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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后凯

西方区域经济学述评ě下

西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西方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研究的侧重点是区域增长的动力机制及其区际

差异间题 产业结构及空间结构一般被置之于其理论框架的之 内 作为影

响区域增长或发展过程的一 个变量 由于各学者研究的角度和所考察的对

象不同
,

因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发展理论
。

概括起来
,

主要有发展 阶段理

论
、

输出基础理论
、

增长 极理论
、

累积因果理论
、

中心一一 外围模式和新

古典棋型
。

一
、

发屁阶段理论 。 一 一 ‘ 二 梦

发展 阶段理论侧重于研究区域发展特别是结构演变的过程 最早进行

这方面的研究并提出具体的理论模式是胡佛 。 。 和费雪 , 加

他们特别强调 先进技术的采用对区域结构变化的影响
,

认为一个区域的发

展通常经历五个发展阶段①

自给 自足经济阶段 这是 区域经挤发展的初始阶段
,

其特征是
,

区

域投资和区际贸易甚少
,

区域产业几乎全为农业
,

区域人 口 绝大部分为农

业人 口
,

经济活动均随农业资源呈均匀分布

乡村工业兴起经济阶段 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
,

乡村工业及其相关

产业开始产生 但乡村工业的原料
、

市场和 劳力仍来源于农业区域
,

其分

布也与农业人 口分布相对应
。

农业生产结构转换阶段 随着区际贸易的扩大
,

区域农业生产开始

由粗放型农业转变为集约型且专业化的园艺 乳酪
、

果蔬等的生产
。

一

工业化阶段 由于人 口的增加和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
,

迫使区域不

得不谋求工业化 工业化阶段一般又分为前后两期
,

即以农
、

林
、

矿产加

工业为主的前期发展阶段
,

和炼钢
、

石油炼制业
、 ‘

金属加工制造业
、

化学

制造业为主的后期发展阶段
。

服务业输出阶段 成熟阶段 这一 阶段以服务业如资本
、

技术和

专业性服务等的输出为主
,

是 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后 阶段

显然
,

胡佛和费雪的发展阶段理论是 区位理论的范围扩展
,

而且它只

是对区域发展过程的状态描述 而没有涉及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原因的解释
。

诺思在评价这一理论时

曾指出
,

胡佛和费雪的
“

发展阶段次序不符合美国的区域发展历 史事实⋯ ⋯ 而且
,

这理论也没能对区域经

济增长和变化的原因提供任何可鉴的意见
’

②
。

由于斯莱特的不发达空间组织阶段论揭示了广大前殖民地 国家区域开发过 程 的一般 规

律
,

从而有助于分析和了解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区域发展的历史过程
,

并从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干

预措施
。

而且由于斯莱特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弗里德曼空间成长阶段理论的不足
,

从 而

丰富和 完善了区域成长阶段的基本内容
。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
,

由于斯莱特所揭示的是特定历

史环境条件下 区域发展的一般规律
,

从而具有较少的普通适应性
,

尤其在新的历史环境条件

下
,

将更难将其用来指导区域开发实践
。

总之
,

上述区域开发的成长阶段理论
,

都从特定的角度揭示了区域开发 过 程 的一般规

律
。

它们各 自都具有一定的可借鉴之处
,

同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
。

因此
,

只要我们从实际出

发
,

吸取各家之长
,

补各家之短
,

就可 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区域成长阶段理论
,

推动我国区

域科学和 区域经济学的发展 , 用 以指导我国区域发展与规划的实践
。

一

作者工作 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 完所
一

冬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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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抽出书翻理论 丈 啥 夕

输出基 础理论最初由诺思在研究美国历史时期的区域经济增长时提 出
,

后经蒂博 特 。 、

泊洛夫
、

罗曼斯 。。 以及博尔顿 等人的发展而逐步完善
。

它的理论基础 是 静 态 比

较分析中的外贸乘数概念
,

其纂本思想是 一 个区域的增长取决于其翰出产业的增长
,

区域外生需求的扩

大是 区 内增长 的主要原动力 因而
,

增加区域的输出基础即区域所有的输出产业和服务
,

将启动一 个乘数

过程
,

其乘数 道等于 区域输出产 业与非输出活动收入或就业量之比

诺思在其著名的论文《 区位理论和 区域经济增长 》中
,

首先提出愉出基础概念
,

他把区域输出基础定

义为
“

一 个区域所 生产的可供愉出的商品的总和
’ ,

其中
‘

可供输出的商品
”

