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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自然地理复杂。
山地、高原、丘陵比重较高（占国土面积近70％），生态基础脆弱，自然灾害频繁的大国，也是世界
上人口资源、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实践.它不但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重
塑了中国的经济地理。
中国经济地理变迁既影响国内各地区的发展趋势，也会影响世界经济地理变化趋势。
从世界银行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可以看出，与改革开放之初向世界学习、
模仿他国的做法不同，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推荐的学习借鉴样本。
那么本年度的世界银行报告为我们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
有哪些最重要启示？
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如何重塑中国经济地理？
我想作一些简要的介绍和评论。
一、经济集中与生活水平趋同并行不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世界是平的”。
但是实际上从经济地理角度上看，“世界是不平的”。
这是报告的一个核心观点。
正如报告所提到的：世界半数生产活动位于1.5％的陆地区域。
如果以单位面积总产值为海拔高度的话，我们看到的世界经济图景是十多个大都市圈形成的高耸人天
的山峰，星罗棋布的城市组成的高低不一的小山包，由农村地带构成的广阔平原.以及萧条地区形成的
洼地。
经济集中往往会导致人们对地区差距扩大的担心，报告所传递的重要信息就是：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与
和谐性发展可以并行不悖。
相辅相成。
报告研究表明。
随着收入增加，经济密集区和非密集区的生活水平趋同，但趋同之前确定有一个分化过程。
呈现出如下趋势和特点。
首先家庭基本消费领域最早出现趋同现象：其次基本公共服务出现趋同；最后工资和收入出现趋同。
日本就是一个经济集中与生活水平趋同并行不悖的典型案例。
日本三大都市圈集中了全国73.6％的GDP总值.但与此同时也集中了总值68.7％的人口，因此它的人
均GDP仅为全国的1.08倍，除东京外.日本各地区的人均GDP最高与最低比值仅1.8倍。
这种趋同并不是市场机制的“自然结果”，而是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政府在
地区间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日本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
在财政转移支付之前，1989年日本最富地区与最穷地区财政能力之比为6.8：1，财政转移支付之后.这
一比值降为1.56：1。
这也是日本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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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生产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发达省份和富裕国家。
但是，经济活动的集中却导致了不平衡的发展。
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立即给每个地方带来繁荣，市场只青睐某些地区。
但是，即使是生产活动更分散也不会必然地实现繁荣，需要很多经济、政治、政策条件的配合。
    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新构建了关于城市化、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政策辩论框架。
报告分析了发达国家的早期经验，旨在为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政策提供有益的启示。
对于非洲和亚洲那些被陆地包围或者与世界市场分割的最贫穷国家，报告讨论了制度合作、基础设施
共享和特别激励措施的有效政策组合来推动这些国家的区域一体化。
而对于那些发展中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来说，普遍的繁荣不能掩盖一些地区的持久的贫困。
因此，对于这类国家，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战略以推动这些国家国内的一体化和帮助那些最不幸地方的
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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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沿321国道从四川省成都到广东省深圳的旅程，是一段经济发展的旅程。
长途旅行的流动工人离开了家乡。
但是他们帮助家庭摆脱了贫困。
推动中国跨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东移后.他们将收益菲薄的农田留给别人。
而他们，则跨入了“集聚经济”的王国，在那里，他们生产出更高的收益。
深圳对青年工人富于吸引力，深圳的800万居民中，90％属于工作人口。
深圳专门生产电子产品，生产规模极大。
2006年，深圳的出口额超过了印度，成为世界上第四大最繁忙的海港。
自1979年深圳被划为经济特区以来，在集聚、移民和专业化等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借助于其毗邻中国
香港的地理优势，深圳一跃而为中国增长最快的城市。
在印度，这一传奇再次上演。
1990年，斯克里伯鲁布德以拉吉夫，甘地总理的遇难地而闻名。
2006年，甘地总理遗孀索尼亚·甘地在这里目睹了诺基亚第2 000万部手机的诞生。
而年初工厂才刚刚投入生产。
尽管没有深圳令人艳羡的行政地位优势，也没有深圳雄厚的基础设施背景，斯克里伯鲁布德仍在朝着
国内、乃至地区电子产品中心的方向迈进。
关键在于斯克里伯鲁布德靠近钦奈，如同深圳靠近中国香港一样，地理优势是其增长不可或缺的基本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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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遵循经济地理的三大特征推进地理变迁，将使地区获益良
多：城市的增长提高了密度；工人和企业向密度区的迁移缩短了距离；国家模糊其经济边界、进入世
界市场，从而能够发挥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的作用，减少了分割问题。
那些走向繁荣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正是遵循密度、距离和分割这三大特征的地理变迁。
《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的结论认为这些地理变迁至关重要，应当对其予以促进和鼓励。
这一结论并非毫无争议。
当前，贫民窟居民高达十亿，但是移民涌入城市的势头却持续不衰。
全球化给许多人带来了好处，但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偏远地区的十亿人口却被排斥在外。
在其他人生活变得更加富裕、寿命不断延长的同时，那些难以进入世界市场、举步维艰的世界“最底
层十亿”人口却仍然难以摆脱贫困和高死亡率的阴霾。
出于对这些群体的关注，往往导致这样的建议：经济增长必须在空间上确保均衡。
本报告传达了不同的信息，即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不平衡。
在空间上均衡分配经济活动的意图只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但发展仍然可以具有普惠和谐性，因为即使那些远离经济机会的人口也可以因财富的不断集中而受益
。
为实现快速和共享的增长，政府必须促进经济的一体化。
在关于城市化、地区发展和区域一体化的政策辩论中，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应当居于核心地位。
然而恰恰相反，上述这三方面的政策讨论均过于强调从地区出发的干预措施。
《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则为这些政策辩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将公共制度、基础设施以及干预措施
等一体化工具全部都纳入其中。
通过使用这些措施的适当组合，当今发展者可以重新塑造他们的经济地理。
如果措施运用得当，发展者将经历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但仍然可以实现普惠和谐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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