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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经济、区域经济和新经济地理学科体系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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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都是以空间为研究对象，但两者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有差异。区域经济学本质上属

于空间经济学的范畴，是空间经济学的分支学科。空间经济学、区域经济学都未能将空间变量加入阿罗—德布鲁的一般竞

争均衡模型，一直未能被主流经济学所接纳。新经济地理学为主流经济学开启空间维度的窗口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

属于主流经济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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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门学科之所以能够相对独立存在，其首要条件是必须有自己的排他性的研究对象[1]14-17。所谓研

究对象，指的是研究活动所针对的客体。研究对象的界定往往决定着学科的研究内容、范围、性质等，对于

学科发展和相关问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空间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以及新经济地理学都研究空间的形成与演化。三门学科吸引了众多的区域

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地理学家和国际经济学家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各位学者都以独到的眼光

和视角对空间经济进行解释。但是，对于空间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这三门学科之间的关系

和界限，学术界还存在困惑和争议。因此，三门学科的边界和关系亟需梳理清楚。

1 空间经济学理论进展

空间经济学是有关资源禀赋的空间配置以及经济活动区位问题的学科，其区位理论的演化有着很长

的历史，为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做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1.1 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是关于资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区位理论自然成了它的

理论基础和来源[2]4-5。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为代表的古典区位论以供给不受市场需求约束的完全

竞争市场结构为基础，利用静态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研究单个企业成本最小化的最优区位决策；以中

心地理论和最大化区位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区位理论以供给受市场约束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为条

件，以扩大和优化区域市场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开始利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来分析区位问题。新古

典区位论是在古典区位论的基础上，放宽某些假设条件，推动对区位选择的研究从局部均衡向一般均衡

发展，使其更接近现实经济情况。然而，不管是新古典区位论还是古典区位论，它们的理论框架仍然沿

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其理论对现实区位选择的解释力和

实际运用范围[3]5-9。

古典区位理论：区位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德国经济学家杜能于1826年完成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

经济的关系》一书。杜能根据区位地租理论，得出了著名的“杜能环”，提出农业区位论。德国经济学家韦

伯是工业区位论的奠基人，他运用杜能的研究方法，结合德国工业实际，对德国1861年以来的工业区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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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集聚和其他工业区位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于1909年出版了著名的《工业区位论》。韦伯是第一个系统

地建立工业区位论体系的经济学者，他的区位论是经济区位论的重要基石之一。

新古典区位理论：新古典区位论是对古典区位论的假定条件不断放宽，使其能在一般的条件下较为准

确地解释经济现实，更好地指导区域经济活动的过程。新古典区位论主要有中心地理论和最大化区位理

论。中心地理论主要用于研究区域中城市的数量和规模，由克里斯泰勒于1933年出版了《德国南部的中心

地区》一书中提出。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区位的成本决定论向利润决定论的转变。在克里斯泰勒之后，廖什

把市场需求作为空间变量来研究区位理论，使得区位研究进一步扩展到了产业的空间分布领域，提出了市

场区位论[4]82-86。而勒施受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的均衡经济理论的影响，试图把均衡思想引入到空间经济分析

中，试图建立区位一般均衡模型。勒施在传统区位论的基础上，采用全新的研究视角—不完全竞争角度研

究一般均衡区位理论。他从需求出发，认为最佳区位不是费用最小点，也不是收入最大点，而是收入和费

用差的最大点，即利润最大化点。

区位理论新进展：自20世纪60年代起，区位理论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并普及到区域科学和经济学的

各个领域。以艾萨德的《区位与空间经济》和贝克曼的《区位理论》为主要成果标志，现代区位理论引入了

数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对区位问题的研究更接近客观现实。艾萨德指出，合理的区位选

择应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须进行综合分析。从20世纪70年代起，区位论的研究开始向动态化迈进。

1.2 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的空间经济学

不同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在很长时期里无法进入主流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长期以来，空间经济研

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依然热衷于讲授没有任何空间维度的“纯粹”经济理论，缺乏处

