件为０．１，非区域性要素利用度为１，区域的要素适宜度为０．１。

７．４．２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从各种要素在空间上非均质分布的角度来看，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是必然的

结果，也是常态的过程。片面地追求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平衡，可能会导致整个

社会总的福利损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区域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不应只强

调缩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应追求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三个不同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次是要素的协调，主要

评价区域性要素和非区域性要素之间的适宜程度和协调程度，即区域经济发展中

的要素适宜度问题。第二层次是发展的协调，主要评价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

另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即我们平时所说的区域之间的平衡与不平衡发

展问题。第三层次是社会收入水平的区域协调，主要评价一个区域与另一个区域

之间的收入差距，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带来的社会福利的均等化问题。

区域协调发展要充分发挥不同区域各自的要素优势，充分挖掘要素禀赋的利

用潜力，只有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了，才能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

需要避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盲目攀比和产业雷同，以及重复建设现象，根据自身的

要素禀赋特点，同时朝着促进要素聚集、主导要素更替的方向选择区域的发展路

径。例如，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考虑自然要素禀赋特点，考虑自然环境承载能力，这

样才能促进人与自然处于协调、和谐的状态。

７．４．３　要素适宜度与区域协调发展

要素适宜度是衡量区域要素条件和区域经济发展间的联系程度的一种概念和

指标，它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阶段的区域经济理论尤其是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对现实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很模糊。特别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理论尚未解释清楚协调的基准是什么。要素适宜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化人们对

于区域要素禀赋和区域经济发展路径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同时，要素适宜度还能

① 洪阳、叶文虎：《可持续环境承载力的度量及其应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１９９８年第

３期，第５４—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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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协调的评价基准。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本书中所讲的要素适宜度是用来说明一个区域的问题，

它测度的是一个区域的非区域性要素与区域性要素之间的匹配问题，而不是要解

决两个区域间的协调问题。区域间的协调问题是一种社会政治层面的区域之间的

公平性问题，更多地应该通过相应的财政转移来解决，实现区域间社会福利的均等

化。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国家或中央政府可以扶持一个区域的发展，但为此不能抑

制其他区域的发展。发达区域要不断地向前发展，与此同时，欠发达区域也要向前

发展。关键是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不是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要素条件。

７．４．４　要素适宜度与主体功能区

要素适宜度要解决的是某一个区域应该发展什么，不应该发展什么的问题。

不同的区域具备不同的区域性要素与非区域性要素条件。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也

具备不同的要素条件。从而，各区域经济发展必须要考虑自己的要素条件，也要考

虑区域的承载力。要素本身的发展也一定要与基础条件吻合。要素适宜度就说明

各区域的主要功能应该来自它的要素条件。有一些要素，如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

是不能累积的，因此相应的产业就不是在所有地区都能完全复制。比如一些自然

要素十分恶劣的西部地区就不能完全模仿东部地区的发展模式。因此，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必须正视这种要素约束条件，其发展思路就是通过划分主体功能区来实

现各区域的不同发展路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根据资

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经济布

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先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

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是按照资源环境的承载力要求，即前

面提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观所强调的在现有自然要素的约束条件下，基于现实

开发力度和未来的发展潜力进行划分的，要求区域内自然资源要素与要素类型及

积累程度相匹配，实现自然要素资源与区域内要素类型及积累程度相和谐，以此确

定区域的分工及其功能定位。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主要受到区域聚集要素能力、要素禀赋以及要素

聚集约束的限制，而不同区域的不同要素聚集的刚性不一样，对于存在刚性很强的

要素硬约束的区域，如自然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如果一定要进行大量

资金和劳动力投入，可能短期内获得一定经济收益，但必然不能持久，而且会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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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引起生态破坏，以及部分资源的永久性丧失。而对于刚性很弱的要素约束区域，

如地理位置佳，经济发展、文化教育以及开放意识基础良好的地区，如果限制发展，

或者不能及时创造条件发展，则会影响区域的要素禀赋升级以及区域向高级循环

发展的速度。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于自然要素约束刚性特别强的地区，生态环境脆

弱，自然资源再生能力不强的区域，由于要素聚集困难，而且难以累积，难以推动主

导要素更替，应该将其纳入禁制开发或限制开发的主体功能区。

对于无太强自然要素的约束，而仅存在劳动、技术、资本、制度等要素软约束的

区域，由于要素聚集成本较小，要素可以累积，从而带动要素禀赋的发展，推动主导

要素更替，则应该将其按入重点开发或优先开发的主体功能区。

一般而言，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的主体功能区与周边功能区的界限更为明显，

更加独立。这种功能区与外界的产业联系不是十分密切，往往是森林、草原、荒漠

化和水土流失地区和重要的水源补给区、蓄滞洪地区、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和水资源

严重匮乏地区，或者以独立的风景区、农田保护区、自然资源保护区等形式存在。

而重点开发或优先开发的主体功能区则往往开放度较高，与周边区域联系密切，资

本、劳动等要素流动量大，文化、技术交流频繁，通常参与更大区域内的分工与

合作。

在实际工作中划分主体功能区时，由于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域并不完全一致，所

以主体功能区可能是跨行政区，也可能某一行政区内存在多个主体功能区。

本章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研究是在自然要素和后天累积性可变要素的统

一视角下展开的，认为区域经济不平衡是各种要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而新经济地

理学的研究表明，在经济要素的均质分布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同样能

够导致空间结构的分异，引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这样看来，在分析区域经

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时，除了考虑经济要素的非均质分布，更要考虑区域主体的微观

经济行为，否则无法全面揭示区域经济差距的原因。基于此，后面的两章将对区域

主体行为及由此引致的空间经济组织规律进行研究。

本章小结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既是重要的实际问题，也是理论的研究热点和难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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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度量和收敛性问题上，但是，究竟如何认

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本质问题却被忽视。

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在一般意义上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的收敛，而在于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这种协调是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的要素适宜

度，实现不同区域人民社会福利的均等化，而不是经济增长总量均等化。只有充分

尊重要素适宜度的约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才能够体现“人定顺天”，实现可持续发

展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

思考题

１．如何理解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规律及其特征？

２．请你认真比较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三种测度方法，理解每种测度方法适用

条件。

３．从要素和要素禀赋角度谈谈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

４．什么是要素适宜度，该理论的提出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什么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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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章

　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
———基于厂商和居民的分析

　　本书的第３章到第５章构建了从区位到区域的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

区域经济发展与不平衡问题。任何区域形成与发展都是一定经济主体行为的结

果。前面，我们从区位与区位选择的视角，分析了区位主体的空间选择行为，初步

探讨了经济区域形成的微观机理。下面两章则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区域主体及其

行为较为系统的分析，进一步探寻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认识区域经济演化的微

观机理。

８．１　区域主体及其特征

研究区域主体及其经济行为，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区域主体，区域主体

包括哪些对象，各种经济主体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纳入区域主体的研究范畴。其次，

区域主体经济行为的研究目的和内容是什么，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对区域主

体行为进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

所谓区域经济主体，其含义就是能够实现一定经济空间（经济区域）组织和运

行的最少类别的微观承载对象。在经济研究中，我们经常谈经济结构问题，大多数

都是从客体角度去谈，如生产结构、分配结构、流通结构、消费结构、区域空间结构

与经济类型结构等，很少有人谈经济主体结构。其实，经济结构应该既包括客体结

构，也包括主体结构。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经济主体结构都是经济结

构问题的题中应有之义。

现代空间经济是一个社会化大生产型经济，各类参与者在其中活动并发生相

互关系。参与者包括自然人（或自然人的集合）和各种法律实体，我们一般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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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称为经济主体。所有这些参与者按一定的方式搭配与排列，彼此交往，进而衍生

出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便形成了经济活动的主体结构。从区域角度来看，一定区

域经济的组织、运行和发展都是一定主体行为的结果，不对这种区域主体的行为进

行研究，就无法真正揭示区域空间经济组织和发展的机理。

８．１．１　区域主体确定的原则

区域主体是客观存在的，研究确定区域主体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按照区域

经济主体的定义，我们可以确定如下原则：

１．一致性原则

作为区域经济学独特研究对象的经济区域是由众多的经济区位有机构成，所

以，区位是区域构成的微观单元。从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体系来看，区位理论是其重

要的理论基础，区域经济理论的产生、发展以及体系的构建都是以区位论为基础和

起点展开的。要体现这种理论体系的一贯性，从构成的内容上来说，区域主体应该

和区位主体保持一致。

在这里，区位主体也就是区位选择的主体。在区位选择理论中，主要分析生产

活动的区位选择、家庭居住的区位选择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区位选择。首先，在生产

活动的区位选择中，主体是各种生产厂商，它们或者在产出、投入既定的条件下寻

求运输成本最小化的区位，或者同时选择价格、区位和投入要素，使其利润最大化。

其次，在家庭居住的区位选择中，主体是居民，他们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适当

的居住区位。最后，对于公共设施的区位选择，依据的原则一般是费用最小化或者

福利最大化，这里的经济主体相对复杂一些，根据不同情况会包括政府、相关区域

组织、居民和厂商四个主体。①如果认为区位是区域的构成单元，区位理论是区域经

济理论的基础，那么区域空间的形成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不同区位主体进行区位选

择的交互作用结果。因此，区域主体与区位主体从构成内容上说，应该具有一致性。

２．包含原则

区域经济发展和演进、区域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都是

一定区域主体行为空间演化的结果。所以，对区域主体及其行为的经济分析，关键

也就是分析区域经济演进的微观机理。为了揭示这种微观机理，对主体行为进行

① 对不同区位选择行为的研究可以参见彼得·尼茨坎普主编的《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
第一卷中第一篇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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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和博弈分析就是必要的。这样，从分析工具的贯通性角度讲，区

域主体应该包含微观经济分析中的经济主体。

但是，微观经济学中对主体行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费者和生产者上面，在市

场出现失灵以后才引入了政府这一角色进行分析。相比而言，区域主体包含的范

畴要更广些，对于封闭区域，其主体从构成上看与微观经济学的主体基本相同，但

是，对于政府的作用却不仅仅囿于解决市场失灵，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空间

结构演变和区域空间规划等方面都体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随着区域经济的不断

发展和成熟，各种区域协调组织也会以区域主体的身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３．有机运行、组织原则

区域主体的经济行为必然是在一定的经济空间中实现的，这个经济空间对于

经济主体类型的确定和行为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经济空间作为经济发展的一种承

载体，脱离不了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也就是说，经济空间及其秩序、结构和区域经

济发展水平之间是双向影响的，一方面，经济空间的有序化和结构优化也就是经济

增长的过程，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一定经济空间的结构与形态。所以，

不同的区域空间所能够容纳的区域主体是不同的，区域主体的存在是以保证区域

经济的有机运行和组织为目的。区域主体的行为在空间上的相互作用应能够反映

经济空间的发展、演化。

有机运行和组织原则同时包含了区域主体确定的范围最小化原则。这是因

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参与的个体众多，包括消费者、企业，各类非营利组织

（ＮＰＯｓ）、区域协调组织和不同的行政、事业机构等等。分析区域主体行为，如果涵

盖所有的参与者，错综复杂的联系网络将使得经济分析无法进行，而且模糊了最本

质的经济机理，为此，一定的抽象与简化是必需的。在分析区域主体行为时，我们

将区域主体限定为能够组织、实现区域空间运行、演进的最小范围的经济主体。据

此，将区域主体设定在企业、居民、政府、ＮＰＯｓ和区域协调组织的范畴内。

区域主体的确定往往是上面三个原则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依据单一原则

确定。这是因为，不同性质的区域，区域主体所包含的内容也会不同。对于封闭区

域的主体主要包括企业、居民和地方政府；而对于全球化、一体化下的开放区域，除

了这三者外，还包括区域协调组织（例如，欧盟委员会）的作用，这种组织是不同区

域在一体化进程中，协调与演化博弈的结果。由于这里的研究目的旨在揭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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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自组织的基本规律，研究的重点集中在封闭区域，而对区域协调组织的研究则

在第１０章中进行。

８．１．２　区域主体的特征

对于封闭区域，通过上述原则确定的区域主体，从包含内容上看，和一般微观

经济学的研究主体似乎相同。那么，是不是对区域主体的行为分析就是将微观经

济学的内容简单地应用到区域中呢？回答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区域主体虽然在构

成上来说与微观经济主体是基本一致的，但是，由于区域主体的行为是在一定的空

间中展开的，这种空间性赋予了区域主体一定的特殊性质。

１．系统性特征

任何结构中各个部分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和其他部分的关系存在的。

整体论的哲学分析方法并不拒绝对构成整体的部分的研究，认为整体与部分之间

除了存在着对立外还存在着内在的统一性。整体的性质不是从整体外去寻找，而

是由互相依存的各个部分的关系来说明。

在微观经济学中，对厂商、消费者的行为分析，首先采用类似物理学中隔离分

析的方法，进行逐个研究，之后统一于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下，而当市场失灵时，进一

步引入了政府行为，以弥补市场失灵。但是，以简单的封闭区域经济为例，在区域

主体的分析中，考虑空间的因素后，企业和居民之间的行为表现出一种自组织的特

性，这种自组织使得企业和居民形成了一个相对闭合的经济循环系统，我们对区域

主体的分析很重要的就是研究这个循环系统的经济机理。作为政府，其作用，一方

面是为这种自组织经济的运行创造适宜环境，这主要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保证市

场机制的顺畅运行来实现；另一方面，政府可以在遵循自组织规律的基础上，使用

区域经济政策或通过区域治理，强化主体经济行为，产生乘数效应，放大已有的自

组织效应，促进经济增长。

２．结构性特征

在研究区位主体时，我们发现区域空间中的企业和居民等，遵循的是隔离式的

区位选择原则，造成除了偏好、区位指向和面对的目标函数不同外，企业、家庭和政

府的区位选择行为没有差异，区位主体之间形成了明显的雷同和平行现象，这也是

传统区位选择理论和区域经济理论存在分割的原因。

但是，在区域空间中展开自己经济活动的区域主体却有着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这种结构性特征与系统性特征相联系。在一定的区域中，区域主体中的企业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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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处于同一层次，二者的区位选择行为产生的自组织形成一个基本系统，政府的行

为建立在这个基本系统之上，针对这个基本系统营造相关的制度环境，如果是一体

化的区域，则还有区域协调组织的影响与作用，进而形成一个更大的区域主体运行

系统，由于两个系统处于不同的层次，决定了区域主体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

３．动态、演化特征

将区域主体概括为企业、居民、政府和区域协调组织，并不表示区域主体是一

成不变的，区域主体的内容和构成从时间与空间维度的展开看，存在动态、演化的

特征。以企业为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企业的构成也就不同，在我国，经济

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国有企业居于主导地位，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国有、民

营企业共同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当高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与分工后，一体化的

区域中往往是跨国公司居于主导地位，可见，企业的构成具有这种动态、演化特征。

另外，前面也已叙及，区域协调组织并不是在任何区域中都存在或都能够成为

区域的主体，这种协调组织是经济发展到一体化的程度后，各个子区域的政府为解

决空间分工、协调经济发展，在各自区域经济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博弈而逐渐衍生

形成的。区域协调组织形成后，会随着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涉及范围的扩大，

内部组成也会发生不断变化，欧盟委员会成员的增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４．同一主体的不同角色特征

对区域主体的表述，在不同的环境中可能会不同，这是由于同一主体具有不同

角色的特征使然。区域主体行为的研究关键是把握不同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机

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同一区域主体会在不同的条件下拥有不同的角色。对居民

而言，在谈到消费问题时，在表述上会以消费者的角色出现；在为企业提供劳动力

时，又以劳动者的角色体现；当强调区位选择行为时，更多的则以家庭的角色出现，

在分析区域主体行为时，认为这些不同的角色都是居民这一主体的不同表述形式。

又如对企业而言，从表述上对企业和生产厂商不加区分，为了建模的需要，有时需

要将企业这一主体抽象成企业家，以企业家的行为等价替代企业的空间行为。

８．１．３　区域主体行为研究的内容

区域主体行为理论的研究涉及了区域经济学的主要领域，该理论更强调区

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突出主体间经济行为的联系分析。我们将区域主体行为

研究的主要内容、各行为的参与主体以及和原有区域经济理论体系的关系表示

成图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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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１　区域主体行为的研究内容

由图８．１中可以看出，对区域主体行为展开研究，需要明确分析对象。所以，

区域主体的确定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分工与专业化是

经济发展研究的主线，而在区域经济学中，分工与专业化又表现为在一定空间中的

区位选择继而聚集经济的形成，我们对区域主体行为的展开正是置于特定空间中

通过区位选择实现的。作为区域主体行为研究的内容，首先应该对空间分工实现

中的区位主体行为进行分析。其次，由于不同性质的区域（这里主要指相对独立的

区域和一体化进程中的区域），区域主体所包含的内容亦有不同，但是对于一体化

区域的主体行为分析要以前者为基础，针对相对独立的区域进行主体行为研究是

后续研究的基础，这个理论基础是通过对区域经济自组织研究奠定的。再次，对一

体化区域的主体演变和行为的分析是区域主体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

基于上述对区域主体行为的分析，研究区域治理问题就显得更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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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８．１可知，区域主体行为研究的内容涉及面很广，可以说基本覆盖了区域

经济理论的主要领域。这里，我们分析区域主体行为目的是揭示区域空间的微观

组织机制，为前面章节研究的区域经济理论奠定微观基础。为此，我们通过选择三

个主体的空间行为进行研究，本章以厂商和居民两主体的行为展开，下一章则引入

地方政府行为进行分析。

８．２　区位主体与区域主体

所谓区位主体也就是区位选择的主体。其主体包括居民、企业、政府机构和区

域协调组织。从构成内容上来说，区位主体与区域主体具有一致性，但是，区位主

体的决策往往是离散性的，一般来讲，居民和企业的区位选择都是一次性行为或较

少的有限次行为。但是，区域主体的行为却是在空间中动态的连续演进，进而在经

济空间场中产生循环累积的相互作用。这里，简单分析区域主体之间的不同关系，

以和区位主体实现进一步的区分，对区域主体之间关系和行为机理的详细分析将

在８．３节中进行。

８．２．１　区位主体及其离散式关系

区位主体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在标准的区位选择模型①中，主体之间是没有相

互联系的，呈现了一种明显的离散式或弱相关关系。这里仅通过厂商的区位选择

和家庭的居住区位选择来进行说明。

１．厂商区位选择中与居民（消费者）之间的离散关系或弱相关关系

在厂商的区位选择中，曾经一度由劳恩哈特—韦伯模型主宰，这个模型的基本

特征是厂商的目标函数对市场和资源禀赋好的区位较为敏感，在假定需求给定，而

且对企业区位选择不产生影响，即不考虑需求因子作用的条件下，认为单一企业的

区位选择的动机是追求费用最小。但是我们在分析企业行为时，发现企业选址关

心的不仅仅是成本，还要关心其产品的市场需求，最终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对于

建立以厂商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的区位选择问题后来被称为空间垄断的价格—

区位问题。但是，上面的无论哪一种模型，都没有明确，作为厂商产品的消费者其

行为究竟如何影响厂商的区位选择，在劳恩哈特—韦伯模型中，由于假设市场需求

① 这里所说的标准的区位选择模型指《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的第一篇中所阐述、
归纳的模型。详见彼得·尼茨坎普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一卷，安虎森主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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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消费者的作用就被排除在模型以外，从而两个主体之间的选择行为没有必然

联系，空间垄断的价格—区位问题虽然放松了这一假定，引入了消费者的需求函

数，但是由于割裂地研究厂商的区位选择，居民和厂商之间的空间联系依然不能得

到体现。

相比而言，相互依存的区位论从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主体之间的弱相关关系。

空间相互作用为出发点的区位理论又被称之为“相互依存”区位理论。区位相互依

存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费特、霍特林和张伯伦等经济学家。区位的相互依存学派假

定生产费用一定，市场不是韦伯假定的点状市场，而是在地域中分布的市场（但在

理论研究中，假定为线状市场）。企业产品的送达价格因区位不同而不同，各个企

业都尽力以低于竞争企业的价格向消费者销售，而送达价格与克服企业与消费者

间的距离所支付的运费大小有关。各个企业在选择区位时，都想尽量占有更大

的市场地域，这样市场地域的大小受到消费者的行为和其他企业的区位决定行

为的影响。某企业如果以低于竞争者的价格能够在某市场地域销售产品，那么

该市场就会被该企业所垄断。总之，该学派认为区位和市场地域间的空间模型

产生于需求场所的差异和企业区位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相互依存区位理论将不

完全竞争市场理论引入到空间分析，而且明确提出厂商的区位选择在一定意义

上取决于消费者的行为，但是，由于研究视角未能扩展至对居民（消费者）的行

为研究，而仅仅局限在厂商行为上，相互依存理论也只能揭示出两个主体之间的

弱相关关系。

２．家庭的住宅区位选择中与厂商的离散式关系

家庭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适当的居住区位。假定家庭的效用Ｕ 可由函

数ｖ和干扰项ξ来表示，ｖ是描述家庭的社会经济各方面和代表居住区位的诸要

素ｘ 的函数；干扰项ξ，用以表示因个人偏好不同而导致的偏离家庭平均效用的未

知量以及测量误差等。家庭居住选址模型为：

Ｕｉｎ ＝ｖ（ｘ′ｉｎ）β＋ξｉｎ

约束条件为：

Ｘ＋Ｒ＝Ｙ

其中：

ｉ＝第ｉ个可选择区位；ｎ＝第ｎ个家庭；β＝描述第ｎ个家庭的第ｉ个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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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向量的参数；Ｘ 表示第ｎ个家庭除住房之外的其他消费支出；Ｒ 表示选择第ｉ

区位的居住支出；Ｙ 为家庭的预算约束。

第ｎ个家庭随机选择居住区位ｉ的概率就等于对第ｎ个家庭来说ｉ的效用（或

吸引力）大于或者等于其他任何可选择的ｉ′的效用的概率：

Ｐｉｎ ＝Ｐｒ（Ｕｉｎ ≥Ｕｉ′ｎ；ｉ），ｉ，ｉ′＝１，…，Ｉ；ｉ≠ｉ′，ｎ＝１，…，Ｎ

于是，假定最初选择的人都将努力使他或她的效用最大。上式中选择的概率的实

际计算取决于效用函数的形式。在这个模型中，厂商的影响作用没有直接的体现，

不过，由于消费者消费其他商品的结果必然会影响到对住房的消费，通过消费者的

预算约束作用，消费者和厂商之间存在间接的关系。

从对区位主体的区位选择分析表明，区位主体的行为由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

中研究，厂商和居民都会将对方的行为变量视为既定，这样必然形成二者的离散式

关系。空间垄断的价格—区位问题和相互依存理论虽然将市场结构置换为垄断竞

争，但是由于单一的研究视角，只能体现出两者的弱相关关系。这样仅仅从区位选

择理论很难过渡到区域的相关理论，单一的区位理论也很难有力支撑区域理论，因

此，必须从区域主体的互动和关联视角深入分析区域主体行为。为了多维度揭示

区域主体的彼此关系，我们分别就市场经济下的三主体独立区域、纯市场条件下的

两主体区域、转型经济条件下的三主体区域和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条件下的四主体

区域进行研究。

８．２．２　区域主体及其系统结构关系

与区位主体不同，区域主体行为的研究是置于特定的垄断竞争的经济空间中

进行的，主体间行为明确表现出了系统结构关系。这里以相对独立区域、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三个主体的情况为例来说明这种系统结构关系。

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中，区域主体由企业、居民和政府组成。其中，企业和

居民的区位选择行为在一定的经济空间中表现为自组织机制，形成一个简单的经

济自组织系统。政府虽然可以通过相关机构决定或影响诸如公共产品的区位、各

级政府办公机构的区位等，进而间接影响厂商和消费者的空间行为（在图８．２中，

这种间接关系用双向的虚线表示），但是，更重要的，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区域经济

政策来影响区域经济自组织系统的发展和演变。这种影响所产生的经济场和自组

织系统又会形成区域经济系统，这个区域经济系统既有自组织机制的作用，也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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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行为和区域经济政策的力量。

图８．２　简单独立经济中区域主体的系统结构

在区域经济系统中，区域主体的空间选择行为表现了强相关的互动关系。在

这里，企业是明确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区位选择只是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

之一。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关键力量决定于市场的大小，那么，什么因素决定市场的

大小呢？这就是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而决定消费者消费能力的主要因素是消费者

的工资收入，工资收入则源于企业对劳动力的支付，于是，消费者空间行为和厂商

的空间行为建立了互为因果的累积关系。其运行的根本动力完全来源于内生，形

成了一个自组织系统。

相比企业和居民，政府的空间行为并不直接进入自组织系统，而是在高于其

他两个主体的层面上施加影响。当政府加入分析后，在企业和居民的空间经济

行为决策时，政府的因素或者直接进入目标函数或者作为外生影响因素加以考

虑，反之，区域政府的行为和政策的制定则是以是否有利于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

居民的效用最大化为主要目标，三个主体之间行为形成了经济空间演化的主要

内容。

８．２．３　纯市场条件下区域主体的耦合组织结构

为了强调区域经济这种自组织机制，假设一个没有政府存在的纯市场经济

区域，主体构成仅有企业和居民。这种情况下，区域经济系统的运行完全由自组

织来实现，“看不见的手”处于核心的支配地位。市场的作用分别从三个方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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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体现。首先，消费者聚集在市场上表现为市场容量扩大，由此厂商为了实现利

润最大化的目标，区位选择倾向于这一空间，反之，厂商的聚集，引致了产品丰

富，消费物价指数下降，这些因素对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有明显的正向作用，

进而市场的作用促进了两个区域主体在空间上的聚集。其次，市场作用的经济

空间总是呈现一种有序的结构，这种内生的有序结构源自分工与专业化的空间

映像。以企业和居民为主体的区域在市场的力量下，实现经济的分工演化，这在

时间上表现为经济的增长。最后，随着分工的不断演进，经济活动的容量越来越

大，活动的范围越来越广，所有问题都依靠市场解决的结果使得市场的滞后性弊

端逐渐突出，于是各种行业性协调组织应运而生，在欧洲各种行会型的协调组织

发挥着重要作用。

图８．３　纯市场条件下区域主体的耦合组织结构

８．２．４　转型经济中区域主体的耦合与层级结构

我国从建立市场经济制度至今也只有十几年的历史，由于经济制度的强大的

惯性，我国仍将会在较长时间内处于转型经济的过渡时期，分析和把握转型经济中

区域主体的关系就有着重要意义。

转型经济中区域主体的构成包括政府、企业和居民，彼此间的关系通过图８．４

表示，这个图形与图８．２很相似，但是内涵有很大的差异。在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

下，企业和居民组成的自组织系统遵循与其他制度条件下（市场经济）相同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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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特征，而最突出的差异存在于政府这个主体的行为和其与另外两个主体之间的

