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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发展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人类在

地球上迁徙的历史，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分布同样不

可避免地受到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各种自然条件的

约束，是一个人类不断适应自然和改变自然的过

程。无论从世界范围还是国家内部视角来看，人类

经济活动在地域上的分布都是不平衡的，既受到自

然地理的影响，也受到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经济制

度作用的影响，探索和研究经济活动在地域空间上

分布与变化的规律，由此发展出了经济地理学、空间

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等学科。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区

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脉络，结合新中国七十多年来

尤其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转

变、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和区域经济理论的演进，探索

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及理

论体系的建设。

一、区域经济理论演变与研究主线

区域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社会经济活动和地理空

间相互关系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研究的核心问题

是资源配置活动对地理空间的依赖和相互影响以及

区域经济空间的形成和变化。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政治经济学

理论，资源配置活动本质上就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互动过程。生产力是指社会成员

共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经济活动中获取生产资

料和生活资料的能力，生产关系是指劳动者在生产

力的发展及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系，包括生

产资料的所有关系、生产过程的组织与分工关系、产

出的分配关系三个方面。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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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的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及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对地理空间的依赖和

影响及区域经济空间的形成和演变。

研究社会经济活动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地理

空间的相互作用及关系，大致上可以基于社会经济

活动中的自然、技术和制度的三者相互作用关系这

样一条研究主线来展开，从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在内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再

到新经济地理与空间经济学，虽然研究的理论概念、

分析框架、研究方法等都有各自的不同，但深入研究

可以发现，大都基本是围绕这条研究主线来建构基

本的分析框架，进而展开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

研究。

区域经济学在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与地理空

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时，都会基于地理空间的异质性，

从先天性因素和后天性因素两个不同的视角，把地

理空间划分为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如果参照克鲁

格曼等人的经典定义，可以将第一自然定义为同人

类社会经济活动有关但同时极少受到人类社会经济

活动及技术和制度影响的地理空间，也就是主要由

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等先天因素决定的自然地理空

间；同时将第二自然定义为受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及

技术和制度等后天因素影响较大的经济地理空间。

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前有关经济区位的思想，以

及早期的古典的农业区位理论，其研究的主要对象

是第一自然及对第二自然形成的影响。在工业革命

之前的社会，生产技术落后，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也

没有发达的社会分工，自给自足为主的生产和消费

等经济活动，在不同的地理空间的联系和依存并不

密切。因此，尽管在世界各地不同地理空间的第一

自然和第二自然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第二自然

即经济活动空间的分布及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

第一自然决定的。同样地，在工业化之前的历史时

期，有关各种经济区位的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主

要聚焦在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层面。

工业革命时代来临后，在世界各主要国家技术、

制度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技术和制度对第一自然

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新技术的不断涌现，

社会分工的细化深化，市场的大规模扩张，使得在社

会经济活动中，资源在不同空间的流动与配置以及

商品在不同空间的流动和交易更加频繁，由此导致

第一自然特征对第二自然形成的直接约束弱化，不

同空间中第二自然的差异性急剧扩大且表现出更强

的多样化特征，形成了许多明显不同于第一自然的

经济活动空间，或具有自身特点的经济区位。伴随

着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兴起，古典

经济学应运而生。古典经济学的区域经济理论，其

研究主要涉及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贸易和社

会分工有关的经济制度，在由第一自然可以导出不

同空间要素禀赋差异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分工和交

易，导出不同空间比较利益或比较优势及经济活动

特征，形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各种区域经济理论。在

工业化扩张时期，有关各种区域经济的理论研究，从

主要聚焦在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层面向国际的区域

层面转移。

新古典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同样围绕自然与

制度的相互关系这条主线来推进区域经济学的研

究。新古典经济学在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更多地

强调了由制度方面的后天因素所决定的第二自然，

即经济活动的集聚与分散对经济空间格局形成和发

展的影响。具体地说，新古典经济学在经典生产函

数的假设前提下，更加详细地研究了完全竞争市场、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技术进步、外部经济等方面对

经济区域形成的影响，将自然、技术和制度三者结合

起来，形成了新古典区域经济理论分析框架。同时，

新古典经济学在将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运用到区域

经济学的研究中，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新经济地

理学在区域经济学的研究中，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

的理论框架，同时修订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技术

和制度的假定前提，在技术方面引进了规模收益递

增等假设，在市场方面引进了不完全竞争等假设，由

此重塑了自然、技术与制度的关系，丰富了区域经济

学的理论研究。同时，新古典经济学的有关量化历

史研究，如跨大西洋国际贸易对经济制度与欧洲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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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代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则进一步聚焦到国际

