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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区域经济学是一门基于空间维视角、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一国范围内不同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分
布、区域经济发展变化、区际经济关系、区域经济运行调控等一般性规律的经济学科。
西方区域经济学滥觞于1826年至20世纪40年代的经济区位理论，正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20世纪50年
代至80年代为第一次发展高峰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第二次蓬勃发展期。
中国区域经济学滥觞于1949-1979年间的产业布局(生产力布局)理论，正式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至今为其迅猛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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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经济学原理》按“经济活动区位”、“区域经济发展”、“区际经济传递”和“区域经济
运行调控”四大板块构建区域经济学理论内容体系。
注重系统梳理、总结区域经济学经典理论及前沿理论研究成果，所阐述的基础理论内容、列举的复习
思考题、开放性讨论题及代表性参考文献，为读者学习基础理论、开展理论应用及拓展研究提供了良
好的知识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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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心区政治机构集中，处于稳定发展和支配地位。
由于核心增长区的繁荣大大刺激了相邻区域的发展，投资不断增加，资源利用和农业发展的集约化程
度不断提高，人口迁移量不断上升。
与外围区域相比，环绕核心区的周围区域显示出经济上升的趋势，形成上过渡区域。
而下过渡区域多位于边远的农村，还包括原料枯竭、老工业向衰退方向变动在内的区域，该区域的农
业呈停滞状态，产业结构老化，效率低下，以粗放型经营生产方式为主，人口向外迁移。
资源前沿区域是指那些富有待开发的资源，对区域发展有极大潜在价值的区域，一般位于两种过渡区
域之间。
中心区与外围区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共同组成一个严整的空间系统，亦即结节性区
域。
　　(2)中心区和外围区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中心区从外围区吸聚生产要素产生出大量的创新(材料、技术、社会和文化体制等)，另一方
面，这一创新又源源不断地从中心区向外扩散，引导外围区的经济活动、社会文化结构和聚落类型的
转换，从而促进整个空间系统的发展。
同时，这两类区域之间还存在着决策的传播、移民的迁徙和投资转移三种基本的空间作用过程，各种
空间作用的力度也不均衡。
中心区对外围区所具有的支配和控制地位可描述为六大反馈效应：①从外围区净获得资源的支配效应
；②因各种要素增长、潜在相互作用增强和创新速度提高，给中心区带来的信息效应；③因创新机会
多且预期成功率高而使创新者向往中心区的心理效应；④因转变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组织机构，而
有利于创新出现的现代化效应；⑤因一种创新的产生而引致其他创新出现的连锁效应；⑥因扩大规模
经济和降低创新成本引致更多创新性产业配置的生产效应。
在成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上下过渡区、中心区和资源前沿区四种空间子系统的边界将发生改变，并
使空间关系重新组合，这一过程将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直到实现完全的空间经济一体化。
　　(3)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具有阶段性。
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历经前工业化阶段、农业社会
阶段、工业化阶段、后工业化阶段四个阶段。
各阶段都反映了中心区域与外围区域关系的变化特点。
经过四个阶段的演变，由最初的区域不平衡逐步形成功能各异的城市集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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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经济学原理》适宜用作经济学、地理学、规划学等专业本科教材及参考书，区域经济学等
专业硕士生教材及参考书，国家公务员区域经济学理论培训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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