主要是指第二次产 业和第三

次产 业生产 的单项输出商品
。

按照他的观点
,

输出产 业兴办的成功是影响区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区域增

长 或者是 由于相对竞争区域来说其输出品的地位提高了
,

或者是由于开发了新的输 出品
。

因为
,

输出产 业

的发展既决定着区域绝对收入和人均收入的水平
,

也决定着区域将要 发展的地方性产 业的规模和数量 从

这一 观点 出发
,

诺思认为
,

一 个区域
一

只有当
“

它的输出基础如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品和 或 最终生产制成

品组成的
,

那这个区域就实现了工业化
’

③

博尔顿根据诺思的思想
,

提出了一 个关于物出基础理论方面的具体的短期增长模型④

为 二 ·

刁
‘

“ 二 ,

其中 , 为 个人总收入增长率 为外生收入 愉出产业收入 增长率
。

为 内生收入增长率
二

为

外生收入 包括外生需求产业的财产收入和转移支付之和
,

工资
、

薪金及业主收入
。

很如 ,
, , 二 二 二

假如
,

或
二 二

假如
, , 或

。 二 。

博尔顿在研 究了美国

的区域情况后 发现
,

在大多数情况 下
, 。

其原因是
,

地方产 业 如建筑 的投资增长要快于 当地政府

在增加收入或输出替代等方面的支出增长
。

因而 区域总产 出增长率和 内生收入增长率一般都要大于输出

的增长率
。

唯一例外的情况是
,

尔边际支出倾向大于 的条件
,

增加的输出可能被较高的 输入所抵消

那么
,

增加输出并非能较大地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

实际上
,

输出基础理论包含着下述假设前提
,

即所有非输出经济活动 特别是区域的 贸 易 和服务活

动 由输出产 业的扩大或缩小所诱致
。

而且
,

它也没有考虑资源容量和 限制和供给因素的影响 因而
,

在

短期应用时
,

就明确假定存在未利用的资源和剩余容量
。

如果这一假设不成立即存在供给短缺的情况
,

那

么愉出的扩张不是增加总收入
,

而是提高价格或者促使短缺资源从地方产 业转移到输出产业 同时
,

输出

基础理论还具有三 个重要特征 首先
,

它是 凯恩斯收入理论在开放经济中的应用
,

不 同的是
,

输出被 单独

抬到作为影响总需求的唯一 外生变量的关键地泣
,

而其它的可能影响均被考虑为不重要 其次 它把输出

基础看成是同质的
,

因而 忽略了输出需求增长 的区域来源 在愉出基础理论中
,

世界经济仅仅被 划 分 为
“

区域
”

和
“

世界其余部分
”

两个部分
,

这 种高度的简化
,

掩盖 了区域 间的功能联系
,

继而忽视了区域增

长的区际传递过程
。

第三
,

在分析区 域增长时
,

输出基础理论十分重视国家需求类型的变化 它 特 别 强

调
,

为了弄清区域增长过程
,

一 个区域 不能孤立地研究 即是说
,

一个 区域的增长快慢不能在其边界内决

定
,

国家经济 某些情况 下是国际 经济 扩展的速度是决定区域增长率的主要因素

三
、

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最早 由弗朗索瓦
·

佩鲁 。 工 于扣年代提出 其基本思想是
“

增长并

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 它 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 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 然后 通过不同的渠道 向外扩

敌
,

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 ⑤
。

佩奋的增长极概念是通过对经济发展过程的观寮
,

运用归纳推理而得出的一个包含社会系统
、

经济和

地理空间中增长和结构变化的一般性概念
。

佩奋在其早期的工作中曾集中研究了经济空间中增 长 极 的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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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他在共《 多济空间 理论与应用 》一文中
,