理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技术工具。主流经济学家在研究空间经济现象时，不得不从外部性去解

释，将经济活动集聚体看成是外生的。

斯塔雷特的空间不可能定理被认为是研究空间经济问题的参考系。该定理认为，在存在有限个代理

商和区位的经济体中，如果空间为均质，存在运输成本，且所有需求在本地无法得到满足，那么就不存在有

关运输成本的竞争均衡。根据这一定理，在研究空间经济问题时，如果不存在规模收益递增且假定空间为

非均质，则可以在阿罗—徳布鲁一般均衡框架下进行研究[5]。如果存在规模收益递增，则此时市场结构为

不完全竞争，无法在阿罗—徳布鲁一般均衡框架下进行研究。正是由于空间这一极其重要的经济学变量

无法进入阿罗—徳布鲁一般竞争均衡模型的缘故，空间经济研究仍游离于主流经济学之外。

2 区域经济学理论进展

区域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空间经济学的范畴。它是运用经济学的观点研究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

空间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综合性应用科学。区域经济学强调空间维因素，强调区域差异性和区域特色。

区域经济理论有两个重要的源头：第一个源头是区位论，第二个源头是生产要素禀赋理论。20世纪50年

代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各种发展理论应运而生，区域经济学从理论到方法都趋于成熟，并逐

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2.1 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有三大基石：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生产要素的不完全可分性和产品与服务的

不完全流动性[6]8-14。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发展理论是区域经济学两个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以下

对二者进行简单概括。

在区域经济增长理论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胡佛—费希尔的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罗斯托的经济

成长阶段论。1955年，道格拉斯·诺斯从经济史的角度出发，认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外部需求的

拉动，区域外部需求的增加是区域增长最为关键的初始决定因素。诺斯的思想后经蒂伯特等人的发展逐

步得到完善，成为解释区域增长的“输出基础理论”。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发表了《对经济增长理论

的一个贡献》的论文，成为经济增长研究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被认为是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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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为代表的学者将增长理论带入到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模型中，

技术进步是经济中可控制的内生变量。因此，新增长理论也被称为是内生增长理论。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有两种，即平衡发展理论和不平衡发展理论[7]。平衡发展理论是以哈罗德·多

马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该理论认为，落后国家存在供给不足和需求不足的恶性

循环，因此只有实施平衡发展战略，促进各产业、各部门协调发展，改善供给，扩大需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这一难题。不平衡发展理论是以赫尔希曼为代表提出来的。该理论强调经济部门或产业的不平衡发展，

并强调关联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在不平衡发展理论中，增长极理论是一个具有影响的理论，20世纪

50年代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缪尔达尔从动态系统论的角度出发，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循环累

积”、不断演进的过程，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循环累积因果论。劳尔·普雷维什认为，客观存在的区域分布差

异导致区域经济体系中心的形成，从而出现空间二元结构，由此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外围理论。1966年

哈佛大学的弗农认为，工业各部门甚至各种工业产品都处在不同的生命循环阶段上，在发展中必须经历创

新、发展、成熟、衰老四个阶段。汤普森指出，一旦一个工业区建立，它就像一个生命有机体一样遵循一个

规则的变化次序而发展，从年轻到成熟再到老年阶段，不同阶段处于不同的竞争地位。这就是著名的区域

经济梯度推移理论。

2.2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进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区域经济学理论就已经在西方孕育形成。当时区域经济学研究主要局限在对

企业、产业和城市的区位选择、空间行为和组织结构方面，发展形成许多至今依然具有重要意义的区位理

论[8]。20世纪 50年代到 70年代，区域经济学家们开始将重心转向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政策问题的研

究。在此期间，众多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相继形成。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官方统计数据的大量公布

和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区域经济学研究逐步走向计量化，采用了一些新的数学方法和手段，建立

了各种计量模型，由传统的规范分析为主向实证分析倾斜，研究的主题也越来越深入细化。

在我国，以1978年为界，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两个时期。1978年以前，我国经济是高度中央

