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

区城概念

如何界定和划分区域
,

是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中首先 面临

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

然而
,

在西方
,

区域一词迄今还没有明确的定义
,

其

大小也完全取决于研究的目的和 题的性质
。

许多经济学家在论述区域问

题时
,

往往使用带有中性的抽象而模糊的空间或地域概念
,

而避开区域界

定和划分上的混乱这一现实
。

对区域概念的歧义主要来源于 以下两个限制 一是根据研究间题的重

要性和类型
,

区域的大小可 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变动 二是 区域的邻接问

题
,

即在把国家划分成区域时
,

不能出现飞地
。

正是由于这两个限制
,

在

定 义区域时就有许多不同的方法
。

在西方区域经济学 中
,

较常见的有三种

区域 均质区域 。 。 。 、

节点区域

和规划区 域 。 。

均质区域是以某一或某些重要因素为标准
,

按照其特征的相似性而界

定的一 群地区
。

这些特征包括生产结构
、

消费类型和劳动 力 的

就业 分布等经济因素的相似性 主要 自然资源的普在性
,

地形与气候等 自

然条件的相似性 以 及非经济因素的相似性如一致的社会态度
、

相似的政

治观点
。

博格 和 比尔 曾经根据美国的经验分析
,

以

专业化地理区 为基础来描述均质区域
。

但这种仅以农业来表示 均质性的方

法过于简单化
。

为此
,

巴拉萨 从动态的角度
,

强调
“

发展过

程中个人收入间的相互依赖
, ,

认为应以人均收入水平的相似性来作为界

定均质区域的标准
。

而诺思 则认为一个具有输 出基 础

的经济是通过其区域的一致粘合力来组织 的
。

输 出 基

础活动水平的变化可能改变整个区域的收入水平
,

从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区

域的收入在运动方 向上会趋于一致
。

维宁 也认为一个区 域

可能围绕它的输出部门来组织
,

这些 作为 流动源泉的部门通过国家经济的

相互依懒而注入区域
,

并为区域经济与外部环境的相互变动提供通道
。

按

照维宁的观点
,

假如各个地区具有相似的商 业 循环

魏后凯

西方区域经济学述评︵上︶

西方区域经济学及其发展

国外开发理论与实践

那么它们就可 以被界定为一个区域
。

以上均质 区域的观 点均忽视了各种经济现象的区内差 异 性
,

而 事 实

上
,

有时这种区内差异性 比 一致性特征更为明显
。

因而
,

在当前的区域经济分析中
,

大多抛弃了这种均质

区域的观点
。

节点区域又叫极化区域
,

与我国的城市经济区概念较为接近
。

它是指一群虽

然异质
,

但在功能上的关系却极为密切的地区
。

节点区域观点所强调的是区 内不同部分的相互依赖性
,

而

不是均质 区域间的互相关系
。

由于空 间因素限钊了空间单元之间的功能联系
,

因而
,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通

常明显地把距离 因素当作 可 以揭示的如重力潜能模型
。

这种观点认为
,

节点 区域是 由功能上相互关联的

均质单元所 构成
,

而要素的空间流动现象是这种关联的具体表现
。

同时
,

要素的空 间流动并非是以平均速

率在 一个 区域随机发生 相反
,

最强的流动往往集中在一二个通常是大城市的优势中心
。

与均质 区域观点

强调区域界线的勾划不同
,

节点区域观点主要把注意力集 中在 区域中心 的控制上
,

强调区域内特别类型的

空间组织
,

如城市等级体系
、

城市区域
、

大城市优势地区
。

值得指出的是
,

作为节点区域的一 个 主 要 类

型
,

城市区域概念不能较好地处理区域的邻接性 问题
。

当随距离而衰减的相互作用减少 到 门 槛水平以 下

时
,

城 市区域的外圈可能出现不与任何大城市中心相联结的乡村地区 因而
,

城市区域之间可能会存在不

能纳入任何定义的节点区域范围的乡村边界地区
,

从而出现 飞地
。

规划区域是指政府在经济决策时
,

按照政策的 目标而界定的区域
。

在社会主义国家
,

经济区划就是按

照规划 目的而把一个国家分解成若千部分
,

每一部分既在国家经济中具有专门的任务
,

同时又在区域水平