层面跨国别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研究，拓展了区

域经济理论的研究视野、研究范围和研究的历史

纵深。

从区域经济学理论发展的纵向历史来看，在生

产技术比较落后和市场经济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之

前，分工和市场的发展程度很不充分，尽管不同地理

空间的第一自然存在较大差别，但第二自然之间的

差异性不是很大，且第二自然及经济活动空间的分

布和特征，基本上很少对第一自然产生重大作用。

而在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发展之后，西方各主要国

家在自然、技术和制度互动过程中，科学技术进步和

市场经济制度对第一自然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市场

的大规模扩张、技术进步及社会分工的持续细化，促

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使得资源在不同空间的流

动与配置和商品在不同空间的流动与交易更加频

繁，由此造成了不同空间第二自然的差异性急剧扩

大，形成了许多明显不同于第一自然的各种经济活

动空间，或具有自身特点的经济区位。世界银行

《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吸收了

新经济地理与空间经济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将密度、

距离和分割作为研究区域经济的三个基本维度，研

究了经济的集聚程度、生产要素与信息在空间流动

的难易程度和妨碍流动的基础设施条件与制度阻碍

因素等问题，并结合北美、西欧和东北亚等世界各地

区的发展经历，研究了集聚、迁移、专业化和贸易等

对经济地理变迁的驱动机制，提出了提高密度、缩短

距离和减少分割是促使经济发展及重塑经济地理的

关键，而其中的缩短距离和减少分割同制度有着直

接和密切的关系。

从区域经济学理论发展的横向比较来看，中国

与西方发达国家在自然、技术与制度三个方面都有

着很大的不同。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有着

自身独特的地理条件，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

科学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的差距，近一百

多年来，又经历了多次巨大的社会制度变迁。从新

中国七十多年来经济发展的自然、技术与制度的相

互关系来看，在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通

过建立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由政

府主导的计划调节机制来影响经济发展中的科学技

术进步和产业发展，由此决定了第二自然经济空间

的形成和演变。而在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在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制度变迁对技术进步和区域

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开始

发挥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乃至在资源配

置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政府在资源配置

中仍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认为，在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中，是由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来塑

造第二自然的。因此，在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学时，按

照技术、制度和自然三者的互动关系这条主线，在制

度因素方面，必须非常重视市场和政府的结合，重点

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

府的作用，及其对技术和第二自然经济空间的形成

和变化的影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

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将成为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制度特征，由此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

技术、制度之间三者互动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丰富了

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本土素材。

综上所述，中国区域经济学同样要研究区域经

济学的核心问题，即资源配置活动对地理空间的依

赖和相互影响以及区域经济空间的形成和变化。同

时，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必须聚焦中国区域

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以及不断演变的、具有中

国特色的自然、技术与制度三者的相互关系。

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与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自然区域和行政区划没

有很大变化的背景下，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区域格局

加速变化和重塑。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要在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按照理论逻辑、历史

逻辑与实践逻辑统一的原则，紧密结合中国区域经

济发展的丰富实践，借鉴现代区域经济学理论，刻画

与提炼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开放过程中，

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转型对经济空间演变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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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的影响，重点揭示促使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

自然、技术、制度及三者互动的内在机理。立足中国

区域经济发展实践，讲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故事，解

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律。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成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中

自然、技术、制度三者中制度的最基本内容。西方区

域经济学理论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自然、技

术、制度及三者互动的内在机理时，对政府与市场关

系的阐述是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为起点，市场在

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与经济空间演变中，始终处于最

核心的地位。随着西方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从自

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到出现垄断的市场经济，直至经

历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后发展到“混合经济”，经济学

逐步认识到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竞争、完全垄

断不同的市场结构中市场机制的作用及市场失灵问

题，开始日益重视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及调节社会

经济活动时的作用，政府的角色由守夜型政府发展

为规制型政府。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历

程也具有自身不同的特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

用及方式也有所不同，但是，西方经济学以市场作为

制度起点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在区域经济理论

及其演变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西方发达国家政府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总体上随着政府对市场

