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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经济学分析经济体系的空间组织，还要解释其在空间上的不均匀分布现象。
根植于其间的传统研究可追溯到杜能（1982）、龙哈德（1885）、韦伯（1909）、克里斯泰勒（1933）
和廖什（1940）。
所有这些贡献突出的德国先驱们都考虑了全国性的空间或所有经济活动的空间，这与现代城市经济学
完全不同，他们还分析了经济活动发生的处所。
这就带来了相关的问题，如：商品或人口的流动是有成本的，而且生产是典型地遵循某种递增收益的
方式进行的。
不过，区域经济学的创始人重点研究了经济活动发生处所的不同方面。
比如：杜能强调农民对地点选择的决策；韦伯分析的是制造型厂商的最佳地点选择和厂房的最佳规模
；克里斯泰勒不仅力图解释城市的地理选址，还研究通过区域经济学城市所实施的不同功能对它们进
行区分。
　　西方区域经济学脱胎于区位理论，它是在区位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西方区域经济学已从传统的以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为主要对象的区位理论，
逐渐演变为宏观区域决策提供理论依据的完整科学体系。
尽管国外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内容繁多，但在三个主要领域的研究，为经济理论的建立与分析作出了真
正的贡献。
这三个主要的研究领域为：区位分析、区　　域经济模型和空间相互作用分析、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
经济政策分析。
　　区位问题历来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
区位分析主要集中在厂商区位、居住区位和公共设施区位及其空间均衡分析方面。
建立区域经济模型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研究方法。
在众多区域经济模型中，最常用的是列昂惕夫所建立的投入产出分析模型。
目前运用比较多的是多区域经济模型，因为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在多区域经济模型中才能得到
很好的解释。
区域发展以及政策问题分析，大都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累积因果理论和依附理论的基础之上
。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视区域为一种聚集体，强调制造业部门及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累积因果理论把
区域政策引向增长中心，强调各种基础设施、交通、信息以及教育的作用；依附理论主张分权化，强
调区域的自主权和向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
较为完整的区域经济政策包括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大量引进和吸收国外区域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如增长极理论、点轴
网络理论、区域发展阶段理论、地域综合体理论、区域经济动力学理论、区域经济增长模型、区域投
入产出分析方法等，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实践活动展开了区域经济研究。
总体上看，我国区域经济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问题（东西部差异、西部开发、东北老工业基
地改造与振兴、资源型城市转型等）、区域城市化、区际分工与经济圈（包括区际间分工、大区域的
划分、都市经济圈等）、产业集群等。
不难发现，观研究，而我国侧重于宏观研究；发达国家强调公平原则，而我国强调加快经济发展问题
，也就是效率优先原则。
这种研究重点的不同，可能源于学科发展的历史不同，但更重要的是源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发达
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因而更多注重公平问题；而我国则迈人工业化的门槛，因而更多注重加快
工业化进程的问题。
　　然而，这种研究重心的不同并不能掩盖我国在区域经济研究中存在问题和不成熟。
比如：迄今为止还没有建立起适合于我国国情的比较完善的区域经济学理论；缺乏有关具体区域单位
（厂商、居民等）在区域发展中的微观行为主体的深入研究；政策性研究缺乏理论依据，带有很大的
主观随意性；定量和经济计量方法的应用还很薄弱⋯⋯当然，换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状况恰恰表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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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学亟待发展。
事实上，区域经济学是目前我国经济学门类中发展最为迅速的新型应用经济学科之一。
浩瀚而深邃的区域经济领域为那些有志于区域经济研究的学子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而眼下的这本书
只是为你铺设了第一级台阶，但愿“劳谦君子有终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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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21世纪高等教育标准教材，是一部关于区域经济学的教材，内容涉及城市与区域、城市增
长与区域空间结构、地域分工、要素流动与城一区经济联系、区域产业的整体性成长与转移、城市域
际产业链网络与区域发展等，适合高校经济类专业学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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