上作为行政经济组织的基础 特别是在苏联
。

如果这种区划没有考虑到各空间单元的功能联系
,

规划区

域不加选择地界定
,

那么包括在规划区域之内的某些地区可能会与区外的节点有着更高的相互依赖程度
,

这样将会影响规划决策的有效性 一般情况下
,

节点区域就是理想的规划单元
。

从这一点来说
,

节点区域

与规划区域是一致的
。

增长极战略规划在区域的选择上
,

就融合了这一思想

二
、

区域经济学的定义

任何一门新兴学科
,

在其发展初期
,

都会存在对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和领域的争论不休 作为近三
、

四

十年来在宏观区位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区域经济学
,

当然也不例外
。

许多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学者都曾经试 图对区域经济学给予定义
,

但由于各 自研究的着眼点不 同
,

因

而所下的定义也具有较大的差异
。

概括起来
,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区域研究的观点
。

许多初步接触区域经济研究的学者
,

大多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特定地理范围

的经济学
,

它与一般经济学并没有什么差异
,

只是其研究的地理范围一个是 国内区域
,

而另一个是 国家
。

如某些区域经济学者采用罗宾斯 以研究观点来界定经济学的方法
,

将区域 经济学界定为
“

以经济观点来从事区域研究
’ 。

受这种观点的影响
,

泊洛夫 从 区域经济 的综合特性

出发
,

认为区域经济学与区域科学或区域研究是 三而一
,

无法将三者清楚地予以划分
。

而理查森

则认为
,

以经济观点从事区域研究的区域经济学是 区域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

他对区域科

学的界定采用了迈尔尼克 的定义
‘

区域科学是社会
、

经济
、

政治及行为等现象中
,

含有空间维研究的科学
’

①
。

问题研究的观点
。

以艾萨德 为代表的一些学者
,

则采取与区域研 究 的观点相反的

方法来界定区域经济学 他们把区域经济学视为研究
“

确定可在某一区域有效地从事生产并获取利润的单

个或集团产业 , 改善区域内居 民的福利
,

如提高区域内人均收入水平
,

改善收入分配
,

更有效地衡量收入

等 区域内产业的分散
、

获得区域内资源的最有效利用 ⋯ ⋯等等
”

②间题的科学
。

空间秩序的观点
。

某些学者从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秩序和地理分布的角度即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

界定区域经济学
。

如诺斯 在其所著的《区域经济学 》一书中
,

将区 域 经 济 学 界 定为
“

研究为人们所忽视的经济空间秩序
,

研究稀有资源的地理分布的科学
”

③
。

特殊领域的观点
。

如李菲伯 “ 将区域经济学界定为
“

空间隔离
”

叩 ·

的经济学 , 博茨 将区域经济学界定为
“

资源不流动性
’ ·

的经济学 , 而布代维尔 。 住 则将区域经济学界定为一种决策科学
。

四
“ ’

观点
。

胡佛 。 。锐 在其《区域经济学导论 》中认为
,

区域 或 空 间经济学能用
‘

什么在哪里
,

为什么以及怎 样
,

这一问题来加以概括 ④ 显然
,

胡佛的这一定义与西方某些 学者对经

济地理学的定义 也为 四
“ ”

没有什么区别
。

两层 次的观点
。

杜贝 在对各家的定义加 以研究后
,

把区域经济研 究 分为区内和区

际 两个层次
。

认为
“

区域经济学是 以经济学的观点
,

研究在资源不平均分配且不能完全 自 由 流 动 的世界

中
,

各个地区的差异以及各地区 间的关系的科学
”

⑥
。

这基本上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研究

的内容
。

三
、

区城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西方区域经济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均世纪初叶屠能 的农业 区位理论
。