集权的计划经济，我国区域经济学界主要研究生产力布局问题，为制订国家的宏观计划以及计划实施提供

理论依据的。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转轨，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特别是宏观经济

分级调控体系的建立，传统的生产布局理论已日益不能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区域经济研究开始

冲破过去传统的生产力布局的框框，从全新的角度开展区域经济研究，区域经济实践和理论探索也蓬勃开

展。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热点有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区域资源与生态环境、区域创

新、区域金融、产业集聚与转移、区域管理及政策等。可见，我国区域经济研究进一步贴近现实，更具针对

性。当然，国内区域经济学理论依然滞后于经济发展实践，微观经济理论基础尚不夯实，同时对现实区域

经济现象的解释力不够。

3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进展

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经济地理学与社会科学广泛地结合。从此，“经济”这一传统概念已不再单一、

单维，而是具有空间意义。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部分经济学家的研究超出了传统的主流经济地理学的

研究范畴，开始关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等因素，并且逐步建立了新经济地理学[9]。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

标志着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在经济理论中很巧妙的结合起来，为经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发展研究方向。

3.1 新经济地理学重要代表

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克鲁格曼，藤田，维纳布尔斯，鲍德温，弗斯里德，马丁，奥塔维亚

诺，罗伯特·尼古德，弗朗索瓦等。主要的出版书籍有：1999年由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以及安东尼·维

纳布尔斯共同出版的《空间经济：城市、区域、国际贸易》；2002年由鲍德温，弗斯里德，马丁，奥塔维亚诺以

及罗伯特·尼古德共同出版的《经济地理和公共政策》；2003年由奥塔维亚诺和杰克斯·弗朗索瓦出版的《区

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四版）》一书。其中，《经济地理和公共政策》一书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新经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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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理论框架。在我国，也有不少学者进行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如曹骥贇的“知识溢出双增长模型”，安

虎森的“区域协调发展”研究；陆大道的“区域发展问题”研究等。关于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主要可以分为

沿用CP模型思路的模型和线性模型两大类。第一类主要包括：自由资本模型（马丁和罗杰斯，1995）、资本

创造模型（鲍德温，1999）、核心-边缘垂直联系模型（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1999）、自由企业家垂直

联系模型（奥塔维诺，2002）、自由企业家模型（奥塔维诺和弗斯里德，2003）等；第二类模型主要包括：线性

自由资本模型（2002）、线性自由企业家模型（2002）等[10]。

保罗·克鲁格曼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具有里程碑意义。该文建立了核心—边

缘模型（CP模型），实现了立足于消费者和企业的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解决了区位理论或者传统经

济地理学无法对空间经济进行一般均衡分析的难题[11]。CP模型阐明了规模报酬、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的

相互作用是如何导致空间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演变的，奠定了对经济活动进行区位或空间分析的微观理论

基础，被认为是开辟新经济地理学的奠基之作。

3.2 以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为基础的新经济地理学

克鲁格曼定义的“经济地理”，指的是“生产的空间区位”，它研究经济活动发生的位置及其原因。研究

这种“经济地理”是如此重要，克鲁格曼以三个理由进行解释：首先，国家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本身就是一个

重要的主题。其次，在一些重要的情形中，国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之间的界线是很模糊的，就像用标准

的国际贸易范式来谈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理由，20世纪

80年代的新贸易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告诉人们一个新的经济学世界观，却很难从贸易、增长和商业周期中

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说明这就是世界经济实际运行方式，但研究国际国内经济活动的区位时，这样的

证据就不难找到。因此，经济地理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等提供了一个思想和实证的实验室。经济活

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异乎寻常地重新引起人们的高度重

视，克鲁格曼也由此引导了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学的复兴。

其实，新经济地理学仍然属于主流经济学的范畴，它把被主流经济学长期忽视的空间因素纳入到一般

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中，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解释现实中存在的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生产的空

间集中机制，从而进一步分析探讨经济增长规律和途径，其核心和重点仍是解释地理空间中的经济集聚与

区域经济增长[12]。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实际上是直接脱胎于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分析经济现象时

