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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最近30年以来的经济转型是伴随着区域经济的重构和整合推进的，这种重构和整合发生在两
个大的“区域”层面：一是包含了港澳及台湾在内的所谓“大中国”经济区，整合属于不同关税区之
间的经济整合，不仅涉及商品市场的整合，而且涉及货币一体化问题，区域经济整合的侧重点在于市
场整合；另一是大陆内部以省域经济为代表的行政区，整合属于同一关税区、同一货币体系下不同行
政区之间的经济整合，超出了狭义的市场整合的内涵，属于广义的经济整合和区域重构。
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对中国独特的两种内涵不同的区域经济整合现象进行理论分析，并就一些关键性
命题进行经验性实证检验。
　　经济理论迄今为止关于区域经济整合有两个分析框架：一个是国际经济学之“一体化经济学”；
另一个是空间经济学之“新经济地理学”。
本书的研究将指出，上述两种分析范式需对其适用性作出界定后才适合于对中国区域问题的研究。
鉴于理论界将主权国家内部两类区域经济整合纳入统一视域的研究文献尚不多见，本书尝试性地从“
泛一体化”视野将中国独特的两种类型的区域经济整合融人一个整体分析框架，通过“大中国”经济
区域和大陆省际区域的融合分析，论证中国区域经济整合中的“泛一体化”现象的客观存在。
　　在理论研究上，本书对“大中国”区域经济整合是从国际经济学之一体化理论的贸易效应分析切
入，运用相关理论解释一国两制背景下“大中国”区域经济整合机制。
研究表明：启动与推进“大中国”经济区单一关税或单一市场的进程，需对四个经济体之间市场整合
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产业内贸易和货币一体化的实施方式，以及区域经济整合的外部效应审
视等作出符合实际的理论论证，这一论证可考虑以一体化经济学和博弈论作为基本分析框架并作出适
当修正后来实现。
本书对大陆省域经济整合是从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切入，运用其理论范式解释大陆
省域经济整合机制。
研究表明：大陆省域间工业集聚水平的差距是反映区域经济整合程度的重要维度，而由地理位置和历
史优势所表征的区位差异是工业集聚的初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导致集聚的自我强化，
优势地区的领先发展产生了省域层面区域整合的现状，而政府政策的差异又导致这一整合趋势的路径
依赖。
概括而论，本书将“大中国”区域经济整合从贸易效应、产业内贸易、货币一体化等角度，作了一体
化经济学范式下的适用性解说；将大陆省域经济整合从工业集聚、区位差异和政策差异等角度，作了
经济地理和新经济地理范式下的适用性解说。
作为“泛一体化”视野下对中国区域经济整合的审视，本书对这两种类型的区域经济整合机理作了一
定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在实证研究上，本书运用Balassa模型、GL指数、真实利息平价条件分解测度了“大中国”经济区
内贸易往来的福利效应、产业间一产业内贸易、经济体间的货币一体化。
而对大陆省际区域经济整合，本书运用了“产业集中度一地区专业化”指标（Krugman Indices）、面
板数据的回归分析，检验了省际产业平均集中率、省际产业中心值、省际工业集聚的区位和政策因素
。
　　实证检验揭示，在“大中国”经济区内，市场整合的贸易影响呈现出经济体间的差异性，就港澳
台而言，它们与大陆间的贸易往来，不但存在着总贸易创造效应，而且获得净贸易创造，但却没有形
成净贸易转移；同时，大陆与港澳台的贸易往来不存在总贸易转移及净贸易转移效应，资本密集型和
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大中国”经济区的产业内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汇率制度的选择对“大中国”经
济区的货币一体化结果有重要含义。
在大陆省际层面，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整合（或一体化）水平正在提高，但制造业集聚的省际差
异显著，从理论来说，可以认为政府基于“新古典增长经济学”收敛假说的良好愿望至今没有完全实
现；从地区专业化所体现的区域经济整合的结果而论，大陆各大地区的相对专业化差距有所趋缓，省
际区域经济整合呈现“俱乐部”收敛趋势；在影响省际工业集聚的区位因素中，沿海和内地的地理位
置差异对工业集聚的影响程度显著，政策因素中，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策略对于工业集聚的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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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明显，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地区工业的集聚。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最后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以及政策建议，以期能够推动中国区域经济整
合在“大中国”经济区和省域经济层面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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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遵循从理论分析到实证检验的研究思路，以国际经济学的一体化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
地理理论中的适合解释中国区域经济整合实践的模型为依托，对中国两种类型的区域经济整合实践进
行“泛一体化”视野下的研究。
按照这种分析思路，本书由六个章节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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