把梦济空间定义为
‘

存
一

贪于 纤济元素之间的结构关系 并

分为兰 种类戮 作为计划 内容的经济空间 作为受 力场的经济空间 作为均质整体的经

济空间 其中第二神空间是增长极的出发点
,

它是
“

由若干中心 或极
、

焦点 所组成
。

各种向心力或离

心力则分别指向或背离这些中心
。

每一 中心的吸引力和排斥力都拥有一定的场 它们与其它中心的场相互

交汇 ” ⑥
。

年
,

佩鲁深入研究了鲁尔工业区
,

并在其 年的论文《 增长极概念 》中分析了关于地理

空间的产业增长 按照他的观点 在地理或抽象的空间上
,

那些具有创新能力的增长公 司或厂商构成推进

型产业发展的核心
。

这些推进型企业通过扩大规模来增加销售和与其联系的其它企业的购买
。

这样
,

一 个

推进型企业的出现将 导致一整群企业销售规模的增长
。

年代
,

布代维尔把佩鲁的增长极概念扩展到内容

更为广泛的区域范畴
。

他认为
, ‘ 一 个区域增长极是指区位在一 个城市区

,

并在其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

动进一步发展的一系列推进性产业
’

⑦ 年代 以后
,

弗里德曼 。 、

罗德 温 。 , 。

以及其他学者用
“

集中的分散化
’

思想 进一步阐述了这一 理论
。

总的说来
,

增长极理论建立在以 下三 个基

本概念之上
。

支配效应
。

佩鲁认为
,

现实经济中经挤因素的作用是在一种非均衡条件下进行的
,

无论是大的经济

里 元之 间还是小的经济单元 之 间
,

由于相互间的不均等影响而产生 了一 种不对称的关系 一 些经济单元处

于支配地位
,

而 月一 些经济单元则处于被支配地位 佩鲁把这种
“

一 个单元对另一个 单元施加的不可逆或

部分不可逆影响
’

称为
“

支配效应
’

⑧
。

具有创新性的产业活动往往发生于大的经济
一

单元之中
,

它们能通

过其规模
、

谈判力及其运营性质等特征而对其它经济雄元产生支配影响
,

因而这种经济单元就成为支配性

单元
。

这样
,

由于熊彼特式的创新企业的存在
,

将产生一大批
“

群集的迫随者
’ ,

即追随
、

模仿创新企业

而出现的一 批企业

乘数效应
。

即各企业间存在着垂直的和水平的联系
。

一般可分为三 类 前向
、

后 向及旁侧联系 由

于这 种联系的存在
,

一 个部门的发展能够通过列 昂惕夫投入产 出关联而对其 它经济部 门产生乘数效应
。

而

这 种联系又可根据其力量和重要性来考虑 联系的力量是指推进型企业或企业群的建立而促使其它相关企

业建立的可能性
。

联系的重要性是指这些企业或企业群的建立通过地 区乘数效应所导致的就业或生产的增

长
。

用公式表示就是

, 二 兄
,

其中 为产业 所产生的总就业 为产业 所产生的
‘

直接的
”

忘 业 为部 门 对部 门 的 需 求

产生的
‘

间接的
”

就业 为产业 对最终需求部 门 的最终需求影响产 牛的
“

诱导的
”

就业
。

极花与扩散效应 或溢 出效应
。

一方面
,

推进型产业的迅速增长
,

将引起其它经济活动不断趋向

增长极
。

这种经济上的极化不可避免地导致地理上的极化
,

从而产 生各种 聚集经济
。

丽聚集经济又将进一

步增强极的极化效应
,

从而加速其增长速度和扩大其吸引范围
。

另一方面
,

增长极的推动力将 通 过 一 系

列联动机制而不断向周 围地区发散
,

这些发散最终将以收入增加的形式对周 围地 区产生较大的地区乘数作

用
。

限化效应 与扩散效应均随距离而衰减 如扩散效应 可用 以下公亥来 度长

, 二 。 一 ,

其中
,

为离极 远的扩散强度 , 。

为极的扩散强度 为距离衰减系数 为距离
。

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综合影响就是溢 出效应
。

如果极化强于扩散
,

净监 出效应 为负值
,

这对落后地

区 或腹地 不利 反之则为正值
,

对落后地区 或腹地 有利
。

四
、

聚积因果理论 , ,

区域粱积 因果理论是在缪尔达尔 的婿环与累积 国果原理的基础 上
,

经卡尔 多 刻
。

狄克逊 。 几 和瑟尔沃 尔 五 下 等人提出具体的理 论模式而形成 缪尔达尔认为 , ‘ 市场

的力量通常倾向于增加
,

而不是减少区际 不平等
’