的基本方法来自于D-S框架的垄断竞争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把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产业经济、区域经济、城市经济都融入到统一

的框架中去讨论，这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是不同的。新经济地理学涵盖了国际贸易、区域经济、产业经

济以及经济增长等领域，并将它们合理的统一于一个框架之内，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新经济地理学

以垄断竞争和报酬递增作为分析基础，对经济活动的集聚现象进行考察分析，提出了很多富有涵义的理论

观点和概念，不仅丰富了其自身的理论内涵，也增强了对现实经济社会的解释能力。

当然，在思想上新经济地理学并没有超越传统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它的创新在于将空间要素加

入到一般均衡分析模型，解释了报酬递增情况下空间结构的形成与演进。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

理学是包含非均衡力的经济学，由它得出的许多观点都富有洞察力，如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多重均衡、区位

黏性、本地市场放大效应、内生的非对称、聚集租金等。与此相对应，它给出的政策性建议也与新古典经济

学不同，更加符合现实，贴近真实的经济生活。但同样的，它也存在着缺陷。由于在新经济地理学中长期

稳定均衡的解难以用解析式表达，因此，新经济地理学模型的许多结论必须通过数值模拟，从而大大限制

了它在区域经济分析中的作用。

4 结论

尽管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有着广泛的重叠，而且随着学科交叉的发展，两者

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融合起来。作为一个学科术语而言，区域经济学较之空间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普遍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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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性，但从研究方面来看，空间经济学更多地凸显了经济变迁的空间过程，注重经济发展的动态特征，它

代表着区域经济学学科发展，从静态到动态，从描述到解释，从空间结构到空间过程的演进方向。区域经

济学本质上属于空间经济学的范畴，是空间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旁支（如图1）。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是关于资

源在空间的配置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尽管区位理论拥有长久的历史，但是空间一直也没有能够

成功地进入经济学主流。克鲁格曼于1991年发表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建立了CP模型，实现了

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分析，解决了区位理论或者传统经济地理学无法对空间经济进行一般均衡分析的难

题，被认为是开辟新经济地理学的奠基之作。新经济地理学属于主流经济学的范畴，它把被主流经济学长

期忽视的空间因素纳入到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中，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解释现实地理空间

中的经济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都是以空间为研究对象，但主要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有差异。空间经

济学一直不为主流经济学所接纳，其重要原因是空间这一极其重要的经济学变量无法进入阿罗－德布鲁

的一般竞争均衡模型，但空间经济学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仍然作出了突出贡献，它属于应用经济学范

畴。新经济地理学由于借助D-S模型将源自规模经济的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纳入一般均衡模型，为主流

经济学开启空间维度的窗口提供了坚实的方法论基础，使得空间经济研究脱离了过去的尴尬处境，从而使

得主流经济学接纳了空间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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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ification on Spatial Economics，Regional Economics
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Liu Jiguang，Tao Hongjun

（School of Management，Fuzhou University，Fuzhou 350002，China）

Abstract：Both spatial Economics and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study spatial elements，but their main re-

search fields and methodologies differ. Regional Economics，however，is a branch of Spatial Economics. Spa-

tial Economics and Regional Economics have not added spatial variables into the Arrow-Debreu model of gener-

al competitive equilibrium model of Arrow-debreu，and they have not been regarded as the mainstream econom-

ics. New Economic Geography provides a solid methodological basis for mainstream economics by taking spa-

tial dimensions into consid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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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erpretation of Bellow’s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Ning Do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Guangdong Medical College，Dong Guan 524023，China）

Abstract：Analyzing Henderson the Rain King by Saul Bellow who is a winner of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ler’s theory of individual psychology will reveal the fact that the protagonist of the

novel，Henderson，is a character with inferior complex and his trip to Africa is a spiritual journey of overcoming

the feelings of inferiority and achieving perfection.

Key words：Saul Bellow；Henderson the Rain King；Adler；individu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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