失灵的认识和弥补而不断增强。

纵观新中国七十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演变与区域

经济发展，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的制度变迁，走的

是与西方各国非常不同的路径。新中国成立初期，

先是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然后实行改革开放，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关系则经历了从

计划经济时代完全由政府主导到“计划为主、市场为

辅”时期引进市场调节，再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的制度变迁

阶段。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完善是以政

府通过计划主导经济发展为起点，经历了通过改革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把有效市场与有为政

府更好地结合的过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实践，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也反映在中国区域经济

研究的理论成果中。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理论在中国区

域经济发展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按照中国区域

经济发展实践，中国区域经济演进总体上可以归纳

为四个阶段：区域计划均衡发展理论主导阶段

(1949-1977年)、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主导阶段

(1978-1999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主导阶段

(2000-2011年)、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主导阶段

(2012年至今)。在每一阶段，不同的区域经济理论指

导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国家区域

经济发展的实践也启发了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

与创新。

在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五”计划时期，毛泽

东发表《论十大关系》，首次提出在中国优先发展内

地、平衡布局生产力思想，充分继承与发扬了区域平

衡发展的思想。在平衡生产力布局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采用苏联生产力布局方法，在相对封闭的发展

战略背景下，主要聚焦国家内部区域经济布局，形成

了以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为原则的生产力均衡布局

体系。同时在生产力均衡布局大背景下，也适当地

参考了西方的经典区位理论，来布局工业和农业的

生产组织。区域均衡发展理论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

物，政府是资源配置与区域生产力布局的主体。区

域平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尽管缩小了内地与沿海的

发展差距，但也影响了国民经济及沿海地区经济

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的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战略设

想，沿海地区要在改革开放中加快对外开放，率先较

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沿海地区

的发展事关大局。等到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的时

候，要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到那时候沿海

也要服从带动和帮助内地发展这个大局。简言之，

一个大局是沿海率先发展，另一个大局是先发展的

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按照“两个大局”总体发展

战略思想，国家区域发展战略逐步从内地指向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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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平衡发展战略向沿海指向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模式

转型，国家空间组织理念和原则逐渐从“平衡布局生

产力”向“不平衡布局、区域分工”转变。同时，国内

学者积极引进市场经济和转型经济国家关于生产力

布局的相关理论，如比较优势与禀赋理论、中心地理

论、区位竞租理论等，吸收借鉴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

理论，衍生发展出了梯度理论、点轴开发、网络开发、

双核结构、层级增长极网络等一系列符合中国发展

特征事实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促进了区域经济发

展的理论发展与创新。在不平衡发展和区域分工原

则指导下，国家设计空间差别化的区域经济发展战

略，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增长，但同时东部与中西部地

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累积扩大，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

不断凸显。

世纪交替之际，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

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战略，继承、创新与发展了“两

个大局”战略思想。在四大区域发展战略稳步推进

的背景下，中国区域经济理论也进入了以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思想主导时期。这一

阶段在新经济地理学等现代区域经济学流派发展的

影响下，中国区域经济学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区域经

济问题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基于区域科学理论与

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区域经济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包括制度变迁和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区域发展的影