⑨ 按照他的观点 由于聚集经济的存在 繁荣区够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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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市场的作用而持续
、

累积地加速增长
,

并同时产生扩散效应 和反吸效应 ,

五 。 。

前者对落后区域有利
,

而后者则对落后 区域不利
。

由于前者远小于后者
,

经这一不均衡

的互动过程
,

繁荣 区域愈繁荣 落后 区域愈衰落

卡尔多继承了缪尔达尔的基本思想
,

强调 聚集经济
、

报酬递增
、

要素的迁入等产 生的利益的循环累积
,

即强调 反吸效应对区域增长的影响
,

并把这些影响因素整合在他的相对效率工资概念 货币工资与生产率

指标之比 之中　
‘

他认为
,

相对效率工资决定 反域在全国市场所 占的比 重
,

其值越低
,

区域产 出增长率越

高
。

由于国 内区域的货币工资水平及其增长率是相向的
,

而繁荣区域因聚集锤济存在产生规模报酬递增
,

其产 出和生产力增长率提高
,

致使相对效率工资下降
。

反过来
,

相对效率工资下降又导致区域产 出增长率

进一步提高
,

促使高速增长 区域更趋增长
。

卡尔多的累积 因果理论可用如下函数关系表示

, ’

, “ ‘ ‘

‘ 。 , 应 产一

‘ 布

这里
, , 为 区生产力增长率

,

了 , 为 区产 出增长率 为 区的货币工资 为 区 的 效率工

资 访为全国的货币工资水平

总之
,

累积 因果理论强调的是
,

聚集经济
、 规模报酬递增等产生的利益 将通过一个循环的累积因果

过程
,

扩大区际的不平等
。

按照缪尔达尔的观点
, “

通常观察到的经济发展程度与不平等间的负相关 在较

大程度上可以用不发达国 家的累积 因果过程和扩散效应一般比反吸效应弱小来解释
口 。

用赫希曼

的话来说
,

在一个私人企业经济中
,

先进地区的极化效应 相当于缪尔达尔 的 反 吸 效 应 大

于它的涓滴效应 。 创
一

杨下
,

相当于缪尔达尔的扩散效应
,

从而不能带动附 近的落

后地区 发展 然而
,

在对这两种力量随时间而变化的看法上
,

缪尔达尔认为反吸效应总是远大于扩散效

应 而赫希曼则认为这种现象只是短期的
,

从长期来看
,

地理上的涓滴效应将会超过极化效应
,

从而缩少

地区差异
。

威廉逊 。 通过对 国实际资料的分析
,

提出了人均收入增长与地区差 异 间 的
“

倒
’

字型相关规律
,

从而证明了赫希曼的论点⑧
。

五
、

中心—外围棋式 一

中心
—外围模式由弗里德曼 二 二 提出

。

与累积 因果理论从狭义的经济角度来探讨区际

不平等的原因不同 弗里德曼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研究区际不平等过程
。

他把落后地 区看成是与中心保持着

殖 民关系
、

依赖的且缺乏经 济 自主权的外围区
,

认为思想
、

技术
、

资本和态度等
,

所有这 些有利于经济发

展的因素都产生于中心 或由中心从海外接收
。

这 异致空间三元结构生现
,

并随着时 间 万增强
。

池特别强

调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不平衡
、

区域间文化变化速率的不对称 对创新扩散类型
、

投资和 资源配置的影响
。

然而
,

他认为
,

随着市场的扩展
、

通讯设施的改善
、

态度的变化和城市增长的拓展
,

将 会出现空间经济的

一体化
,

从而中心与外围将变得模糊
,

区域间差 异最终将缩小
。

弗里德曼受罗斯托的阶段理论的影响
,

以中心地体系与国家经济间的关系为基础
,

最早在其专著《 区

域发展政策 》中提出了一 个具体的中心—外围模式
。

他强调 空问纤构的演变过程和经济增长 的 空 间 影

响 认为
“

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
,

推动着空间经济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展
’

