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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可以说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伟大、最复杂的作品。
对城市的研究，几乎构成了多种学科的聚焦点。
其中城市经济学，属于现代经济学较新的一个分支，在广义上涵盖了所有关于城市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
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空间分析、住房市场和政府部门始终是学者们用力颇多的方面。
米尔斯（EdwinS.Mills）曾以《城市经济学杂志》各个研究领域发表的文章数目作为线索，直观地描述
了20世纪国外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表明以往研究较多的是空间、就业、住房、交通、环境问
题，而贫困、犯罪、种族歧视、教育、城乡关系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问题，也已开始为城市经济学
家所关注。
　　当前我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之中。
与体制转型以及工业化和全球化带来的人类活动的高度集聚相伴随，我国城市呈现出波澜壮阔的画面
及其全方位的深刻变化，既出现了与发达国家相类似的若干城市问题，又产生了在转型条件下的一些
特殊城市问题。
如何更加科学而完整地理解把握城市经济以及社会问题的规律，从而应对城市化的种种挑战，提高城
市管理的效率，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福利，使城市充满和谐与活力，是我们将会不断面临的城市发展
课题。
这就需要我们熟悉国内外关于城市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文献，并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从创新的视
角来系统地思考城市的发展，以此提升中国城市经济研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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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性与外部性特征决定了其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的或负的空间溢出效应，具
体取决于一个区域的制度环境、教育科技水平、劳动者素质等因素的综合作用。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将从理论上探讨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溢出
效应的作用机制与影响路径，并构建一个包含新经济地理、新古典经济增长和新经济增长因素的多维
要素空间协同作用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交通
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还将运用GIS空间分析软件与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利用作者建
立的中国区域经济空间数据库进行实证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将为科学地确定我国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规模与方
向、提高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与区域交通政策有效性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工具。
目前各级政府将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作为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此
背景下，研究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及交通投资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适用于区域经济（城市经济）、城市规划（城市交
通）等相关专业的三四年级本科生及硕士生；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教师与科研人员；相关部门实践工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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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导论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1.1.1　问题的提出　　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一个国家
和地区长期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社会稳定、增进社会福利的重要保障。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大、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相对较少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更
具有深远的意义。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人类进入社会化大生产以后，交通基础设施作为一种社会先行资本，更是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先
决条件。
交通基础设施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一般由政府提供，同时交通基础设施长期以来也一直都是政府调控
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仅是经济学家的一个研究重点，而且也
受到各级政府的长期关注和普遍重视。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因此研究交通基础设施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仅仅依靠“要致富，先修路”的经验判断和对交通建设具体实践的感性认识，来对交通基础设施的
投资与布局进行决策是不科学的，这就需要我们对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理论上和实证上
进行分析，从而为政府进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与布局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基础与实证支持。
　　在不同的时期，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作用程度是不一样的。
在经济的起飞阶段，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推进作用。
交通基础设施作为社会先行资本，为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方便了要素的集中，促进了劳动分
工和商品的国内、国际交换，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成为实现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因而经济起飞阶段
的国家一般都会倾向于加大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促进交通运输网络的形成。
事实也证明，交通基础设施在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航海的发展使得英国商船走
遍世界，铁路的出现也使得大工业化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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