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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教育标准教材:区域经济学(第2版)》从城市与区域互动关系这一视角入手来进行布局谋篇
。
第一篇讨论区域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企业的区位选择行为；第二篇讨论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结
构；第三篇研究的是区域经济增长、地域分异与空间均衡方面的问题；第四篇从区域经济关系入手，
研究城市竞争与区域合作；第五篇主要聚焦于区域经济的空间组织与区域政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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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三节 市场潜能、经济集聚与地区差距 收入差距问题一直是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
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焦点，同样也是各国政策制定者普遍关注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经济改革以来的30年间，中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
但是，这一快速的整体经济增长并没有实现地区间均衡的经济发展，中国空间二元性的发展格局依然
存在，并且还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
考虑到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必然会对我国整体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许多学者基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从要素禀赋、经济结构、政策因素和技术水
平差距等方面对我国地区差距的产生机制给予了解释，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但是，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微观基础是建立在完全竞争和规楔报酬不变的假定之上，从而必然推导
出在不考虑自然资源的空间差异的条件下，经济活动将沿空间均匀分布的结论。
这一先天缺陷使得许多研究并没有找到经济活动集聚和地区收入差距的真正影响机制，从而促便我们
尝试寻找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来思考中国地区差距持续扩大印原因。
 20世纪90年代初，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者以新贸易理论的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假设为基
础，同时吸纳了传统区域科学的运输成本理论，开创了新经济地理学派。
这一学派试图把传统经济学所忽视的地理因素纳入到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中，研究人口和经济活动的
空间分布规律，解释现实中存在的不同规模和形式生产的空间集聚机制，并通过对这种机制的分析探
讨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因及其过程。
因此，新经济地理学为我们分析经济集聚机制以及地区收入和经济增长差异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
架。
我们认为，地理因素（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因素）是导致中国地区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的深层次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由对外开放所引致的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实施，东部沿海地区凭借自身优越的地
理位置吸引制造业向这一地区集聚，在规模报酬递增和因果累积循环机制的作用下，最终形成了以东
部沿海为中心，西部内陆为外围的制造业中心一外围分布格局。
而中国现阶段正处于工业化起飞和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特殊时期，工业的规模经济程度远远高于农业，
因此非农产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地理集中会显著地影响地区的收入差距。
所以，本节从市场潜能、经济集聚与地区差距之间密切的互动关系出发，为我国地区差距的产生机制
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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