⑧
。

按照他的观点
,

通过经济的

空间组织
,

将促使整个国家经济从它的前工业社会初始农业状态转变到成熟工业 阶段 他把这一 空间一体

化过程分为四 个阶段 缺乏等级结构的独立地方 中心
。

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初始型式
,

地区间 相 互

制裂
,

存在大量的自给 自足经济
。

其特征是
,

具有典型的前工业社会结构 每个城市位于各自狭小的 飞地

中心 , 增长能力迅速耗竭 经济趋于停滞
。

单个的强有力中心
。

这是一种因外部力量打破前工业社

会维持的空间均衡状态而出现的首位型式
,

整个空间经济受唯一的城市区支配 其特征是护具有工业化初

匆典型的结构 , 外围地区 出现 企业家
、

知识分子和劳动力向中心大规模迁移
,

逐渐损害了地方经济发展

的墓础 国民经挤实际上缩小为增长潜能有限的单个天城市地区 即首位城市地区 外围地区经济持续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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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可能导致社会和政治不妥定 单个全国性中心和外图地区强有力的次中心 这 是一种 过 演里

式 随着投资向许多具有战略地位的次级中心地带集中
,

简单的中心一外围结构逐渐转变为多中心结构
,

大城市间的外围地区取代了全国的外围地区
。

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城市等级休系 这是
“

组织结构复

杂化
”