响，地区发展差距的存在性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用于

认识与评估国家区域战略与区域政策效果；二是基

于新经济地理理论聚焦区位选择、产业集聚、异质性

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的研究，对集聚经济的微观

基础、测度与经验估计、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产业

集群的研究等，用于指导区域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

与区域内产业的转型升级；三是基于区域一体化和

新区域主义的理论研究，探讨国内区域一体化的内

涵、测度、模式、路径选择及其经济增长效应等区域

经济问题，用于指导区域一体化的路径与治理模式

选择。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习近平

同志基于普遍不平衡的客观事实提出了“要在发展

中促进相对平衡”①的重要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

展战略。这一时期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传承与发展

了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及现代区域经济学

的理论研究成果，逐步形成更加系统和科学的区域

协调发展理论体系。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践

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国内学

者大量吸收国际学术界演化经济地理学、城市发展

与城市群理论等内容，结合大数据区域分析技术，创

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振兴、精准扶贫、

新型城镇化等理论。这一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学研

究主要关注以下五个主题：一是基于演化经济地理

学，研究产业集群的形成与演化、产业关联与路径依

赖、产业转移与地区差距；二是基于城市发展与城市

群理论，探讨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与转型方式、高质

量发展的规律性与重点方向、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

与影响因素、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地区经济效率等问

题；三是基于国土空间约束与寻求空间均衡发展目

标，创新性地提出主体功能区规划，探索发展理念与

理论基础、内涵界定、主体功能区划分等，有效完善

国土空间规划与区域规划理论；四是基于大国农村

人口脱贫与贫困地区经济发展问题，创新性地提出

扶贫开发与乡村振兴战略，国内学者则从理论层面

研究精准扶贫的内涵及治理转型与路径突破，厘清

城市化与乡村振兴、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等关系，明

确乡村的价值定位与建设内容等问题，并开展相对

贫困规模测算、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政策效果评估

等基础研究；五是结合互联网爬虫、大数据分析等先

进技术与手段，借助前沿结构方程、空间计量等方

法，科学评估区域政策的局部与全局效果、分析中国

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激励、网络关联与区域经济增

长关系等问题。

总而言之，中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以改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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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布局为重点的区域平衡发展战略、“优先发展沿

海”区域发展战略、适度倾斜与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

的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到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

过程，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也从以借鉴吸收西方

理论为主进入自主理论创新阶段，研究范式从描述

区域经济现象及自下而上的经验归纳向以本土问题

为导向结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模式转变。在这一过

程中，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对经济活动在空间的集聚

与分散及背后的决定因素及经济机制，有了更加深

入和系统的认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

革开放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定位和发挥作用方式

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

如前所述，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同政府和市场

这两个制度因素的关系与变化紧密相关。在经济体

制转型的过程中，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

是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在资源配置活动中有关空间

决策的干预不断减少，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二是在扩大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同

时，注重限制地方政府行政权力可能造成的区域分

割影响；三是中央政府对国家层面和跨区域层面的

区域规划的作用不断增强。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

区域经济理论，最核心的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相互

关系与作用。必须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为主线，

借鉴现代经济学的区域经济理论，构建一个具有中

国特色的自然、技术与制度互动下的区域经济理论

框架，阐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并从中提炼出更

具普遍意义的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结合来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学理论。

政府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国家大战略来

引导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各方面的制度建设、体制完

善、各种政策整合以及制度与技术的互动来推动区

域经济发展。

政府在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发展中要更好地发

挥作用，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社

会经济内部的各种制度及体制，形成良好的匹配与

良性的互动。尤其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

改革的次序安排和不同的经济政策安排要与经济体

制相互适应，这对于经济系统的有序运行和推动区

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的经济体制在由计划经

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不同

所有制成分的微观经济主体更加多元，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政府的角色逐渐由主导型

向赋能型转变，更加重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

定作用。政府建立起了一系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如土地制度、金融制度、财政税

收制度、城乡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环境保护制

度等。同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经

济调控及政策体系也逐步建立与完善，如宏观经济

调控政策体系、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教育政策、收入

分配政策等。这些制度与政策的建立和完善，进一

步明晰了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边界与作用，

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划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提供了社会制度和政策体系的保障，也为地方政府

的区域经济发展空间规划的制定与微观经济主体在

资源配置活动中的决策，提供了选择空间。

同时，随着国家实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中国

经济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与世界各国和地区

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和相互关联更加紧密，区

域经济发展也相应地从原先主要聚焦国家及国家内

部区域经济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到通过进一步加强

国际经济联系来调整区域经济布局，即从相对封闭

的地区和国家走向了对外开放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发

展，外贸和外资等对外开放的体制与政策，使得对外

开放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格局重塑的重要推动力量。

国家经济对外开放的步伐加快，尤其是经济特区、国

家沿海开放城市等对外开放试验区的设立、对外经

贸体制的改革、对外开放性的制度建设，对东部沿海

地区率先加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引领区域经济发展

与中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开发开放，都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

中国区域发展离不开基础设施、通信、数字等先

进技术的发展。中国技术的发展主要是通过政府主

导与政策激励下引进国外先进机械设备与技术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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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消化吸收以及实验性探索等干中学过程实现的，

甚至在高铁、数字通信等领域实现了本国自主设计

创新与技术赶超。新技术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生

产力变革及与之匹配的生产关系调整。一轮轮科技

革命不仅推动我国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与新兴产业蓬

勃发展，更通过技术替代、虚拟互联、制度更迭重塑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因此，研究政府在区域经

