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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经济学正处在吸收主流经济学前沿理论和国内区域经济理论创

新时期，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深化对学科框架的认识，有利于把握两个学科之间

的关系。随着理论模型不断改进，新经济地理学将重新构建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

两个学科呈现融合趋势。中国区域经济学应把理论创新视为学科发展的生命力，

学科建设要重点围绕课程设置和师资优化，逐步缩小同欧美高校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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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区域经济学”诞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跟财政学、土地经济学等学科相比，

算是比较年轻的学科，也晚于区域政策（20 世纪 20 年代）；尽管如此，区域经

济学的理论渊源却可追溯到 19 世纪杜能创立的农业区位论。回顾区域经济学发

展，胡佛在《区域经济学导论》就提出具有影响深远的三个基石，即生产要素的

不完全流动性，生产要素的不完全可分性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不完全流动性。①自

从区域经济学出现以来，围绕区域经济学发展的学术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就是 

“区域经济学是什么”也会成为令人困惑的问题（John R.Meyer,1963）。在中国，

20 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学者们围绕着区域经济学科体系争论不休，区域经济学

研究对象是什么？包括哪些主要内容？等等。②然而，跟城市经济学不同之处是，

区域经济学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的圈子，其中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如，学科理论是从基于国家层面的经济理论延伸而来，学科地位比较尴

尬（Takayama and Judge,1971）。即使是这样，区域经济学作为一门应用性较强

的学科，在区域发展、城市规划、空间治理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重要性

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 

20 世纪 90 年代初，“新经济地理学”出现给区域经济学发展带来了一次难得

                                                        
① 资料来源：胡佛.《区域经济学导论》（王翼龙译），商务印书馆，1990，第 8 页。 
② 有兴趣者，可阅读杨开忠（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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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机遇，区域经济学被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

那么，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看，区域经济学可从中借鉴、吸收哪些方面的理论

或思想？本文将着重从四个方面进行介绍：（1）什么是“区域”；（2）区域经济增

长可否采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3）新经济地理学如何看待区域关系；（4）新

经济地理理论对区域政策的启示。①

对于第一个问题，学者们经常比较区域经济学和地理学对区域的定义，如地

带、地域等概念，却忽视经济理论在空间尺度的适用性问题，比如，经济发展理

论从国家层面扩展到地区层面可能就会出问题，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许多学者用

新经济地理学的工资方程解释地区差异，但当使用城市层面的数据时，就会发现

市场潜能（Market Access）只能部分解释地区工资差异，其它因素也产生显著影

响，如果没有考虑到，就可能遗漏重要的解释变量，导致估计结果有偏。第二个

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则涵盖了区域经济理论的两个核心分支，主要是由经济增长理

论和贸易理论延伸到区域层面，即把“国际”改为“区际”，这个跳跃几乎没有创新，

属苦力活，致命的弱点在于忽视“空间”这一重要因素，致使区域经济学带有“抄

袭”宏观经济理论的嫌疑。相比之下，新经济地理学则把“空间”纳入到主流经济

学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实现理论创新。第四个问题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方面，

也就是说，跟过去根据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得出的区域政策相比，新经济地理理

论又有何新意呢？不可否认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世界银行出版的《世界发展报告

2009》就是深受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启发。 

为了解决国内文献的薄弱环节，本文将立足中国国情特别是国内特殊时代背

景，重点讨论区域经济学如何在新经济地理学的框架之上实现理论创新。论文以

下内容安排将围绕上述四个问题依次展开，最后一部分是联系中国区域经济学发

展的现状，扼要分析当前国内学科发展遇到的困境，并展望学科发展。 

二、区域的定义 

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区域的概念一直争议不休，并延伸出一系列相关的概

念，地带、行政区、经济区等名词。有学者认为，区域就是地表空间的一个差异

化的部分（D.Whittlesey, in James and Jones 1954），事实上，不存在能够对所有

现象都普遍适用并有效的区域划分（Hartshome，1939）。Losch(1938)曾精辟地论

                                                        
① 其中，第一、第三个问题参考了Kristian Behrens and Jacques-François Thisse(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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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到，如果在广义上，区域是用于描述任何属于同一个区域的两个地方至少在某