的最后 阶段 大城市间外围地带逐渐被卷入附近的大城市经济中
,

从而最终实现地域组织的主要 目

标 全国一体化
、

布局高效益
、

增长潜力最大化以及必要的区际平衡工作最小化
。

六
、

新古典区城幼长撰型 ,

新古典这域棋型是运用标准的新古典国家增长理论来分析区域增长间题的一 个学派
。

早期的新古典区

域增长模型
,

纯 以供给为出发点
。

它把区域看作是一 个总生产单元
,

认为通过要素市场的顺利运转
,

将实

现收入和就业均衡
,

不平衡仅仅反映了市场对均衡调整的滞后和 自身的不完善
。

实际上
,

这是把国家增长

理论简单地移植到区域层面 年代以后
,

一些区域经济学家开始把需求
、

规模报酬递增
、

新技术
、

聚集

经济以及支持投资的公共部门的影响等因素引入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
,

使其逐步得以完善
。

早期的新古典 区域模型认为
,

在规模收益不变
,

存在完全竞争的产 品和要素市场的前提下
,

区域长期

的增长来源于资本
、

劳力和技术进步三个要素的区 内供给率差异和区际流动的结果 由于假定随着区城资

本劳动率的提高
,

边际劳动生产率 以工资率表示 也提高
,

而边际资本生产率则降低 因而
,

资本与劳

力其流向相反
,

即劳力由低工资区流向高工资区 这样
,

低工资区 因资本劳动率增长最快 其工人人均产

出增长率也最高 其结果
,

区际差异将编小
,

即区域将趋于均衡增长

由于早期的新古典区域增长模型忽视了需求
、

规模报酥递增
、

聚集经济等的影响
,

一些学者对这一棋

型进行了改进 西伯特 纯 运用国家经济分析方法
,

并综合供给
、

需求
、

内外部效果的分析
,

通

过一系列假设和恒等式 提出了一个一般性
、

总体性的区城增长模型
。

理查森进一步把区 内空何结构的

变动对区域增长的影响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标准增长方程式
,

提出了一 个融合空间维的区城增长理论棋

型⑧
。

用函数关系表示就是

‘ 〔 一 〕
一

其中指数 表示规模报酬递增 当
、

递减 。 与不变 , , 资本增长率 为 聚 集

经济
、

区域收入增长率 了
、

区域资本存量
、

该区 个城市中心每一单位面积资本存量之变

异系数
, 、

该区资本报酬率 与全国资本报酬率 百 之差等变数的函数
,

即

了一 一 一 十 一 一反

劳动力供给增长率 为人 口 自然增长率
、

聚集 经济
、

区位偏好
、

该区 工 资 率

与全国工资率 谕 之差等变数的函数
,

即

, 一 一 一 一访

在这里
,

区位偏好 则设为聚集经济
、

该区首位城市 人口 潜力之倒数 ”
、

居 民

居住于该区的平均时间长度
、

工资率差异 一丽
、

该区 至最接近的高收入区 的迁移成 本

等变数的函数
,

即
一。 一 一 孤 一 一贡

技术进步率 为聚集经济
、

资本增长率
、

该区首位 城市在全国城市 体 系 中 的 位 次
、

该区和其它地区联系的程度 与全国技术进步率 下 之积等变数的函数
,

即

一 , 、 一 ·

下

理查森的区域增长棋型明显地合并了不平衡增长与经 由区际要素流动所
一

导致的平衡增长过程
。

聚集经

济及各种聚集变数决定了劳力
、

资本
、

技术进步在空间上的聚集
,

从而导致区 际的不平衡发展和区 内的增

长 而各种地区差异变数与区域资本存量的大小
,

则可能导致区域间平衡发展
。

因而
,

区域的增长过程取

决于集中与分散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七
、

抽卑姗

吕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从以土对西 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简略考察
,

可以看出
,

这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主要遵循 四条路线

发展 阶段理论侧重 于对区域结构演变过程的阶段次序的描述 输出基础理论强调 外部需求
,

并把其看成是

影响区域增长的唯一决定性因素 早期的新古典模型纯 以供给为出发点
,

并把 区域看成是一 个缺乏 空间维

的点 而增长极理论
、

累积 因果理论 以及中心一外里模式则注重 空间因紊 强调 区际的不平衡 增 长 过 程

至少在发展 阶段是如此
。

综合这些理论的观点
,

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用的结论
‘

影响区域发展的因素包括供给
、

需求
、

区内结构和 区外的影响四个方面
,

任何 区域的发展都是这四

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

从空间的角度来考察 区域 发展过程是一 个由不平衡增长到平衡增长的动态演变过程 或者说是由

集中到集中后分散
,

再到分散后地方中心增长的空间经济一体化过程
,

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实现空间经济一体化是一 个极为缓慢的过程 因而
,

中央政府的区域政策必须把

区 际平衡发展作为主要 目标之一
。

输出产业或推进型产业与公共部 门的发展 间存在着互动的关系
,

即输出产业或推进产业的形成
,

将

诱导公共部门的发展
,

反过来 它又进一步促进输出产业或推进型产业的迅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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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域 经 济 学

张 立 球

区域经 济学是 关 于经 济活动 的空 间分布和经 济运行 水平的空 间 差 异 的经 济理论 的 分支学刹 一般可 分

为宏观部分和微观部分
。

宏观 区域经 济学探讨 的 通常是 一 个国 中若 干 区域的不 同 的经 济特征
,

以 及一 个

国家中不 同区域的 经 济增长
,

区域 间就业 水平的差异和 生产要 素 资本和 劳动 的 区际 流 动 此外还建立一

些计童经 济模型
,

这些 模型与 国 民经 济模型 塞本一 样
,

只 是特 别注 意 区域 间的相 互 关 系
。

微观 区域经 济学

所关心 的 则是特 定经 济活动 的 区位 和相 互 作 用
。 ‘

之考察空 间和距 离对 处 于 某一特 定地点上的经 济活动 的影

响 不 再把区域看作均质的整体
。

微观 区域经 济学问题 通常就是 区位理沦所探讨 的问题
。 “

空 间经 济学
’

一词有时即用作
‘
区域经 济学

”

的 同义词 尽管强调 空间和距 离的重妥性只 是微观 区域经 济学的特征
,

当

‘
区城经 济学

’

论及城镇的 某些特殊向题时
,

则有
‘

城市经 济学
”

之称
。

区城经 济学 尤其是宏观娜分
,

已级旋广汽用作一 门应 爪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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