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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与时俱进的学术思想应该是学科发展和教材建设的重要原则。
根据这个原则，《区域经济学》第三版在第二版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增删、修正和校订，在
实践应用、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成果上充分体现区域经济发展的最新内容。
同时经过对这些内容认真地分析和研究，我们认为，这些内容不仅新，而且比较成熟、规范，在理论
与方法上已成为体系，在实践上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取得了一批相当可喜的区域经济发展成果。
为此，应尽快将它们纳入到《区域经济学》教材中来，让广大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读者和在校学习《
区域经济学》专业的广大学子尽早了解和掌握这些最新理论、方法和它的实践应用。
这就是我们出版《区域经济学》第三版的主要目的。
为了在教材建设上贯彻与时俱进的学术思想，在理论和内容上充分体现新区域经济发展观，我们在新
版《区域经济学》中做了如下的重大调整和增删。
1.总部经济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它是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大突破和战略转移，也是国际经济
一体化和知识经济初露端倪的产物。
它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已走过了十几个年头，其实践发展和理论体系都已日趋成熟和规范。
实践证明，总部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将成为我国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支撑。
这是我国学者对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做出的独特贡献。
本版《区域经济学》对总部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认真地进行了梳理、完善和提高，并以此作为新的一章
，取代了《区域经济学》第二版的第五章 。
2.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国际上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国际经济区域化、一
体化的浪潮持续升温，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
同时，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趋势、新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出现了明显加速的新趋势，各种类型的区域经济一体
化协议和组织的数量增长迅速，呈席卷全球之势，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积极参与到国际区域经济
一体化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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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区域经济学》第二版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修改、补充和调整，吸收了区域经济学热点
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总部经济等，同时，也删掉一部分过时和不成熟
的内容，形成了《区域经济学》第三版。
    全书共分十二章，第一、二章主要介绍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新区域经济观和基本概念；第三、
四、五章重点论述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特区经济、科技工业园区的区域经济和总部经济等；第六、
七、八、九、十、十一章分别阐述以下区域经济学理论：区域经济发展梯度理论、区域经济发展辐射
理论、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分析、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的比较理论与方法、区域经
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及其指标体系；第十二章主要介绍国外区域经济案例。
    本书可以作为高等院校有关经济学和经济管理等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以作为区域经济
研究与开发人员的研究参考书，还可以供不同层次的经济与行政管理和企事业单位的有关领导和管理
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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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洪深教授，吉林农安人。
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长期从事西方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教学和研
究工作。
1981年，在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获得硕士学位之后，不久赴联邦德国在卡尔·杜易斯
堡(Karl Duisburg)基金会进修中心专攻经济管理和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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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因此，必须从总体上加大道路交通的建设力度。
同时，今后的城市规划必须克服类似的缺陷。
（2）从线辐射的角度来看，不仅要重视铁路干线、公路干线的建设，还应该重视这些干线建成后与
周边路线的配套问题。
例如，京九铁路建成后，并没有一劳永逸，因为不仅沿京九铁路干线存在着巨大的纵向辐射效应，而
且对其通过的地区存在着强烈的横向辐射效应，必须借助于配套的公路和铁路体系才能充分发挥京九
铁路的辐射效应，带动铁路两侧较大范围的地区快速发展。
（3）从面辐射的角度来看，辐射理论要求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建立发达的道路交通网络。
要求先进地区内部和落后地区内部分别建立发达的道路交通体系，这是有效进行面辐射的基础。
其实，道路交通体系对提高辐射效率的重要作用从民间流传的谚语也得到了证实，例如“要想富，先
修路”和“一条路造就万代富”等等。
关于如何实现中国东西、南北的经济互补性问题，辐射理论同样能够给我们以启发。
东西、南北的经济互补性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问题，必须认真对待。
按照辐射理论，远距离的辐射只能借助于线辐射和跳跃式面辐射的方式加以解决。
因此，可供选择的思路是：（1）在政府的帮助下建立东西、南北的互助合作关系，即我们所说的对
口关系。
干部的异地培养和交流、技术的转让、劳动力的流动、资金的融通、市场的开拓和市场信息的传播等
等都可以通过这种互助合作关系的方式加以解决，这是跳跃式面辐射在东西、南北经济互助与合作中
发挥的重要作用。
（2）充分利用现有的公路干线、航道干线和铁路干线以及航空运输等条件，加快地区间经济资源的
流动，这是线辐射在东西、南北经济互助和合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城市和小城镇建设方面，辐射理论强调城市和小城镇的布局要有利于辐射的有效进行。
大城市优先发展还是中等城市优先发展或小城镇优先发展是一个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按照辐射理论，一个地区无论选择哪一种思路，都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辐射理论制定相应
的措施。
例如在一个落后地区，中等城市的数量也很少，如果一些小城镇位于交通方便、人口密集的地区，重
点发展这样的小城镇就是明智之举。
因为小城镇对周边落后地区的辐射力可以大于较远的中等城市对这些地区的辐射力，也可以大于较远
的大城市通过线辐射对这些地区的辐射力。
而且，小城镇的快速发展可以使这些地区较快地建立起有效的辐射网络，从而加快经济资源和人文环
境因素在这些地区的流动和传播。
如果把小城镇的建设和脱贫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辐射理论的作用就更加明显。
在一些落后地区，有的居民远离小城镇，居住地区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道路交通条件也很差。
因此，相对先进的地区对它们的辐射无法有效进行，或者说，即使未来可以逐步改善各方面的条件，
也需要花费巨大的代价和很长的时间。
于是，如果把这些居民迁人小城镇或相对先进、容易受到小城镇或中等城市辐射的地区，则脱贫问题
就变得容易解决。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辐射理论除了重视面辐射、线辐射和大中城市的点辐射以外，也十分重视发挥小
城镇的辐射作用。
当然，有的城市布局不可能改变，只能依靠完善和改善辐射媒介的方法进一步发挥它们的辐射作用。
因此，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城市和小城镇布局必须以建立有效的辐射网络为指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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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经济学(第3版)》：21世纪经济学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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