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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国家社科基金《区域发展中的产业聚集：动态分析与模式研究》（编号：01CJL011）的基础
上加以修改而成的，课题已经于2004年鉴定结项。
本书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吸纳了最新的一些研究成果，并将服务业的发展及其产业聚集也作为一章
进行了相关的理论与案例分析，从而丰富了原课题研究的基本内容，也使得本书的结构更为合理，同
时更新了有关数据，使得成果更为贴近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
    产业聚集现象及相应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是当今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投资经济学、经济地理学
、空间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一个交叉点，也是这些学科重点研究的一个命题。
同时由于本命题的研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并成为很多地区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规
划的一个重要指向，从而使得该命题的研究不仅具有非常大的理论价值，更重要的是其在区域经济发
展中的应用价值。
    本书在产业聚集理论的发展演变、要素流动与产业聚集、产业区与产业聚集、产业聚集与区域经济
增长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产业聚集的整体状况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对
传统工业、现代高科技行业、资源类行业、服务业等产业的产业聚集状况进行了案例研究与国际比较
，从而认识不同行业产业聚集的差异，进而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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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基于新兴古典理论的地区分工演进、产业聚集与市场效率　　（一）基于新兴古典理论的地
区分工演进　　图3．1借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框架，对地区的专业分工及其演进做了直观的
描述。
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生产者”（可以是某个居民或企业，也可以指某个地区，都是理性
人假定中的“人”），每个必须消费4种产品，且可以在1、2、3、4中选择。
根据分工的程度，可将经济分为自给自足、局部分工和完全分工三种类型，分别用图A、图B、图C表
示。
在图A中，每个“人”自给自足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成4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
有一体化，缺乏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低，而专业化可以通过加速熟能
生巧、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率，所以这种状态中每个人的生产率水平都很低，当然它也没有交易
及其所产生的交易费用。
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
在图B的局部分工状态中，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4减少至3，专
业化水平上升，生产率因此得到提高，市场也从无到有，每个人的交易次数从0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
无到有。
与图A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
产品1或2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时的4个减少至2个，因此生产集中度上升，还出现了两类生产贸
易结构不同的专业，结构多样化程度也上升。
同时，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个地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以及市场的个
数都得到增加。
图c则是一种完全分工的状态，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个地区的贸易
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以及总的交易费
用、每个企业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分工时增加。
那么，经济体系为什么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分工状态呢？
或者说，促使上述演进过程的动力是什么？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证明，由于有分工的好处和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所以分工的
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
交易效率越高，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也就越高。
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分工演进。
在动态均衡模型里，即使交易条件没有外生地得到改进，分工演进也会自发地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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