关系之中。首先，区域政府与自组织系统之间一般是单向联系，也就是说转型经济

中自上而下的区域经济政策居于主导地位，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各种区域经济政策

来影响区域自组织系统。其次，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往往还通过直接的方式

决定某些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居民的空间行为，于是，政府和微观区域主体还

产生直接的联系。不过，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渐完善，政府与微观主体的直接联

系会越来越弱，更多地体现为间接联系。

图８．４　我国转型经济中区域主体的耦合与层级机构

８．２．５　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下区域主体的结构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共同加速，是当前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

较之以前，区域经济发展的环境、背景也就有了很大的不同，区域主体的内容构成

和行为特征都有了相应的变化。

经济全球化使得更多的经济要素在全球实现最优组合，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

球化的重要推动者，与此相对应，区域主体中的企业行为将更多地体现为跨国公司

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促进不同区域融合的同时，也使得区域间的联系与摩擦同时增

加，区域政府间不断重复的协调博弈将演化出区域协作组织，以低成本实现区域间

的协调发展。跨国公司的增多和居民流动性加强将区域经济自组织变成了一个

高度开放的经济系统，产业链条突破了原有区域界限，在世界范围内的延伸，仅

仅依靠区域政府的力量显然不够，区域协作组织对区域自组织的影响和协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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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了重要角色。区域政府的行为一方面存在于原来的区域空间中，另一方面，

积极参与区域协作组织的工作，使得其空间行为透过区域协调组织间接扩展至

更多的其他区域。

图８．５　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下区域主体结构

本节对不同经济背景下的区域主体关系进行了简单分析，其间涉及了区

域经济的自组织和政府行为与自组织的关系等问题，但都未进行详细阐述，因

此，有必要对这些相关问题予以解释。８．３节将分析区域主体活动的自组织

问题，揭示区域经济自组织的深层机理，而对于政府的行为和作用则在下一章

研究。

８．３　区域主体经济活动的自组织———基于厂商和居民的分析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克鲁格曼将对自组织系统的

跨学科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运用于经济学研究之中，建立起空间自组织模型。克鲁

格曼的空间自组织模型以对厂商之间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及其相互作用的分析为基

础，向我们清楚地阐明了经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形成大范围内的有规则的经济

空间格局的内在机理。它回答了早期的杜能模型以及克里斯塔勒和廖什的中心

地方理论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对中心地理理论的补充和

完善，成为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特别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领



区域经济学原理
　．．．．．．．．．．．．．．２３６　　 ．．．．．．．．．．．．．．．．．．．．．．．．．．．

域的重要分析工具。

８．３．１　核心—外围模型

为了考察特定功能区自组织形成的过程，可以通过经典的核心—外围模型

（ｃｏｒｅ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ｍｏｄｅｌ）来表述。

１．模型的假设条件

假设经济中有两个对称的功能区，分别称为南、北两区，该经济提供工业制造

品Ｍ 和农产品Ａ。农产品是同质的，其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并且

运输是无成本的，即农产品可以无成本地流动。工业制造品之间存在差异，生产是

规模报酬递增，符合ＤＳ的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制造品的运输有成本，成本采用

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形式，用τ＞１来度量，就是说，运输τ单位的工业制造品，

最终到达目的地仅有１单位，其中τ－１单位在途中“融化”了。经济生活中，农业

劳动力（农民）用Ｌ表示，工业劳动力（工人）用Ｈ 来表示。

经济中典型消费者存在两个层面的效用，首先，消费者将收入分别在农产品和

工业制造品之间配置，该方程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其次，该消费者要在有差

异的工业品之间进行消费配置，这个过程符合ＣＥＳ（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ｏｆｓｕｂ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形式。可将这两个过程表述为：

Ｕ ＝Ｃμ
ＭＣ１－μ

Ａ ＣＭ ＝ （∫
ｎ＋ｎ

ｉ＝０
ｃ（ｉ）１－（１／σ）ｄｉ）１／（１－１／σ），０＜μ＜１＜σ （８．１）

其中，ＣＭ、ＣＡ 分别为工业品和农业品的消费量，ｎ、ｎ 表示北区和南区的厂商数

量，μ代表消费中用于工业品消费的支出份额。σ＞１，表明了工业产品之间的替代

弹性，σ越大，厂商生产的产品的可替代性就越大。

２．不同主体的行为

（１）消费者行为。

消费者要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实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面对的问题可以表述

如下：

ｍａｘＵ ＝Ｃμ
ＭＣ

１－μ
Ａ ＣＭ ＝ （∫

ｎ＋ｎ

ｉ＝０
ｃ（ｉ）１－（１／σ）ｄｉ）１／（１－１／σ）

ｓ．ｔ．ｐＡＣＡ＋∫
ｎｗ

０
ｐ（ｉ）ｃ（ｉ）ｄｉ＝Ｅ （８．２）

这里，ｐＡ 是农产品价格，ｎｗ ＝ｎ＋ｎ 表示南北两区的厂商总数，Ｅ 指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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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入水平。为了解这个最大化问题，可将其分解为两个步骤①，首先求一个支出

最小化问题，即选择ｃ（ｉ），使得以最小成本得到制造品ＣＭ；其次，求消费者的效用

最大化。②

求解支出最小化问题，可得制造品消费的最小支出为：

∫
ｎｗ

０
ｐ（ｉ）ｃ（ｉ）ｄｉ＝ （∫

ｎｗ

０
ｐ（ｉ）１－σｄｉ）

１
１－σ·ＣＭ ＝Ｇ·ＣＭ （８．３）

定义 （∫
ｎｗ

０
ｐ（ｉ）１－σｄｉ）

１
１－σ ＝Ｇ，表示工业品价格指数，利用这个价格指数，可以将

消费需求ｃ（ｊ）写为：

ｃ（ｊ）＝ ｐ（ｊ）（ ）Ｇ
－σ
·ＣＭ

求解效用最大化问题，可将效用表示为：

Ｕ ＝μμ（１－μ）１－μＥＧ－μｐμ－１
Ａ

定义 Ｐ ＝ （Δ·ｎｗ）－ａ·ｐ１－μ
Ａ 为 完 全 价 格 指 数，其 中，Δ·ｎｗ ＝Ｇ１－σ ＝

∫
ｎｗ

０
ｐ（ｉ）１－σｄｉ，ａ≡ μ

σ－１
。假设，工人的名义工资为ｗ，那么实际工资为ω＝ｗ

Ｐ
。

如果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是均匀分布的，农民的总量是Ｌｗ，工人的总数为 Ｈｗ，

但其分布是模型内生决定的，令ｓＨ ＝Ｈ／Ｈｗ 表示北区所占的工人份额。设迁移方

程为：

ｓ·Ｈ ＝ （ω－ω）ｓＨ（１－ｓＨ）③，ω＝ｗ
Ｐ

，ω ＝ ｗ
Ｐ （８．４）

短期均衡要求农产品市场出清，其均衡条件为：

［（１－μ）Ｅ＋（１－μ）Ｅ］／ｐＡ ＝Ｌｗ／ａＡ（１－μ）（Ｅ＋Ｅ）＝ｐＡ
Ｌｗ

ａ（ ）Ａ

①

②

③

这里将求解分成两个步骤，是因为偏好对农业和制造业是可分的。不代表这类最大化问

题都可 进 行 这 种 分 解。参 见 Ｄｅｎｔｏｎ，Ａ．ａｎｄＪ．Ｍｕｅｌｌｂａｕｅｒ，１９８０，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关于模型的求解可参见金丽国：《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
这个特殊的迁移行为方程表明，迁移速度是实际工资差距的一个比例，另外，ｓＨ（１－ｓＨ）

也表明迁移不是同时完成的，说明存在调整成本。详见 ＲｉｃｈａｒｄＢａｌｄｗ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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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厂商行为。

综合整理前面的需求函数信息，重新表述如下：

ｃｊ ＝ｐ－σ
ｊμＥ
ｎｗΔ

，ｎｗΔ＝∫
ｎｗ

ｉ＝０
ｐ１－σ

ｉ ｄｉ，Ｅ＝ｗＨ＋ｗＬＬ （８．５）

根据假设，厂商只使用劳动这个单一要素做投入，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

性，那么单一厂商的工人劳动力使用为：Ｈ＝Ｆ＋ａｍｘ，ｘ是某个厂商生产的产品

数量，ａｍ 为每生产一单位工业品所需的工人劳动力投入。厂商面临的问题是：

π＝ｐｘ－ｗ（Ｆ＋ａｍｘ）

求解厂商利润最大化，将一阶条件代入利润方程，得到：

π＝ｗ ａｍｘ
σ－１－（ ）Ｆ

考虑厂商均衡时的产品生产量，可以得到均衡时的企业总数，即：

ｎ＝ Ｈ
σＦ

（８．６）

该式表明，北区的厂商数量与工人劳动力数量正向相关，厂商的区位选择与工

人的区位选择是互相依赖的。也就是说，一定经济空间中，厂商的经济活动和居

民、消费者的经济活动存在密切联系，而单纯的区位选择分析无法针对这种互动机

制做出完整分析。

下面来分析工业产品的市场出清条件。区域经济主体中的企业和居民之间存

在明显的互动机制，企业的区位选择与居民的区位选择有关，而工人的区位又与企

业区位有关，这是因为工人的区位选择和迁移行为由实际工资的状况决定。产品

市场出清条件要求产品供求相等以及厂商获得零利润。另外，均衡时的产品价格

与工资直接相关，所以，市场出清时，南北两区的工资水平也必须均衡。这里，可以

对北区的代表性企业进行分析，将其市场出清条件表述为：

ｐｘ＝Ｒ

其中，ｐｘ是指获得零纯利润厂商的生产产品的价值，Ｒ 表示销售额（以消费者

购买价格实现的价值）。具体的可将Ｒ表示成Ｒ＝ｐｃ＋ｐｃ，ｃ和ｃ 表示北区企

业生产的产品在北区和南区的消费量。根据需求方程（８．５），推导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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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ｗ１－σμＥ

ｎｗ１－σ＋ｎ（ｗ）１－σ＋
ｗ１－σμＥ

ｎｗ１－σ＋ｎ（ｗ）１－σ （８．７）

在以前的研究中，τ一般理解为运输成本，但是，更一般地，这里将＝τ１－σ 视

为经济开放程度或贸易自由度，越大，说明经济越开放，贸易成本越小。一般而

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经济开放程度也较低，贸易或交易成本越高，这种改

进要比单纯研究运输成本更有意义。

虽然，我们已经建立了两个区域经济主体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必

然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为了能够清晰显示出这种市场的中间组织作用，这里引

入市场大小的概念，用收入支出的情况Ｅ 来表示，也就是说，收入支出越多，市场

越大，收入支出越少，市场越小。为此，可以进行如下的表述。设ｓｎ＝ｎ／ｎｗ 为北区

厂商的比例，对ｎｗ 实行标准化，令其等于１，于是，有：

Ｒ＝μ
Ｅｗ

ｎｗＢ　　Ｒ ＝μ
Ｅｗ

ｎｗＢ

Ｂ＝ ｓＥ

Δ ＋１－ｓＥ

Δ（ ） ｗ１－σ，　Ｂ＝ ｓＥ

Δ ＋１－ｓＥ

Δ（ ） （ｗ）１－σ （８．８）

Δ＝ｓｎｗ１－σ＋（１－ｓｎ）（ｗ）１－σ　　Δ ＝ｓｎｗ１－σ＋（１－ｓｎ）（ｗ）１－σ

Ｅｗ ＝Ｅ＋Ｅ表示南北两区的消费支出，ｓＥ ＝Ｅ／Ｅｗ 表示北区的消费支出所占份

额。至此，模型的核心表述基本完成，对于模型的经济机理和长期均衡分析，将放

在８．３．２小节集中阐述。

３．量纲的选择和标准化

为了使下面的关于经济自组织和长期均衡的分析更明了和简单，这里集中处

理模型中量纲和标准化的问题。首先，选取Ａ 产品即农产品为计价物，通过选择

适当的单位使得ａＡ ＝１，这就意味着ｐＡ ＝ｗＬ ＝ｗ
Ｌ ＝１。其次，通过量纲处理，使

得ａｍ ＝ （１－１／σ），进而可以得到ｐ＝ｗ，ｐ ＝τｗ，所以，在均衡时ｘ＝Ｆσ。再

次，将Ｆ标准化为１／σ，由此可以求出ｘ＝１，ｎ＝Ｈ，ｎ ＝Ｈ，这些结果一方面

简化了市场的出清条件，另一方面，突出了居民的区位迁移与企业区位之间的联

系。最后，令Ｈｗ ＝１，会有ｎ＋ｎ ＝ｎｗ ＝１，另外，在对称结果中，即ｓｎ＝ｎ＝Ｈ

＝１／２时，令ｗ＝ｗ会比较方便。

将标准化处理的情况集中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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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ｗ，ｐ ＝ｗτ，ｐＡ ＝ｐ
Ａ ＝ｗＬ ＝ｗ

Ｌ ，ｘ＝１，Ｌｗ ＝
１－μ
μ

，Ｅｗ ＝ １
μ

ｎ＋ｎ ＝Ｈ＋Ｈ ＝Ｈｗ ＝１，ｎ＝Ｈ ＝ｓＨ ＝ｓｎ，ｎ ＝Ｈ （８．９）

ｗ＝ｗ ＝１（在对称结果中）

上述分析所处理的均衡问题集中在短期均衡，即产品市场的均衡，而忽略了消

费者或者说居民的迁移行为，在方程的表达中没有体现出迁移方程的作用，如果考

虑居民的迁移方程的均衡，可以将上述分析拓展至长期均衡分析。通过短期与长

期的均衡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区域经济主体行为之间的内生联系机制———

自组织。所以，在全面针对模型进行长期和经济自组织机理分析之前，有必要先对

空间经济自组织本身进行研究。

８．３．２　核心外围模型与累积因果的自组织机制

１．经济自组织及其特点

按组织演化动力来源及其形成方式不同来划分，组织过程可以分为自组织和

被组织。被组织（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是指系统的形成不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

不能够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而只能依靠外界的特定指令来推动组织的形成和

向有序演化，从而被动地从无序走向有序。而自组织（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是指不需外

界指令而能自行组织、自行创生、自行演化和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有结构

的系统的过程和结果。

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在外界条件变化达到某一特定值时，量变可能引起

质变，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交换能量和分子运动产生一种自组织现象，组成系统的

各子系统会形成一种互相协调的作用，从而可能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

时间、空间或功能上有序的自组织结构，也即耗散结构。自组织系统演化动力来自

系统内部。协同学创始人哈肯（Ｈ．Ｈａｋｅｎ）认为，自组织系统演化的动力是系统内

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竞争和协同，而不是来自系统外部的指令。系统内部子系统

通过竞争而协同，从而使竞争中的一种或几种趋势优势化，最终形成一种总的趋

势，从而支配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

经济自组织的根本动力是市场。市场自组织指市场的演进过程是一个自发的

过程，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无须政府的过多干预。市场

作为一个系统其自组织的特性主要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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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非平衡性。普利高津认为：“非平衡是有序之源”。①一个系统从无序走

向有序，必须处于非平衡态。当系统处于平衡态时，该系统是孤立的、混乱无序的。

市场作为一个复杂的自组织系统，同样也具有非平衡性。这既表现在其资源分布

的非平衡，又表现在其子系统发育程度的非平衡，还表现为市场中供需关系的非平

衡。正是由于这种非平衡性的存在，加强了市场内各个要素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

用。在非平衡态下，由于各自仅有有限的资源和功能，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寻

求与其他因素和子系统的合作，通过这种相互竞争和合作，来促进市场的自动调节

并实现市场的优化。

第二，非线性。在市场自组织体内，各个要素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存在非

单一的多样性的市场体系，存在市场主体在进行市场决策时的非线性行为。因此，

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自组织地配置各个要素之间的这种非线性的关系，充分

发挥各具特色的功能，可以实现市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

第三，涨落性。普利高津指出：“涨落决定全局的结果”，“通过涨落达到有

序”。②所谓涨落就是指对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随机扰动，这种扰动对系统的结构

和功能的稳定性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远离平衡态时，涨落的作用往往很大，通过破

坏系统的原有的结构和功能，从而推动系统向有序结构进化。同其他自组织体一

样，市场也是有着涨落的随机性的。市场体系中的每一个部门和企业生产什么、怎

样生产都由它们按自己的判断、想法和计划行事，所以，就整个市场体系而言，各个

部门、各个企业的行为是难以预测的，市场体系状态时时刻刻受着这种随机扰动而

呈现涨落。以价格体系为例，由于供求关系的不平衡，价格始终围绕着均衡价格进

行随机波动，正是这种随机波动，引导着各个企业的经济行为，从而实现资源的最

优配置。

第四，协同性。系统内外大量的涨落的存在使系统走向有序有了可能，但系统

内各个要素必须都达到协同，真正的有序结构才能形成。在市场体系中，各个要素

或组成部分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而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互相依存、互相作用，共

同处在市场这一体系中。这便决定了各个经济主体一方面通过竞争独立地发挥自

己的功能，另一方面通过协作来完成单个主体所不能及的活动。这种协同和竞争

的结合，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

①②　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曾庆岩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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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空间经济而言，空间的自组织主要体现在区域主体的空间行为彼此产生

累积因果的内生动力，这种动力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形成和演化，从这个意义上讲，

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其内在组织机制和动力，这同一国的经济增长理论有着质的区

别。由此可见，区域经济的增长在空间层面上，就是空间经济组织从无序走向有序

的过程，区域主体的行为分析恰恰可以使关于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更加透彻，打开

空间经济增长的“黑箱”，为区域经济发展寻找到主体支撑。

２．核心—外围模型中的累积因果自组织机制

克鲁格曼认为核心—外围模型依赖于收益递增，运输成本和需求的相互作用，

并把它描述为如果规模经济程度足够大，每个制造商都想在一个地方生产，为整个

区域的市场提供产品。为了最小化运输成本，他会选择当地需求大的地方，这正是

大多数制造商选择的地方；因此，有一种循环关系，使得一个制造带一旦建立起来

以后，就一直存在下去。

图８．６　区域经济自组织

在核心—外围模型中，集中体现这种自我累积动力的有三种效应，分别是市场

接近效应、生活成本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其中前两种效应是空间聚集的向心力，

后一种效应是离心力。图８．６刻画了由这三种效应生成的区域经济的自组织机

制。这种机制的核心在于市场的作用，市场扩大取决于居民在相应空间的集中，居

民在企业当中承载了劳动力供给的角色，这样，相应经济空间的生活成本的高低决

定了市场范围大小，生活成本低的空间吸引力越大。生活成本的高低可由综合物

价指数衡量，那么这个指数又由什么决定呢？这个决定因素就是企业聚集的数量，

这样，两个向心力的作用推动了区域空间的经济聚集，从另一角度说，也就是促进

了区域经济的增长。当然，如果仅有这两种向心力的作用，经济会完全收缩于空间

中的一点，这种现象之所以没有出现，是由于存在制衡的力量，即市场拥挤效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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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企业的不断聚集，将引致更加激烈的竞争，为了避免过于激烈的经济竞争，会有

企业向外迁移，对应于向心力而言，这就是一种离心力。区域经济就是在三种效

应、两种力的作用下实现自组织的。

市场接近效应是指厂商更加倾向于在市场较大的空间选址设厂，这是由于距

离市场区近，可以节省运输成本，进而降低了产品进入商场的价格。在现代经济

中，技术进步的速度不断加快，产品的时间价值越来越重要，产品能否以最快的时

间进入市场是决定企业利润的重要因素，而靠近市场区有利于企业以更快的速度

向市场投放产品，促进企业利润的实现。在模型中讨论可以表述如下。假设经济

初始状态为对称，现在经济中的扰动使北区市场增加，也就是ｓＥ 增加，根据式

（８．８），只要＜１（这个条件一般是满足的），则Ｂ增加，进而引起Ｒ增加，但是由

零利润条件，此时厂商会增加工人工资，即ｗ 增加，于是更多的工人向北区迁移。

这表明，市场接近效应具有自我增强机制（ｓｅｌｆ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生活成本效应是指居民倾向于完全价格指数较低的空间聚集。这是因为工人

的迁移方程受实际工资的支配，而实际工资与完全价格指数反向相关。假设初始

经济受到某种扰动偏离均衡，一些居民向北区迁移，这样Ｈ 增加，由于劳动力市场

出清的条件要求，此时企业数量ｎ也会增加，这又进而导致价格指数下降，这是由

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当地企业在本地销售产品没有运输成本。完全价格指数的

下降使得实际工资水平上升，引致更多的居民向北区迁移。这种生活成本效应同

样具有自我增强机制。

市场拥挤效应是指市场在空间中的一种离心力，当区域主体的集中导致企业

间竞争过于激烈、居民的居住过于拥挤时，市场的空间配置会引导经济主体向其他

经济空间迁移。我们由Ｒ的表达式（８．８），假设某种市场力量使一些企业向北区

移动，只要满足＜１，就是说要素的流动不会是完全无障碍的时，Δ会上升，若其

他条件都不变时，Ｂ就会下降，利润水平Ｒ也就降低，这必然会使得更多的企业向

北区迁移。

由上述分析可见，空间经济的演化就是在这三种效应的自我增强之中，互相制

衡，形成了自我实现的自组织。这种一定空间中的经济要素的自组织配置是区域

经济的核心特征。为了将这种空间经济的自组织在不同开放程度的区域中进行比

较，我们将问题的分析转向长期均衡。

与短期均衡不同，在长期均衡中要考虑迁移方程（８．３），这要求长期均衡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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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 ＝０。根据方程（８．３），此时对应两种长期解：一是内点解０＜ｓＨ ＜１，此时，

ω＝ω，ω＝ｗ
Ｐ

，ω ＝ｗ

Ｐ ，Ｐ＝Δ－ａ，Ｐ ＝（Δ）－ａ，ａ＝ μ
σ－１

；二是角点解ｓＨ

＝０，ｓＨ ＝１。上述长期均衡的非线性特征导致无法获得解析解，但是，我们可以知

道，当两个功能区完全对称时，满足内点解的条件，是长期均衡。对于其他情况，我

们借助于图８．７来分析。图中，用横轴表示北区工人劳动力的比例ＳＨ，纵轴表示

实际工资差额。当经济较封闭、贸易自由度较低时，对称均衡Ｓ点满足长期均衡

条件，假设北区工人数量有一个微小增加，结果实际工资差额变负，北区实际工资

下降，于是工人又向南区迁移，最终又回到Ｓ点。据图所示，Ｓ点的斜率为负。同

样的分析可知Ｃ、Ｄ 点都不是长期均衡点。这就表明，在经济没有全球化和一体

化时候，彼此相对封闭的区域经济倾向于空间的对称分布。但是，当经济全球化和

区域一体化程度非常高时，区域间贸易自由度和开放度足够高时，Ｓ点对应的对称

分布将不再稳定，转而形成核心和外围结构，Ａ 点和Ｂ 点成为长期稳定点。但是，

在这里，我们不能确定经济中心究竟在哪一个点上。当经济处于高度开放和相对

封闭之间的水平时，核心—外围对称保持长期稳定，即Ｇ点、Ｓ点和Ｈ 点满足长期

稳定均衡，而Ｕ１ 和Ｕ２ 点则是不稳定的。

图８．７　不同开放程度区域的自组织长期均衡

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开放度和经济空间结构的不同也表明不同经济开放度

下，自组织的三种效应的表现也不同。用图８．８可以表述这个问题。图中，横轴表

示经济开放程度，横轴表示市场力量，Ａ 区间表示经济开放度低，此时可以看出离

心力明显大于向心力，也就是经济在空间中倾向于分散布局。但是，随着经济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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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加深，离心力迅速衰减，使得核心、外围的空间结构出现。

图８．８　经济开放程度与市场自组织力量

８．３．３　产业垂直联系与空间经济自组织

在核心—外围模型中，空间经济自组织的主要动力表象是劳动力的跨区域流

动，在模型中，制造业内部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但是，在现实

生活中，制造业的不同产品生产者之间往往存在很强的关系，例如，汽车生产和制

造需要钢铁企业的钢板、轮胎企业生产的汽车轮胎等等。此时，汽车生产企业和钢

铁企业、轮胎企业就产生了垂直关联。这里，我们将钢铁企业和轮胎企业称为上游

企业，将汽车生产企业称为下游企业，下游企业除了需要资本、劳动力以外，还需要

上游企业提供的产品，这样就建立了一种成本联系。同样道理，对上游企业来说，

企业利润的实现依赖于下游企业，下游企业的需求就构成了上游企业的市场。当

考虑这种普遍存在的产业垂直联系时，空间经济自组织的动力表象就与核心—外

围模型有着很大的不同。本节将集中阐释这种上下游产业的空间经济自组织

理论。

１．模型的概述

最早将产业垂直联系引入分析的是费恩（Ｆａｉｎｉ，１９８４），后来维纳布尔斯（Ｖｅｎ

ａｂｌｅｓ，１９９４，１９９６ａ，１９９６ｂ），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ＫｒｕｇｍａｎａｎｄＶｅｎａｂｌｅｓ，

１９９５）将这一研究引入了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在新经济地理的文献中，关于产

业垂直联系的空间经济模型主要有ＦＫＶ（１９９９）的核心—外围结构的垂直联系模

型，尼克德（ＲｏｂｅｒｔＮｉｃｏｕｄ，２００２）提出的具有自由资本结构的垂直联系模型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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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塔维诺（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２００２）提出的具有自由企业家结构的垂直联系模型。不同类

型垂直联系模型的关键在于对要素性质所作的不同假设。例如，具有自由资本结

构的垂直联系模型中存在两种要素即劳动和资本，其中资本具有自由流动的特性，

但是在核心—外围的垂直联系模型中只有劳动单一的要素。由于要素的种类和性

质不同，突出表现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成本函数也就不同，进而产生了模型的具体

差异。

奥塔维诺和尼克德（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ａｎｄＲｏｂｅｒｔＮｉｃｏｕｄ，２００６）提出了一个更广阔

