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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强调的“规模收益递增”，对产业组织、国际贸易、经济增长以及
产业区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
其中，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发现，规模收益递增与交通成本的交互作用影响产业区位及其地
理格局。
与此同时，经济地理学逐渐转向“新区域主义”研究，探讨产业区位的微观机制，提出新产业空间、
新产业区、创新氛围等概念及相关理论。
在跨国公司和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等外部力量进一步促进了国家内部产
业地理格局的重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学的“地理转向”和地理学的“文化制度转向”，产业地理集中或集
聚成为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共同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
促进产业集聚、培育产业集群，也成为许多国家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政策的重要方向。
　　产业地理集中（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描述的是一个产业的就业、产值或企业集中在少数区
域的现象，这种现象可以是产业就业或者产值集中在少数企业而造成的产业活动空间集中，也可以是
大量中小企业集聚在少数区域造成的空间集中。
因此，产业地理集中的微观机制既可以是内部规模经济，也可以是外部规模经济。
产业地理集聚（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通常描述同一产业内大量中小企业集中在少数区域的空间
经济现象，与产业地理集中不同，产业地理集聚的微观机制主要是外部规模经济，如企业上下游联系
、共享劳动力市场、产业特定专业化服务业和基础设施，以及产业内信息溢出效应等。
与产业地理集中或集聚相关的一个概念是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根据波特的定义，产业集群是
大量相互关联的企业在一定地理空间的集中，这种关联可以是上下游的经济联系（traded linkage），
也可以是非贸易的技术联系（untraded lirlkage），因此产业集群一方面需要大量企业的地理集聚，另
一方面也需要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
具有经济技术联系的企业可以是跨产业的，也可以是产业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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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经济转型逐步引入了市场竞争和全球化力量，同时给予了地方政府经济发展自主权。
中国制造业在市场、政府以及全球化等三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实现空间重组。
本书在全面综述产业地理集中和集聚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基础上，建立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与中国
产业区位的理论关系。
采用普查数据和统计数据，对中国制造业的地理集中与集聚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总结了中国制造
业地理格局的时间与空间变化模式，揭示了中国制造业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地理集中和集聚的形成机制
，验证了产业地理集中和集聚的经济有效性。
本书批判性地吸纳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解释中国产业地理集中和集聚现象，但更突出中国经济转型及其
制度特殊性对产业地理格局重组的影响。
    本书可供管理学、经济学、城市与区域、地理学等领域内的研究人员和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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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产业地理集中与集聚研究方法综述　　第一节　引言　　经济活动通常集中在少数地区
，产业地理集中的原因可能包括资源优势、区位优势、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等（Surico，2003
）。
产业地理集中反映产业产值或就业集中在少数地区，但产业地理集中可能是由于内部规模经济或资源
优势导致少数几个大企业在少数区域的集中，也可能由于外部规模经济吸引大量中小企业而导致的地
理集聚，即产业集聚；而大量相互联系的中小企业地理聚集称之为产业集群。
因此产业地理集中的概念最广泛，而产业集群既涵盖产业联系又包括企业地理接近。
　　近年来，产业地理集中研究成为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共同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他们发表了大量
关于产业集中的研究成果。
这些实证研究的一项关键任务就是找到合适方法来衡量产业地理集中程度。
文献中使用了许多衡量产业地理集中的系数，一些衡量产业的总体地理集中程度，另外一些控制产业
内企业规模分布的影响，衡量产业地理集聚；一些是基于区位理论提出的，另一些则缺乏理论基础，
仅是统计参数；一些基于行政单元，另一些基于连续空间。
为了辨识产业集群，学术界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了许多定量辨识方法，如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图谱
分析和主成分因子分析、基于产业空间分布的空间联系与空间相关分析和区位商法等。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与集聚>>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