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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经济长期变动机制始终是经济学研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
然而，传统经济理论在面对现实经济时，仍然无法解决两大难题。
一个是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以及与此相随的不平衡发展成为常态问题。
尽管始于20世纪中叶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无论是在其分析能力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都要明显优于新古典
经济增长理论，而成为现代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但是其在解释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根源及其
蕴涵的客观规律方面却仍然难以令人满意。
另一个传统经济理论无法解释，也是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是否具有极限的问题。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自然对经济增长是不设限的，人类完全有能力以自身的知识和技术进步打破各种
自然的限制。
但是，随着20世纪40年代人类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客观上产生了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和环境等区域
性资源尖锐的矛盾，这迫使经济学开始重新审视自然与环境等资源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并将各
种资源的承载能力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而引入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当中。
然而，一个难以规避的问题是，现有主流经济理论与各种承载力理论研究仿佛是两条平行的轨道，互
相映衬却难以机制相连。
各种承载力理论很难融入主流经济理论，其理论结果也仅仅被主流经济学在其研究区域经济长期变动
中作为外生变量而起参考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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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9.2.2 本书的不足　　正如本书开始之初，我们就曾明确表示，要素适宜度研究涉及领域远远超出
本书研究的范畴，而本书仅仅是试图建立要素适宜度区域经济影响机制的一般框架，在这一框架下对
要素适宜度内涵、特征、测度，以及其在区域经济长期变动中的作用机制进行文笔所及之阐述。
、然而即便笔者倾尽所学，本书对要素适宜度的研究也只是开端而已。
作为抛砖引玉之篇，本书必然存在大量不足。
　　首先，揭示要素适宜度区域经济影响机制的模型仍需进一步完善。
空间和时间都是事物存在的形式。
当基于空间视角来研究区域经济长期变动以及区域间协调问题时，我们不能忽略时间维度在区域经济
发展与协调中所起到的作用。
事实上，即便区域间初始要素禀赋相同，并采用相同的发展模式和路径，但是发展时期的不同也会使
得区域间的发展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效果。
从这个角度上说，要素适宜度水平在时间序列上的优化将使得高水平区域具有先入者优势，并且这种
优势可以形成累积扩大效应。
因此，没有纳入时间维度进而有效地探析要素适宜度的演化过程是本书的不足之处。
继续对要素适宜度在区域经济长期变动中的机理进行动态优化研究，是本书未来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其次，区域性要素是具有累积性的，不仅可以从自身的发展中不断得到累积，更可以通过非区域
性要素在区域内经济活动的不断沉淀中得到累积。
正是区域性要素的这种自我以及外生累积性，使得在要素适宜度提高的过程中，区域经济结构表现为
经济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过程。
区域经济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区域经济结构合理化是区域经济结构高级化的前提条件，区域经济结构高级化是区域经济结构合理化
的必然结果。
然而可惜的是，在本书的论述当中，我们却没有对区域性要素禀赋的累积性给予足够的笔墨，而只是
将这种累积作用内生于了模型和理论阐述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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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经济增长机制研究：基于要素适宜度视角的解析》任何区域经济活动必须依附于一个特定
的空间，不能脱离现实的空间维度而单独存在，因而非区域性要素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与区域性要素
交互作用，才能保证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由于不同区域所拥有的区域性要素条件以及区域性要素与非
区域性要素间的适宜度水平不同，不同区域间的经济增长是不同的，区域间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单纯的
区域经济总量的提离，而更应该是区域内容索适宜度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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