济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指导

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政府如

何通过改革开放的深化及制度配套和政策整合发挥

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我国自然、技术、制

度三者互动中，制度变迁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作用。

政府的国家发展战略及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

定与实施直接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其协调和发展不平衡是中

国的基本国情，其背后非常重要且独特的制度因素

是政府对土地等重要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拥有所有、

使用、收益和处置权有关，不同层级行政区划的地方

政府往往会利用包括行政方式在内的各种方式来影

响资源在不同区域之间流动和配置。健全国家发展

战略和规划，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党和政府治国理政

的重要方式。政府的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政策蕴含

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整，也体现了政府之间的关

系调整，而且其中既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纵向

关系，也有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与合作关系，影

响了区域竞争格局的形成。在国家发展战略与区域

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政府总体上起到了主导

作用，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角色

及战略与政策的决策。

改革开放以前，国内区域经济的布局和一体化

主要由政府的计划与行政命令方式推动，在计划经

济区域平衡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各地区发展中经济

密度和经济距离完全受制于指令性计划的实施，与

计划经济相应的各种社会和制度强化了区域的行政

边界，固化了区域的分隔，地方政府的行为导致区域

发展中的小而全，区域间未形成合理的和有效率的

区域发展格局。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改革的深化

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相继实施了

非均衡发展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经济发展过

程中市场机制对区域经济布局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出台和实施，政府通

过财政转移支付、基础设施建设、各类政策倾斜等措

施，改变区域经济发展的区位条件，使得各区域在减

少分割和缩短距离的条件下，能更好地遵循比较优

势原则，更快地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同

时，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各地区为促进区域

经济增长，出台了各种有利于招商引资的土地、税

收、金融等政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

竞争。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及区域经济发

展中不平衡问题的凸显，政府实施了区域协调发展

战略，在中央政府的协调和地方政府的推动下，通过

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力量，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合

作。中国区域协调发展从经济发展协调到经济、社

会、生态等多维目标的全面协调，再到多层次的区域

协调发展和形成多元化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促进

区域经济的创新、均衡协同、开放共享、绿色低碳

发展。

政府的城市化战略和城乡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

施直接影响了中国城镇化发展和城乡区域格局的

演变。

城市(镇)和乡村是经济活动及资源配置的不同

空间，城市化的进程意味着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活动

资源加快向具有区位优势的空间集中，经济的集聚

及密度不断提高，结果是资源在不同空间的配置效

率改进。城乡统筹发展意味着造成区域间分割的障

碍在减少，城市与乡村的距离进一步缩短，要素的流

动更加自由，经济活动主体到达市场更加便利，结果

是通过改进资源在不同空间的配置效率缩小了城乡

差距，推动了城乡统筹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城镇化

是区域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城镇化和城

乡统筹发展的推进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区域发

展的路径和模式。

·· 21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区域与城市经济 2023.1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Y

改革开放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与优先发展重

工业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实行的户籍制度和农产品

统购统销制度等，造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资

源空间配置扭曲，城乡经济发展差距拉大。改革开

放以后，随着农村和农业的改革，农业生产的发展和

农村工业化的迅速发展，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三

角模式的异军突起及示范效应，形成了不同的区域

经济发展模式。政府推动的一系列城乡改革措施，

包括双轨制、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逐步破除了城

乡二元体制，加快了资源在不同产业部门的流动与

优化配置和资源在不同地域空间的流动与优化配

置，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

动。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也

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成果。中

国在城市化战略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走过了“严控

大城市，积极发展大中小城市”—“以大城市建设为

主”—“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人的城

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不同阶段，城乡发展战略

也经历了从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到城乡

融合发展。城乡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作用与市场机

制相结合，用改革来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互动，不

断优化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城乡经济发展格局。

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及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直接影响了国家和区域的产业布局与主导产业选择

及产业升级的方向。

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制定产业政

策来引导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和区域的产业布

局，对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中国的区域经济发

展中，政府与市场在产业布局与发展方面逐渐形成

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产

业布局的决策者和直接实施者。改革开放以后，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过程中，资源配置的决策

