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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新经济地理学，长期的稳定均衡是由一组非线性方程组给出的，而这组方程的解却难以用解析式表
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很多结论必须通过数值模拟，这些大大限制了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在区域
经济分析中的作用。
尽管我国的国情与发达国家不同，国内的有些学者也对西方经济理论持怀疑态度，但我们认为吸收新
经济地理学中的合理的部分，“洋为中用”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我们编写《新经济地理学原理》一书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向国内读者，尤其是向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
学者介绍新经济地理学的核心思想和基本模型以及在经济政策分析中的应用，使国内学者进一步开阔
研究视角，利用新的工具来解释我国区域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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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长期，可以从两个角度判断区域均衡的稳定性问题。
一是从区域经济活动均匀分布状态出发，判断这种均匀分布是否稳定。
也就是说，研究经济系统中存在着正反馈机制还是负反馈机制，不同的机制决定了均匀分布状态在受
到非对称冲击后不同的变化方向。
如果存在负反馈，那么均衡就是稳定的，这时偏离均衡的冲击在负反馈机制的作用下，经济系统将自
动回复到原来的均衡状态；如果存在正反馈，那么均匀分布的均衡就是不稳定的，在正反馈机制作用
下，将导致区域分异，也就是流动要素向一个区域聚集。
另一个角度是从区域分异的极端状态出发，也就是假设所有的工业活动都集中在一个区域，看看在什
么情况下经济活动会从这种极端聚集状态走向均匀分布，而在什么情况下这种聚集状态会得以持续。
1.均匀分布的稳定性假设两区域的工业劳动力处于初始的均匀分布状态，对式（2.45）一（2.54）的方
程组采用数值解法，研究两区域工业劳动力的实际工资比率是如何随工业劳动力在区域间的分布状况
而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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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区域性经济问题，例如，如
何协调区际发展差距、如何协调城乡经济、如何加快城市化、如何解决农村问题，等等。
面对这些复杂的区域经济问题，我国“十一五”规划时期提出了“协调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
战略，试图破解我国区域经济严重不协调问题。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实体经济出现了出口下降、就业困难、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尤
其主要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东南沿海不同省份的实体经济正经历重新洗牌的过程，这些将影响我国区
域经济总体格局。
不同于传统的新古典的“平滑经济”，区域经济最大的特征就是“块状经济”，正因为这种“块状”
特性，区域经济常表现为非连续性和突发性特征。
目前区域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仍是新古典，而新古典的单调连续性特征，在许多情况下无法解释区
域经济现象。
如果把空间纳人到传统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则我们发现，在区域之间常存在着一种内生的非均衡力，
这种内生的非均衡力与某一区域的市场规模和生产成本直接有关。
也就是说，某一区域市场规模的扩大导致需求的扩大，而需求的扩大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规模
的扩大反过来又降低生产成本的降低，因为此时从外地输入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减少，可以节省大量的
运输成本。
这种内生的非均衡力，使得区域经济具有非连续性特征和突发性特征。
很显然，这种具有非均衡力的经济模型对现实经济的解释，与传统的新古典的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根据新古典理论，可流动生产要素都具有转移趋势，这种趋势使得区际要素供给相对均等化，例如技
能工人愿意转移到那些技能工人相对较少的地区。
这些意味着，在没有包含非均衡力的模型中，人口转移将减少不同地区生产模式之间的差异。
换句话来说，伴随人口转移和市场开放度的提高，区际初始的非均衡逐渐走向区际的均衡。
与这种积极的结论相反，包含非均衡力的模型揭示，要素流动性和市场开放度的提高，进一步加剧初
始的差异，这种差异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缩小。
尽管这种结论看起来是消极的，然而现实就是这样，我国东西部的差距和城乡差距在不断扩大，国际
金融危机也将促使我国区域经济总体格局发生变化。
我们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工具。
由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建立起来的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
律，解释空间集聚现象的原因与形成机制，探讨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经济发展过程。
经过近20年的发展，新经济地理学日趋成熟与完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经济地理学原理>>

编辑推荐

《新经济地理学原理(第2版)》：传统空间经济学固有缺陷的刨析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的完整阐析新
经济地理学经典模型及其均衡机制的解析经济活动空间非均衡分布机制及路径分析新经济地理学的福
利和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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