的分析框架，旨在揭示具有垂直联系特征的不同空间经济模型的共同属性。在这

个新的框架中，核心—外围结构的垂直联系模型和自由企业家的垂直联系模型都

成为不同参数下的特例。这里，我们采用这一新的分析框架，不去对垂直联系模型

本身进行类别定位，而是关注于具有产业垂直联系的空间经济自组织的机制。在

本节中，我们不对空间结构的稳定性进行特别的关注，这是因为，首先，基于产业垂

直联系的模型本身已经非常复杂，稳定性分析又会加剧这种复杂性；其次，我们主

要目的是想揭示具有垂直联系的空间经济自组织机制，而不强调空间经济结构本

身的变化和稳定性。当然，这并不表明稳定性的分析不重要，这里我们牺牲了分析

的严谨性和完整性只是想突出这种空间自组织机制。

２．基本假设

假设一定的经济空间中有南北两个对称的功能区，该经济提供工业制造品 Ｍ

和农产品Ａ。农产品是同质的，农业劳动呈均匀分布，其性质与上一节中的假设完

全相同。对于工业制造品来说，除了产品之间具有水平差异之外，制造业内部还具

有上下游的垂直联系，下游的最终产品生产需要以上游制造业部门的产品作为中

间投入品。制造业部门的生产是规模报酬递增，符合 ＤＳ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

运输成本仍然采用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形式，用τ＞１来度量。经济生活中，基

本经济要素考虑劳动，假设这种劳动具有一定的抽象性，这样农业部门和制造业部

门的劳动力就相同，这避免了将农业劳动和制造业劳动的区分，简化了分析的复杂

性，虽然这种假设并不合理，但是并不影响对空间经济自组织机制的描述。

在农业部门，由于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以及产品的同质性，可以假设一单位

的产出需要一单位的劳动投入，根据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就有ｐＡ ＝ｐＡ ＝ｗ＝１，最

后一个等式表明将农产品价格视为了计价物。对制造业而言，假设北区生产ｊ产品

的成本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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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ｘｊ）＝Ｆｗ１－μＰμ＋ａＭｗ１－αＰαｘｊ ＝ＦＰμ＋ａＭＰαｘｊ （８．１０）

其中，Ｆ表示固定成本的规模参数，ａＭ 表示可变要素的边际投入。μ表示固

定成本支出中源于上游制造业的比例，α则表示可变成本支出中上游制造品的比

例。从上面的成本函数可以看出，与核心—外围模型不同，这一成本函数考虑了制

造业内部中间产品的投入，也就是说，下游企业的成本中包括了购进上游产品的支

出，Ｐ就表示制造业的价格指数，可以表示为：

Ｐ＝ （∫
ｎｗ

０
ｐ（ｊ）１－σｄｊ）

１
１－σ （８．１１）

ｐ（ｊ）代表第ｊ种制造品的消费价格，ｎｗ 和σ的含义与上一节中相同。另外，

通过８．１节的研究，我们可以直接写出消费者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Ｖ ＝Ｙ／ＰμＰ１－μ
Ａ ＝Ｙ／Ｐμ （８．１２）

效用函数表明该代表性消费者的收入Ｙ 中有μ用于制造品，另外的１－μ用于

农产品消费。该比例的设定和成本函数中固定成本中的比例相同是为了简化

分析。

对比核心—外围模型，这里给出模型推导的几个核心结果①。当市场出清条

件后，可以将企业的经营利润写成：

π＝ （ｂＥｗ／ｎｗ）Ｂ，π ＝ （ｂＥｗ／ｎｗ）Ｂ，ｂ＝μ／σ，Ｅ ＝Ｅ＋Ｅ （８．１３）

Ｂ＝Δα ｓＥ

Δ ＋１－ｓＥ

Δ（ ） ，Ｂ ＝ （Δ）α ｓＥ

Δ ＋１－ｓＥ

Δ（ ） ，ｓＥ ＝Ｅ／Ｅ

（８．１４）

通过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企业的经营利润和所在区域的需求开支正相关，和

本区域的企业数负相关。从本质上讲，这就是后面要分析的市场邻近效应和市场

拥挤效应。可以证明，ｓｎＢ＋（１－ｓｎ）Ｂ＝１，据此，将总支出的表达式写为：

Ｅｗ ＝ Ｌｗ

１－β
，β＝α＋μ－α

σ
（８．１５）

① 关于该模型的详细情况请参见金丽国：《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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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将支出份额的比例ｓＥ 写成：

ｓＥ ＝
１－β
２ ＋βｓｎＢ，１－ｓＥ ＝

１－β
２ ＋β（１－ｓｎ）Ｂ （８．１６）

３．产业垂直联系时的空间经济自组织机制

存在产业的垂直联系时，空间经济自组织仍然是由三种空间作用力的相互作

用而实现的。

第一，市场邻近效应。这种效应可以通过分析式（８．１４）来获得揭示。假设经

济的初始状态是对称的，现在某些企业由于某些原因（例如税收优惠政策或者土地

优惠等）进入了北区的市场，这样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根据式（８．１６）可知ｓＥ 就会增

加，也就是说北区的总支出水平增加，而这代表了一种市场规模的增加。这是因为

企业向北区迁移或者进入将引致劳动力或者居民向北区迁移，而居民既是厂商的

劳动力供给者又是产品的需求和消费者。这种情况下，由于空间成本的存在，企业

总是偏好于优先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投资设厂，这就是市场邻近效应。当ｓＥ

增加时，根据式（８．１４）可知Ｂ会增加而Ｂ 会减小，进一步观察可以看出Π会增加

而Π 会减小，换言之北区企业的纯利润会增加而南区企业的纯利润会减小。因

此，会有更多的南区的企业向北区迁移。市场邻近效应的存在会将空间经济中某

些微小变动放大形成正反馈，进而产生自组织的循环累积促进制造业的空间集中。

第二，生产成本的关联效应。在核心—外围模型中由于迁移方程是以居民为

基准的，因此作为消费者会选择生活成本较低的区域居住。但是存在产业垂直联

系时，迁移方程是以厂商为基准的，这是由于此时厂商的成本关联形成的累积效

应。仍然假设经济初始状态是对称的，由于某些外部原因使得个别企业进入了北

区。这表明北区的企业数量ｎ增加，根据价格指数方程（８．１１）和成本方程（８．１０）

可知这会导致价格指数降低和生产成本下降，进一步会提高北区的利润率，由此不

断吸引更多的企业进入北区。从纯利润方程可以看出，当π为常数的情况下，ｓｎ 增

加时，Ｐ相对于Ｐ 变小了，所以北区的纯利润就会高于南区。最明显的情况就是

当某些上游企业进入北区时，由于下游企业需要上游企业的产品作为投入，这样，

大量上游企业的集中在价格指数效应的作用下保证了下游企业的成本下降，进而

会引致下游企业的聚集。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地区都偏好针对巨型跨国公司的招商引资，但是这些跨国

公司，例如丰田汽车、摩托罗拉电子等，都需要一系列的上游产业作为支撑。由于



２４９　　 ．．．．．．．．．．．．．．．．．．．．．．．．．．．

■
第
８
章
　
区
域
主
体
与
空
间
经
济
自
组
织———

基
于
厂
商
和
居
民
的
分
析

成本关联效应的存在，这些跨国公司很难考虑会在周边没有上游产品供给的地区

投资设厂。为了吸引这些跨国公司，很多地区不得不以零地价或者过度的税收优

惠政策来吸引外资，而这也是诱致恶性竞争的原因之一，后面章节我们会进行更加

详细的分析。成本关联效应告诉我们，与其零地价政策，不如营造更好的产业链

条，帮助下游产业降低成本，进而实现利润最大化。

第三，市场拥挤效应。本节中的模型引入了产业的垂直联系，下游企业使用上

游企业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这构成了空间经济自组织的一个重要组织动力。

但是对于市场拥挤效应来说，这种产业垂直联系并不起作用。也就是说，市场拥挤

效应和参数μ没有关系，为了简化，我们假设μ＝０。此时假设北区的企业数目增

多，那么Δ会变大，很显然Ｂ又会随着Δ 的增加而减小，较小的Ｂ又和较低的利润

相对应。这就是一种市场拥挤效应。

这种空间经济自组织的过程可以用图８．９来表示：

图８．９　产业垂直联系时的空间经济自组织

在图８．９中，对于上游企业来说，其产品价值的实现依赖于下游企业，可以将

下游企业的需求看成是上游企业的市场。所以，下游产业集中的区域就会形成上

游产业的市场区，也就是说，当存在产业垂直联系时，市场的邻近效应会在两个不

同的层面同时发挥作用。一个层面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对下游厂商形成的市场，另

一层面则是下游企业对上游企业形成的市场。同样的道理，成本效应也是在两个

层面发挥作用，一个层面是上游产业的集中对下游产业的成本节约效应，另一个层

面是下游产业集中直接对居民生活成本的节约效应。可以看出此时的空间经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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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两个相互关联的因果累积循环，彼此之间依赖于上下游的产业匹配实现一体

化的关联。

８．４　空间经济自组织诱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在大多数经济学文献中，有关产生区域经济合作或者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原

因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来自于多边或双边的协议，例如关贸总协定以及其他多

边机构或组织。这些协议是以促进更紧密的国际经济合作以及由此而形成更好的

收益为基础的，因此，一些国家愿意加入该区域的经济合作。第二，来自于一个共

同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体系。例如，过去的英联邦国家之间的合作便是以此为基础

的。第三，由于地理邻近减少了运输等空间成本，使得一些国家或者区域形成了经

济一体化。第四，意识形态或其他的非经济因素的相互影响。例如，在以往的经济

互助委员会中，古巴与东欧国家地理位置相距虽然甚远，但由于意识形态相同，也

加入了该组织。第五，许多学者从博弈论的视角出发，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不同

区域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均衡结果。其中，区域地方政府是区域经济利益的主体，也

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政府行为推进的结果。那么，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没有地

方政府的作用下是否存在自组织的内在动力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放在空间

的框架下来研究。

经济自组织的结果会呈现出不同的空间结构，前面的模型都是基于两区域

和制造业、农业两部类的研究。现在，我们可以放松这一假设，考虑制造业内部

各种不同产业的情况，此时，我们省略了对农业的分析。这是因为，从历史上看

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出现在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地区或者国家，居民用于食品支

出的基尼系数都很低，这样，仅考虑各种非农产业并不会影响到对一体化问题的

分析。

现代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同产业链条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方面，产业

链条内部投入产出的垂直联系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不同产业链条之间存在不同程

度的水平联系，这种交错的经济联系构成了经济市场区的范围，经济区域或者空间

就是这种经济市场区的一种空间映像。随着空间经济自组织的不断演进，空间经

济的网络联系越来越复杂和广阔，甚至突破既定空间边界的约束，形成跨区域的空

间市场网络。这种更大经济市场区的形成淡化了原来区域的界限，客观上要求一

个新的与该市场区相吻合的区域出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在这种市场力量作用

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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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１　单产业链条的空间经济自组织、市场区与经济空间

首先分析单一产业下产业链条的空间经济自组织分布特征以及经济市场区的

演变。存在产业上下游联系时，存在两个性质不同的市场，一个是最终消费市场，

居民直接购买下游厂商生产的产品进行消费；另一个是中间产品市场，下游厂商购

买上游厂商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通过维纳布尔斯（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１９９６ａ）的数值

模拟分析可以看到两类产业的空间布局情况。由于我们考虑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较

为发达和接近的区域，假设工资率相同、要素市场无差异，区域间的最终需求相同，

下游产业的中间投入品份额为０．５。在图８．１０中，横轴为空间成本，纵轴是下游

产业（用ｎ表示）中的企业数量。其中，ｎｂ
１＝ｎｂ

２ 表示下游产业均匀的分布在两个不

同的区域，也就是空间的分散均衡。点Ｃ是空间经济自组织的临界点。当空间成

本很高时，为了克服空间成本满足最终的消费需求，分散均衡是稳定的，在图中用

实线表示，随着空间成本的下降至Ｃ点，分散均衡不再稳定，空间经济自组织强化

了向心力的作用。也就是说，当空间成本很低时，厂商淡化了空间成本影响而对生

产成本的差异很敏感（工资率相同），存在大量上游企业的区域为下游企业提供了

较低成本的中间投入品，因此会吸引下游厂商过来聚集。反之，下游企业会为上游

企业创造市场，增强对上游企业的吸引力。

图８．１０　下游产业的区位

上述的分析是基于局部均衡，没有考虑要素市场。然而不同产品生产需要投

入的要素是不同的，很多产品生产需要更多考虑区域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

仅仅是成本关联效应。随着现代经济交通运输成本的不断下降，上下游产业的确

有向同一空间不断接近的趋势，但是，空间成本的大幅度下降也会产生一种离心力

的作用———意味着厂商从相互靠近的区位中获利的减少，此时的空间经济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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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存在下面几种可能。

第一，具有很强时间价值取向的产业会出现上下游的单区域聚集。例如珠宝

和手机这类产品，大型公司间的内在品质相差很小，设计理念与潮流往往是主要卖

点，新产品的率先进入市场就会有更大的几率赢得市场。这样，手机的制造商越来

越要求上游的配件商在空间上与自己接近，于是这种具有很强时间价值取向的产

品生产往往是上下游产业高度聚集在同一区域。

第二，价格敏感、竞争性很强的产品为降低成本会实现上下游的聚集。以汽车

为例，全球几大汽车制造企业在家用轿车的技术上没有明显差异，由于家庭对汽车

产品的价格较为敏感使得竞争非常激烈，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加剧了这种效应。以

丰田汽车为例，该公司可以说是“配件零库存，整车零库存”。丰田汽车的组装配件

从供应商的供货、车上卸货，不需要进库房，而是直接上组装流水线。整车下线后

也无需进库，而是直接装船，运往预订客户手里。丰田从采购、生产、销售的各个物

流环节都做到了零库存，从而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要能为丰田汽车供应零配件，

就必须在空间上实现尽可能的接近，零配件厂商围绕丰田汽车的整装实现聚集是

最优选择。

第三，对异质性要素禀赋有偏好的也会产生分散均衡。有些产品上下游有很

强的差异性禀赋偏好，如稀土产品，其上游是资源禀赋型，需要靠近富含稀土矿藏

的地区，但是下游的各种稀土开发品往往是科技型，依赖于高科技的人力资本和技

术，这样，上下游企业往往会分别聚集在各自要素禀赋丰富的地区，而不是在空间

上实现完全聚集。

第四，相对空间弱关联的产业链条会分布在不同区域。例如很多上游产品不

仅仅针对单一的下游产品，同时，下游产品的中间投入品可以由较多的上游厂商来

供给，这就是一种空间弱关联的产业链条。这种情况下，上下游产业在空间上倾向

于分散分布，换言之，成本关联效应产生的向心力不足以创造最终的聚集。

通过单一产业的空间链条分布可以看出，即便随着交通运输成本的不断下降，

关联产业间空间经济自组织的结果并不会出现唯一的空间结构。但是不论出现何

种自组织结构，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必然会持续增强，这是因为只有中间产品市场和

最终产品市场高度统一时，才能保证经济的稳定运行。上游企业的产品价值通过

中间产品市场由下游厂商购买来实现，下游企业的价值必须在最终产品市场上由

居民消费而实现。任何一个市场出现问题都会导致经济运行的紊乱。特别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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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条出现跨区域的延伸时，原有的市场边界和区域空间边界逐渐模糊。空间

经济自组织会根据产业链条的空间延伸调整这一边界，新的经济空间也会根据市

场区的范围进行调整，这就形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部动力。

８．４．２　多产业链条的空间经济自组织、市场区与经济空间

随着经济的发展，分工与专业化水平不断提升，一定经济空间中承载的产业数

量越来越多，产业的划分也会越来越细。从每一个产业来看，其产业链条的空间分

布依然遵循上述的自组织机制，但是，在多产业的情况下，产业链条之间在空间上

会形成复杂的联系网络。图８．１１是以三个产业链条为例表示的联系网络。

图８．１１　多产业链条的空间经济联系网络

在图中，实线表示确定性的市场流向，虚线表示带有不确定性的市场流向。例

如，中间产品１和最终产品２、３之间的市场关联是不确定的，既可能存在也可能

不存在。初级要素既包括各种矿产资源等也包括简单劳动力，通过支付空间成本，

初级要素可以实现空间流动。每一种最终产品代表一个产业，如汽车、手机等。根

据空间经济自组织的理论，每一类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生产的空间位置既可能位

于同一区域，也可能位于不同区域，每种要素和产品进入下一个环节都要经过市场

的交易行为，于是一个网络状的市场空间就会形成。

随着产业数目的增多，跨越一定区域的市场网络将越来越大，形成的市场网络

结构也会越来越稳定。更多的产业链条延伸至原有的区域之外，这使得市场空间

扩张力量不断增加，新的经济市场区会随着这种张力的增加逐渐形成。如果说单

产业的空间链条延伸只是一种市场区扩张的隐含力量，那么，高度分工和专业化条

件下的产业链条的组织网络形成无疑将这种隐含力量变成显性力量。这也回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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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区域经济一体化总是出现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地区，这是因为经济高度发达

必然是因为专业化水平高，而高水平的专业化又与丰富的产业内容相联系，只有经

济所容纳的产业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够形成稳定的跨区域市场空间网络组织。

有了这种市场的空间网络组织，经济空间就会逐渐突破原有的边界束缚，产生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内在需求。

８．４．３　行政区划、经济空间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市场区的动态空间演变和新经济空间的内在需求仅仅构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一种内在张力，这种张力最终体现出来并且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还需要一种显

性的推力，这就是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推动。产业链条和市场区的动态空间延伸首

先突破的边界就是行政边界，在现实中，这种由于不同行政区划而产生的空间成本

往往是最大的。可以说，市场区的动态延伸和行政区划的束缚是面临的第一层矛

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和厂商在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决策下，会在

空间中寻找最优区位，主体的空间动态调整可以化解市场区的调整和行政区划的束

缚。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第一层次的矛盾依靠市场力量就可以解决。

当新的市场区范围逐渐形成后，经济空间与原有市场区不一致的矛盾就会尖

锐，这是第二层次的矛盾，说到底，这一矛盾的根本在于行政区划和经济区的不一

致。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就等同于行政区经济，行政区与经济区之间的各种矛盾，使

区域内统一的共同市场难以形成，最终导致这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成本加大，增长速

度放缓，严重地阻碍了经济区的进一步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新阶段，行政区划制约地区间协调发展的格局不应继续下去，要适时合理调整行政

区划，逐步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整合经济区内

的各种资源，使经济区在全球区域经济竞争中发展成为辐射力更强、更具活力的经

济区域，进而提高整个区域的竞争力，提高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不是行政手段，而是市场导

向。生产要素的流向，不是行政区划所能约束和改变的。我们不是不要行政区划，

而是不要画地为牢，互相封锁。在经济活动中，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弱化“行

政区概念”，强化“经济区概念”，打破地域界限，扫清体制障碍，完善各项服务体系，

以开阔的视野，探索优势互补、利益共享、多边联动的协作机制，实现人流、物流、资

金流的畅通，提升整体经济发展水平。

其实行政区划和经济区之间的矛盾是长期的，仅仅试图对行政区划作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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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立刻解决这一矛盾。经济区的形成是在分工和专业化的推进下，根据市场

区的范围而定的，这种经济区具有明显的功能属性，不同经济区往往就是市场空间

网络中的节点。当分工和专业化水平非常高，产品差异化越来越细时，经济区之间

的联系就会高度紧密，这种联系体现为竞争与合作的矛盾，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

面临的第三层次矛盾。

面对这两个层次的矛盾究竟如何解决呢？这必然涉及其他区域主体的行为。

区域协调组织（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地方政府的行为都会对厂商和居民的空间

行为产生影响。但本书旨在揭示空间经济自组织的基本规律，这里主要分析地方

政府的行为。本书强调不同类型的地方政府其行为及影响效应完全不同。在本章

中，我们集中研究了居民和厂商两主体的空间经济行为，其空间经济自组织的结果

最终会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需求和张力，但是，一体化的实现还有赖于地方

政府的行为。而这正是后面一章中重点研究的问题。

本章小结

任何经济活动都是由一定主体来完成的，区域经济活动也不例外。遗憾的是，

已有的区域经济研究却长期忽视对区域主体的研究。本章以区域主体及空间经济

的组织机制为研究内容，探寻区域经济的微观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经济

研究的主体缺失状态。

本章首先明确了区域主体的内容、特征，并分析了区位主体和区域主体之间的

关系。其次，通过新经济地理经典的核心—外围模型，研究了厂商、居民两主体的

空间行为，揭示了空间经济的微观组织机制。最后，我们将要素禀赋引入分析，阐

述了空间经济自组织和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

思考题

１．分析造成区域经济学长期缺乏微观基础的原因有哪些？

２．区位主体与区域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３．怎样理解以区域主体的空间行为为基础，从要素禀赋变化的角度分析聚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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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研究路径？

４．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企业的空间行为也会有所变

化，这种变化会对空间经济自组织机制产生哪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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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章

　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
———基于地方政府的分析

　　第８章对于区域经济自组织的分析较少考虑政府的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

中，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恰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只有研究了区域地方政府，才

能够将区域主体的行为机理真正解释清楚。研究地方政府的空间经济行为，首先

就要对地方政府的属性进行界定。本章中，我们给出两种不同的地方政府行为假

说，分别是福利型地方政府假说和经济人地方政府假说，地方政府的空间行为分析

正是基于这两种假说展开的。

９．１　福利型地方政府与空间经济自组织

假设经济中存在两级政府，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我们所研究的地方政府

是指在一定空间中和中央政府相对应的一级政府。由于不涉及实证分析，这种假

设可以避免概念上的含糊不清。①

按照福利经济学的方法，福利型地方政府应该是以地方社会福利函数（ｓｏｃｉａｌ

ｗｅｌｆａｒｅ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最大化为目标函数。遗憾的是，阿罗不可能定理（Ａｒｒｏｗｓｉｍ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ｅｍ）却证明在一定条件下根本不存在社会福利函数。阿马蒂亚·

森（ＡｍａｒｔｙａＳｅｎ）虽然挑战了阿罗不可能定理，成功化解了该定理给福利经济学

带来的一些困境，并且构建了“森福利指数”，但是，在空间经济中，我们很难得到能

① 在现实经济中，地方政府既可以是省级政府，也可以为市级政府，甚至可以指乡镇一级政

府，所以，直接使用地方政府这一概念并不准确。本章的抽象假设可以避免地方政府所

指不清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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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包含空间区位等因素的福利函数。本章所使用的福利型地方政府本质上是强调

地方政府的“利他性”而非“利己性”，既然是“利他”，地方政府就会通过自身的空间

经济行为，使居民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①，这样虽然不够严谨，但是可

以化解社会福利函数无法获得的困境。

９．１．１　福利型政府的空间功能

１．外部性、公共物品与地方政府

在马歇尔那里，空间的外部性是聚集经济实现的重要原因，当然这里指的是一

种正的外部性经济。但是，负的外部性或者说外部不经济在空间中也是经常存在

的。这种负的外部性存在会打破经济自组织的内在机制，削弱社会福利所得，地方

政府应该纠正这种负的外部效应，维护自组织机制的正常运行。

关于生产的空间外部性论述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形成，亨德森（Ｈｅｎ

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７７ａ，１９７７ｂ）、赫斯曼（Ｈｏｃｈｍａｎ，１９７８）、斯道尔（Ｓｔｕｌｌ，１９７４）都有规范

表述。梅奥（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完整体系。

以竞标地租函数来分析的话，当存在空间负的外部性时，居民的竞标地租函数

就会受到这种外部不经济的影响而偏离。这种负的外部性越大，其他条件相同时，

一定区位上的居民对地租的竞价水平越低。可以想象，若在经济中心区出现这种

空间的外部不经济，居民的竞标地租函数曲线的斜率就会变得平缓，打破了杜能竞

标地租曲线斜率随着远离中心区而递减的规律。存在负的空间外部性时，若无政

府的适当干预，空间均衡时同样的城市用地上，居民聚集数量将相对减少，厂商数

量和用地规模将会增加，生产效率、就业密度相对下降，城市空间结构紊乱。

除了纠正这种空间外部性产生的空间失灵，为所辖区域提供适宜的公共物品

也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职能。奥茨（ＷａｌｌａｃｅＥ．Ｏａｔｅｓ）在《财政联邦主义》一书中，认

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提供公共品上存在着效率差异，中央政府由于要等分每

一人口子集的物品所遇到的有约束力的限制条件，使其在配置资源的功能上不如

地方政府。“对于某一种公共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

全部地域所有人们的子集，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

① 虽然居民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有时会矛盾，例如存在空间负的外部性时，但

是，我们假设地方政府能够通过一定的方法克服这种外部性的效应，以保证居民效用最

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能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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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

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

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①

２．维护聚集经济

空间经济最重要的景观就是聚集，它是空间经济自组织的必然结果。通过区

位竞争，在聚集利益的作用下，能够享受到最大聚集收益的经济主体必然愿意支付

最高的竞租价格，从而获得该区位土地的使用经营权。市场机制的运行保证了每

一区位上的土地都由出价最高者获得，从而边际土地生产率达到最大。这从根本

上保证了区域空间结构最优化的实现。地方政府必须维护由市场机制产生的有序

空间秩序，防止诸如垄断等不正当行为对这一机制的破坏。

另外，在一定的经济空间中，企业和家庭两主体会形成具有内生自组织机制的

空间组织系统。该系统的运行是经济空间演化的主要微观内容，也是空间经济增

长的基础。为了保证区域空间经济的有效运行，地方政府就需要在依据自组织规

律的前提下，维护自组织运行机制。追求区域福利水平最大化的地方政府，更多的

是以社会功能人的身份参与经济运行，依据市场运行需求，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

品，纠正各种负的外部性，从而强化了经济自组织系统，起到放大效应。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分工与专业化的加深所产生的区际分工和联系、空

间自组织边界的延伸都会导致区域经济的不断融合，地方政府作为区域主体的代

表应该积极推动区域合作与一体化进程，实现共赢与和谐发展。

地方政府的空间功能并不是彼此割裂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对区域经济发展

来说，主要的动力源于自组织的聚集经济，维护自组织机制的健康运行和促进聚集

经济的空间累积构成了地方政府空间功能的中心。纠正空间负的外部性、提供公

共产品以及干预不完全竞争的空间市场都是为实现这一中心职能而服务。

作为福利型地方政府，实现上述职能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制定并实施区域空间

规划，创造相应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等。

３．干预不完全竞争市场

在空间经济中，如果一个企业的市场在空间上与其他企业相隔开，或者虽然在

空间上分布了多家企业，但是各自的市场区不接触或者互不重叠时就出现空间垄

① Ｏａｔｅｓ，Ｗ．Ｅ．，１９７２，Ｆｉｓｃａｌ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Ｂｒａｃｅ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ｈ，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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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因此，在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所控制的空间中，价格会明显高于完全竞争市场