些方面具有相同的属性。Grigg（1965）把任何特定的区域系统认为一种看待世

界的方式，区域划分和归并是基于一套规则体系而做出的。在实践上，功能区域

也经常被社会所用。由于区域包括了许多地理单元，划分区域的关键是，设定一

条既能够表示区域之间的关系，又能刻画区域内相同关系的准则，这条准则至少

要符合三个基本要求，反身性、对称性和传递性（Halmos,1965）。根据按照划分

准则，两个不同地方如归属同一区域，那么就有相同的性质；反之，如果两个不

同地方归属于不同的区域，则有不同的属性。 

三、区域经济增长可否采用新经济地理框架 

     在区域经济学教科书中，区域经济增长占据重要的位置，是学科体系的核

心内容，比如，哈维·阿姆斯特朗和吉姆·泰勒的《区域经济学与区域政策》就用

了两章的篇幅介绍区域经济增长相关内容。一系列的文献表明，增长理论的发展

有利于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研究，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

在不同阶段丰富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教学内容，然而，这些理论却忽视了“空间”

的存在，从而无法解释集聚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集聚可被视为经济增长的

“空间代名词”（Fujita and Thiees，2002)。新经济地理学者通过修正一些苛刻的

假设条件，不断完善和拓展经典的中心-外围模型（简称 CP 模型），从而开拓集

聚与增长的相关研究。Martin, P and C.A.Roger(1995)修正了 CP 模型的一些假设

条件，假定资本可跨地区流动而劳动力不能流动，跟 CP 模型不同的是，自由资

本模型（FC 模型）揭示了成本关联的循环因果关系。Forslid R(1999) 和 

Ottaviano,G.I.P(2001)各自提出自由企业家模型（简称 FE 模型），该模型是在 CP

模型和 FC 模型基础上，考虑了作为固定投入的人力资本或企业家可自由流动，

正由于这样，企业家流动导致其消费支出的转移，需求关联和成本关联的循环因

果关系共同作用。Baldwin,R.E(1999)的资本创造模型（简称 CC 模型）引入资本

创造和资本折旧两个变量，假定要素是不流动的，但是由于资本份额的空间变化

引起支出份额的空间转移，从而影响到区域资本收益率，由于这种作用存在相互

作用，产生了需求关联的累积因果关系。Martin,P and Ottaviano,G.I.P(1999)和

Baldwin,R.,P , Martin,P and Ottaviano,G.I.P(2001)分别将内生增长引入到新经济地

理学，他们假定长期经济增长率是内生的，由于资本存量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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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新资本形成的成本，这种影响存在空间差异。 

可见，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和发展，内生增长理论思想不断渗透，区域

经济增长理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跟过去的理论相比，现在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可建立在规模报酬递增的基础上，解释为什么要素资源不占优的地区能出现快速

经济增长，而要素资源很丰富的地区却没有进入经济高速增长的轨道，当然它的

“功效”不仅限于这些，还包括技术溢出等方面。无论是在理论还是经验研究上，

FE、FC、CC 等新经济地理学的增长模型可被吸收到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之中，并

作为分析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框架。 

三、新经济地里学如何看待区域关系 

区域关系是区域经济学科体系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区际要素流动、区际贸

易等方面内容。由于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思想源于贸易理论，各种理论模型几乎

都建立在两区域或多区域的基础上进行拓展。要素跨地区流动已经是区域关系问

题，由于冰山成本的存在，使得区域一体化成为新经济地理理论的重要内容，例

如，研究国家内部区域经济格局变化的框架经常应用了 Krugman and Livas 

(1996)，他们拓展了 CP 模型，建立了一个两国三地区框架解释贸易自由化对墨

西哥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影响。此外，产品跨国家（地区）贸易也是新经济地理

理论研究的重点，贸易一体化和产业组织形式改变经济空间分布，如Krugman and 

Venables(1995)考虑了中间产品投入，在没有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情况下，产业

部门之间关联效应也会产生经济活动集聚的过程。 

另一方面，新经济地里理论也关心地区竞争问题，中心和外围地区由于经济

活动集聚所获得收益不同，导致两类地区之间围绕企业区位选址而展开税收竞争

（Anderson and Forslid,2003; Baldwin and Krugman,2004 等）。①此外，新经济地

理模型非常重视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把两区域假设条件扩展到多区域，并考虑

更多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比如Behrens et al(2007,2009)就是发展了一个企业区

位内生的多区域模型，并可进行经验研究。 

四、新经济地理学对区域政策的启示 

Ottaviano,G.I.P（2003）认为，新经济地理模型能够得出丰富的政策含义，

对世界各国政府制定区域政策也有深刻的启发。这些政策含义主要是：（1）区域

                                                        
① 如果感兴趣，可阅读安虎森和李锦（2009）所做的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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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效应（Regional side-effects）。非区域政策会带来区域负面效应，政策的实施

