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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发展微观机制研究:一个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模型及实证检验》在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文献综
述的基础上，构建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与模型，利用多国经验证据，从理论解析、案例与实证分析角
度研究区域发展的微观机制问题。
对生产要素区位与空间均衡、微观经济主体区位选择与空间均衡、资源空间配置优化及空间配置均衡
、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区域分工合作、区域经济政策、区域发展差距与区域发展竞争
的微观机制进行分析论证。
认为土地、劳动力、资本、知识四种生产要素的投入及其地域空间流动与配置是区域经济运行的微观
起点；以企业为核心、包括家庭户和经济个人的微观主体是区域经济运行的基本经济单元及最终推动
者与承担者；区域经济运行效率提高与经济结构优化，应以生产要素报酬率提高、微观主体市场竞争
力增强、微观机制改进为前提；区域经济发展的数量效应与结构效应主要表现在区域资源配置优化、
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区域分工合作及区域特色经济形成等多个方面，受区域经
济政策的直接影响；区域发展差距越大，区域发展竞争越激烈，则地方政府推动地方保护的积极性越
高，根本原因在于地区之间在产业市场竞争力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提高生产要素平均报酬率、增强
微观主体的市场竞争力是欠发达区域开发成功的关键因素。
《区域发展微观机制研究:一个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模型及实证检验》共分10章。

第1章，首先对“区域发展”、“微观主体”、“微观基础”及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揭示出它们之间
的关系。
从微观角度对西方1826年以前的区域经济思想、古典区位论、空间结构理论、现代西方区域经济思想
、马克思区域经济思想、我国学者对区域经济问题的理论研究进行回顾，评价其理论贡献，指出其中
的缺陷、不足及可改进之处，为后续研究做准备。

第2章，在生产要素四分法的基础上，利用相关经济变量，分析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知识四种生产
要素区位、空间流动与空间配置均衡的特征与规律，认为生产要素投入及空间流动与配置正是生产要
素区域属性在产业配置与地理区位方面的表现。
土地要素空间流动具有相对稳定性，依赖于其他生产要素空间流动；劳动力要素空间流动的制度约束
较强；资本要素空间流动的区位选择性与报酬率导向性明显；知识要素空间流动具有周期性、创新性
。
受市场供给、需求与价格变动的冲击，生产要素空间流动表现出均衡与非均衡变动。

第3章，研究了企业空间聚集与扩散的经济激励、农户空间移动的土地要素约、居民户空间移动的要
素与产品市场条件、消费者地域运动的利润平均化效应，认为微观主体作为区域经济运行的基本经济
单元、最终推动者和承担者，决定着区域经济运行的数量规模和结构特点。
本章对同一区域不同时期微观机制空间演变、不同区域微观机制空间分异的经济动因、不同区域间微
观经济结构空间互动的地理区位效应进行分析，认为微观主体平均收益率变动是导致微观经济结构空
间演变的主要原因，微观主体间分工合作收益形成与分配的空间非均衡演变是微观经济结构空间演变
的经济激励基础，微观主体空间位移是影响不同区域微观经济结构间空间互动的关键因素，区域分化
重组起因于微观主体间空间分工合作的根本性调整。
厂商、家庭、消费者作为区域经济运行的最终推动者和承担者，决定着区域经济运行的规模与结构，
经济结构空间演变的基础在于微观主体间区域分工合作，以微观主体平均利润率变动的空间分异为前
提。

第4章，在分析区域资源配置优化三种类型的基础上，对区域资源空间配置优化程度与效率、区域资
源优势与资源开发优势进行微观分析，把区域资源空间配置优化分为总体优化、单个需求者优化、单
一资源优化三种类型，认为区域资源优势是价格优势与数量优势的综合表现，资源开发优势最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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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微观主体将资源转化为最终产品与劳务时的成本优势。
区域生产力空间布局以微观主体为基础和最终落实者。
本章还利用统计数据和相关文献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各省区市的资源空间配置进行实证分析，认为
生产要素与微观主体空间运动的制度和市场约束是导致资源空间配置低效、错位的主要原因。