条件下的市场价格，消费者剩余减小甚至为零，消费者的福利受到损失。另外，与

完全竞争相比存在明显的生产资源浪费，这是因为生产是在生产成本高于最低平

均成本处保持均衡，因此资源未能得到最优配置。

空间垄断的出现是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无论是社会福利损失还是资源的浪

费，福利型地方政府都应该给予纠正。对于某些自然垄断的行业，如天然气等因具

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而形成垄断，由于“自然垄断”阻止了其他企业进入，而打破

垄断又是社会不合意的（分割规模经济的市场会提高产出的平均成本），这样政府

对市场的干预———价格管制就是必需的。政府通常会进行限制定价或者指导定

价，防止企业自主定价过高侵害居民福利。在经济生活中，真正的空间垄断是很少

的，更多见的则是空间的寡头垄断和垄断竞争。

空间的寡头垄断问题相当复杂，相互依存的厂商间既可以进行价格竞争也可

以进行产量竞争。我们这里关注的是地方政府的行为，而非针对空间寡头问题进

行一般分析。理论研究表明，企业间竞争对社会福利的促进作用与市场上产品差

异化程度密切相关。例如在空间寡头垄断企业的伯川德模型中引进产品差异化，

均衡价格随着两产品相互的替代系数的增大而减小，也就是两厂商生产的产品越

相似，市场价格越低，竞争也就越激烈，消费者得到的福利越多。在一定的经济空

间中，我们并不能确定寡头之间究竟是产量竞争还是价格竞争，也有学者认为，相

互依存的企业间既有价格博弈也有产量博弈。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尽可能增进福

利和提高市场效率是其重要目标，一方面应该防止寡头之间串谋形成卡特尔等组

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空间规划和产业政策促进寡头间的竞争，例如将软件产品生

产者规划在同一空间内，这既可以强化溢出效应，加速知识传播、流转，利于技术创

新，又能够通过竞争的激励增进社会福利。

在垄断竞争市场上，由于存在差别产品，生产者面临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

线，因而仅能获得正常利润的长期均衡厂商不能实现最低成本生产和最优规模生

产。所以，垄断竞争厂商常在有剩余生产能力的情况下经营，效率自然比完全竞争

低。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差别产品易于替代，需求弹性大，实际存在的闲置生产能

力又比较小。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垄断竞争中存在的产品差别可以满足消费者多

方面的需要，有助于增进消费者的福利。在非价格竞争中，厂商必须不断开展技术

创新、提高产品质量、改进服务方式，也有利于增进消费者的福利。在这一点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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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竞争市场就相形见绌了。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产品价格虽然低廉，但完全同质的

产品无法适应消费者需求的多层次性。而且，厂商在创新上也缺少动力。

９．１．２　福利型地方政府的区域经济政策与空间经济自组织

研究和认识区域经济自组织规律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是为制定科学、合理

的区域经济政策服务。区域经济政策的种类众多，囿于篇幅安排，无法一一展开，

这里分析的重点在于分析引入区域经济政策对于区域经济自组织的影响。

图９．１　政策引致的经济开放度变化与空间自组织

图９．１分析了当区域经济政策引致区域经济开放度提高时区域经济的自组

织状况。依然使用核心—外围模型的研究成果，这里，横轴表示经济开放度，用

来表示，纵轴表示北区所占的工人劳动力份额。根据核心—外围模型，区域空间的

自组织和经济开放程度有着直接关系。图中，加粗的黑色实线表示稳定均衡，当经

济开放度较低时，南北两区是均匀分布的；当经济开放程度大于Ｂ 时，区域经济或

者完全集中到北区或者完全聚集到南区；当经济开放度Ｓ ＜＜Ｂ 时，处于交迭

区域，即有三个可能稳定均衡。现在假设经济的初始点在Ｅ１，对应的开放度为０，

区域政府实行更加开放的区域政策致使开放度变为′，此时经济稳定均衡在Ｅ２，

从产业布局来看，两个功能区的工人比例没有变化。但是，如果政策引导开放度继

续增加相同的量直到″，此时区域经济将发生质的巨变，相同力度的区域经济政策

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经济结果，区域经济将实现完全聚集，这里假设北区的要素禀赋



２６３　　 ．．．．．．．．．．．．．．．．．．．．．．．．．．．

■
第
９
章
　
区
域
主
体
与
空
间
经
济
自
组
织———

基
于
地
方
政
府
的
分
析

在这种区域政策中得到极化，这样经济将完全聚集到北区，均衡点为Ｅ３。该例子

说明，区域经济政策具有强烈的非线性特征，相同的区域经济政策在不同的条件下

可能将产生质的差异，而非仅仅是量的不同。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运用，首要的

是先理解当前区域经济的自组织状况，在本例中，区域政府必须先掌握当前区域经

济运行的质变点即Ｂ 和Ｓ。

９．１．３　区域空间规划与空间经济自组织

区域经济的自组织既有可能产生良性的累积机制，也有可能造成消极、负面的

恶性循环。纳克斯（Ｎｕｒｋｓｅ）的“一个国家之所以穷是因为它穷”就是这种恶性循

环的生动写照。

对于内生良性累积运行机制的自组织，许多学者主张区域政府的无为而治。

但实际上，自组织的运行需要高度完善的市场制度体系，作为政府，维护这种制度

的稳定运行也是应有之意。而且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济资源在全球

范围内自由、大量地流动和不断地重组。巨大的经济资源在哪里落户并聚集，哪里

的经济就会有更快的发展。而除自然禀赋外，国际经济资源驻足的前提从本质上

讲并不是靠多么特殊的优惠政策，而是看是否有良好的市场环境和规范的市场机

制，这正是我们所提出的要素禀赋。因此，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不同国家的各

个区域空间规划纷纷通过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创造优美的环境、建立高新技术开

发区等措施，积极培育和发展本区域的创新网络，不断“黏附”国际上流动的资金、

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及其携带载体———跨国公司的入驻，并与之合作和竞争，为

本区域的快速、持续发展打下基础。这表明，区域空间规划可以增强要素禀赋，进

而改变区域经济自组织的空间赋存，起到加速经济发展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使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流动加速，逐步实现全球资源的优

化配置，边界的限制被打破，改变了区域产业和空间结构主要根据区域的地理位置

和区域资源禀赋进行布局的规律。国家和区域的产业和空间结构布局战略制定应

由因地制宜转向因时就势，必须认识到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有

机组成部分，产业是全球产业链上的一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除了要分析本地区

的自然条件、产业基础和相关制度，更要注重全球的产业演变规律，主动参与全球

的分工和合作，以全球经济协调发展和充分发挥地区经济优势相结合、经济现状与

远景发展相结合、区内劳动分工与区际分工相结合、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及社

会全面进步相协调等为原则，不断地改变和调整各自的区域布局，根据区域间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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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部协调发展的需要，明确产业布局和空间布局，集中人才、资金、创造局部优

势，发挥更大更强的集聚作用，实现资源要素更广、更强的扩散作用。

对于恶性累积的自组织区域，打破这种恶性机制是解决发展瓶颈的关键。这

时，政府力量作为自组织系统的外部效应将发挥重要作用。经济贫困、落后地区的

恶性累积机制主要表现为劳动力长边不断替代资金技术的短边，导致空间要素禀

赋越来越集中到适宜低级产业的简单劳动力上来。很多地方解决贫困的方法，主

要局限在对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交通）的集中投资上，但是，解决区域贫困问题

需要多种手段的综合治理，经验表明，简单的直接投资的效果并不显著。区域空间

规划也是解决区域贫困的重要方法之一。区域空间规划可以从不同层面来瓦解这

种恶性累积机制。一方面，通过规划手段直接或间接提供更多的金融设施、机构和

服务，强化资本、技术对简单劳动力使用的约束，逐渐引导人们对劳动力的替代。

这种约束的实现需要新型产业的支撑，这可以通过区域空间规划引导发达地区将

产业链条延伸至落后地区来实现，这种延伸既有利于发达地区的产业获得新市场

和低价劳动力，又有助于落后地区实现资本、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另一方面，区域

空间规划要更多地考虑人力资本的积累，在适宜的空间设置各种教育机构，实现人

力资本的可持续增长是阻断恶性机制运行的关键。

９．１．４　自组织、区域空间规划与经济功能区

由于我国长时间的相对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同区域形成相对独立的经济

体系，大而全、小而全是各区域普遍的发展模式。为了便于计划管理，行政区域成

为各种场合的标准尺度。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加深，行

政直接干预逐渐淡化，市场自组织的作用越来越强，而经济全球化则强调发挥比较

优势深化分工网络。区域经济发展要求依据空间要素禀赋实现自组织，原来大而

全、小而全的空间组织不再适应经济形势。另外，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各种要素

资源相对短缺，原有的区域组织为了实现本区域的经济增长，使用各种手段争夺资

源成了普遍现象，造成空间经济资源配置的失灵，与科学发展观和建立和谐社会的

目标难以协同。

在这种背景下，就需要科学运用区域空间规划，促进区域间和区域内部依据要

素禀赋实现空间分工，以不同经济功能区为单位，形成和谐的区域经济发展景象。

结合图９．２来说明区域空间规划和经济功能区的关系。假设某区域包括四个板

块，每个板块生产四种（图中用１、２、３、４表示）产品。图９．２（ａ）中说明不同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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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完全自给自足，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模式，彼此间没有市场联系，经济主要

靠计划指令来实现运行。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每个板块生产的产品种类降

到了三种，舍弃了最先被认识到不适宜发展的产业，相对图９．２（ａ）而言，图９．２（ｂ）

出现了市场联系，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加深，由于每个区域开始注重要素禀赋的作

用，空间分工发挥了比较优势，经济的聚集程度也加强了，其产生的经济总量相较

图９．２（ａ）扩大了许多。在图９．２（ｃ）中，各板块在市场的作用下，实现了完全分工，

分工的空间网络将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推向更高程度，经济的聚集度和总量也都比

图９．２（ｂ）中更高，形成了四个不同的经济功能区。这种经济功能区由于高度的专

业化，可以实现在全球的资源重组和配置，由于实现了完全分工，不同功能区之间

的关系不再是竞争，而更重要的是协作，抢夺相同经济资源的现象也就消失，区域

内不同功能区之间在市场网络的组织下，协同发展。

图９．２　区域分工的演进和经济功能区的形成

上述经济功能区的出现和演化，是在市场的力量下自组织实现的。但是，依靠

经济的自组织实现产业的变迁和空间分工、专业化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现在，

认识到这种机理，我们就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科学制定区域空间规划，引导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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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实现空间分工，依据不同的空间要素禀赋，规划不同的经济功能区，并且通过

配套的产业政策等实现功能区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的空间聚集。

这里，我们所强调的区域空间规划既不是“长官意识”的自上而下型，也不是简

单的自下而上型。这种区域空间规划首先强调对区域自组织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制定的规划必须与自组织规律相吻合，而以前单一的自上而下型区域空间规划往

往体现为市场适应行政计划，是一种客观适应主观、有悖市场经济规律的行为。这

里我们所分析的区域空间规划深刻体现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有机结合。

但是，这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有机结合的区域空间规划要求区域地方政府

是典型的社会福利人，否则，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将使其偏离社会最优轨

道，区域空间规划的有效性也就难以保证。从现实来看，我国的区域地方政府则扮

演了典型的经济理性人角色，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区域产业来保证所辖区域的产

值或可支配收入的最大化。

９．２　经济人地方政府与空间经济自组织

９．１节的分析和研究都是依据福利型地方政府的假说为基础展开的，这与新

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式相同。然而，在公共选择理论中，政府却被定义为一种

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人。而在我国的现实经济中，地方政府也的确是

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不针对这一重要主体进行分析，我们很难完整、准确把握空

间经济自组织规律。

本节假设，地方政府是以追求可支配收入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理性人。①作为

经济人地方政府，其目标函数已经游离于厂商和居民最优利益之外，形成了面向自

己的目标函数。与中央政府进行博弈，不同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是经济人地方政府

的重要表现。

９．２．１　经济人地方政府的特征

其实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地方政府以经济人的角色进入时，从一定意义

上也就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但是，作为一个经济组织的地方政府

① 我国的地方政府经历了从福利型到经济人型转变的过程，关于描述这种转变的地方政府

行为变异可参考金丽国：《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在

这本书中，作者详细分析了经济人型地方政府为什么是以可支配收入最大化为目标而不

是以追求ＧＤＰ最大化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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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经济组织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在这些不同之处中，政府有三大显著特性：

第一，政府是一个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性的组织；第二，政府拥有其他经济组

织所不具备的强制力；第三，地方政府拥有较其他任何经济组织更大的资源优

势。①地方政府这样表述是有意义的。在很多理论中，将地方政府视为层级组织进

行研究，而在本书中，地方政府就是区域的主体之一，是作为一个整体组织进行研

究，强制力和资源优势在我们的研究中是需要明确突出的。相比起福利型的地方

政府而言，经济人的属性会赋予其更多新特征。把握这种新特征对于准确分析经

济人型的地方政府有着重要意义。

在同中央政府的关系中，福利型地方政府会与中央政府形成就预算内财政收

入分配的博弈关系，包括财政转移支付等。除此之外，对于中央政府提供的公共物

品的数量、区位等也会形成一定的博弈关系。例如就中央投资某条高速铁路如何

进行线路布局，地方和中央就会形成讨价还价式的博弈。当行为主体演变为经济

人型时，这种博弈关系就会更加复杂。除了仍然会面对的纵向财政博弈，在目标和

行为方式上都会存在博弈行为。首先，由于两级政府的目标不同会形成博弈。地

方政府会通过信息掩饰或者传递虚假信息来显示和中央政府的目标一致。在这里

的研究中，我们强调地方政府在一定空间的衍生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强烈显

示为中央对地方的派生性。中央派生的地方政府若与上级的目标不一致可能会导

致重新派生。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自身的组织利益，会向中央隐藏自己的真实目标，

进而形成博弈。其次，中央对自己委派的地方政府行为有着明确的规范。但是，由

于对地方可支配收入最大化的追求，地方政府行为必然偏离规范要求，形成在“合

理的框架”内进行不合理的行为博弈。

对于一个经济人的地方政府，由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支配，与同级地方政府间

体现出很强的竞争性。这主要表现在为争夺中央的资源而进行的竞争，为吸引外

来资本进行的各种竞争博弈等。就福利型地方政府讲，上述博弈也会存在。但是，

当彼此间竞争产生的效率损失影响到区域的福利增进时，福利型地方政府会寻求

彼此间的合作。而经济人地方政府则由于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很难形成内生的合作

机制。

① 约瑟夫·Ｅ．斯蒂格利茨等：《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郑秉文等译，中国物资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版，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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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地方政府都会同上级政府部门在资源和控制权分配等

方面处于竞争状态，同时，又会与其平行的地方政府之间产生竞争。从空间经济学

的视角审视，所谓地方政府竞争是指地方政府间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总量（地区

ＧＤＰ）或者更高的地方可支配收入，围绕流动性要素、土地使用以及税收优惠等方

面展开的竞争。①就初始动机看，地方政府竞争往往是基于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

品和服务，吸引更多的企业和居民聚集。在能够自由流动的条件下，居民和厂商会

根据各辖区公共品供给状况和税收状况，依据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进

行最优的区位选择和再选择。而居民和厂商的这种流动本质上是一种要素流动，

必然会引起空间经济的重新配置和调整，流入地的聚集经济强化同时也是流出地

经济削弱的过程，因此，为了吸引更多的居民和厂商，地方政府间必然会在公共产

品供给和可控制的税收方面展开竞争。但是，随着地方政府行为属性的变化，税收

总量、可支配总收入的竞争就成为其竞争的主要内容。

９．２．２　空间经济视角的税收竞争

在空间经济的视角下研究税收竞争，最突出的特征在于聚集经济的存在。由

于聚集经济的存在可以使流动要素变成准固定要素，流动要素的空间重置必须考

虑聚集租金的作用。这里的聚集租金是指企业和居民从聚集经济中所得到的

“收益”。在现实生活中，流动性要素对税率的反应并不具有完全弹性，而是在一

定的区间呈现出无弹性。为了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聚集经济效应，即使

外围区域降低了税率，但并不会使流动性要素从发达区域流出进入低税率区域。

不过可以想象，当税率低过某一阈值，核心区的产业就会流走进入外围区域，呈

现出产业和要素空间重置的景象。对此我们可以使用新经济地理的框架分析这

一问题。

１．基于ＣＤ函数的核心—外围模型的问题

克鲁格曼等人发展和完善的核心—外围模型已经成为新经济地理的奠基性文

献，该模型深刻揭示了空间经济组织的内在动力和机制。本书在第６章和第７章

相关研究中使用的就是该模型和基于该模型的拓展。但是，就我们所分析的问题

而言，核心—外围模型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① 对地方政府竞争的概括参考了魏后凯主编：《现代区域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版，第５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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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过分依赖于计算机的数值模拟。由于空间经济的非线性特征，核心—外

围模型无法获得解析解，需要依靠数值模拟得到结论。这种数值模拟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新经济地理在政策研究领域的应用。

其次，完全聚集而形成的核心与外围空间分异在现实中很少存在。很少有区

域是没有非农产业聚集的完全外围空间，也就是说，局部聚集更接近于真实情况，

重要的是聚集程度不同而不是是否存在聚集。

最后，过强的累积循环效应所描述的动态空间与现实不吻合。核心—外围模

型所描述的空间一旦越过某一临界点，就会出现灾难式（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ｃ）的聚集或者

分散，但是我们很难观察到这种灾难式的空间景象。按照这一思路，税收竞争的结

果必然是优胜者实现完全聚集而失败者则为零税收，而这是不可能的。

这种灾难式聚集或分散的来源是核心—外围模型中市场邻近效应和成本关联

效应存在很强的累积因果关系，而这是因为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的作用使然。

使用ＣＤ函数，每一次所增加的收入中必然有一部分会用于工业品的消费，这会

扩大市场份额进而吸引更多的厂商，这表明，空间的收入效应只要在工业品中得到

体现，这种累积因果循环就不会停止。普鲁格（Ｐｆｌüｇｅｒ，２００４）构建了一个基于拟

线性效用函数的新经济地理模型，由于剔除了工业品上的收入效应，该模型得到了

局部聚集均衡。

当然，福斯理德（Ｆｏｒｓｌｉｄ，１９９９），福斯理德与奥塔维诺（ＦｏｒｓｌｉｄａｎｄＯｔｔａｖｉａｎｏ，

２００３）都研究了可解的核心—外围模型。但是，由于沿用了ＣＤ函数，仍然不可能

得到局部的聚集均衡。另外，普鲁格的模型更加容易操作，对于拓展到税收竞争问

题也显得比较方便。下面的分析就是融合了普鲁格与伯克和普鲁格（Ｂｏｒｃｋａｎｄ

Ｐｆｌüｇｅｒ，２００６）的成果而展开的。

２．基于拟线性效用函数局部聚集的新经济地理模型

假设经济中存在生产制造品和农产品的两个区域，分别称之为南区和北区。

两种生产要素分别为不能跨区域流动的劳动力（Ｌ）和可跨区域流动的资本（Ｋ），其

中资本我们以资本所有者企业家来替代。其余假设与８．１节相同。

假设效用函数、生产函数以及成本函数分别为：

Ｕ ＝αｌｎＣＭ ＋ＣＡ，ＣＭ ＝∫
ｎ＋ｎ

ｉ＝０
ｘ（ｉ）１－（１／σ）ｄ（ ）ｉ

１／（１－１／σ）

Ｈ ＝Ｒ＋ａｍｘ，σ＞１，α＞０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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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成本函数中的Ｒ 表示人力成本，这里代表一种固定成

本投入。定义工业品价格指数为：

Ｐ＝ ［ｎＰ１－σ
ｉ ＋ｎ（τＰｊ）１－σ］

１
１－σ，σ＞１ （９．２）

消费者要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实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面对的问题可以表述

如下：

ｍａｘαｌｎＣＭ ＋ＣＡ

ｓ．ｔ．ＰＣＭ ＋ＣＡ ＝Ｅ
ＣＭ ＝α／Ｐ，ＣＡ ＝Ｙ－α

这里将农产品视为计价物，所以价格为１。考虑消费者的成本最小化，将所得

一阶条件代入预算约束式，经过推导整理可得到需求函数和间接效用函数：

ｘ（ｉ）＝αｐ（ｉ）－σＰσ－１，ｘ（ｊ）＝α（τｐ（ｊ））－σＰσ－１，

　Ｖ ＝－αｌｎＰ＋Ｅ＋α（ｌｎα－１）
（９．３）

通过选择单位，令ＬＡ 表示劳动力投入，农产品的生产函数为ＣＡ ＝ＬＡ，考虑

农产品市场的完全竞争性，工资Ｗ ＝１。

现在考虑企业的情况，以北区的企业为例，其产品既在本区域销售，也会在南

区销售，用ｐ（ｉ） 表示北区代表性企业在南区的销售数量，则代表性企业的目标函

数可以表示为：

　　　　ｍａｘΠ＝ （ｐ（ｉ）－ａｍ）（Ｌ＋Ｋ）ｘ（ｉ）＋
（ｐ（ｉ） －ａｍ）（Ｌ ＋Ｋ）τｘ（ｉ） －Ｒ

根据本章中的相关方法，很容易求得价格和销售量为：

ｐ（ｉ）＝ｐ（ｉ） ＝ａｍσ／（σ－１），ｘ＝Ｒ（σ－１）
ａｍ

（９．４）

３．均衡分析

均衡分析涉及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短期均衡中人力资本企业家是不流动

的，企业实现零利润。而在长期中，企业家可以跨区域自由流动，这种流动方向

是指向能够给其带来更高效用水平的地区，直至差异消失。我们首先分析短期

均衡。

假设每个企业使用一名企业家，而短期均衡时满足零利润条件，加上企业的价

格方程和需求方程，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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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Ｒ＝
α（ρ＋λ）

λ＋（１－λ）＋
α（ρ ＋１－λ）
λ＋（１－λ） ，

σＲ＝
α（ρ＋λ）

λ＋（１－λ）＋
α（ρ ＋１－λ）
λ＋（１－λ）

（９．５）

这就是空间短期均衡的条件，所有的企业获得零利润。下面分析长期均衡。

长期均衡最重要的关注变量就是间接效用函数的大小，为此定义Ω（λ）＝Ｖ－Ｖ，

由间接效用函数我们可得到：

Ｖ－Ｖ ＝αｌｎ（Ｐ／Ｐ）＋（Ｒ－Ｒ）

结合短期均衡条件方程，有：

Ω（λ）＝ α
１－σｌｎ

λ＋（１－λ）
λ＋（１－λ）［ ］ ＋α（１－）

σ
ρ＋λ

λ＋（１－λ）－ρ ＋（１－λ）
λ＋（１－λ［ ］）

（９．６）

长期均衡的条件就是Ω（λ）＝０。

很显然，当λ＝１／２时，也就是对称情况总是一种均衡解。通过长期均衡方程

可以分析空间聚集的两种作用效应。第一种效应就是等号右边的第一项，代表了

成本关联效应。当北区的企业家越多时，制造业部门越大，进而有更低的价格指

数。第二项则代表了一种市场邻近效应，增加人力资本就会增加市场容量，这会增

加企业的利润，也就是Ｒ－Ｒ，进一步这又会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这里，贸易开

放度或冰山成本起到了重要的平衡效应。图９．３是在ρ＝ρ ＝１，σ＝６，α＝０．３

的条件下的数值模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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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３　数值模拟

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当空间成本τ很高时（τ＝１．５），分散是空间的唯一均

衡；当空间成本下降（τ＝１．４），两个稳定的非对称均衡就会出现；若空间成本极低

（τ＝１．１），接近空间一体化时，此时两个区域分别承担不同的专业化分工，呈现非

对称的均衡。

在前面分析中提到了本模型和核心—外围模型的关键区别，对此可针对方程

（９．６）进行深入探讨。根据方程（９．６），假设一单位的人力资本从初始的对称均衡

状态由南区进入北区，则人力资本的回报Ｒ会增加。此时，若是ＣＤ生产函数，增

加的Ｒ就会有一部分用于增加工业品消费，进而产生很强的累积需求关联效应；

但在拟线性效用函数下，增加的Ｒ对工业品没有收入效应，这就减弱了累积效应，

使得局部均衡成为可能。

由此可以看出，基于拟线性效用函数的空间经济组织依然是由两个向心力和

一个离心力所实现，运行的机理同样遵循自组织的原则，所不同的就是代表这种自

组织机理的累积因果关系在此被大大削弱了，而这恰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存在大

量局部聚集的空间景象。

９．２．３　税收竞争与空间经济自组织

下面，我们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经济人地方政府，在公共选择和公共财政

领域这种地方政府又被称为利维坦政府（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当考虑地方政

府的行为时，首先必须面对税收的作用。我们将通过分析表明地方政府间的税收

竞争和空间经济组织运行之间的联系机制，同时还要证明，预算外收入的获得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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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机制密切相关。

１．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

假设地方政府只对流动性要素征税，Ｋ＝Ｋ ＝１，于是，ＫＷ ＝２。这样，不同

区域间间接效用差异方程就变为：Ω（λ）－（ｔ－ｔ）。考虑税收时的空间局部均衡在

图９．４中有表示，根据显示，Ｄ 和Ｅ 是两个稳定的局部均衡，其中Ｄ 点表示北区是

相对核心区（并不是全部制造业聚集地）而Ｅ 点表示南区为相对核心区。定义参

数λ是税收差异的函数，即可以表示成λ（ｔ－ｔ），０≤λ≤１，在这个范围内，图中

的几个参数的含义为：

　　资料来源：Ｂｏｒｃｋａ，Ｒ．ａｎｄＰｆｌüｇｅｒ，Ｍ．（２００６）“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ａｘ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５０，ｐ．６５８．

图９．４　局部聚集的数值模拟

λＭ ＝ａｒｇｍａｘΩ（λ），ΩＭ ＝Ω（λＭ），λＰ ＝ｍａｘ｛０，λＬ｝

其中，λＬ 定义为：

Ω（λＬ）＝Ω（λＭ） （９．７）

对于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鲍德温与克鲁格曼（２００４）作了如下的处理：

Ｗ（ｔ，λ）＝Ｇ－ｔ２／２，Ｇ＝２ｔλ（ｔ－ｔ）

Ｗ（ｔ，λ）＝Ｇ －（ｔ）２／２，Ｇ ＝２ｔ［１－λ（ｔ－ｔ）］ （９．８）

此时的空间经济的聚集形式依然保持三种形式：分散均衡、完全聚集均衡和局

部聚集均衡。分散均衡不是我们考虑的重点，在此不作进一步的分析，下面，主要

针对完全聚集和局部聚集进行探讨。

２．完全聚集时的税收博弈和空间经济自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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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聚集时的分析在鲍德温与克鲁格曼（２００４）中有着详细分析，下面的表述