尽管西方区 位研究至

今已有 多年 的 历史
,

但西方区域经济学的迅速发展却是近三
、

四 十年的事情
。

用汤普森

的话来说
,

在经济学家族中
, “

区域经济学只不过是一个继子
” 。

西方区域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

大致经历 了三个阶段 年以前为微观区位研究阶段
。

这一时期主

要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方法
,

分析影响微观区位或厂址选择的各种因素
,

其研究对象一般均是以追求

成本最小或利润最大化为 目标
、

处于完全竞争市场机制下的抽象的
、

理想化的单个小厂商
。

第二阶段为

、 年代的区域经济模型研究阶段
。

这一时期主要是运用一般均衡分析
,

建立各种区域与区际经济模型

以及运用静态或动态线性或非线性规划技术
,

研究区域收入
、

就 业
、

投 资 等 的优化间题
,

之立个体或总



体区域经济决策模型
。

第三阶段为 年以后的区域规划与区域政策研究阶段
。

其研究方向开始转向区域

规划与区域政策 目标系统
,

包括价值
、

权重和标准等的建立
,

研究重点为区域规划与政策理论
,

以及与此

相关的通讯和决策理论
。

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与演化
,

是与一般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紧密相联的
,

特别是其早期的理论基

础与分析方法
,

大部分脱胎于一般经济学
。

之后
,

在政府政策的有力推动下
,

再加上区域科学的兴起和许

多新分析方法的应用
,

才使区域经济学于战后迅速发展
,

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研究领域
。

过去
,

西方经济学家往往把现实经济看作是 一个缺乏空间维的世界 在一般经济分析中
,

时间被认为

是最关键的因素
,

而空间却受到忽视
。

许多经济学家都不承认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有任何规则存在
。

如新

古典学派偏好边际理论
,

其讨论的对象必须是连续且能微分的
,

而空间因素的系统 结 构 往 往具有不连续

性
,

因而
,

边际理论的连续功能特性通常不适用于空间问题
。

同样
,

古典学派一般假设要素有完全的流动

性
,

任何区域间的价格
、

成本和收入如有差异
,

都会因要素的完全流动而消失
。

但事实上
,

市场的分配机

能和要素的完全 流动性等假设与现实经济是不相符的
。

价格
、

成本
、

工资
、

收入在国内 区 域 间 是有差异

的
,

它们都因空间摩擦 的存在而不可能相等
。

而市场的力量并非 必然导致区域间

人均收入的均等化或资源的空 间最优配置
,

相反
,

它可能导致人 口和资源在少数高密集的城市 区域聚集
。

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这些缺陷
,

促使一些经济学家从空间的角度来研究经济现象
,

试图把空间维融合到传统

经济学理论的框架之内
。

最有代表性的是利菲伯和理查森的研究
。

利菲伯在传统区位理论研 究 的基础上
,

把空间维引入新古典生产分析中
,

研究了生产 和厂商区 位选择的一般空间均衡 即经济空间配置 问题 ⑥
。

理

查森则把区域内部空间结构的变动对区域增长的影响引入新古典增长理论
,

提出了融合空间维的区域增长

理论模型 ⑦
。

二战以后
,

西方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宏观经济理论
、

国际贸易理论和产业联系理论的迅速发展
,

对区域

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

由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
,

西方经济学界开始从宏观经济角度来

研究区位间题
。

宏观区位分析一般侧重于全国范围和区域范围的收入增长率及其国际的
、

区 际的差异
,

资

本形成的特征和投资率的差异
,

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的差异
,

以及这些差异对区 位移动的影响
。

实际上
,

宏

观区位研究是传统的微观 区位研究的拓展
,