将影响到市场扩张和市场拥挤效应之间的平衡，从而改变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比

如，实施竞争政策将强化市场拥挤效应，并超过对市场扩张的影响，因而导致经

济活动空间分布更加平衡。（2）贸易相互作用效应（Trade interaction effects）。

随着一体化水平提高，贸易成本下降，企业区位选址的灵活度增强，各地区往往

采取税收、财政补贴、改善基础设施等政策来吸引企业，容易产生中心-外围地

区之间围绕着这些政策工具展开激烈的竞争。（3）门槛效应（Threshold effects）。

政策干预将影响到企业布局，但是在一定程度以内，这种影响很难改变企业区位，

只有当干预持续加强并超过临界水平时，企业区位便立即发生改变。（4）锁定效

应（Lock-in effects）。政策干预对企业区位产生永久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像

企业固定投资的沉没成本，而是一种循环累积作用。（5）选择效应（Selection 

effects）。也就是说，当实施刺激导向政策时，少数企业被吸引过来，但由于集

聚租出现增长，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跟着过来，甚至出现整个集群发生迁移。（６）

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s）。企业之间区位选址存在跟进现象，当一个企业

在某地布局时，其它相关的企业也争着到此布局，这种自我强化作用会出现集聚

现象。 

五、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的困境与展望 

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伴随着实践需要不断向前迈进，学科体系日趋完善，学

科点全面铺开，学科建设取得明显进步。同时，中国区域经济问题在体制转型过

程中不断出现，也给区域经济理论创新提供绝好的机会，但由于中国区域经济发

展的特殊性，纯粹利用国外的区域经济理论很难较好解释国内的区域经济问题。

另外，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生招生规模快速增长，带来一些令人担忧的

问题。对此，从学科建设角度看，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 

第一，理论创新仍显不足。中国现阶段的区域经济问题呈现出复杂化、多样

化和动态化的特点，区域经济学者如果不能长期对实际问题进行持续跟踪和调

研，是很难客观、全面和深入把握问题背后的根源，也就难以抓住理论创新的机

会。另一方面，中国区域经济学很长时间停留在引入和融合其它经济学学科的理

论来充实本学科理论框架阶段，却忽视了学科自身核心理论体系构建，比如，区

域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否可以建立在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基础之上，这个问题至今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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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反而，两个学科分异问题更加备受关注（高丽娜、蒋伏

心，2010）。 

第二，课程体系亟需升级。中国区域经济学的课程体系明显滞后于欧美高校，

现有的课程体系适合本科生层面教学，研究生水平专业教材和师资力量相对薄

弱，许多高校不具备开设研究生课程的基础条件。同时，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空

间计量经济学、空间分析等学科取得较快发展，很多专业授课教师开始感受到知

识结构更新的压力，有些研究生在跟踪前沿文献过程中也感到相当吃力。而且，

高校之间对区域经济学课程体系认识存在一些分歧，设置课程时要么过于庞杂，

涵盖区域、土地、城市、房地产等多个方面，相反，有些院校课程设置却显得十

分单薄，只是开设 1-2 专业课，其余基本是经济学或管理学的课程。 

第三，“洋为中用”受到质疑。尽管国内很多学者致力于跟踪国际区域经济学

的理论前沿，但经常照搬国外理论模型和经验研究方法，套用中国数据得出一些

令人很难信服的结论，也能发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等核心经济学刊物

上。这种做法现阶段还是比较流行，有可能误导在校的研究生和年轻学者。 

第四，轻视经济地理学教学。以往，经济地理学（包括经济地理学、中国经

济地理学、世界经济地理学、产业布局学等）都被纳入到区域经济学课程体系，

但在现阶段，很多高校却把经济地理学从区域经济学研究生培养计划中剔除了，

致使许多硕士生、博士生既熟悉中国区域经济实际情况，又不关心区域政策变化，

专业知识结构不完整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本文只是对区域经济学发展提出自己的一些粗浅认识，结合国内外学科发展

趋势，今后几年，中国区域经济学发展有可能在以下方面实现突破：（1）学科体

系更加完善，初级、中级和高级系列专业教材将进入课堂，国外专业课程体系有

望引入，特别是国外高级区域经济学教材会越来越多被介绍进入国内，新经济地

理学和空间计量经济学将逐步成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生必修的中、高级课程。（2）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国内区域经济问题将是国际区域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

中外学术交流日趋频繁，越来越多的区域经济方面学术成果走出国门。（3）专业

特色化发展是高校学科建设的方向，不同高校将围绕本校实际情况设置具有特殊

优势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向，社科院系统的学科发展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4）

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等相关学科之间将出现相互借鉴和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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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学科界限变得模糊，“经济地理学”有望实现复兴，新经济地理学将被引入

区域经济学科体系之中，从而根本改变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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