第5章，在区域经济增长解释的基础上，分析了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影响，对区域经济增
长的生产要素与微观主体基础进行研究，并对区域经济增长量进行微观分解，认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使
用价值与价值构成，最终决定于微观主体介入区域经济活动时的生产要素空间投入及其货币化价值量
，区域经济增长量可以进行微观分解。
本章还利用统计数据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各省区市的经济增长进行微观实证对比分析，认为我国区
域经济增长差异与波动的主要原因在于生产要素平均报酬率的区际分异与变动。

第6章，在从生产要素角度划分区域产业的基础上，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生产要素与企业基础进行
了微观分析，认为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主体，既是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经济单元，又是主要的推
动者和承担者，其目的在于提高边际产业纯产值较高的生产要素比重。
此外，还利用统计资料对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了微观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
关键在生产要素、微观主体的市场化。
 
　　第7章，分析了区域分工合作的生产要素和微观主体基础，重点研究了纯粹生产经济体系、纯粹
交换经济体系、生产——交换经济体系中企业内部区际分工合作的微观机制，认为区域分工合作以生
产要素空间组合配置为基础，必须落实到微观主体经济活动，才能产生实际经济效果。
本章还利用统计资料对我国区域分工合作进行了微观比较实证分析，认为生产要素与微观主体由西部
向东部运动和聚集是区域差距形成的主要微观动因之一。

第8章，研究了区域经济政策与微观主体之间的价格、税收、利率、汇率互动关系，分析了区域经济
政策制定与改进的微观依据，提出相应的微观评价标准，认为区域经济政策必须落实到以企业为核心
的微观主体经济活动，才能产生实际效果，价格、税收、利率、汇率是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经济信号
和纽带。

第9章，以中国区域非均衡发展与经济转型为背景，在文献评析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Panel Data)从理
论和实证角度分析区域发展差距、地方保护主义与区域发展竞争的微观机制问题。
主要探讨区域差距扩大对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效应。
笔者发现：为了实现追赶目标、最大化地方就业与财税利益、充分显示官员政绩。
地方政府有进行地方保护的积极性；区域发展差距越大，地方保护的积极性越高，根本原因在于地区
之间在产业市场竞争力方面存在着较大差距；如果本地市场上外地产品所占比重较高，本地区产品对
外输出量较小，则地方保护积极性较高，产出能力提高则会降低地方保护的积极性；只有缩小区域发
展差距，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根源。
本章从区域非均衡发展与大国经济转型角度构建了一个解释区域差距、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一体化发
展之间相关关系的理论框架，还提供了较强证据支持该理论解释框架下的相关假说。

第10章，利用中国、韩国、日本、印度、美国、俄罗斯和欧盟国家的经验证据，从案例与实证角度分
析区域开发特别是欠发达区域、特殊类型区域、问题区域开发与发展中的微观机制改进与重构问题。
供给不足与需求制约是导致中国西部生产要素空间非均衡、低效率配置的主要原因，微观主体转移性
、财产性、经营性收入过低与分配不均严重制约着中国西部区域经济的发展，生产要素与微观主体的
市场化、产权明晰化和市场运行机制的形成是推进中国西部地区区域发展微观机制改进与重构的方向
。
韩国的“新村建设”、广域圈区域开发与西部开发，日本的全国国土综合开发计划、据点式区域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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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定居圈区域开发模式与北海道地区开发，印度的经济特区开发与西北地区区域开发，在促进这
些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优化了生产要素空间配置结构，为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均衡发
展创造了条件。
美国的西部地区开发、南部地区开发与田纳西河流域开发，促进了美国宏观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俄罗斯的东部地区开发经历了复杂的历史进程，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各个地区、各个联邦主体之间的区
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区域发展差距有所扩大。
欧盟在推进成员国区域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充分、灵活利用各种政策工具与手段，促进了各成员国、
各经济区域的协调、稳定与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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