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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商品与资本、技术、信息和服务等生产要素跨国界流
动的规模不断扩大和程度日益深化，作为全球一体化最为显著的表现形式之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发展正方兴未艾，它通过国际、区际分工，在区域市场和世界市场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
置效率，正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
在国家层面，即一国之内的区域开放与发展问题，也因为面临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而充满变数：不同区
域参与国际市场程度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其发展速度的不同，两者又会不断地互相强化、循环发展，
对一国内部整体的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提出挑战。
    基于上述原因，区域经济的对外开放和不同区域间的协调与整合，更进一步讲，区域经济的国际化
与区际化之间的关系特征，尚待作深入考察。
就其本质而言，区域经济的国际化是中国总体经济国际化的原动力，而区域经济的区际化是我国内部
统一市场形成与整合的基础。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已经改变了计划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的原有分层格局，因而在中国的区域经济开放
与发展已然卷入到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条件下，在中国区域经济新的分层格局下，如何把握区际经济互
动中的竞争与融合，是一个很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众所周知，经济运行离不开制度环境的作用，区域经济的开放与发展也不能例外，甚至更易于受到
制度因素的影响。
中国改革开放中由政府主导而形成的区域发展梯度现象有力地显示出，政府的决策和发展战略对于区
域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大影响与作用。
在整个国家层面的改革和开放进入攻坚阶段的条件下，在政府提出了诸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
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等具体的区域发展战略背景下，如何看待区域开放、制度转型和区
域经济发展三个层面之间的链条联系亦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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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建军，浙江杭州人。
1987年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
1992年至1998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日本京都大学和新泻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现为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温州大学商
学院院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长三角区域规划综合组成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学、区域和
城市经济学及亚洲经济发展。
先后主持过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并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
中国工业经济》以及《环日本海研究年报》（日本）等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上百篇。
出版有：《中国高速增长地域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产业区域转移与东扩西进战
略——理论与实证分析》、《亚洲经济发展导论》等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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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三个层面上对中国经济全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通过加快长三
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中国经济的核心区域实现“强强联合”，产生具有国际意义的产业经济集
聚效应，进而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激发出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
程中的地位；第二，解决现实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分割及地方保护主义问题，推进政
企分离，加快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步伐；第三，形成了中国国内区域经济
发展的“雁行模式”格局，并成为推动中国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雁”和动力源。
但是在理论层面，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中国经济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至今还存在着一些关
键问题需要解决。
比如，如何将这一问题的研究从政策研究和对策研究层面推进到更为一般化的应用理论研究层面？
如何将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和一体化进程中纷繁复杂，且看来是各不相关的众多现实问题的研究聚焦
在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系统性分析框架之中？
应该承认，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过程中.理论界具有先天的不足，首先是没有合适的理论工具
。
传统的国际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欧洲一体化现象，但用来解释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显现出它的局
限性。
区域经济学在国际上还是一门发展中的新兴学科，人们曾经尝试着用区域经济学中的“增长极理论”
来确定长三角内部上海和江浙地区之问的关系，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合适的。
城市地理学可以解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地理经济现象，如城市群和城市带现象，但是对市场经济条
件下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城市群形成的最重要的动力因素、人的行为、人的趋利行为的研究就有束
手无策之感。
产业经济学和产业分工理论也不能简单地用来说明所谓的“产业同构”问题.等等。
但另一方面，由于多年的研究积累，同时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的不断推进，使得我们已经有可
能不用依靠传统的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的理论来进行对号入座式的简单解读，而从研究对象自身的问
题研究人手，通过系统的归纳、整理和提炼，聚焦我们的研究问题，形成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最终
构建起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统一的研究平台，以便能够使我们在研究长三角区域经
济一体化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问题时能有相对完整的分析工具，更能将它推广到一般层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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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记得童年时代住在杭州吴山脚下，山顶上有一处景点，建有一特具江南风味的亭楼，上层的亭匾上，
题着四个字，“江海汇观”。
登楼远眺，钱塘江像天边白练，浩荡东去，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是谓“江海汇观”。
当时总是会想，在那天际的尽头就是大海了吧，不然怎么叫江海汇观呢。
但实际上，从杭州市区沿钱塘江下行，最少还有几十公里，才到江海混搭的杭州湾，至于到真正的大
海，那还有一些距离。
江海汇观更多的是一种想象，一种带有中国古诗风格的想象。
在杭州这个充满了湖光山色、小桥流水、柳暗花明的城市，类似“江海汇观”这样充满了大气磅礴的
想象空间的景观还真是一种稀缺。
汇聚是美丽的，唐诗中有，“孤帆远景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的不朽诗句，描绘的应该是汉江和
长江汇合处的壮观和美丽。
在长三角这个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区，那些具有影响力的城市，几乎都是坐落在江河、或江海
汇聚之处的。
上海坐落在黄浦江和长江交汇之处，在南京有秦淮河和长江的汇聚，杭州则是富春江和钱塘江、大运
河的汇合地，在宁波是甬江、姚江和奉化江的汇聚。
滔滔江海的汇聚，孕育了城市；有了城市.一方区域经济就有了活力，于是经济就发展起来。
汇聚源于流动，有流动才有汇聚。
古话说，树挪死，人挪活。
这朴素的语言，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道理。
汇聚是流动的结果，汇聚产生了力量。
如果把江河的流动换成资源要素的流动，那么汇聚就是区域一体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何解释这种历史现象，成为众多经济学家
们努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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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要素流动、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编辑推荐：浙江大学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研究中心系浙江
省首批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心主要致力于“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这一浙江省和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的研究。
中心依托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多个优势学科，包括国际贸易学、世界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多个二级学
科博士点，整合多学科的科研力量。
现已形成一支年龄结构合理，知识基础扎实，富有创新精神的学术团队。
近年来已获得一批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成果，中心正日益成为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平台。
〈br〉中心主要研究方向涵盖三个方面：一是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模式创新，主要致力于开放型经济
的效率增进及开放与发展的互动机理研究：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国际竞争力，主要致力于构建提高
开放型区域经济国际竞争力的理论体系，揭示经济一体化对外向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机理；三是
国际金融发展与区域国际竞争力，主要研究在金融国际化的进程中，如何借助于国际资本的双向流动
、市场化利率和汇率机制的形成等途径，实现区域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br〉中心主任由张小蒂教授担任，副主任由金雪军、黄先海教授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由史晋川教
授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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