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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南开大学“985工程”区域经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研究的核心成果，是“当代
区域经济高级研究教程”中的一本。
全书共分10章，融合、借鉴经济学、新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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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区域经济研究的逻辑起点，从要素与要素禀赋出发，通过分析要素禀赋与经济
空间、区位、区位选择与聚集经济、聚集经济与经济功能区、经济区域、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的
不平衡发展、区域主体与空间经济自组织、地方政府与空间经济自组织、区域协调组织与区域治理等
问题，构建了区位理论与区域理论相统一的经济区域形成理论，以及以此为核心的经济区域经济发展
理论、区域主体与主体行为理论和区域治理理论。
　　本书回答了目前区域经济学理论方面存在的几大关键问题：区域经济分析的逻辑前提问题，区域
经济学的核心概念问题，区位理论与区域理论的关系问题，区域经济发展理论问题，区域经济主体问
题和区域治理问题。
并且本书以区域经济主体的区位选择理论作为区域经济学的基础和逻辑起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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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了区域经济学研究长期以来从问题到对策的研
究范式，为区域经济学找到了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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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析路径的特征与局限1.4　经济空间——均质与非均质的有机统本章小结思考题参考文献第2章　
要素禀赋与经济空间2.1　斯密的要素禀赋观2.2　要素和要素禀赋2.3　要素禀赋与空间分析本章小结
思考题参考文献第3章　区位3.1　区位与区位理论3.2　基于要素禀赋的区位内涵和特征3.3　要素禀赋
与区位变迁3.4　区位差异与区位主体偏好本章小结思考题参考文献第4章　区位选择与聚集经济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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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第5章　聚集经济、经济功能区与经济区域形成5.1　经济功能区5.2　要素禀赋、聚集与经济功能
区5.3　经济区域形成5.4　经济功能区裂变与经济区域空间结构演进5.5　经济区域特征及其边界本章
小结思考题参考文献第6章　区域经济发展6.1　区域经济发展的内涵与本质6.2　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
与动力机制6.3　区域经济发展模型⋯⋯第7章　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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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章　
区域协调组织与区域治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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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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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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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功能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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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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