权逐步转移至市场主体，政府与市场在产业空间布

局等方面的作用也发生了改变，政府从产业布局的

谋划者和直接推动者，逐步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赋能

者，不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及政府与市场的互

动方式，对区域发展的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变化会

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往往甚至会超过区

域的地理位置及资源禀赋的影响。虽然政府的产业

政策对区域产业布局的形成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

但当产业政策的落地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

时，市场机制已经成为产业前后向关联效应形成的

主要传导机制，产业空间布局也呈现出多元化的

格局。

随着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自主性不断

扩大，地方政府对区域的产业布局与产业发展中规

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等导致产业集聚的因

素及经济机理的认识也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提升，

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通过开发区的建设及运

用土地、税收等政策，对产业在空间分布的高度集中

而形成的产业集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尤其是在嵌

入型的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中，地方政府的作用非

常明显。产业集群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通过有

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结合来加快经济集聚及提高经济

密度的一大区域发展特色。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区域经济差距总体上

经历了收敛—发散—再收敛的过程，市场与政府关

系的演化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格局

的变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正在推进

高质量区域经济格局的形成。

四、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区域经济学理论的纵向与横向维度的比

较切入，梳理和阐述了区域经济学研究中自然、技术

与制度三者互动关系这一理论主线，并结合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提出

了中国区域经济学必须聚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

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然、技术与制度的相

互关系，即聚焦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两者的互动关

系。中国区域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为理论指导，坚持理论、历史与实践的逻辑统一，借

鉴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结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

践，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框架

和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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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不可

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区域经济发展

必须要借鉴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经

验，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也必须要吸收和借鉴

现代区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成果。时至今日，现代

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的学科综合性更强了，形成了包

括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等多学科

的融合和交叉研究。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范围

在进一步拓展，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经

济学、城市经济学、交通运输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更

加系统和深化。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也更加趋向

问题导向型，更契合区域经济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

需求，同时更加注重实证性的经验研究——先进的

计量工具的广泛运用，使得研究更细致、深入与可验

证。特别是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时代，有赖于互

联网的迅速发展，信息技术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

展与普及，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借鉴新的研究方

法与分析技术，对现实世界变化的反应加快，研究更

加系统，分析更加深刻。近十年，经济全球化及一体

化的进程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反复，世界的区域经济

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

中，国内外学者对现实世界中各国及不同主体之间

的互动、区域发展的影响、商品和要素在一体化空间

范围内部的转移等问题有了更多的重点关注，研究

逐步趋向宏观、中观与微观层次的互动及对区域发

展的影响。

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起步相对较迟，研究

主要还是聚焦于现代区域经济学理论在中国区域经

济发展中的运用，重在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机

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区域规划制定、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等问题，从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对理论的提

炼及对区域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仍显不足。中国区

域经济学理论研究必须基于新时代、新征程、新格局

的背景，直面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特别是数字

经济与高质量经济发展、共富型区域政策体系建设、

双循环机制与区域协调发展路径、新型城镇化体系

建设与城市空间结构塑造、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机

制等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建构起有效市场

与有为政府相结合的理论研究框架。同时，中国区

域经济学研究要借助大数据分析、图像识别、机器学

习等前沿技术与方法，利用不断改进的简约式因果

识别技术和结构模型计量方法及空间计量等前沿实

证方法，加强区域经济研究中的学科交叉融合，在区

域经济的微观基础、产业链重构与网络化空间结构、

精准化的区域经济政策等方面，开展前沿理论探索

与实证经验研究，深入研究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生

态文明与绿色发展、共同富裕与共享发展的相互关

系与内在机理，丰富中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成果；

用区域经济学理论创新来更好地指导区域经济发

展，提升本土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与包容性，

在推动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为全球的

平衡、协调、包容、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本文系在浙江大学承担编著的首批中国经济学

教材《中国区域经济学》导论部分基础上修改成稿。

注释：

①习近平：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

局[EB/OL].求是网，2019-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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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ffective Market and Responsible Government

Shi Jinchuan Dong Xuebing Pan Shiyuan

Abstract：The central issue in regional economics research is the relianc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ctivities on
geographical space and their interaction, as well as the resulting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regional economic space.
This paper, which is guided by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follows the research line of logical unity of theory, history,
and practice, and proposes a research mainline focusing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technology, and institu⁃
tions in the study of regional economics as well as a corresponding research framework. With the abundant practice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the theory of modern regional economic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ter⁃
action between effective market and responsible government in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o investigate the inner
mechanism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e,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provides insights for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regional economics in China.

Key words：regional economy; regional economics; market;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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