来自伯克和普鲁格（ＢｏｒｃｋａｎｄＰｆｌüｇｅｒ，２００６）的相关部分。

假设空间成本很低，可以保证间接效用的差异在λ＝１处取得最大值，这就保

证了完全聚集的实现。下面的税收竞争将通过两个地方政府间博弈的形式来阐

述，鲍德温和克鲁格曼（２００４）认为这是一个三阶段动态博弈。第一阶段作为经济

核心的北区首先选择税率ｔ，第二阶段外围的南区选择税率ｔ，第三阶段就是根据

市场实现空间配置。我们使用逆向方法求解博弈均衡。

首先考虑第二阶段，南区面对北区的税率ｔ有两种选择，或者选择不竞争，保

持原有的核心与外围空间结构，或者选择一个重置税率，让核心与外围的结构在空

间重新配置，自己由外围变成核心，这一重置税率应满足ｔ
ｄ ＝ｔ－ΩＣ。这里ΩＣ 就

是指聚集租金，该条件说明，南区若想替代北区成为核心，必须克服聚集租金的作

用，这一点和基本税收竞争理论有着显著区别。在基本税收竞争模型中，只要任一

方税率较低，流动性要素就会流向该地区，而聚集租金的作用告诉我们，一旦实现

聚集经济，打破原有的聚集均衡就要克服聚集租金的作用。在λ＝１时，南区政府

的目标函数为Ｗ（ｔ，１）＝－（ｔ）２／２。南区政府最优选择可以为：

ｔ（ｔ）＝
０，若Ｗ（０，１）＝０＞Ｗ（ｔ

ｄ ，０）＝２ｔ
ｄ －（ｔ

ｄ ）２／２

ｔ
ｄ ，若Ｗ（０，１）＝０≤Ｗ（ｔ

ｄ ，０）＝２ｔ
ｄ －（ｔ

ｄ ）２／烅
烄

烆 ２
（９．９）

下面分析第一阶段的博弈，选择的行为主体是北区的政府。此时，北区政府的

收入可以表示为：

Ｗ（ｔ，λ）＝
０，　　 若０＜２ｔ

ｄ －（ｔ
ｄ ）２／２ｔ＞ΩＣ

Ｗ（ｔ，１），若０≥２ｔ
ｄ －（ｔ

ｄ ）２／２ｔ≤Ω
烅
烄

烆 Ｃ
（９．１０）

该式说明，如果北区政府的税率很高，大于聚集租金，那么南区就会将产业吸

引过去，实现空间重置。于是，对北区最优税率就是ｔｅ ＝ΩＣ。子博弈完美均衡是

ｔｅ ＝ΩＣ，ｔ ＝ｔ
ｄ ＝０。

这里应特别注意的是，我们还需要验证核心区无约束条件下的税率是否低于

ｔｅ。所谓无约束条件是指对核心区的地方政府目标函数不进行参数约束。此时，

将λ＝１代入目标函数，求最大化得到最优税率为２。所以，上述子博弈完美均衡

中北区的最优税率还应该满足ｔｅ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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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说明，在完全聚集时，核心区的地方政府会在度量聚集租金的条件下选择

最优税率，外围区的地方政府进行竞争是不理性的行为。在我国，经常发生落后地

区和发达地区就某些项目进行抢夺竞争，但是由于聚集经济效应和聚集租金的作

用，好的项目总是要选择核心区投资。作为外围的相对落后地区，首先需要培育聚

集经济效应，特别是人力资本的积累至关重要，而不是就具体项目在土地和税收优

惠方面和发达地区进行恶性竞争。恶性竞争的结果就是发达地区被迫降低税率来

防止项目旁落，其结果造成负和博弈，给地区和国家造成税收损失。

３．局部聚集时的税收博弈和空间经济自组织

局部均衡时，应有Ω（λ）在λ＜１条件下取得最大值ΩＭ。博弈分析方法和完全

聚集时相同，首先观察第二阶段南区的税率选择。对于给定的北区税率，南区地方

政府收入目标函数为：

Ｗ（ｔ，λ（ｔ－ｔ））＝２ｔ（１－λ（ｔ－ｔ））－（ｔ）２／２ （９．１１）

南区地方政府的最优税率选择决策可以表述为：

ｔ（ｔ）＝
ｔ

Ｐ ，若Ｗ（ｔ
ｄ ，λ（ｔ－ｔ

ｄ ））≤Ｗ（ｔ
Ｐ ，λ（ｔ－ｔ

Ｐ ））

ｔ
ｄ ，若Ｗ（ｔ

ｄ ，λ（ｔ－ｔ
ｄ ））＞Ｗ（ｔ

Ｐ ，λ（ｔ－ｔ
Ｐ

烅
烄

烆 ））
（９．１２）

其中，ｔ
ｄ ＝ｔ－ΩＭ 是重置税率，南区地方政府选择重置税率是由于其带来的

收入大于最优税率带来的收入。

下面分析北区地方政府选择，其最优选择是令南区政府在选择ｔ
ｄ 和ｔ

Ｐ 之间

无差异，也就是：

Ｗ（ｔ
ｄ ，λ（ｔｅ－ｔ

ｄ ））＝Ｗ（ｔ
Ｐ ，λ（ｔｅ－ｔ

Ｐ ））


２（ΩＭ －ｔｅ）－（ΩＭ －ｔｅ）２／２＝２［Ω（λ）－ｔｅ］（１－λ）－［Ω（λ）－ｔｅ］２／２

Ω（λ）－（ｔｅ－ｔ
Ｐ ）≥

烅
烄

烆 ０

（９．１３）

其中，ｔｅ 指局部均衡中北区地方政府的税收选择。注意到ΩＭ ＞ΩＣ，所以，只要

ｔ－ｔ ≤ΩＭ，北区就可以保持其相对核心区的地位。在局部聚集中，由于不存在

聚集租金增加流动要素，使得此时的税收竞争更像基本税收竞争模型。但是，在局

部聚集均衡中，Ω在λ∈（１／２，１）取得最大值，这意味着相对聚集核心区可以在存

在税收差异的条件下保持，只要这个税收差距不大于Ω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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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明，在空间视角下的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和基本税收竞争明显不同，非连

续性在空间中得到进一步体现。税收竞争所产生的税收差异和资源空间重置不是

简单的线性关系。不可否认，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区域之间的税收竞争在一定意义

上可以促进资源空间配置的优化和高效利用，但是一旦陷入恶性税收竞争则会出

现两败俱伤的底端效应。落后区域和发达区域之间的税收竞争往往对落后地区的

空间经济自组织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甚至陷入恶性累积的自组织怪圈。也就是

降低税收→税基未增加、外围地位不变→地方政府无力改善基础设施、投资吸引力

降低→税收再降、超过聚集租金或者ΩＭ→由于经济发展环境恶劣仍然不能吸引资

本……如果再考虑此时地方政府行为的严重变异，这种恶性自组织机制会持续强

化，由此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更多的是由区域主体行为方式不同使然。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必须既分析要素禀赋非均质的差异性，还要特别关注区域主体

行为方式的异同。当然，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等问题在第８章中已经有详细研

究，在此不再赘述。

９．３　双目标地方政府与空间经济自组织

本书针对地方政府这一区域主体提出了两种不同行为的假说。通过分析表

明，无论是追求所辖区域福利最大化还是追求可支配收入最大化都存在明显的片

面性。单一追求福利最大化的假说与现实差距很大，而单一追求可支配收入最大

化，将地方政府完全演绎成公共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人，又与地方政府的公益性存在

较大差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以前，地方政府的

福利性非常突出，但是几乎没有促进本地区福利增进的有效手段；随着改革的不断

深入，地方政府的经济人角色越来越被强化，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和谐的现象逐渐增

加。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地方政

府的特征和行为必将面临重大调整。

那么，符合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目标一致的地方政府应该是怎样的呢？本

书研究认为，在现行的根本制度框架内，地方政府面临双目标的决策。

９．３．１　双目标地方政府的内涵

双目标地方政府是指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既包括所辖区域的福利水平又体现

了自身可支配收入，在以区域福利水平最大化为目标的同时也实现了可支配收入

的优化增长，这种优化增长是在福利最大化目标之下追求可支配收入的次优结果，

将这种受约束的地方政府称为有限经济人。图９．５表示了这种双目标地方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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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我们对此进行如下的分析。

图９．５　双目标地方政府的内涵

第一，地方政府的双目标层次不同，有限经济人是其重要特征。地方政府的首

层目标是追求所辖区域福利最大化，转换成空间维度就是促进聚集经济。但由于

公共品和服务的充足有效供给是聚集经济实现的必要条件，而地方政府能否实现

有效供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所以，追求可支配收入最大化就

成为地方政府第二层次的目标。但是，地方政府在实现可支配收入最大化的过程

中，由于目标的单一性使得很多实现路径对区域内其他行为主体造成了福利损失，

这表明福利增进和可支配收入最大化之间存在矛盾。在双目标模型中，地方政府

的经济人属性受到福利属性的制约，这种有约束的目标将地方政府规范为一个有

限经济人，这也是我国地方政府应有的本质特征。

第二，有限经济人的行为原则最终为是否有利于辖区其他主体的福利增进。

经济人地方政府在追求可支配收入最大化时出现大量损害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

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缺乏有效约束，我们将这种约束分为目标约束和行为、路径约

束。所谓目标约束就是地方政府背离其福利性本质转为经济人目标过程中的约

束。地方政府经济人角色属性的存在有其必然的逻辑基础，但是如果背离或抛弃

了其本质的福利属性，行为异化就会成为必然。而有限经济人的突出特征就是来

自第一层次福利最大化目标的约束，也就是说，追求可支配收入最大化只能作为手

段而存在，不能成为独立的目标决策。当有限经济人面对实现可支配收入最大化

的诸多路径，行为原则就是该路径能否增进辖区其他经济主体的福利水平，能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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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福利水平的路径就是适宜路径，反之则是非可行路径。如果说，这种目标约束仍

然过于抽象，缺乏刚性约束，那么一整套有效的制度框架就构成了双目标地方政府

的刚性约束。

第三，双目标地方政府模式的实现有赖于一套创新的制度架构。不可否认，两

种不同属性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有着很大差异，存在尖锐的矛盾。将两个不同目

标在相同地方政府的行为中得到体现，需要化解一系列复杂矛盾，而这又依赖于制

度创新做保障。我国的改革已经从单项式改革进入综合改革时期，政治体制改革

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将成为改革的重要内容，中央政府需要探索一套有效的激励

和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框架，地方政府也面临组织创新的客观需求。

９．３．２　双目标地方政府实现的制度安排

市场机制是有限经济人地方政府运行和目标实现的力量之一，除此以外，一套

科学、合理有效的制度架构更加重要。这种制度架构的核心是有效规范地方政府

的过度自利行为，将其行为纳入市场自组织的轨道。美国学者丽贝卡·梅涅斯

（２００６）针对地方政府进行了研究，将其改革分成四种类型：以再造政府内部结构为

目的的机构改革，以重塑政府和企业关系为目的的规制改革，以消除选举中赞助和

欺骗为目的的选举改革，以及以改善美国人民生活为目的的社会改革。特别需要

注意的是，抑制政府不合理行为的城市竞争，其目标不是ＧＤＰ或地方税收等，而是

居民福利水平。这种竞争的本质恰恰是利用市场的规制力量，与我们的研究结论

正好吻合。根据丽贝卡的研究，结合我国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在如下几

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

第一，中央政府需要构建综合的考核评判指标和动态长效机制。我国之前

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上，宏观经济指标特别是ＧＤＰ一度是中央对地方政

府考核的核心指标。在这一制度安排下，为了自己的政绩和升迁，地方政府有更

强的动机演变为经济人。由于相关领域的改革滞后和制度创新的力度有限，中

央对地方政府的单一经济目标考核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造成地方政府变异行

为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由于对地方政府运行缺乏动态长效的考核机制，一届

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动机超过了组织的长效稳定运行。新一届地方政府官员接

受上一届的“烂尾”已成普遍现象。这些现象说明，中央政府亟待改变传统的考

核手段。

首先，中央对地方的考核指标应该是综合的，这一制度必将随着我国综合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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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深化而加速形成。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启动标志着改革从单领域、

单项式转入宽领域和综合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都将成为新一轮综合改革的

重要内容，强调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是综合配套改革的基调和指导思想。

改革指导思想的转变必将体现在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上，更加关注经济运行

质量和社会的和谐，既要考核效率、更要关注公平，既要实现经济增长、更要实

现可持续发展，这种综合型的考核制度建立将有效改变地方政府过于热衷经济

增长的现状。

其次，弱化对代表性官员的考核转而强化评价地方政府组织运行质量，这将有

助于长效机制的建立。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组织，其运行质量对于区域

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在之前，中央政府很少关注地方政府的运行质量，而将注

意力集中在代表性官员。这容易造成主管代表性官员为了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而

作出损坏整个经济组织的扭曲行为。现在强化对地方政府这一特殊经济组织的考

核，中央更加关注其运行的质量、效率和稳定性，这将对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行为

起到规范作用。

第二，适时、适度加大地方政府财政分配的份额。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的比例

对地方政府行为有很大影响。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

份额扩大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因过度财政分权而导致

宏观经济失控的例子也比比皆是。阿根廷是一个财政分权程度较高的国家。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地方政府预算约束不强，导致地方政府赤字巨大，地方政府向中

央银行和其控制的地方银行大量举债。中央和地方的这种财政关系是一种不稳定

的或者准赤字财政，它使阿根廷维持价格稳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努力付诸东流。

巴西１９８８年的扩大地方财政权力的宪法改革也显著地减少了中央政府执行宏观

经济政策的能力，这是造成其近年来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原因。那么，为什么我

们还要提出加大地方政府财政分配额度呢？

财政分权导致的诸多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为目标不一

致。在我国综合配套改革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下，中央会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

新有效规制地方政府行为，尽可能保证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目标的一致性。在

地方政府行为得到有效规范的条件下，适度加大地方财政分配额度将巩固和深

化地方政府的行为转变。因此，我们并不是简单强调分权刺激，而是在适当时机

和条件下适度地增加地方财政分配额度，遏制地方政府由于可支配收入不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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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的攫取行为。这一遏制效应的出现还有赖于中央对地方综合配套考核的有

效实施。

第三，打破行政区划束缚，构建一体化的经济新空间。在空间成本很大的情

况下，缺少外界经济联系区域的最优选择就是建立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格局并

对其加以保护。地方政府是这种低水平格局的最大受益者。随着空间成本的不

断下降，区域间的经济联系和往来日益频繁，大而全、小而全的经济格局必然引

发区域经济的低水平竞争。地方政府为了保护自己稳定的可支配收入不受影

响，开始设置诸多的经济或非经济壁垒保护自己区域内部的产业。根据空间经

济自组织的原则，要素聚集是在区域间寻求最优配置的结果，地方保护主义阻碍

了这种要素的空间配置，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国空间经济处于他组织而非自组织

的重要原因。

图９．３的数值模拟结果告诉我们，当空间成本极低时（特别地我们考虑没有空

间成本），各区域将根据自己要素禀赋的空间分布情况选择相应的空间专业化。不

同区域形成以某一类或某几类密切相关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在空间上形成一

定的功能区。不同经济功能区之间的关系遵循分工网络的一般规律，这种空间的

分工网络就是一体化的经济新空间。在这个新的经济空间中，自然也就不存在关

于低水平重复建设等恶性竞争，呈现出和谐的空间经济。

本章小结

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章首先对地方政府的属性进

行了界定，给出了地方政府具有福利型和经济人两种属性。作为福利型政府，地方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区域空间规划和实施相应的区域经济政策等，体现自身的作用，

实现整个区域社会福利的最优。作为经济人政府，地方政府就具有了自己独立的

目标函数，参与区域经济运行，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本章对地方政府的上述两种属性及其行为作了分析，特别是使用新经济地理

学的方法与模型研究了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经济主体时的空间税收竞争以及地方政

府恶性竞争导致空间割裂和低效率等问题，进而提出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

转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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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１．地方政府如何解决空间外部性问题？

２．在空间经济中，区域经济政策具有非线性的特征，对此如何理解？

３．从空间视角分析，哪些因素会影响区域一体化进程？

４．如何理解空间税收竞争模型和一般税收竞争理论的差异？

５．地方政府以经济人的独立主体身份参与到区域经济发展中是一种行为变异，引

发地方政府这种行为变异的诱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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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章

　区域协调组织与区域治理

　　本章将研究区域协调机制问题。以往的区域经济学教材或著作通常是以区域

经济政策分析作为结束章节。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区域经济学教材或著作中的区

域经济政策，更加接近于宏观经济政策，这些政策的制定主体是中央政府，执行者

大都是区域地方政府，而厂商和居民等重要区域主体的利益最大化问题则被忽略

了。因此，区域经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经常被扭曲，造成政策的无效或者低效。和

区域经济政策的分析不同，区域治理的研究更重视区域内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和互

动，充分考虑区域内各个主体的利益需求，以调动微观区域主体的积极性。

区域协调机制以及组织研究是上两章区域主体研究的继续。区域主体的空间

经济自组织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但是，市场失灵会导致空间经济自组织

在空间上资源配置的无效率，表现为空间失灵。这就需要一种区域协调机制来加

以解决。这种协调机制有两种形式：区域政府和区域治理。在区域这一层次上，区

域政府的协调机制存在问题，而区域治理则是与空间经济自组织相适应的自主协

调机制。下面，本章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１０．１　区域政府

１０．１．１　空间失灵与区域政府

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关系的理论同样忽略了空间因素的影响。事

实上，任何经济活动都要发生在特定空间上，市场失灵也不例外，市场失灵与空间

因素相结合，就会形成空间失灵。参照市场失灵的定义，我们可以把空间失灵界定

为由于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造成的资源区域空间配置不合理。市场失灵是指市

场机制未能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而空间失灵则是指由于空间布局的不合

理，造成资源在空间上配置的无效率。比如说，经典的外部性案例之一———钢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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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鱼塘，就是一种空间失灵。如果在规划时设计鱼塘在钢铁厂的上游就可能会避

免空间失灵。

市场失灵是政府存在的依据，但是政府不是单一的主体，政府也是由不同层次

组成，这主要是由于空间失灵的地域范围不同所致。空间失灵的影响地域范围不

同，也就意味着政府所处理公共事务的可以根据地域范围划分。

以公共产品而言，最明显的是公共产品受益面存在着地域上的限制。比如说，

城市的交通设施、环境优雅和良好治安，主要是由所在城市的居民和企业享有；而

一个村庄的供水、供电系统的主要受益者是该村的村民，如果那个地方的环境保护

搞得好、基础设施健全、中小学普及率高，那个地区的居民就有更多的受益。因此，

公共产品可以根据受益的范围加以划分，某些公共物品如城市交通设施等，覆盖的

范围局限于某个城市；像村庄的学校这样的公共物品，其受益范围是该村庄，而另

外一些公共物品如国防，其覆盖的范围遍及全国，属于全国性公共物品。一般来

说，根据受益范围的不同，可把公共物品分为全国性公共物品和地方性公共物品。

对于地方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应该由地方政府来提供，这样会更加有效率。首

先，地方政府比较接近本地区的居民和企业，比较了解他们的偏好和要求，因而也

能够根据他们的偏好和要求及时调整公共物品供给的数量和类型。其次，地方政

府供应公共物品在财政方面比较容易收集，地方财政为地方公共物品提供资金，按

照谁付出谁受益的原则，地方政府征收的税收用于地方公共物品的提供，容易得到

所在辖区居民和企业的支持。相反，如果由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就有可能根据

全局考虑，调剂财政收入的使用，某些地区付出了更多的税收，却没有享受相应的

公共服务。

对于区域性公共物品的提供，人们很习惯地和地方性公共物品加以类比，于是

就有了组建区域政府来协调区域内不同主体利益的要求，而形成区域政府主要是

通过两种途径：大都市区合并和行政区划调整。

１０．１．２　形成区域政府的两种途径

１．大都市区合并

这里以美国的大都市区合并来阐述区域政府的形成机制。

美国大城市既是区域经济的中心，也是其周围郊区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

尽管大都市地区的人口已经呈现出向郊区扩散居住的趋势，中心城市作为就业中

心的地位并未发生改变。同时，中心城市的政府还修建了数千英里的排水管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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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库、泵站、自来水管道等设施，保障了路桥、治安、公共卫生、燃气、环保、文化娱乐

等基本公共服务。许多公共设施的建设维护费用由中心城市独自承担，所提供的

服务对郊区产生了正向的外部性，使大量的郊区得以搭便车，而不必为此增加

支出。

结果，大都市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之间产生了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由于

中心城市对整个区域的经济活动具有强大的聚集作用，郊区与中心城市间存在着

密切的经济和社会往来，从而产生大量的人流和物流，致使交通基础设施严重不

足。因此，区域的协调与合作变得很有必要。另一方面，郊区政府出于自身的利益

考虑，拒绝与中心城市政府的相应合作，而中心城市政府也没有办法。对于这个矛

盾，当时的主导观点认为，城市病的来源可以归因于分散的政治体制，其结果是缺

乏区域权力的让渡体制。

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形成大都市区政府，其主要途径包括中心城市兼并融合和

市县合并。中心城市融合兼并是指中心城市通过将周边地区的地方政府融合兼

并，形成一个统一的大都市区政府，由大都市区政府统一负责本区域内公共事务。

这样，过去那种数量众多但是规模很小的政府体系就被一个大规模的政府组织所

取代，根据政府管理的相关理论，这样规模较大的政府能够产生规模效益，为辖区

内的人们谋取更大的福利。市县兼并是指临近的中心城市政府和县政府进行合

并，由新的政府向区域范围提供公共服务，市政府和县政府原有的一些功能被整合

到新的政府中去，但是仍然能够履行其他的一些功能。

２．行政区划调整

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不一致会带来问题。行政区经济阻挡了经济一体化的进

程，限制了统一市场的发展，造成了资源浪费、利用率低下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的弊端。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得出造成这一局面的锁链形式的原因体系：地方政府

各自经济利益是动力，政府运用经济能力完成其经济职能是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

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拥有的经济资源，配以本身的政策工具使得政府的经

济行为无障碍展开。环环相扣并无一环缺失的状况下，形成了作为政治空间的行

政区与作为经济空间的经济区域之间的矛盾。

如果行政区与经济区的边界是重合的话，那么二者的冲突会少许多，然而，现

实情况却相反。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经常处在不一致的状态，两者之间的冲突在

所难免。本质上，行政区经济源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也强化了对经济的干预，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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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了统一市场形成，阻碍了区域经济联系，从而出现了与经济区域相悖的运作

态势。

行政区划调整的意义在于使行政区间的问题内生化，即通过行政区调整和合

并，把原来有经济利益矛盾的行政区合并为一个新的行政区，从而使经济区域和行

政区域的边界重合，这样原先的区间问题就变成了区内问题，可以通过区域经济政

策加以解决。

但是，行政区域的边界与经济区域的边界的不一致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因为二

者形成的机制不同。行政区划属于国家制度的一部分，行政区的边界具有很强的

刚性。一旦行政区的边界确定，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稳定。而经济区域

的边界则显得很不稳定，因为经济区域主要是由于经济区位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形

成的，随着经济条件发生变化，经济区域的边界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因而经济区

域的边界会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生变化。

行政区域边界的稳定与经济区域边界的不稳定，使得行政区划调整的效果受

到很大制约。我们可以设想，最初是行政区间的问题，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成为了行

政区内的问题，从而使区域问题通过区域政策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但是，随着经济

区域边界的变化，行政区域的边界与经济区域的边界的矛盾再次出现，但是行政区

域边界的调整却无法跟随经济区域的边界调整。因此，行政区划调整对于区域政

策的形成和实施是一个有力的工具，但是却不是一个能够经常使用的工具。

１０．１．３　区域政府的国际经验

１．英国的区域政府

英国是单一制国家，建立于议会主权之上，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没有足够的独立性。英国由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四个地区

联合而成，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这些地区在组成联合王国后一定程度上保留了

原先的政治传统，使得英国国内政府的结构和彼此关系较为复杂，不同地区的政府

的结构与过程有着不同的特点。

考察英国地方政府间关系，不能不关注它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地方。在英国中

央与地方政府的架构中，除了民选的政府以外，还有许多依功能而设立的非民选的

专业单位。此类专业的非民选政府组织或准政府机构，大多是单一功能的组织，常

在中央政府、地域性部门及多功能的民选地方之间，负责某项政策的执行与管理，

担任起执行特殊功能及沟通协调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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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地方政府间横向合作机制的措施除了上文提到的以单一功能非民选政府

取代原有部分地方政府的职能外，更在各地方政府间成立所谓府际互动论坛。这

类组织是各地方政府自愿组成的合伙性组织，它们彼此互为各地方当局的代表，甚

至代表其他公共部门，以使政策执行与规划能获得充分的辩论与协调，并藉此监督

某项特殊政策领域。

此外，为了解决地方政府之间应该或者可以共同经营管理的事项，如环境污染

及水资源的管辖等问题，英国政府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开始发展出一套协作规

划的执行策略，并将焦点放在协力合作的培养及共识建立的方法上。

２．法国的区域政府

法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就政府间关系而言，法国的国内政府间关系模式

是中央集权的政府间关系的典型代表。在法国传统的体制中，地方政府设省和市

镇两级。这两级地方政府建制在法国大革命后就已经出现。但从１９７２年以来，开

始变成三级政府：大区、省和市镇。

法国政府由二级变为三级的原因在于加强地方政府间协调和地方政府间合作

领域的拓展。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戴高乐执政的第五共和国时期，为了推行国家经济

计划，需要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和相互协调、合作，中央政府把促进政府间的

横向协作的发展提到战略地位的高度。在此期间，政府间横向关系有了很大发展。

随着大区建制的出现和发展，推动了法国省级政府间关系的进一步深化。首先建

立了２１个计划区，并成立专门的省际委员会。此外还成立了官方的协商组织———

地区经济开发委员会。随着地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计划区主要省的省长成为

计划区的负责人，有权指挥计划区内其他省的省长，并负责计划区内的计划和公共

投资的协调。

然而，由于在区域内，各地方为了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缺乏合作精神，冲突不

断；与此同时，地方的分权也加剧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冲突。在这种形式下，

法国于１９７２年进行了更为彻底的地区性改革，在原有改革的基础上，确立了２１个

具有法律地位的本土行政区，负责地区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以，在原有的省和

市镇层级上，又多设了一级行政区，即大区政府。

根据这次改革，大区肩负经济规划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使命。在经济规划

方面，中央要求每一大区政府都要在与中央驻大区专员的协商基础上，制定五年大

区发展规划。这一规划将成为国家与大区政府以及大区内各类企业和公共行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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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非营利部门等订立各种合同性协议的依据。此外，由部长任命共和国专员，代