是对区位与区域经济发展间的关系的研究
。

值得指 出的是
,

在经

济学理论中
,

由古德温
、

梅茨勒 和奇普曼 等人 提出 的 国际和

区际乘数理论
,

对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影响颇大
。

区域 经济研究中广泛应用的经济墓础乘数概念与一般

经济学中的乘数概念极为相似
,

只 作了较小的修正
。

一个区域的经济基础被认为是那些外生的经济活动即

那些从事输出活动的 区际的 产业群
,

或那些规模大
、

创新能力强并占支配地位的推进型产业
,

这促进

了输出基础理论和增长极理论在五
、

六十年代的迅速发展
。

同时
,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
“
比较成本分析

”
一

也

被移植到区域层次上
,

并成为衡量 区域经济基础大小的主要分析方法之一
。

其次
,

西方区域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
,

受政府政策的刺激与影响颇大
。

西方各国对宏观区域经济问题

的注意
,

始于 年代的严重经济危机时期
。

一些国家的政府在解决地区结构危机上采取了不少措施
。

但西

方国家把区域平衡发展作为重要的政策 目标
,

相继进行大规模的区域及城市规划
,

并采用财政资助如区位

津贴
、

税收优 惠等手段对产业 区位和地 区 发展进行有力的干预
,

却是在
“

二战
”

以 后
。

和 年代
,

美国

成功地实施 了田 纳西流域开 发计 划 继 计划之后
,

美囚又陆续推动了 旧 南 部
、

新 英格兰

区
、

上中西部区
、

洛基 山区等区域性研究
,

这些区域研究对于区域经济理论与分析方法的发展
,

有着相 当

重要的贡献
。

年 代 以 后
,

西 欧各国也相继加强政府对区域发展的干预与调节
,

多数国家都成立了专门

解决区域经济发展 问题的机构
,

进行区域规划
,

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和设立专门基金或作出专门预算
。

在政策因素的影响下
,

西方经济学家纷纷认识到在经济系统中考虑空间淮的极端重要性
,

许多经济学家 以

及城市规划
、

工程
、

地理等方面的专家都加入了区域经挤研究的行列
。

此外
,

区域科学的兴起 也对达域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地理学
、

让会学
、

人 口 学等邵曾先于

经济学而对区域间题发生汪烈的兴趣
。

由于许多区域问题极为复杂
,

涉及的研究领域极为广泛
,

因而
,

单

靠某一学科是 不能解央问题的
。

最初 生 年 代晚期
,

一部分关 心 区域问题的区域经济学者
,

感到区域经挤

巨



开 发 史

三国时期河西走廊的开发

李 并 成

三国时明
,

曹魏政权

对河西走廊的开发经营逊

于两汉
,

但在河西开发史

上仍 占有一定地位
,

笔者

试就此作一些探讨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

“

兴平
、

建安之际
,

海内

凶荒
,

天子奔流
,

白骨盈

野
·

⋯⋯ ① 河西地区不仅遭受中原战祸的波及
,

丧乱弥久
’ ,

并且
“

加民夷杂处
’ ,

还备受民族间兵戎

纷扰之害 ⑧
。 ‘

灵帝立
,

幽
、

并
、

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冠抄
,

杀略不可胜数 ③
。 ”

建安末
, “

武

威颜俊
、

张掖和莺
、

酒泉黄华
、

西平翔演等并举郡反
,

自号将军
,

更相攻击
”

④
。

不久趣演又伙同张掖张

进作乱
, ‘

时雍
、

凉诸豪 皆驱略羌胡 以从进 等
”

武威的三种胡亦在豪帅驱使下发动叛乱
,

以至
“

道路断

绝
’

⑤
。

黄初二年
“

凉州卢水胡伊健妓妄
、

治元多等反
,

河西大扰
”

⑥
,

⋯⋯这些战乱使河西社会

经济创巨 痛深
,

直到曹魏政权建立之后才得到改变
。

曹魏立国后
,

三国鼎立的局面 已趋稳定
,

为进一步巩固后方
,

增强实力
,

魏室开始对本区加意经营
,

河西走廊开发遂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

黄初元年 置凉州
,

州治姑减 今武威
,

凉 州刺 史除管

辖河诸西郡 外
,

还
“

领戊已校尉
,

护西域
”

