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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6_8C_E5_9F_8E_E5_c67_294755.htm 区域区域通常是指特

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可以泛指大到整个地球，小到县、乡、

村、或者一个工厂、一个学校、甚至一个空间、一个办公室

，区域无处不在。作为区域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域，是指拥

有多种类型的资源、可以进行多种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社会经

济活动的一片相对较大的空间范围。这样的区域小至县、乡

、村，大到省和国家，以及由若干国家共同开发的某些跨国

界的区域，比如亚太地区、东北亚、南极、太平洋等等。 一

般而言，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区域主要包括三大类：全国国土

，一国范围内特定的区域，以及跨国界的特定区域。区域经

济学区域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狭义的区域经济学：是

研究区域经济学发展和区域关系的科学。它要回答一个区域

是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各个地区以及主要城市

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应该处于什么样

的地位，承担什么样的功能；应该与其他地区建立什么样的

技术经济关系，如何建立这样的联系。这是区域经济学必须

回答的问题，是研究任何区域经济发展起码要解决的问题，

也是别的学科不能替代的研究区域。 广义的区域经济学：是

研究区域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在现实的区域经济发展

中，仅仅研究上述问题还远远不够。区域经济学具有很强的

综合性，他不同于其它以单一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

，比如财政学、货币银行学、产业经济学等等。区域经济学

是以特定的空间为研究对象的，而所有的经济现象都会在这



一空间发挥作用，区域经济学必须研究在各种经济现象的交

互作用下，区域经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整体的一般发展规律

。因此，研究区域经济学需要熟悉其他相关的经济学知识，

研究它们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作用方式和作用特征。

同时，区域经济学是以一定的地理空间为研究对象的，因此

，研究区域经济学必须要熟悉地理学。实际上，区域经济学

是地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产物，它是研究各种经济现象在

地理空间上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区域开发区域开发是人类

开发利用各种资源、谋求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过

程。是指一定的开发主体对特定区域的自然、经济、技术、

文化、社会等各资源进行综合利用，在保持区域资源、环境

、经济、社会和谐统一的前提下，求得最大的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区域开发与区域规划之不同第一，区域规划是人类

对特定区域未来时期发展的预想与设想，规划可能最终得到

实现，也可能半途而废；区域开发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

行为，他起步于规划，但不限于规划，它是由规划到实施的

全过程。第二，主体不同，区域规划的主体只能是政府，而

区域开发的主体包括政府和企业两大类。其中政府是第一主

体，因为政府几乎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所有的区域开发过程，

并且以区域发展的整体利益、长期利益作为最终目标；企业

之所以是区域开发的主体，是因为企业发展的过程客观上是

区域资源开发利用的过程，但是，由于企业所追逐的不是区

域利益，而是企业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且企业的开发行为

是在接受政府的指导和调控下进行的，因而企业只能是区域

开发的第二主体，但它仍然是相对独立的主体，特别是在市

场条件下，大型企业集团作为区域开发主体的地位日益突出



。区域开发的对象是一切可利用的区域资源。开发的原意是

指通过垦殖、开采等方法来充分利用荒地和自然资源，因此

人们通常理解的开发是自然资源的开发。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可以利用的资源已经远远超出自然资源的范围，经济资

源、社会资源以及技术、文化等等的资源，都对区域经济发

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

高，后者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越来越大。因此，现在所

指的资源开发意思是对各项资源的综合开发。现代区域经济

学的主要流派目前，区域经济学形成了三大流派：新经济地

理学派、新制度学派和区域管理学派。新经济地理学派以克

鲁格曼、藤田等学者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形成于20世纪90年

代，新经济地理学派的宗旨是将经济地理学，即区域经济学

带进主流经济学的殿堂。正是从这里出发，其分析区域问题

的模型框架基本上是经济学的，其理论的基石建立在三个命

题之上：其一是收益递增。由于生产规模的夸大带来产出的

增加，从而带来生产成本的下降，各国或区域间通过发展专

业化和贸易，提高其收益；集中是经济规模的反映，地理上

的集中形成大型的聚集地区，其规模优势远远大于某一个部

门或产业的集中优势，从而为地区获得竞争优势创造了前提

。其二是不完全竞争模型。由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创立的

不完全竞争模型，被克鲁格曼引入到区域经济的分析当中，

例如，由于不完全竞争的存在，当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发展起

来之后形成工业地区，而另一个地区则仍处于农业地区，两

者的角色将被固定下来，各自的优势被"锁定"，从而形成中

心区与外围区的关系。其三是运输成本。假设以保罗萨缪尔

森引入的"冰山"理论的形式存在，即假设只有制成品有运输



成本，任何制成品的价值在运输中都有一部分丢失了，而不

是设计一个单独的运输业的存在。由这三个基石，设计出区

域经济的"中心一外围模型"。这个模型是新经济地理学派对

区域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新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或者是"区

域制度"学派，其研究的中心是将制度要素引入到区域分析当

中，研究政府及其体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并通过制定相应

的区域政策，协调区域发展。所以，新制度学派的中心是研

究区域政策问题。区域管理学派区域管理学派是区域经济融

入管理学的内容后形成的新的学派，对于区域经济学从理论

到应用起着一个桥梁的作用。区域管理起源于人们对20世

纪50－60年代区域发展和区域问题的认识，由于落后地区和

发达地区的对立，人口大量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地区，而发

达地区的产业部门却很难向落后地区转移，产业结构受到阻

碍，要解决这一问题，人们认识到，仅有政策和规划是不够

的，还必须借助管理学的方式，把地域作为对象进行管理。

如日本的国土开发、美国的区域再开发等，都是著名的范例

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区域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的增长是同质

的，所以其增长的体制从总体上看是一致的，大致包括两个

方面：其一是需求的拉动，包括区内的需求和区外对本区产

品和劳务的需求，由需求来拉动生产；其二是供给的驱动原

材料、资本、技术、劳动的供给，必然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发

展，并形成新的需求。区域经济增长理论从理论上看，概括

起来，可分为两类；均衡增长与非均衡增长。均衡增长理论

均衡增长的命题是：由于不发达地区存在着生产与消费的低

水平的均衡状态，这些地区的经济要增长，就必须打破这种

均衡状态，使整个区域的经济同时得到增长。这个理论命题



适用于落后地区经济增长的描述和开发。 均衡增长理论实际

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低水平均衡的描述，第二部

分是打破低水平均衡战略的理论设计。非均衡增长理论非均

衡增长与均衡增长的现实基础一样，都是不发达地区的低水

平均衡现象，但主张打破这种均衡的方法和路径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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