表中央各部领导设在本区的机构，负责国家在本区的利益，保证法律在本区的执行

并监督行政管理。所以，中央权力下放、大区权力增强的过程是十分有计划和控制

的，由于有了共和国专员的协助与监督，转移后大区政府职能的行使效果也有了较

大的保障。

３．美国的区域政府

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开发，美国于１９３３年５月通过《麻梭浅滩与田

纳西河流域开发法》，并依法成立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以下简称ＴＶＡ），负责领

导、组织和管理田纳西河和密西西比河中下游一带的水利综合开发和利用，并且作

为开发美国大块集中连片的贫困落后地区的试点。作为联邦政府机构，ＴＶＡ只接

受总统的领导和国会的监督，完成其规定的任务和目标，除所设三人理事会由总统

任命理事外，在内部事务方面ＴＶＡ有广泛的自决权，可以高效率地自行处理和解

决有关问题。对田纳西河流域规划的实施及其所属业务部门，ＴＶＡ都进行强有力

的领导，包括在计划制定、工程建设、企业管理等方面下达指令和进行指导。

ＴＶＡ对全流域进行了统一规划，制定了合理的流域开发建设程序。首先是集

中力量开发流域内丰富的水资源，把握住流域发展最关键的环节———水坝建设，从

而控制住洪害，疏通了田纳西河航道，生产了大量廉价的水电。随着水运条件的改

善，流域内外经济联系加强，吸引大量的资本进入田纳西河流域在利用当地原料基

础上，利用方便而廉价的水运从外部运入大量原料，在沿河两岸布局冶金、化工和

核工业等高耗能、耗水的产业。与此同时，在水源条件改善后，积极开发土地资源，

发展肥料工业、农业、林业。这样，整个开发过程重点突出，层次分明，整体性和系

统性较为明显。

４．日本的区域政府

日本首都圈规划于二战后，主要是抑制首都圈过度发展。１９９９年，日本国会

众议院甚至提出为缓解东京都过于集中的发展局面，建设首都圈城市带，准备把中

央政府机构和职能迁出首都圈即“迁都计划”。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规划在第三、第

四次基本规划的基础上，再次强调了建立区域多中心城市“分散型网络结构”空间

模式的设想。其战略思路是通过培育、利用业务核心城市，推进广域交通、通信等

基础设施的整治改造和都市空间职能的重组，从而改变东京都中心部的单极依存

结构，实现以据点城市为中心、彼此相对独立并能方便交流联系从而互相分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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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的自立、互补、高密度、水平、分散化网络型区域空间结构。

日本高度重视跨行政区域的协作。都圈规划非常重视各行政区划单元的跨区

域协作，规划提出的措施并不是分解到行政单元和具体地区，而是由整个都市圈的

成员共同执行。为保证规划的顺利进行，日本还于１９５６年成立首都圈整备委员会

专门负责首都圈规划事务。该委员会负责审议通过首都圈的规划方案。委员中包

括国会议员、规划涉及区域内的地方行政官员的县知事、市长，县（市）议会议长、企

业财团的法人代表、大学教授以及民间自治工会组织代表。国家级政府官员所占

比例与大学科研机构所占比例相同，地方行政与地方县市人大常委会所占比例

相同。

１０．１．４　对区域政府的批评

大都市区的政府改革运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历程，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后期，激进的集权主义的改革理论开始受到人们的攻击。人们首先对碎片化的理

论提出了质疑，比如，罗伯特·比什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ＲｏｂｅｒｔＬ．Ｂｉｓｈａｎｄ

ＶｉｎｃｅｎｔＯｓｔｒｏｍ）指出：每个地方政府单位独立行动，不顾及大城市地区其他公共

利益，这一假设只有有限的效力。可以把大城市地区具有多种政治管辖单位的传

统治理模式看作是“多中心的政治体制”，这更为适当。“多中心”意味着许多决策

中心，它们在形式上是相互独立的……它们相互之间通过竞争性的关系考虑对方，

开展多种契约性的和合作性的事务，或者利用中央的机制来解决冲突，在这种程度

上，大城市地区多个政治管辖单位可以连续的方式运作，其互动行为的模式是一致

的，并且是可预见的。①

人们进而对大都市政府的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产生了怀疑。这些批评家常常

以大城市政府为参照，认为由于大城市政府的规模是如此庞大和僵化，因而在提供

某些服务，如警察、教育、废物处理、交通等方面表现无能，而投票选举所产生的市

长和为数不多的几个高级市政官员，也并非像传统改革理论家所鼓吹的那样能够

有效地反映公民的意志，由于每个社区居民的愿望、生活方式、存在的问题千差万

别，高度集权的政府往往不能做出灵活的反应。

① ＲｏｂｅｒｔＬ．Ｂｉｓｈ，Ｖｉｎｃｅｎｔ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７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Ｕｒｂ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
ｔａｎＲｅｆｏｒｍ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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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以蒂布特模型及“多中心政治体制”的合理性与效率作为回应，

来说明地方政府的碎片化现象，将地方政府视为竞争性市场中公共物品和服务的

提供者和生产者，为这一现象作出了合理的经济学解释。奥斯特罗姆、蒂博特和瓦

伦（Ｏｓｔｒｏｍ，ＴｉｅｂｏｕｔａｎｄＷａｒｒｅｎ）认为，在大都市区建立大型的政府组织，可能会

产生回应迟缓、服务成本上升、效率低下、公共生活凋敝等问题。相反，在多中心的

政治体制中，大都市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者、生产者之间，可以像市场中的企

业一样进行竞争，从而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大量地方政府的存在，及其所提供服

务的多样性，使这些政府作为“交易的代理人”，为作为消费者的地方居民提供了选

择的可能性，使他们流向在服务和税收方面符合自身偏好的社区。因此，如果多中

心政治体制能够解决冲突，并在适当的约束之内维持竞争，那么它就能够成为富有

活力的安排，来解决大都市地区各种各样的公共问题。①

为了论证众多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公正和效率，奥斯特罗姆等人将政府所提

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性质分为三种：（１）公共物品源于控制间接后果、外部性或

溢出效应；（２）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是因为某些物品或服务无法打包供给；（３）公共物

品是为了维持对地方事务的某些偏好状态。毫无疑问，在大都市区范围内，一个区

域范围的政府在提供这三类公共物品和服务方面，也许并不一定会比众多数量的

小政府更有效率，尤其是大量专区政府的出现，弥补了郊区一般地方政府因自治权

限的制约在服务范围和功能上的不足，区域性政府的设想和试验在这些方面更是

缺乏竞争力。因此，公共选择理论以消费者的共同偏好为标准，来确定提供服务的

范围与水平，进而确定地方政府的功能与边界。这样，也可以排除在合并体制下，

一些消费者被迫为不需要的服务付费，而另一些真正需要服务的消费者又得不到

想要的服务的现象。②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每一项服务都由不同的政府来承担

并不理想，因为那样就使得很多交叠的地方政府的存在成为必要，但是在这种情况

下，公民个人能够更加准确地表达自己的偏好，只不过有可能因有太多的政府而无

法明了该向哪个政府表达哪种偏好。从此可以看出，奥斯特罗姆认识到这种地方

政府体制的复杂性，他形象地说：“一个人同时属于几个地方政府，这看上去也许有

①

②

奥斯特罗姆、蒂博特和瓦伦：《大城市地区的政府组织》，载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

公共经济》，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
奥斯特罗姆等：《美国地方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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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复杂，但无非也和在不同的商店里购物的复杂程度差不多———一些商店是综合

百货店，另一些是专卖店而已。”①

１０．２　区域治理

区域政府的种种问题使人们开始考虑其他的区域协调机制。治理的研究在最

近十多年间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并已在多个学科中积累了大量的相关文献，

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政治学和经济学领域，此外还包括法学和社会学等学科。这

些研究在丰富我们关于治理和城市治理的知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我们可

以从不同的角度加深对治理和区域治理问题的理解。

１０．２．１　治理和区域治理的概念

关于治理这一概念，最广为人知的领域是在企业理论中。公司治理在过去数

十年间得到了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并已经成为了经济学理

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至于每当人们谈到治理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公司

治理以及委托—代理理论。事实上，除了公司治理之外，还有大量关于城市治理、

区域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对治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描

述，例如米尔顿·罗西瑙（ＭｉｌｔｏｎＤ．Ｒｏｓｅｎａｕ）②就在他的名著《没有政府的治理》

一书中，讨论了全球治理这一课题。在西方国家，城市治理、区域治理、国家治理和

全球治理逐渐成为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显学，并日益受到理论工作者

和实际工作者的关注。

本书将治理定义为：内生于一个有组织的社群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通

过这些制度安排，可以实现社群的集体活动，包括设定社群的目标和规则，做出决

策，组织并协调集体活动，设定并实现社群的功能和目标。

把区域治理定义为：内生于一个区域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通过这些制

度安排，区域主体可以实现区域内部的集体行动，包括设定区域的目标和规则，做

出区域公共决策，组织并协调区域的集体活动等。

治理是一种内生于社群的控制机制。这就把治理与那种凌驾于其他力量之上

①

②

奥斯特罗姆等：《美国地方政府》，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９８页。
罗西瑙是华盛顿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知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传统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

把国际体系视为一种无政府状态，罗西瑙则认为，尽管无政府是事实，但并不存在无政府

状态，没有政府的治理是一种高于民族国家的国际协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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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治区别开来了，这种统治力量是外生于社群，通常由政府所有。例如，中国在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政府是中央政府的附属物，城市的控制者是更高级别的政府，

城市本身很少有自我控制的机制。内生于社群的控制机制的好处在于，这种控制

机制的目的是使得社群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最大化。外生于社群的控制系统是由

外生于社群的主体所操纵，其目的是使外生主体的利益最大化，这样可能只有在很

偶然的情况下，社群的利益才可能得到考虑。

治理的职能是组织并协调集体活动。这就为治理机制的作用的范围做出了规

定，它影响的是有关集体利益的活动，即公共领域，有关个体利益的事务治理并不

加以干涉，调节个体利益的职能仍然是由市场机制来实现。现代制度经济学已经

指出，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市场机制能够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然而，在公共领

域，由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性质，市场并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佳

配置，甚至出现公地的悲剧这样的难题。治理机制所要解决的难题正是这些公共

领域的失灵问题。它与市场机制相互依存，相互协调，共同实现社会的最大福利。

治理是这样一种机制，它的目标是实现社群的一致性。治理是内生于社群的

控制机制，这种控制必须得到社群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认可，才能得以有效实施，

否则就会遇到抵制。因而，治理实际上反映了社群在某些问题或方向上具有共同

的利益，体现出彼此之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通常是在公共领域，因为公共符合

所有群体的利益。除了一致性外，社群内还存在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可以通过市场

交换机制来进行协调。

治理包含有管理的职能，但其内涵大于管理。我们看到，治理机制能够设定社群

的目标，并制定规则，来实现社群的职能。可见，治理机制具有一套内涵的系统，实现

对社群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然而，治理又不仅仅限于管理，它的内涵大于管理。

１０．２．２　区域治理与区域管理

区域治理和区域管理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有许多相似

之处。首先，区域管理和区域治理关注的都是公共领域的问题。区域管理的主体

是政府，其活动代表了公共的利益。而区域治理是区域的控制系统，包括正式和非

正式的机制。其次，区域管理和区域治理活动的内容相似，二者都关注区域社会和

政治的稳定以及经济的发展。

但是二者的不同之处也是很明显的。首先，区域治理的内容要比区域管理广

得多。区域治理涉及区域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既包括区域政府的管理活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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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区域政府以外的一些问题，如区域环境问题。其次，区域治理的参与者要比区

域政府更为多元化。区域管理的主体是区域政府，区域政府决定区域管理的机制

和过程，包括协调、规划、控制和建设等，其他主体可能作为区域政府的协商者和咨

询者，但却不能成为区域管理的决策者。相比之下，在区域治理中，区域政府只是

作为一个重要参与者，还有其他众多的参与者，区域政府和其他参与者共同做出有

关区域问题的决策，区域政府在其中并不能起到支配一切的作用。第三，协调的机

制不同。区域治理更多是通过协商和沟通机制来解决问题，其作用的发挥往往依

赖于主要参与者之间形成的坚强和稳定的联合，各个主要参与者在区域治理中的

地位是平等的，形成了区域内部的网络状的关系结构。而区域政府的协调方式主

要是通过由上向下的等级体系来进行的，权威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最后，对于区

域各利益集团的影响不同。由于是通过协商和沟通的机制来发挥作用，因此参与

区域治理的每一个团体都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防止了自己的利

益受到侵害，即使是弱势群体也可以通过参与相应的非营利组织保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而在区域管理中，由于政府处于支配性地位，其权力很少受到挑战，因而那

些接近区域政府的集团往往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

１０．２．３　治理的制度分析

治理是一种协调机制。最为常见的协调机制是市场机制，历来也最为自由主

义的倡导者所推崇。市场机制是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

但是由于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存在等诸多原因，人们认识到市场也会失灵，仅凭市

场并不能确保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社会福利的改进。自从马克思和凯恩斯以来，政

府计划的调节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同样如此，随着人们研究

的逐渐深入，政府失灵问题也渐渐为人们所熟知。治理机制是一种介于市场协调

和政府协调之间的协调机制，可以作为这二者的补充。然而相比较这二者而言，治

理的协调作用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治理协调的特点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协调模式。市场和政府的协调模式是固定

的，人们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它们协调的方式，市场协调是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产权

的交换，所有的个体都参与这种协调过程，而政府协调则是通过一个权威中心在支

配着这种交换，因而它们的协调模式是单一的，治理协调则不一样。可以把市场协

调和政府协调这两种截然对立的机制视为协调机制的两极，而治理机制就是位于

这两极之间的各种协调方式的总和。因而，治理协调机制是一种混合的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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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接近于市场，另一些接近于政府，还有一些处于中间状态。有的完全是独立主

体之间自行决定解决影响他们的一些共同的问题，而在其他情况下，这些主体会联

合政府来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在广义的理解上，政府协调可以视为治理协调的一

种极端形式，即只有政府这个唯一的参与者。纯粹的市场协调和政府协调在现实

生活中是很少见的，绝大部分的协调都是以这种混合协调机制的面目出现的，这与

具体的环境和所涉及的具体事物有关。

自主治理的现象在生活中是很常见的。一个居民小区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业主们从开发商那里购买了物业的产权以后，除了自己私有产权外，还共同拥有小

区的一些公共财产的权利，小范围的如楼道，大的如小区环境，路灯等。业主们通

常会组成业主委员会来商讨小区的一些公共事宜，并与开发商和物业管理公司进

行交涉。行业协会是另一个例子。行业内的一些企业联合起来组成行业协会，决

定行业的一些规范、标准和进入条件等等，有时还会就价格竞争、产量竞争等问题

进行协商，并作为一个整体代表企业与政府和其他社会组织进行沟通。有时这种

联合被看成是卡特尔，并受到政府的管制。

治理机制需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发挥作用。首先，稳定环境表现为参

与者的稳定。难以想象参与者不稳定的环境里，治理机制能够发挥很好的协调作

用。如果参与者的流动性很大，那么他就可能不会接受特定环境中的一些正式的

或非正式的制度，一旦条件对他有所不利，他就会选择退出，而这很容易为其他参

与者所效仿。其次，每个人对于未来都有一个内在的贴现率。如果环境比较稳定

的话，这一贴现率就相对较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就比较容易成为现实，人们可能

会为了将来的利益而放弃当前的利益。而在不稳定的环境下，这一贴现率就很高，

人们更加看重眼前的利益，而对未来评价很低。这样治理机制的作用就很有限了。

在非常不稳定的环境中，如骚乱时期，整个社会已经失去了秩序，这种情况下，一个

强有力的政府是不可或缺的。

一般认为，治理机制在一个比较小的集体环境中更为有效。丹尼斯·Ｃ．缪勒

（ＤｅｎｎｉｓＣ．Ｍｕｅｌｌｅｒ）指出，在具有同一行为模式的、稳定的小社会中，自愿的公共

物品供给较多，合作行为的约束较强。①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进行研究时所选择

的样本也是一些较小的环境，“研究对象将限定在小范围的公共池塘资源上，其位

① 丹尼斯·Ｃ．缪勒：《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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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坐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受其影响的人数在５０人到１５０００人之间”。①治理机

制与政府相比，优点在于：每个参与者都可以表达自己的利益；参与者对于生存的

环境知识要比政府更为丰富；协调的手段多样化。但所有这些都与信息的交流有

关，随着集体规模的扩大，信息的流量将以指数级递增，这样协调的成本将会大大

增加，甚至超过了协调的好处。但是，并非较大规模的环境就无法发挥治理协调的

作用，例如在城市这样的特定环境中，地方政府与其他的组织如行业协会、市民和

各种非政府组织共同治理城市，各个微观单位虽然数目众多，但是可以通过组成利

益团体把他们的要求加以反映。规模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是单个的市民或企业，

一个城市的规模过于庞大，沟通具有很大困难，但是对于各种协会和团体来说，是

可以进行有效的信息交流的。

１０．３　区域治理的参与者

在前面两章，区域主体被界定为能够实现一定经济空间（经济区域）自组织和

运行的最少类别的微观承载对象，据此，政府、企业和居民是形成区域空间自组织

的关键区域主体。需要说明的是，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三

者。这种限制是为了更好地揭示空间经济的组织机制。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的行

业行会都会参与到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而在区域治理中，有重要影响的经济主体

都是区域治理的参与者。除了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这些区域主体，区域治理参与

者还包括非营利组织（ＮＰＯｓ）。这些参与者有不同目标和约束，通过彼此间的相

互作用，形成了区域治理的自主协调机制。

１０．３．１　政府

１．政府的目标

政府通常有多重目标，这些目标包括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目标等等，而且

在每一个方面如经济方面，也有多重目标的存在。这些目标彼此之间并不存在谁

更加具有支配性地位的问题，往往视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政府都比较重

视对经济目标的追求，因为经济的增长将使政府能够掌握更多的资源。但不同的

政府对经济的介入情况也不一样，在西方一些国家，政府更多是提供一些服务，而

在中国，由于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政府通常在经济生活中介入较深。

①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上海三联书店

２０００年版，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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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的是，政府追求的目标有时与政府公务员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

人的存在可以分为个体、群体和组织三种形式，即个别的人、合群的人和组织化的

人。个体通常是作为群体成员和组织成员存在，每一个个体都有一个职位，扮演相

应的角色。政府是由公务员组成的，但是公务员除了扮演公务员的角色外，还要在

其他群体中扮演诸如父亲、兄弟、朋友等等角色，这些有时会与公务员的角色相冲

突，也构成了政府失灵的一个原因。

２．政府对区域治理的参与

政府对区域治理的参与首先是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从

而为人们创造一个稳定的生活工作环境。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些法规，政府还要提

供相应的惩罚措施，确保法规得以执行。其次，政府向社会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包

括公共管理和咨询等。第三，政府还承担组织区域活动的责任，它可以组织各种类

型的区域治理参与者就一些重大的区域问题进行讨论磋商。

３．政府权力的来源

政府的权力主要来自于法律的规定。通常在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里会对政府

的权力和责任加以明确的说明，政府在这样的法律框架下履行自己的职能。此外，

政府的权力还来自于人民的授权，人民在选举政府时将会对政府的目标、战略和措

施进行审核，一旦通过，就具有了法律的效力。

４．政府权力的约束

政府的权力受到以下一些因素的制约。首先，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如果

政府做出了违反这些法律的行为，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其次，中央政府的管制。

中央政府将根据情况协调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并控制和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

第三，公共财政的制约。如果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源，它的一些活动就难以得到有效

的支撑，甚至沦入“吃饭财政”的境地。最后，公务员的能力。如果公务员的素质不

高，政府的措施执行的难度就会增加，限制其权力的作用范围。

１０．３．２　企业

１．企业的目标

相比较而言，企业部门不像政府部门那样有多重的目标，其目标比较单一明

确，主要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必像政府部门那样要充分兼顾民主、公平、正义、

社会责任等多元目标，所以不会产生矛盾的现象，在协调工作上也相对简单不少。

而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企业具有积极、冒险、创新、变革的精神，再加上企业之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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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上下隶属的权威关系，因而比较容易沟通协调。另一方面，企业部门因为没有

政府行政体制的束缚，所以在动员、资源使用以及效率等方面，都要优于政府部门。

２．企业对区域治理的参与方式

企业对区域治理的参与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即共同生产和游说影响决策。

共同生产是指政府部门通过与企业部门进行合作，结合政府与社会的资源，共

同生产公共服务，以解决日益增加的财政压力，并让企业乃至居民得以参与公共事

务的决策与执行。共同生产的原因是为了解决不断要求政府部门提供大量高质量

的公共服务。政府部门会经常面临财政不足的情形，这样通过企业参与公共设施

建设和公共服务提供，可提升各项建设与服务的数量和质量，并减轻政府财政负

担。共同生产具有以下作用：（１）扩大公共服务的范围；（２）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

率；（３）增进公共部门的影响力；（４）促进了公共服务提供的创新模式。

企业还通过对政府进行游说参与区域治理，不过这通常只有大企业才能做到。

大企业由于资产规模大，沉淀成本高，不像小企业那样可以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应

对政策的变化，因而大企业对区域治理的参与更具有主动性，客观上有参与的需

求。另一方面，大企业实力雄厚，能够对区域经济的某个或数个领域产生决定性影

响，因此受到政府的重视，它们的一些需求或意见能够得到政府的及时反应，因而

能够发挥独特的影响力。但是大企业的游说产生的结果有可能是消极的，有时游

说的结果是以牺牲一些弱势群体的利益换取的。

３．企业参与区域治理的原因

企业在区域治理中由最初的被动和从属的地位，向主动和平等的地位转变，背

后有其深层的原因。首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区域能

够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一个重要砝码是其所提供的优质的公共物品，但这往往需

要大量的投资。因而政府会面临财力不足的情况，从而求助于企业部门，希望它们

参与公共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或是参与公共物品的融资。其次，全球化还导致

区域地位的凸显，地方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区域为了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会要

求更大的自由和权利，反对中央政府的过多干预。为了减弱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在

融资方面也要由过去依赖中央政府的模式向其他方式转变。①

① ＡｌａｎＨａｒｄｉｎｇ，ＳｔｕａｒｔＷｉｌｋｓＨｅｅｇａｎｄＭａｒｙ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２０００，“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Ｕｒｂａ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７，Ｎｏ．５ ６，９７５ 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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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３　非营利组织

区域治理中的非营利组织（ＮＰＯｓ）可以分为公民社会团体和社区组织。公民

社会团体和社区组织二者之间的区分是以空间为依据的，社区组织的存在是以在

特定空间上居住的人们具有共同的利益为基础的，而公民社会团体所涵盖的范围

要更广，它包括宗教组织、行业协会、教会组织以及政党等等组织，一些为人们所熟

知的妇女联合会和青年组织也属于公民社会团体的范畴。下面主要以公民社会团

体为例说明非营利组织对于区域治理的参与。

１．公民社会团体的目标

公民社会团体的目标一般较为明确，通常会体现在组织的章程之中。这种

目标可能在一开始正是公民社会团体发起的基础，这些目标为组织的成员所赞

同，反映了成员共同的观点和利益，并需要成员为之付出努力。公民社会团体的

目标可能较为宽泛，关注若干比较重要的问题，也可能比较单一，集中在某一具

体事务上。有一些政治团体可能会有政治上的要求，希望能够通过政治程序使

其他人或组织接受自己的观点和要求。另外一些组织则可能是关注一些社会事

务，如弱势群体的关爱问题。需要引起注意的是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的关

注更多是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通常它们会以专家或帮助者的身份出现，促进

区域社会经济的进步。当然，无论是哪一个公民社会团体，作为一个组织，其

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组织的生存问题，包括组织的资金来源以及组织的

合法性。

２．公民社会团体对区域治理的参与

公民社会团体是以公共组织的身份出现的，就像前面提到的，它可以弥补政府

和市场的不足，向其成员提供一些公共服务。其次，它可以与政府合作，提供一些

公共服务，并由政府给予相应的资金支持。第三，公民社会团体可以代表成员的利

益与政府和其他组织进行协商和博弈，在区域治理这个舞台上为成员谋取更多的

利益。第四，它可以游说政府官员和政治家，通过向他们表示支持换取政治上的好

处。此外，一些政治团体，如政党，可以直接推选自己的候选人参与竞选，直接把自

己的一些理念和设想付诸实施。

３．公民社会团体的权力的来源

公民社会团体代表的是成员的利益，因而权力主要取决于其所代表的利益集

团的实力。如果代表的利益集团实力强大，那么它就能够在区域治理中发挥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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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力。特别是，公民社会团体可以联合其他的组织，共同就一些问题提出要

求，这样就会大大增加其影响力，有时这要求公民社会团体的领导者具有非凡的个

人魅力。如果公民社会团体所代表的利益实力不强，就难以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但有时它可以通过与其他组织联合，在某些问题上与它们保持意见一致而发挥重

要作用。

４．公民社会团体的权力的制约

首先，公民社会团体的权力受到组织的规模的制约，这取决于它们能否争取到

更多的成员加入。其次，成员的忠诚度也是一个重要的约束。如果组织能够不断

关心并有效维护成员的利益，成员就会保持很高的忠诚。第三，组织的财力也是一

个重要因素，它限制了组织的活动空间。最后，组织领导者的能力也会限制组织的

作用的发挥。

１０．３．４　居民

居民构成了区域治理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在讨论居民对区域治理的参与

时，在某些方面可能会与非营利组织有所重叠，因为许多非营利组织所代表的正是

居民的利益，并反映居民的要求。但是这种间接的对区域治理的参与并不能全面

反映居民的参与情况，而且非营利组织作为居民的代表，同样会产生委托—代理

问题。

１．居民参与的概念

居民参与是指对某项公共事务或政策具有利害关系的个人或团体，直接涉入

政策过程中，以影响政策结果或了解、熟悉有关该政策的信息的一种活动。居民对

区域治理参与的最普遍的方式通过投票选举，但无论是从民主政治的内涵还是从

公共政策的形成过程来看，居民参与不只局限于投票行为，还应包括对公共事务积

极而深入的介入；这样的行动不仅是消极的维护居民自身的利益，更可以创造公共

利益；所参与的人员不只限于社会或政治精英，还应包括普通居民，他们可以对与

自己有关的社区事务具有决定的权力。

２．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

无论是通过代议制民主还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居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主要是

间接的。而真正的参与应该是居民和政府以及各种组织一起，就一些公共领域的

问题进行磋商。在传统或代议式的参与模式中，居民参与的过程是由外生的力量

决定的，这些外生的力量界定了议题和决策的程序，并决定居民参与的范围。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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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下，政府和各种非营利组织的角色是专家，居民则只是顾客，因而不能质疑

专家的权威与技术知识。但是这种模式最大的问题在于，专家并不是真正了解居

民的需求。

直接参与，是一种由居民深入而持续地参与决策过程，以便影响某种行政或政

策的参与方式。在这种模式下，居民从一开始就要参与，并且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去

了解相关信息，而专家的职责就在于协助他们认知问题真相、协助居民作出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居民在参与过程中是合作的伙伴。

这两种模式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的参与模式是由现存的制度和程序来

界定议题，而居民却离议题本身相当遥远，甚至议题的目标与居民的需求是相冲突

的。而直接参与的模式是直接由居民来界定议题，再通过相应的程序与环境，为居

民创造有效的参与空间。因此，居民的参与是直接的、全程的。而在传统参与模式

中，居民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

３．居民参与的条件

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必须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才行，主观条件是指居民本