⑦
,

同时
,

魏室还采取了一系列安定河西的措施
。

黄初二年派张

既为 凉州刺史
,

让他率军平叛
,

又派护军夏侯儒
、

将军费耀率援军继后
。

张既等
“

潜 由且 次 出 武 威
’ ,

“

首尾进击
’ ,

大破卢水胡叛众
, “

斩首获生以万数
’ ‘ 不久又进讨酒泉

,

招降了作乱的苏衡和羌豪邻戴

等 ⑧
,

河西粗定
。

要彻底消除叛乱
,

稳定社会秩序
,

处理好民族关系为首要 问题
。

张既等遂
“

治左城
,

筑

障塞
,

置烽候
、

邸阁以 备胡
, ,

加强 防备 另 一方面则采取怀柔政策
,

注愈安辑羌胡百姓
,

使 之 归 附 朝

廷
,

从而为河西走廊的农牧业开发创造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
。

曹魏初期
,

对河西的安定与恢复卓有贡献的还应 提 到 武 威太守毋丘兴
。

武威郡地处河西走廊东部
,

“

当诸郡郡道喉辖之要
” ,

汉末以来
“

数有兵难
” 。

毋丘兴到武威后
,

即
“

内抚吏民
,

外怀羌胡
,

卒使柔

分析无法完全解释所发生的区域间题
,

乃 逐渐扩大问题研究的领域 后米
,

城市规划人员
、

地理学家
、

社

会学家
、

政治学家以及工程师等都陆续加入了这方面的研究和 讨论
。

区域经济的研究领域 也因而得到大幅

度的扩展
,

成为 多学科融合的区域科学
。

习 年世界性
“

区域科学协会
”

在美国正式成立
,

并于是 年独立

召开 首次年会
。

之后
,

区域科学研究在全 世界各地迅速开展
。

区域科学的兴起
,

加速了各学科间的融合
,

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学的发展
。

四
、

西方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西方区域经济学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
,

用理查森的话来说
,

它
‘

是一个丰富的模式的宝库
”

⑧ 而

且
,

西方 区域经济学形成较晚
,

其理论仍在变化
、

演进之中
,

其研究范围 也在不断拓展
。

因此
,

要对这一

广阔领域中各种不定形的理论进行概括
,

以窥见 西方西域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

是 一件
一

卜分不容易的事情
。

理查森在其 年的论文《区域经济学现状概述 》中
,

对 年代中期 以后西方区域经济学的发展作了

一番回顾
,

并将这一时期的学科发展重点进行了归纳 ⑨
。

在 年尼坎普 主编的《区 域

经济学 》 《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 》第一卷 中
,

对当前西方 区域经济学进展 也进行了评述 ⑩
。

综合二

者的观点
,

可 以看 出
,

当前西方 区域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主要集中在空间经济理 沦
、

区域发展理论与政

策和区域经济模型与方法三个方面
。

空间经济理论
。

包括微观区 位理论 宏观区位恐论 , 空
·

间定价理

论 , 经济空间均衡理论 , 空间扩散理论 区域经济模型与方法
。

包括经济基础分析 , 区域投入产出分

折 区域经济金
。

量模型 转移一比重 分析 重力模型 , 规划模型
。 、

区域发展理论与政策
。

区域

发展理论 包括发展阶段理论 输出基础理论 , 累积因果理沦 中心一外围模式 , 增长极理沦 , 新古典模

型 区域政策理论
。

包括效率与平等的抉择 受补贴的人 口迁移 , 资本
、

劳动及基础 没违津贴的相



掇
,

为宫效用
。 ‘

不仅安定了本郡
,

保证 了武威正常的生产秩序
,

而且
“

率精兵淑胁张掖
’ ,

使得
‘

张旅

餐和
、

骊轩二县吏民及郡杂胡弃恶诣兴
,

兴皆安邮
,

使尽力田
。 ’