身愿意主动地投入个人的时间、金钱、精力来为公共利益努力，客观条件则是在制

度和经济上能够给予人们充裕的空间与机会来参与。如果国家经济落后，人民终

日为生计奔波，那么他们根本就没有精力去考虑什么政治问题或是公共事务。因

此，居民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会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即参与的愿望和参与

的能力。

１０．３．５　区域治理参与者的自主协调机制

区域治理的参与者掌握不同的资源和权力，同时也受到不同的约束。参与者

在区域治理这样一个大舞台上，与其他参与者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些不同的

关系的结合形成了复杂的决策过程，反过来这些决策过程又影响了参与者之间的

关系。这些诸多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区域治理参与者的自主协调机制。

区域治理的自主协调机制包含三个方面的重要内容或要素，这三个要素相互

作用，相互依赖，构成了区域治理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子系统。这三个子系统分别

是：（１）主要参与者；（２）规则或制度；（３）目标。区域治理的参与者之间存在着持续

的和复杂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围绕着区域治理的目标展开的，同时这种相

互作用要受到区域治理规则的制约，这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区域治理参与

者的自主协调机制如图１０．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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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１　区域治理参与者的自主协调机制

１．主要参与者

在区域治理中，主要参与者主要包括政府、企业、ＮＰＯｓ以及居民，他们是在区

域治理中，能够拥有或控制相当规模数量的有重要影响的经济、政治或社会文化资

源的人，他们通常是一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或者是一些团体的领导，具有相同利

益的一些个体通过这些团体得以组织在一起以寻求共同的利益。这些主要参与者

有各种不同的类型：选举的或非选举的；政府的或非政府的；经济组织的或非经济

组织的；公共组织的或私人组织的；等等。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或者是他们所代表

的利益集团，他们通过多种方式，或者是直接参与，或者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施加对

区域治理的影响，以形成、调整、改变和实施区域的目标、战略、规则和其他公共

决策。

２．规则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区域治理中的规则。“规则”指的是那些规范区域中的人们

和组织的行为的相对稳定的制度，这些制度构成了主要参与者决策、实施决策和相

互之间作用的制度环境和框架。这样的一个制度框架能够维护区域治理的秩序和

一致性，并使区域治理作为一个整体履行自身的目标和功能。如果在一些问题上

形不成某种共识，一个人就不可能与另一个人相互交往。人类的相互交往，包括经

济生活中的相互交往，都依赖于某种信任。信任以一种秩序为基础。而要维护这

种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

３．目标

目标是由各种战略、政策、计划和规划等组成。这些“目标”通常由区域治理的

主要参与者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加以制定；或者是源于他们在给定的制度环境下

互相之间的相互作用（竞争，争论，讨价还价，妥协，协商，合作，等等）；或者是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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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所强加的；或者是历史继承的。在所有这些目标中，通常存在一个“总体目

标”，它是在特定时期主要参与者之间在各种层次上的激励的相互斗争和妥协的结

果，反映了他们之间某些基本的一致。

围绕着区域治理的目标，区域治理的参与者在既定规则的框架下，形成了区域治

理的自主协调机制，区域治理的自主协调机制将会产生区域治理问题的结果，如：

● 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和模式；

● 区域发展所带来的获利机会由谁来分享；

● 区域主体能得到什么样的区域公共服务；

● 谁来承担区域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成本；

● 不同的社会阶层受到上述这些问题的不同影响，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区域治理参与者形成的自主协调机制中，政府只是一个重要

的节点，并和其他参与者一样，受到区域治理规则的作用，区域治理的目标的确定

以及实现要依靠众多参与者的协商和参与。这和政府层级系统的决策和执行机制

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性带来了一些问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区域治理的组织缺乏

政府组织那样的权威性，从而会造成决策和执行中的困难。这方面的内容将在下

一部分加以考察。

１０．４　区域治理的运行分析

１０．４．１　区域治理的权威

１．区域治理权威的可能来源

区域治理权威可能来自于：

（１）中央政府的授权。

中央政府的授权对于区域治理的权威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以

集中决策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央政府的授权不但丰富了区域治理的职能范

围，还为区域治理职能的履行提供了合理合法的依据，便于区域治理工作的展开。

（２）地方政府的契约。

地方政府通过契约形成的权力是区域治理权威的第二个可能来源。区域治理

组织的有些管理权力既不来源于国家法律的明确授权，也不来源于中央政府的委

托，而是由其成员通过一定机构和程序赋予区域治理组织对它们进行管理的权力。

为了防止恶性竞争及相互损害，同时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格局，各区域治理主体就

必须联合起来，以集体的力量克服这些阻力和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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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区域治理组织的职能履行。

区域治理的权威归根到底来自于地方政府对区域治理组织行使其职权能力的

认同和信赖，因此建构区域治理必须以此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代表区域治理主体

的利益为本源，在此基础上构建区域治理的基本框架，完善其组织体系，建立其制

度体系，确立起牢固的根基，形成组织权威和制度权威。区域治理从本质上来看

是公共权力在不同公共机构间的分工，区域治理承担了权力分工中的部分职责，

区域治理通过履行相应职能，并与区域治理主体进行交换，构成了区域治理存在

的合法性。

２．区域治理权威难以形成的原因

（１）自主治理的难题。

自主治理就是一群占用者进行自我组织，以解决公共池塘资源中的提供、占有

和生产问题。理性的占用者采取集体行动而不是独立的行动，其原因必然是集体

行为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好处。在经济学理论中，主体之间通常是通过交换联

系在一起的，他们之间是一种竞争的关系，交易双方都试图在交易中获得更大的收

益。在这样的情况下，合作是少见的，并且也是受到自由主义者谴责的，他们认为

类似于卡特尔和工会这样的组织带来的结果是低效率的。但是，在公共池塘资源

这样的特定情况下，占用者自我组织的集体行为不但是有效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是，公共池塘资源的占用者在自主治理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同的难题。艾莉

诺·奥斯特罗姆指出，没有广为接受的理论来合乎逻辑地说明占用者如何解决下

面的三个问题：新制度的供给问题；可信承诺问题；相互监督问题。这三个问题如

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自主治理就将会是不可能的。

（２）退出机制。

区域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自愿性质，地方政府可自主决定加入或退出区

域治理。区域治理是地方政府的自组织形式，成员退出是其自由的选择，如果成员

感觉到自身的利益在区域治理中没有得到很好的诉求，而在其外能获得更多的利

益，就有可能选择退出。这就要求区域治理必须认真考虑其行为对每个成员的影

响。这种自愿性质，使之不能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采取有效措施，并损害了区域的公

共利益。

（３）缺乏财政收入来源。

区域治理权威不足的一个原因是没有独立的收入来源。区域治理没有征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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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大多数处于资金和人手不足的状况，严重削弱了它们在解决区域性问题中所起

的作用，特别是那些无法获得中央政府资助的区域治理，由于过分依赖其成员的财

政支持，为了不触怒其成员，区域治理一般避免与其成员发生直接冲突，也不愿对

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规划。

３．区域治理权威的加强

（１）中央政府与区域治理的权威。

第一，中央政府权力适当下放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具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力，这是区

域治理形成的前提条件，如果地方政府缺乏自主权，那么连本地区事务的充分管理

权力都不具备，就更不用说让渡部分权力给区域治理了。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权

力下放，即使形成了区域治理组织，其职能的行使也必然会受到中央政府的极大干

预。此外，地方政府行为由于受到中央政府的很大制约，因此会更加倾向于从中央

政府那里寻找区域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进行区域治理，这样必然削弱区域治理

的权威性。

第二，中央政府对区域治理的财政支持。

区域治理可以通过收取地方政府的会费来弥补其活动支出，但还可以考虑其

他的来源，比如说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中央政府的财政拨款的合理性在于区域

治理履行区域公共管理的相关职能，带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是

对区域治理公共服务的相应回报。

中央政府对区域治理的财政支持可以采取以下一些形式：首先，财政预算。中

央政府可以在年度工作计划中设立对区域治理的支持，这样在年度财政预算中就

可以开列相应的区域治理项目。其次，专项基金。中央政府还可以设立某些专项

基金，来支持区域治理的工作，比如说区域规划基金。最后，合作开发项目。区域

治理在进行本区域的某些开发项目时，可以寻求与中央政府合作开发，中央政府可

以通过合作开发项目的方式配套相应资金。

第三，中央政府对区域治理的立法支持。

区域治理的法律地位也可以通过中央政府的相关立法得到确认，这样就可以

加强区域治理的权威性。如果区域治理只是地方政府的自组织机构，那么区域治

理存在的依据只是地方政府的偏好，如果地方政府认为有必要，区域治理将得以存

在，如果地方政府认为区域治理无法达到目的，或者其职责已经完成，可能就会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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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区域治理组织。这样，区域治理组织的独立性将受到很大挑战，甚至其能否存在

都将取决于其他主体的意志。

中央政府对区域治理的立法支持还包括区域立法权的下放。纵观世界各国所

采取的区域政策会发现，区域政策往往是一个体系，既包括中央级法规，又有专门

委员会和地方政府制定的行业性、地方性法规。所以，构建区域法律体系必然要涉

及立法权下放这个敏感问题，如何能做到既促进区域合作又保证中央的政令统一，

将是地方立法的关键。

（２）地方政府与区域治理的权威。

第一，充分认识到区域协作的重要性。

破坏区域协作各自为政的做法，其结果是不仅区域整体利益受损，而且每个地

区经济也都在低水平重复，形成了所谓的“公地悲剧”。通过区域治理这一形式，实

现区域内部协调发展，不同地区就区域公共事务进行磋商，并商讨解决方案，是一

种多赢的局面，这一观点已经被世界上诸多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地方政府必须认识到区域治理的重要性，不要因为区域治理束缚了地方政府的行

为，而认为区域治理是一种负担。

第二，对区域治理措施认真执行。

区域治理与一般的组织不同，其决策的形成是区域主体共同形成的，其执行也

有赖于区域主体的共同执行。区域治理本身限于财力、物力、人力，缺乏决策执行

的条件和手段，区域治理决策要依靠区域主体的自觉性。这就造成了区域治理执

行中的困难，因为区域主体可能会根据自身的利益来对区域治理决策加以有选择

的执行，对自己有利的决策，则认真不打折扣，而对自己不利的决策，则有可能不执

行或者执行不力，但这样的结果会使区域治理权威受损，长期来看，也不利于每个

区域主体自身的利益。

因此，各区域主体必须要站在较高的角度，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区域治理决策

的执行问题，对于一些共同形成的区域治理决策，在决策形成过程中，可以表达自

己的观点，使之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靠，但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不折不扣地加以执

行。以环境污染为例，对于排污量和治理费用分配的方案，一旦形成决议，各地方

政府就要认真执行，否则的话将会引起其他地方政府的报复，采取和其同样的政

策，其结果必然是污染问题难以得到解决，影响整个区域居民的福利。地方政府不

仅要自身努力约束自己的行为，遵守共同的协定，还要在本地区努力推行共同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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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消除本地区的一些可能误解，一起摒弃短期利益，从长远眼光看待区域治理的

决策执行。

第三，提供区域治理必要的资源支持。

地方政府应该成为区域治理资金的主要来源，这是因为地方政府从区域治理

那里得到相关服务，是区域治理的受益者，这和非营利组织提供服务收取费用是同

样的道理。地方政府在对区域治理提供资金支持的过程中，需要界定清楚权力和

义务二者的关系。区域治理重要的不是缺乏资金，而是缺乏独立的资金来源，这就

体现在区域治理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如果地方政府把提供资金作为权力，而对

区域治理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甚至动辄以退出区域治理或者减少资金支持

作为要挟，这样就不利于区域治理的发展。地方政府除了把提供资金作为权力

外，还应认识到这是地方政府的义务，认识到区域治理在区域协调发展中起到的

关键性作用。

除了在资金方面提供支持外，地方政府还需要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人力资源方

面对区域治理提供支持。区域治理机构比较精简，人数一般不多，因此其工作的开

展会面临人手不足的局面，这时就需要地方政府提供一定的人力支持，协助区域治

理职能的行使。

（３）区域治理形成自身的权威。

第一，合理界定区域治理的职能。

区域治理要形成自身的权威，首先必须要合理界定区域治理的职能，这是区域

治理运行的前提。如果区域治理的职能不能得到清晰合理的界定的话，就会引起

一些问题。

区域治理的职能应主要集中于区域公共事务。考虑到经济区域边界的不稳定

性，区域治理是解决区域公共事务的重要制度建构。在区域公共事务方面，中央政

府和地方政府职能方面存在着真空，而区域治理的存在则填补了这种空白，而且这

是区域治理的优势所在，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难以替代的。因此，区域治理的

职能因为要集中于区域公共事务，就不会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产生冲突，而且不

会从根本上产生能力问题。

区域治理还应注意不能随意调整职能范围。一旦职能范围确定，就不可随意

变更，尤其是在执行过程中，不可随意扩大职能范围。如果随着环境发生变化，有

必要改变职能范围，也要经得地方政府的协商许可，才能加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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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治理的职能范围确定不仅要注意到越位的问题，还要避免区域职能缺位

的问题，即应该属于区域治理的职能范围，区域治理一定要做到。既然存在区域治

理这样的制度建构，区域主体就会对其寄予期望，如果一些区域公共事务出现无人

负责的局面，就会很自然地将其归咎于区域治理，并对区域治理是否真的履行自身

的职责表示怀疑。

最后，区域治理在界定职能时一定要注意的是，区域治理是服务于区域主体，

而不是管理。多年来，人们一直把政府看成是管理机关，尽管出现了新公共管理运

动等，政府提升了服务意识，但是政府与管理等同的观念仍然没有根本改变。如果

把这种意识带入区域治理，就会造成区域治理的定位错误，并影响区域治理的权

威。区域治理的权威不是依靠权力的压制，而是因为其出色地履行了自身的职责。

第二，区域治理相关机制制度化。

区域治理作为区域主体的自组织，需要有其特有的制度化的基础与条件。区

域治理制度化是区域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建立起完善的制度和运行机制，使

区域治理的理念与精神能得到真正的贯彻与执行。它不但将区域治理的理念与精

神制度化，而且运行机制也要适合于区域自身发展的需要。

区域治理制度化一方面将区域治理机制具体体现在制度层面上，适当强化独

立意识，加强区域治理的权威；另一方面建立一种体制，减少一些中央政府和地方

政府的限制约束和功利化的侵扰。同时，它也使组织免于为环境所控制和完全沦

为政府附庸的保障。

第三，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

区域治理的形成是区域公共事务发展的产物。一方面，区域治理顺应了区域

经济发展和区域公共事务快速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反过

来对区域治理的能力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和期待。可以说，能力建设是区域治

理组织健康发展的关键和保证。加强区域治理的能力建设，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

入手：要保证区域治理组织管理核心的权威性；要加强区域治理人才建设；要建立

区域治理的评估指标体系。对区域治理的合理评估，既是区域主体的要求，同时也

是区域治理显示自身工作绩效的途径。

第四，保证区域治理过程透明化。

要极为重视区域主体对区域治理的责任心，不允许在区域治理过程中有贪污

腐化和推诿责任现象的存在。透明化与责任心对于区域主体了解区域治理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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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使利益相关者知道哪个部门从决策和执行中获益最多，因此

必须保证区域治理过程透明化。信息的自由传播和易获取性对于区域治理的透明

化与责任心而言是基本要求。区域公共政策要以一种透明的和可预见的方式来

实施。

为了实现这一点，一些可行的途径包括：

● 区域主体自由和公开地参与区域治理决策的磋商，区域建设项目招标和竞

标程序透明，出版独立的年度审计报告；

● 消除管理上和程序上会导致腐败的漏洞；

● 在区域治理中倡导为民服务的道德规范；

● 建立区域治理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

● 鼓励在媒体上就区域治理问题进行公开的、及时的和自由的讨论。

第五，多方设法获得可靠的经费保证。

经费保证对区域治理是至关重要的，它是区域治理职能运行的依据。在前面

谈到了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要在财政方面对区域治理加以支持，以增

强区域治理的财务基础和权威性。作为区域治理本身，也需要积极采取种种措施

来多方设法获得可靠的经费保证，这要注意以下一些方面。

首先，资金来源必须是可靠的。资金来源必须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一些偶然

性的拨款或捐赠数目可能很大，对于区域治理很有意义，但是如果缺乏连续性和稳

定性，则是不可靠的经费来源，不能成为区域治理资金的主要来源。一些稳定的经

费来源包括：地方政府缴纳的会员费用，中央政府的专项拨款，区域治理的服务收

费等等。要注意赢取稳定的经费来源。

其次，经费来源必须具有独立性。这主要指的是获取经费时不可以有附加的

条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在区域治理中谋取更多利益，会通过多给经费的方式，附

加条件为本地区争取利益，这种经费来源不能作为区域治理的经费来源，否则的

话，就会导致区域治理失去公平性，还会造成区域治理受某些利益的摆布。

再次，不可依赖某一主要经费来源。如果区域内部不同地区贫富不一，有些地

区由于比较富裕，因此承担了较多的经费。但是，这种状况不可以过度，否则的话，

这些地区会认为自己承担了主要的经费来源，因而会以此诉求区域治理中的特殊

地位，影响区域治理的权威性，使得其他地区排斥以区域治理作为解决问题的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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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区域治理不可以营利为目标。为了弥补经费困难，一些非营利组织采取

措施增加财源，其结果是变得更加商业化。这种发展方向不可以成为区域治理的

目标。区域治理拥有一定区域公共权力，如果以营利为目标，就可能造成区域治理

滥用权力，造成腐败，这也会侵蚀区域治理的合法性，损害区域治理的权威。

第六，循序渐进确立区域治理的权威。

要注意的是，区域治理权威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区域治理涉及权责

划分、政治制度、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机构人员调整等，其问题成因涉及因素较多，

历史因素、制度因素、人文因素、地域因素等复杂交织，理顺难度很大。如果急于求

成，为了区域治理工作顺利开展，急于树立区域治理权威，反而会过犹不及，损害了

区域治理的权威。

因此，要本着尊重历史、正视现实、展望未来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循序渐进

的原因，以战略的思维，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分远近、别易难、有步骤地

加以理顺而不是一蹴而就。区域治理权威的形成，要依靠区域治理在区域公共事

务处理中的出色工作，这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要不断增强区域主体对区域治

理的信任，并对区域治理产生依赖感，把区域治理作为区域公共事务可靠的解决方

案，届时区域治理的权威就自然形成了。

１０．４．２　区域治理的运行

１．区域治理政策方案的形成

（１）区域治理政策方案由谁提出。

根据对区域治理参与者的分析，有可能提出区域治理政策方案的参与者有以

下一些。首先是地方政府的官员。地方政府官员代表地方的利益，区域问题的解

决能够给地方带来好处，而且如果能够主导政策方案的提出将有利于给本地区带

来更大的利益，因此地方政府官员有责任提出政策方案。其次是公共知识分子。

前面提到，政策方案的供给是需要一定的成本的。这种成本包括时间成本，提出高

水平方案需要的知识积累，以及为了提出方案付出的金钱成本。除了最后一项以

外，公共知识分子都具有自己的优势。一些企业可能也有提出政策方案的需求，这

是因为区域治理能够给这些企业带来好处。这些企业的利益通常跨越了单一地方

政府，因此良好的区域治理带来的区域协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能够给企业增加利

润。此外，企业有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愿望，因为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共

政策，也能得到更多的关于公共政策的信息，从而可以在和竞争对手的竞争中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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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机。最后，如果形成了较为正式的区域治理组织，那么区域治理组织就是政策方

案责无旁贷的提供者。区域治理组织成立在政策方案提出方面的好处体现在，政

策方案的提出不再是临时性、偶然性和不连续性的，从而使区域政策方案成为一个

连贯有机的体系。

（２）政策方案的形成。

具体来看，区域治理政策方案的形成要经过三个阶段。

首先，区域问题发现阶段。问题发现通常为问题形成的开始阶段，是某个问题

被发现，并已引起区域治理参与者较多关注而准备采取可能行动的过程。一般来说，

最早注意到区域治理问题的参与者是企业，它们通常能够从微观视角察觉到区域问

题的解决与否带来的变化，地方政府的官员将是第二个注意到区域问题的参与者，因

为他们是企业抱怨的对象。然后，计划、统计、调查研究和预测分析等机构的研究人

员、专家学者，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和课题中，能觉察和确认某些重要的公共问题。

其次，区域治理问题界定阶段。问题界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提示

区域问题的性质。要弄清区域问题的影响范围，是否尽管在区域内形成，但并不是

带有区域整体性的问题。二是揭示区域问题的原因。是否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在区

域层次，而不是在地方政府或是中央政府层次？而且，是否必须通过地方政府协调

或是区域治理组织协调解决？因为一些第三方组织也能在区域协调方面做出贡

献。三是建构实体问题，将问题纳入一定的学科背景和相应的概念框架体系之中，

用具体的专业术语界定出区域治理问题，这是一个专业知识的运用过程。所以，它

要求区域公共管理者和知识分子的协作。

第三，区域治理政策方案设计阶段。政策方案设计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为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大致可提出多少个政策方案；二是将各个政策方案的设计

勾画出来，包括方案的行动原则设计，基本措施、发展阶段的描述等。政策方案设

计针对未来，作出政策的情境和政策付诸实施时的情境往往随时间的推移而有很

大的不同，因此政策方案设计的构想必须着眼于未来，着眼于付诸实施时的政策问

题情境。

（３）政策方案的提出。

区域治理的政策方案的提出可以有以下一些途径。

第一，通过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地方政府形成了自己的政策方案后，可以在

与其他地方政府就区域公共事务进行协调时提出，来表明自己对于区域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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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法、立场和解决思路。不同政策方案的碰撞，实际上是不同地方政府的观点调

和一致的过程。如果通过协调，形成不同地方政府都能接受的最终方案，就可以将

其作为区域治理行动的依据。

第二，通过区域经济发展论坛。区域经济发展论坛是区域治理机制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区域治理正式组织的有效补充。论坛形式的特点是可以各抒己见，仅

仅代表个人立场，可以视为区域治理参与者思想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由于具有

非官方的色彩，因此能够畅所欲言，对于区域治理最佳方案的形成具有非常重要的

作用。尽管是非正式的机制，但是一旦参与者的思维受到论坛的影响，就可能会在

正式的文件中得以体现。

第三，通过区域治理正式会议。如果区域治理形成了正式的组织，如区域议

会，政策方案就可以在区域治理议会的会议上通过正式的流程提出，并被区域治理

组织的其他成员评价。政策方案通过正式会议的讨论，形成的最终方案就有了很

强的约束力，对于方案的顺利执行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通过公开媒体。政策方案也可以通过公开媒体的方式发布，这样可以引

起区域内更多人的关注和讨论，这既可以是官方正式的媒体，也可以是一些学术性

的刊物。得到更多人的关注，就能够吸收更多更充分的意见，对于政策方案的完善

很有好处。此外，更多人对于方案的关注，对于政策方案的最终顺利执行很有帮

助，因为充分讨论的方案能够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２．区域治理政策方案的确立

（１）区域治理政策方案纳入决策过程。

区域治理政策方案在提出后，就进入区域治理方案确立的流程。在这一阶段，

不同的政策方案将被比较、选择，最终选择一个政策方案作为执行的依据。与政策

提出阶段相比，政策方案的确立阶段非常重要。与一般政策过程相比，政策方案的

提出阶段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区域治理参与者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出自己偏好

的方案。但在方案确立阶段，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区域治理涉及不同的利益

主体，这些利益主体代表不同地区的利益，因此协调起来就会比较困难。

（２）区域治理政策方案的比较和确立。

首先，在区域治理政策抉择过程中，可以考虑采用德尔菲法，在广泛依赖各方

专家和顾问力量的基础上，依靠专家所掌握的广泛的知识和信息，依据科学程序，

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技术，进行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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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区域治理政策抉择过程中，政策抉择主体必须充分了解各方利益要

求、全面权衡各方利害关系以及利益内部的直接利益与间接利益、现实利益与未来

利益、形式利益与内容利益的关系，通过利益的协调，来实现正和博弈，实现多方面

都能接受的政策方案，这样也有利于政策的最终推行。

第三，在区域治理政策公共抉择过程中，区域治理政策抉择主体的抉择行为必

须按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这样，就可以使政策方案建立在法定的程序之上，保

证政策公开、公正和透明，也增强了政策的权威性。

３．区域治理政策方案的执行

区域治理政策执行主要包括三个阶段：一是执行的准备阶段；二是区域治理政

策的实施阶段；三是执行的总结阶段。这三个阶段相互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执行

过程。

在区域治理政策执行的准备阶段，首先要正确地贯彻执行区域治理政策，认真

学习和理解区域治理政策，这主要是在执行者的范围内。同时要做好政策执行的

物质准备和组织准备，确保有执行政策的权威和主要工作人员的承诺，同时还包括

充足的装备、物资设备以及其他的支持设施。

区域治理政策执行的实施阶段是区域治理政策执行的中心阶段，是实现区域

治理政策目标的关键环节。区域治理政策执行的实施阶段包括宣传、政策实验、全

面推广、沟通与协调等几个环节。这几个阶段体现了政策实施循序渐进的理念，既

保证了政策执行的效果，又最大限度降低了政策执行的成本和风险。

区域治理政策执行总结是一个完整的政策执行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其重要

意义在于继往开来。通过对执行成绩、执行经验的总结，可以加深对政策过程的认

识和理解，这一方面可以对现有政策加以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另一方面也可以为下

一轮政策执行积累更丰富的经验。区域治理政策执行的总结包括区域治理政策执

行的监测、政策执行再决策等内容。

１０．４．３　区域治理的模式

１．专题项目合作

在这方面，主要是围绕着一些跨地区项目，如比较难以由地方政府单独解决的

问题、矛盾或者需求，如跨区公路、大桥、水利建设等等，通过一些共同合作项目的

建设来实现区域合作。专题项目式合作的优点在于可以根据不同的跨区共同性问

题的需要而度身定做，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便利性。可以就某一区域性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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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专题式合作，就合作项目签订协议、契约或合同，一切按照法律文本的规定实

施，违反者应负违约责任，保证了区域合作项目的权威性及有效性。此外，政府间

专题项目式合作的特点还在于其灵活多变，具有较强的时效性，它往往是由于某一

公共性问题的出现而开始，也随着该问题的解决而终止，不需要设立专门的区域性

机构和人员，是一种较为简单但有效的区域行政的实现方式。

２．专业委员会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关于府际合作发展方面有一个比较成功的制度创

新———特区（ｓｐｅｃ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ｃｔ）制度（也可称之为专区等），对于美国社会区域性事务

的管理，提供跨行政区公共服务与产品起到了很好的成效。美国的特区是由州议

会或地方政府根据州法律创设的特殊目的政府，一般行使一种或有限几种职能，拥

有独立于一般政府的行政和财政自主权。特区通常被称为“区”（ｄｉｓｔｒｉｃｔ）、“管理

局”（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委员会”（ｂｏａｒｄ）。

设置特区的目的，一是为了规避州宪法和法律以及自治宪章所规定的赋税和

借债总额的限制，或者为了分散税收负担，以便筹集资金举办某一领域的地方事

业；其次是处理特殊问题需要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设立特区并建立相应的独立管

理机构，可以摆脱一般地方政府通常存在的政治斗争的干扰，便于由有关专业人才

进行管理；第三是出于政治原因，如为满足联邦政府拨款要求而成立某种特区；第

四，也是同跨地区政府间合作关系最密切的是，为履行越出地方政府行政边界的某

种功能，普通地方政府之间将各自的全部或局部区域合并为一个特区，设立独立的

管理机关，以实现规模经济，将该项功能的受益者包括在内，或者与某项职能的自

然边界相吻合。从技术上看这些功能往往涉及原料、能源、动力等经济因素和道路

路线、河流走向、土壤土质等自然地理因素，处理这些问题就不得不打破历史形成

的行政地域边界的限制。

无论在欧洲还是在北美，在城市区域的协调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一大批松散

的非政府组织来推动城市区域的发展。作为一种民间的组织，其组织方式是多样

的。纽约大都市区的跨区管理是典型的非政府组织形式。

纽约大都市区包括纽约州、新泽西州北部及康涅狄格州南部，地跨３个州２４

个县，总人口１８００多万，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密集区之一。早在１８９８年纽约就

和它周围的４个县联合组成了大纽约协作组织，但直至目前，仍没有形成统一、具

有权威的大都市区政府。松散的非政府组织是城市区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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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１９２１年纽约和新泽西州联合成立的港务局（ｐｏｒｔａｕｇｈｏｕｒｉｔｙ，ＰＡ），至今仍

管理整个区域内多数交通运输设施，包括港务局、桥梁、通勤线和海港设施（ＰＡ的

１２名委员由州长任命，财政上相对独立）；１９２９年成立的区域规划协会。协会只是

一个私人的非营利团体，但区域规划委员会对跨区域的城市进行规划；在纽约大都

市区发展的过程中，针对一些具体的区域性问题，如供水、排水、垃圾处理等，都形

成了一系列专门的非政府组织来协调整个区域的发展。所以纽约大都市区主要以

一系列松散的非政府组织对跨区域的事物进行管理，而不是建立一个管辖全部事

务的大都市政府。

３．区域委员会

区域委员会是由县、自治市以及特区等组成的自愿性区域组织，主要目的是加

强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流、合作与协调，以解决美国大都市区所面临的一些区域性问

题。全国区域委员会协会代表美国４５０多个区域委员会，它对其成员的界定为：由

地方政府创立的有多重目的、多重管辖权的公共组织，它们将多个层级的政府成员

聚集在一起进行总体规划、提供服务，并培育区域合作精神。它们有不同的名字，

从政府联合会到规划委员会再到各种发展特区。联邦政府的法令授予区域委员会

制定大都市区发展规划、审查地方政府拨款申请的权力，对那些与大都市区整体规

划不符的发展规划，区域委员会可以予以拒绝，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大都市区的

有序发展，消除了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区域委员会的形式有：区域规划委员会和政府联合会。政府联合会是由民选

官员或由民选官员为代表的地方政府组成的多功能自愿性区域协会。政府联合会

的管理机构主要由成员政府的重要民选官员组成，其资金至少部分来源于成员政

府。美国最早的政府联合会于１９５４年成立。政府联合会的主要目的是为其成员

政府提供一个论坛以讨论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对那些有着广泛影响的联邦、州和

地方项目进行协调。在某些必要情况下制定解决特定问题的政策，并通过其成员

执行决策。政府联合会的关注点一般是与注重实效的项目有关的短期政策，如技

术援助、共同采购、双向警察协助、公共服务培训、固体垃圾处理等。值得注意的

是，政府联合会作出的决定对其成员政府一般没有约束力。①

① 刘彩虹：《区域委员会：美国大都市区治理体制研究》，《中国行政管理》２００５年第５期，第

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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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城市联盟

区域治理的另一种模式是地方政府联盟，国外一些学者称之为城市联盟（ｃｉｔ

ｉｓｔａｔｅ），组建的城市联盟不属于一级政府，不是行政实体，而是一个类似于邦联的

灵活的联合体，成员政府彼此让渡出部分公共权力，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制度章

程，明确规定管辖范围与内容，在共同的管理事务和治理领域内享有唯一的权威

性，而在超出此范围外则无权干涉各地方事务。

城市联盟一方面与古罗马时代及中世纪时代的城邦的含义相似，另一方面又

具有新时代的特点，现代城市联盟已融入全球性的、迅捷的电子通讯和资金流动之

中，并且还是世界人口增长的主要容纳地。因此，我们可以把城市联盟理解为以现

代城市为主体的区域经济、政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以周边城镇为经济腹地，是经

济中心即中心城市的聚集和扩散能力能够达到并能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地域范围。

按组织生态学的观点来看，若把一个城市联盟比喻为一个人，则中心城市就是这个

人的心脏，周边城镇则是他的其他组织器官。

城市联盟目前主要还停留在理论层面，其实践遭遇到现有行政区划和行政体

系的障碍。但是，一个与城市联盟理念接近的例子是欧盟，只不过欧盟是以国家为

单位形成的政府联盟，而城市联盟的组成单元是城市和地方政府。

１０．５　中国的区域治理分析

１０．５．１　中国区域治理发展存在的问题

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形成的，区域

的经济一体化受到管理体制及经济运行经济体制的影响和制约，从而阻碍了整个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区域经济发

展中的治理问题越来越突出，也已经影响到了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这些区

域治理问题主要有以下一些。

１．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市场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

及服务市场一体化的过程。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全国性及

区域性的市场体系正在形成，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市场体系仍未形成，区域产

业结构趋同，企业的专业化分工、企业的规模经济及城市的规模经济难于形成。形

成地方保护主义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地方政府的干预，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的利益考

虑，导致地方政府间的无序竞争，形成行政区域间的壁垒，这种行政壁垒的存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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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一体化的要求不协调，导致了一系列的区域问题。

２．区域内产业结构雷同

中国区域产业分工与布局仍面临着许多问题，区域内各地方产业结构“同构

化”和“低度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剧。区域内合理的产业结构布局应该是协调的地

域分工，发挥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整体的综合优势。但是，目前中国的区域

内不同地区产业结构雷同，发展规划中设定的主导产业基本相同，这主要是由于地

方政府过多参与了经济发展的结果。这种产业结构相似性的增强使得资源配置效

率低下，区域内合理分工格局无法形成，严重影响着经济发展。

３．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区域公共产品能够为区域内所有地区提供服务，对于区域的整体发展具有深

远的影响。这些区域公共产品既包括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如道路、港口等，也包括

如治安、防疫和污染等公共服务。由于区域公共产品的受益人为整个区域，因此从

理论上讲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也应该是区域内所有地区。从实践上来看，很多

区域公共产品的提供是由上级的政府来提供的，如省内高速公路的建设等，这对于

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上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更高一级政府有可能对

区域内公共产品的真实需求信息并不完全把握，这可能会造成区域公共产品的供

给和需求并不一致。其次，可能会导致某些公共产品的供给较为积极，这些通常都

是能够带来利益的项目，而对一些如江河和空气污染治理这样的公共产品提供就

不那么积极。第三，上级政府提供公共物品通常以行政区域为对象，而经济区域与

行政区域经常不一致，这就造成区域公共物品的提供并不恰当。此外，还存在基础

设施布局不合理的问题，基础设施体系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状态，各地方自成体

系、分散孤立地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１０．５．２　中国区域治理问题的深层原因

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格局，实现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两种体制同时起作用：其一是市场体制，其二

是行政管理体制。如果管理体制与市场体制相互协调，就可以通过管理体制克服

市场失灵造成的缺陷，有利于市场机制作用发挥；反之，则会阻碍区域市场一体化

的形成，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中管理体制问题的本质在于经济区域边界与行政区域边界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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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经济区域通常跨越了多个行政区域，市场体制的内在要求是区域经济一体

化，而地方政府则有自身的利益，这二者的不协调是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面

临问题的根源。可以通过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来说明区域治理问题的形成机理。

１．地方政府的囚徒困境

传统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是区域的唯一主体，区域治理呈现出典型

的自上而下的路径特征。可以将具有经济人型地方政府特征的区域治理概括为单

　

不合作 合作

不合作

合作

（２，２） （７，１）

（１，７） （５，５）

图１０．２　地方政府博弈的囚徒困境

主体目标决策模型，相应的管理体制则是

单一主体的自上而下的方式，在这种管理

体制中，居民和企业都只是被动的接受主

体。这种单主体目标的决策模型可以使

用图１０．２来体现。

这种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由于其他地方政府的博弈，其结果

是各方利益都受到了损害。以招商引资政策为例，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展示了地方

政府博弈的结果。

如果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协调彼此行为，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对于双方都

有利，其结果是（５，５）；如果一方采取协作政策，另一方则通过降低税收和地价的

方式竞争，则采取竞争政策的一方的结果是７，另一方结果是１；如果双方都采取竞

争政策，则双方的博弈结果是（２，２）。

２．地方政府的连续博弈

地方政府博弈产生囚徒困境不是一种有效率的结果。地方政府努力追求自身

利益最大化，其结果却是水平较低的均衡，未能实现最优解。不过，囚徒困境模型

主要是静态博弈，在现实世界中，地方政府可能通过连续博弈来实现最优解均衡，

这一机制体现在地方政府可以进行连续博弈，见图１０．３





。

 
合 作
 合 作 （５，５



）

 不合作 （１，７



）

 
不合作
 合 作 （７，１



）

 不合作 （２，２ ）

图１０．３　地方政府的连续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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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博弈中，地方政府不是同时作出决策，而是由一方先作出决策，另一方

在其决策基础上作出进一步决策。先做决策的一方尽管希望通过不合作的决策来

获得更大的利益，但是出于对另一方同样作出不合作决策的担心，作出合作的决策

就是最优的选择。

３．区域治理创新的必要性

地方政府连续博弈尽管可能实现合作解，但是这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相互适

应过程，在这过程中会出现多次的相互不合作的报复和威胁，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的连续博弈是建立在地方政府是理性经济人的基础之上。

但是，地方政府的官员是由一定任期限制的，其目标是在自己的任期内作出一定的

政绩，因此地方政府官员特别是主要官员的利益与地方经济的利益有时可能并

不一致，往往更加追求短期利益。在地方政府对经济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背景下，

这会导致连续博弈的最优解可能根本不会出现，博弈的结果可能是囚徒困境的

反复出现。

地方政府的行为在局部是理性的，但在整体上看是不理性的，这主要是由于缺

乏区域治理的协调。通过区域治理体制创新，可以协调区域内地方政府的行为，使

局部的理性和整体的理性达到一致。

１０．５．３　中国区域治理的制度创新

解决中国区域问题需要建立有效的区域治理，它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

市场失灵及政府失灵的必然选择。区域的经济一体化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内

在要求，建立在这一经济基础上的区域治理体制也应当与之相适应，这就要求中国

区域治理的不断创新来适应区域一体化的发展。

１．区域治理的组织形式

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中国区域治理组织应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１）松散的区域治理组织。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松散的区域治理组织在跨行政区域的经济合作、基础设

施建设及公共管理方面的合作一直没有实质性突破，我国的区域组织大部分是松

散的非政府协作组织，缺少必要的手段和明确的职能定位，但松散的协作组织也有

其存在的意义。

松散的区域治理组织主要是通过区域内不同城市之间建立一个松散的、非政

府组织形式的协作组织，为区域协调发展及经济一体化开展宣传和提供信息交流



３１９　　 ．．．．．．．．．．．．．．．．．．．．．．．．．．．

■
第
▼〝
章
　
区
域
协
调
组
织
与
区
域
治
理

的场所，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它为正式制度变迁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更高

层次的区域治理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同时，松散的区域治理组织是地方政府

自愿组建的组织，组织的建设及运作方便，是一种制度变迁成本最低、易于操作的

区域组织形式。因此松散的区域治理组织仍是我国未来区域组织协调发展的重要

途径，是我国区域治理组织中必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专门委员会。

专门委员会可以作为区域治理组织的另一个选择。区域可以根据区域经济发

展的自身要求，就城市区域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某一单一问题，成立单项

的、小规模跨行政地区的专门委员会。单项的区域组织管理范围划定根据需要有

大有小，大的基本上覆盖整个区域，小的则只有２—３个城市的组合。在职能界定

上可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成立相应的区域专门委员会，成立如大气质量

管理组织、大都市区交通运输组织、大都市区规划管理组织等。

（３）城市联盟组织模式。

城市联盟的模式是一种层次较高的区域治理组织形式，比较适合于内部各地

区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区域。也可以考虑先建立松散的区域治理组织或专门委员

会，在运行的基础上，随着条件日益成熟，逐渐过渡到城市联盟组织模式。城市联

盟组织模式对于成员具有很强的权威性，要求成员让渡较多的自主权力，这只有成

员对于城市联盟具有很强的信任和依赖才能实现。因此，对于城市联盟组织模式

要求比较高。

２．区域治理组织建立的途径

（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推动。

在区域整体利益主体缺失的背景下，中央政府是维护区域利益的代表，因此区

域治理的建设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地方政府日

益成为区域利益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治理的职能和权力及法律地位界定最

终要通过地方政府的协商来完成。区域治理组织建设作为一种制度变迁应当是中

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推动的结果。

（２）区域治理职能逐步完善。

从国外区域治理的情况来看，既有为解决某一问题而成立的单项政府组织，

如区域大气质量管理委员会，也有组建功能多元综合性地方政府联合组织。从

实践来看，这种综合性的区域组织的操作难度较大。地方政府利益的整合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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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起来就比较困难，因此区域组织建设应当是先易后难，职能设定应当是从单

一到综合逐步过渡，选择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入手组建相

关的区域组织，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并逐步实现区域组织职能从单一到综

合的转变。

（３）区域经济组织模式的多元化。

中国国情复杂，不同区域情况差别很大。因此，中国的区域治理组织将不是一

种单一模式，而将是一种多元化的模式。中国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型的国家，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进程中，应当探索出更多的区域治理组织的新

模式。

（４）推动区域治理的法律建设。

区域治理组织的发展需要相应的法律支持。以欧盟为例，欧盟经济一体化是

通过一系列的协议等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所推动的。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遵守

这些协议，而不能单独改变或是违背。如果成员国政策与条约规定相抵触，需要成

员国做出相应调整。美国等西方国家区域治理组织的成立及其发展也都是建立在

相关法律的基础上。在中国，政府具有很大的权力，如果没有相关法律的支持，区

域治理的建立和发展将会遭遇众多障碍。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分析了与空间自组织相适应的区域自主协调机制———区域治理的概

念，对国外区域治理的模式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区域治理

的参与者，区域治理的权威、运行和模式。最后，对中国的区域治理问题进行了

讨论。

思考题

１．为什么要研究区域治理问题？

２．比较城市治理和区域治理这两个概念。

３．区域治理组织建立的途径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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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你认为在中国，区域治理权威难以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５．如何加强区域治理权威？请你以地方政府博弈为例说明区域治理权威的加强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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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经济学产生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是认识和解决区域问题的一个重要学科，

其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学是在研究和解决诸多区域或空间经济问题的过

程中不断发展起来的。从西方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其基本理论取得了较

大的进展，不同流派从不同的研究侧重点出发，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形成了不同

的理论体系。然而，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尽管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宏观经济

学的快速发展和计量革命，区域经济学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在主流经济学不断

成熟的同时，区域经济学却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区域经

济的蓬勃发展，区域经济学在中国获得了快速发展，很多区域经济学研究人员为建

立适应中国国情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作了大量工作，相继出版了大量的教材和

研究著作。由于研究者的理论基础、研究角度、专业背景等不同，所提出的学科体

系、理论框架甚至核心概念表述都有很大差异，可谓众说纷纭、百家争鸣。

南开大学是在国内较早开设区域经济学科的高校，有一批优秀的区域经济学

学者，长期坚持区域经济理论研究。１９９７年，我和安虎森教授共同组织了当时南

开大学部分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经过一年多的讨论和研究，于

１９９９年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区域经济学》一书。该书自出版发行以来，受到

的欢迎程度是我们最初所没有预料到的，几乎国内所有的设有区域经济和城市经

济专业的高等学校都把该书作为或者列为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专业必

修课的教材或参考书。大量的读者通过多种方式对该书提出了富有见地的评价。

在编写《区域经济学》一书时，我们归纳和梳理了国内外的很多研究成果，试图

构建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尽管大多数读者都对其给予了充分肯定，但我们

深知，这本书距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在构建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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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

在《区域经济学》出版后，我们将其作为南开大学区域经济学博士生教学的一

本重要教材和博士生研究中的一个“镖靶”，不断进行丰富与完善。在反复的研讨

中我们理清了更多问题，如经济区域是怎样形成的，区位理论和区域形成理论是什

么关系，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什么，等等。博士生的区域经济学课程采取了滚

动开发和双向互动的原则，根据多年的研究积累，我们设置了区位、区域、区域发

展、区域经济微观基础、区域政策和区域治理等专题，每级学生选择相关专题重点

研究，所有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又成为下一届学生进行深化研究的基础。近十年来，

我们坚持采用这一方法进行博士生区域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并将相关的专题作为

博士生论文选题和博士后研究的重点内容，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材料，对国际前沿研

究文献的把握也越来越深入和及时，先后形成了２６篇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

报告。

除了理论教学和科学研究，我们极力提倡学生深入实际经济生活，了解区域经

济的现实需求和困境。面临国内外区域经济领域不断涌现的新的现象和问题，我

们通过调查和讨论，将实际问题不断进行抽象，回到理论层面进行更一般的思考和

研究，从而既保证了我们的研究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依据，也保证了应用经济学源

于实践回到实践的要求。

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这样做，一方面是因为南开大学具有优良的传统和严谨

治学的学风，鲍觉民先生、蔡孝箴先生、季任钧先生、郭鸿懋先生等老一辈南开学人

为我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树立了榜样；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个人的特殊经历，在担

任南开大学教授的同时，我还曾先后兼任天津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天津

市国土与规划管理局常务副局长、天津市滨海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这样的经历使

我能处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的前沿，为结合国情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创造了

极为有利的条件。

２００４年《区域经济学》出版了第二版，虽然我们当时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进

展，但还没有最终形成系统的成果。我们对《区域经济学》一书选择了保留初版体

系特色，对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的做法。在这一年，南开大学“９８５工程”区域

经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获得批准设立。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作为该

基地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使我们得以在已有的研究队伍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南开

大学一些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组建了区域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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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研究团队，将多年研究积累的成果加以系统化。

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区域经济学丛书”就是这个创新团队的最新研究成

果，《区域经济学原理》则是这个研究成果的高度概括。如果说《区域经济学》一书

主要是梳理、归纳并综合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那么，现在这本《区域经济学原理》

则是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基础上的一次大胆

创新，目的就是构建符合中国特色且能与国际接轨的区域经济学基础理论。

和《区域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原理》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和完善：

第一，《区域经济学》一书虽然研究的是空间问题，但却没有对空间属性作出判

断，而《区域经济学原理》提出了均质和非均质空间有机统一的观点，并合理吸收了

区域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这是对《区域经济学》一书

的进一步完善。

第二，《区域经济学》意识到了建立区位理论和区域形成理论之间联系的重要

性，但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区域经济学原理》一书则将从区位到区域的形成

作为理论框架构建的核心，并努力使用规范的经济学语言演绎了从区位到区域的

路径和内在机理。

第三，《区域经济学》对微观基础的研究不足，而《区域经济学原理》则高度重视

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问题，将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组织机理作为重要的研究

内容。

第四，《区域经济学》关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仍沿用了宏观经济增长模型，《区

域经济学原理》则初步构建了具有时空结合特征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型，特别是对区

域经济循环发展规律的研究使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第五，《区域经济学》没有特别地研究区域不平衡问题，而《区域经济学原理》则

对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提出了要素适宜度概念，试图打破

传统区域经济不平衡转向平衡发展的研究范式，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区域协调发

展的思路。

第六，《区域经济学》较为详细地研究了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学原理》则在

《区域经济学》基础上将视角转向了区域治理问题，这是与研究区域经济政策不同

的方式和理念。因而，《区域经济学原理》不是简单替代或者摒弃《区域经济学》一

书的思想和成果，而是在其基础上的一次突破和创新，并与之相辅相成。

《区域经济学原理》一书致力于构建既符合中国国情又能够与国际接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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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框架。毫无疑问，这是一项涉及面广、内容繁多、难度较大的复杂工程，

试图通过一本著作解决这些问题将会面临很多困难。因而，我们采取了丛书的形

式表述整体研究成果。需要说明的是，这套“区域经济学丛书”具有内在的逻辑联

系和相互承接关系。

《区域经济学原理》是这套“区域经济学丛书”的纽带与核心，清晰构建了一个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框架。除带有总论性质的对区域经济分析的逻辑前提和方法论

进行探讨的部分（《区域经济学原理》的第１、２章）外，这个研究框架的具体内容由

五部分有机构成，而这五个部分又可以相对独立地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共同支撑

《区域经济学原理》一书的基本思路和基本观点。

第一部分是区位与区域形成，这部分内容涉及《区域经济学原理》中的第３、４、

５章。高进田博士研究完成的《区位的经济学分析》在反思传统区位理论的基础

上，提出了新的区位观，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区位—区位选择—聚集经济—经济功能

区———经济区域的历史和逻辑的演化机理。

第二部分是区域发展理论，对应于《区域经济学原理》的第６章。王建廷博士

研究完成的《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与动力机制》在经济区域形成的基础上，构建了以

聚集为核心的时空相结合的内生动力模型，揭示了始于要素禀赋的区域经济发展

的一般规律，这跳出了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简单沿袭宏观一般经济增长理论的路径。

第三部分是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理论，对应于《区域经济学原理》的第７章。

金相郁博士研究完成的《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与协调发展》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

不同要素对于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将古典经济学的自然要素

禀赋纳入分析，提出了要素适宜度概念，阐明了由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到区域协调

发展的新路径。

第四部分是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对应于《区域经济学原理》的第８、９

章。金丽国博士研究完成的《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力图从区域微观主体的

空间行为视角来构建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和揭示空间经济演化的微观组织机

理。由于主体经济行为必然会影响到区域经济发展与不平衡问题，所以这部分的

研究也是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研究的一个补充。

第五部分是区域治理，对应于《区域经济学原理》的第１０章。孙兵博士研究完

成的《区域协调组织与区域治理》强调区域内多主体的共同参与和互动，依据区域

内各个主体的利益需求，调动微观区域主体的积极性，进行区域的有效治理，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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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发展政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值得借鉴的思路。

在这套“区域经济学丛书”中，《区域经济学原理》着重对区域经济学的基本研

究方法和基本观点进行阐述，而对这些基本观点的具体论证和详细分析则是在相

应的支撑性研究专著中展开的。这些支撑性著作也不是割裂的，而是递进和相互

论证的。《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与动力机制》是在《区位的经济学分析》揭示了经济区

域形成机理的基础上展开的；如果说《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与动力机制》体现了单区

域的经济发展规律，那么《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与协调发展》则是多区域经济发展

所呈现的一种经济形态；《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又为区域经济发展与不平

衡发展问题提供了微观基础；由于区域主体的完全市场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会出现

空间失灵，宏观上需要一种区域协调机制来加以解决，《区域协调组织与区域治理》

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这套“区域经济学丛书”在逻辑上环环相扣，

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一个区域经济学的分析体系。

《区域经济学原理》及相关支撑性研究著作的完成，整个研究历程近十年，南开

大学经济学院和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表示感谢。

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的刘秉镰教授、江曼琦教授、吴浙副教授、黄

楠副教授、李玉峰副教授等对本套“区域经济学丛书”都提出了积极建议和支持，在

此表示感谢。特别感谢南开大学“９８５工程”区域经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给予的支持和资助。

２００７年５月，南开大学组织召开了《区域经济学原理》研讨会，会议邀请了国

内部分著名的区域经济学专家和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陈栋生研究

员、中国人民大学陈秀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魏后凯研究员、河南大学李小建教

授、南开大学蔡孝箴教授和郭鸿懋教授、兰州大学高新才教授、清华大学殷存毅教

授、华中科技大学马彦琳教授等参加了研讨会，并对书稿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评

价，这对书稿的进一步完善至关重要。

南开大学城市与区域经济研究所１９９７级以来的博士生倪鹏飞、刘学成、张屹

东、高炽海、金相郁、舒东、王恩东、王家庭、李文斌、姜国杰、韩铁林、白玫、姜巍、蒋

荣健、殷存毅、张帆、张凤和、王安栋、孙雷、吕昌源、高进田、孙兵、赵金涛、高雪莲、

马白玉、邹治平、张洁、孟明、黄凌翔、王建廷、王志锋、杨树海、纪益员、胡军、路永

忠、刘宏、潘文达、刘惠敏、郑立波、李兰冰、尹玉梅、金丽国、刘勇、刘维林、林泉、左

惠、曹允春、蒋笑梅、李占通、王淑莉、张合林、张坤、徐志强、肖绮芳、张鹏、芦岩、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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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辉、过晓颖、张换兆、孙强、许建生等和博士后靖学青、马彦琳、施琳、张勇、邢海峰

等对本书的框架形成与写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如果说这套以《区域经济学原理》

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学丛书”取得了一些成绩，得到了很多专家的肯定，那么这个成

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很多学界同仁、我的同事、学生都为此付出了辛勤劳动。

感谢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的何元龙先生和责任编辑李娜、钱敏、麻俊

生、林芸、王炜和谷雨，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才保证了本丛书快速面世。由于该套

“区域经济学丛书”所构建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内容有一定深度和难度，并具有尝试

性，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也仅是一个阶段性成果，还有待在教学和实践中接受进一

步检验。虽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水平和能力所限，难免存在这样或者那样

的不足，甚至是错误，我们对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负责，希望读者和学界同仁斧正。

我们也希望本套丛书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吸引更多的学者研究这一领域的

问题，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并与国际接轨的区域经济学研究体系和理论成果。

尤其要感谢的是，在区域经济学界德高望重的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

院院士陆大道教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

学部委员陈栋生研究员，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会长、北京大学的杨开忠教授和中国城

市经济学会顾问、南开大学的蔡孝箴教授为本套“区域经济学丛书”撰写了书序，并

在书稿的完成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是对我们的极大鼓舞和鞭策，我们

将不负众望，在此研究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和完善，为我国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作出

应有的贡献。

郝寿义

２００７年８月于南开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