⑧由此亦可推知
,

这一时期河西招怀的

械悦
、

归服的羌胡一准不在少数
,

从而为本区 的土地开发准备了劳动大军
。

明帝时
,

河西主要转向恢复和发展生产
。

太和二年
,

以 ‘

凉州绝远
,

南接蜀冠
’ ,

地位重要
,

特选派
“

忠情在公
,

忧国忘私
’

的徐邀为凉州刺史
,

使持节领护羌校尉
,

经营河西
。

河西雨泽鲜少
, ‘

常

苦乏谷
’

徐邀 , 上修武威
、

酒泉盐池
,

以收虏谷 又广开水田
,

募贫民佃之
, 。

使区 内农业生 产 迅 速 恢

复
,

很快出现了
‘

家家丰足
,

仓库盈溢
”

的状况
。

同时
,

徐邀还鼓动
“

荒戎入贡
” ,

加强与西域交流 ⑩
。

徐徐邀外
,

敦煌太守仓慈对这一时期河西的开发经营亦颇有贡献
。

仓慈
“

清约有方
,

吏民畏而爱之
” 。

明帝太和中任教煌太守
,

到任后
,

革除积弊
, “

抑制权右
,

抚恤贫赢
,

采用
“

随 口割赋
”

的办法
,

清理

了大族加在一般百姓头上赋税
,

减轻了贫困人民负担
,

改变了
“
旧大族田地有余

,

而小民无立锥之土
,

的

状况
,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开发
, “

由是 民夷翁然称其德惠
。

曹魏的屯田历来为史家所称道
。

为解决军粮扩充实力
, ‘

武皇帝特开屯田 之官
,

专以农桑为业 ⑩
。

徐遴曾募贫民佃种水田
,

显然是在国有土地上佃种
,

是为民屯
。

河西是否还开设军屯 史乏明文
。

《水经

注 》卷 载
“

敦煌索励
,

字彦义
,

有才略
,

刺史 毛奕表行贰师将军
,

将酒泉
、

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
,

起启屋
,

⋯ ⋯
。 ”

此为魏晋间事
。

既然河西驻军前往西域楼兰屯田
,

则河西地区本身 开 置 军 屯当不言而

喻
。

近年发掘的嘉峪关魏晋墓室壁画中还发现了这方面的形象史料 ⑩
。

曹魏至西晋之际的三号墓 绘有屯垦

图
,

图中将荷戟操盾的兵士 与扶犁策牛的耕者置于同一画面
,

形象地反映了亦兵亦农
、

且田且守的场景

两 汉以来卓有成效的屯田政策在新时期河西的土地开发中又得以大力推行
。

嘉峪关墓室壁画中还有许多反映这一时期河西经济复兴
、

社会安定以及生产发展水平的图景
。

曹魏时

期的一号墓和魏晋之际的三
、

四
、

五号墓 中绘有犁地
、

播种
、

耙地
、

箱地
、

场圃
、

打场
、

扬场等一系列农

业生产活动的场面
。

从中可见
,

牛耕已大量地使用
,

耕作方式多为二牛抬杠式
,

整个机具的操作由一人从

事
。

傅玖认为
,

西汉赵过发明的二牛三人辐耕式中掌辕和牵牛的人此时 已被取消了
,

说明有了几百年犁耕

经脸
,

只需一人即可熟练驾驶耕牛 ⑧
。

耕犁亦有改进
,

一号墓璧画中仍为西汉以来的单长辕犁
,

较笨重

稍晚的五号墓中犁桦系全铁制成
,

且后脊稍高
,

破土较深
。

畜拉铁齿耪和耙在壁画 中大量 出现
,

这两 种

对利益 , 区域政策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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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部分西方区域经济学者认为
,

增长极理论属 区域政策理 论
。

但佩鲁最初提 出的 原始 涵义的增长极 概 念 ,

与尽城间题磨乖关系
, 也并非是作为政府的发展规划与政策的处方而没计 , 它纯属一 般的发展理 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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