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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济南大学城市发展研究基地是由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于2005年正式批准成立的学术平台
。
几年来，基地工作人员围绕“促进经济文化强省建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一主题开展理论与实
务研究活动，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最近，又策划组织编写“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系
列”之《区域竞争力研究丛书》，内容涉及城市形象设计、制造业区域集聚、城市环保企业发展、对
外贸易与地区差距等领域，从多个学科多个视角对区域竞争力问题进行研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
　　区域经济是研究特定地域内资源配置的科学，它的产生最早源于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杜能提出的
农业区位论，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逐步成为一门规范的学科。
近几十年来，随着区域经济研究由微观向宏观领域的不断扩展，以及各国政府对区域经济活动的干预
，区域经济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研究内容由传统的经济地理扩大到特定地域内的所有经济活动
，比如区域产业经济学、区域财政金融学、区域创新经济学、区域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
有人提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比较杂乱，不能算是一门科学。
可这恰恰是区域经济学“蓄势待发”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同时，这也为区域经济学构建理论新体系提
供了空间，为吸纳、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创造了条件。
这种兼容并蓄促进了学科的交叉，成为区域经济学的一个鲜明特色。
　　与区域经济学不同，可持续发展则是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一个新概念。
从目前资料看，它是由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在其1981年出版的《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
社会》一书中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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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六章进行系统研究，第一章主要对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成果、最新研究趋势
与动向进行梳理、归纳，第二章主要从定量角度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进行
综合评价，第三章主要是对中国不同省份间、不同地带间、不同地带内部的对外贸易发展差异与经济
发展差距进行衡量，第四章主要对对外贸易与地区经济差距变动的作用机制进行定性分析；第五章则
主要分析影响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的决定因素，并就地区对外贸易收敛的路径进行实证检验；在上述分
析基础上，第六章提出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对外贸易与地区差距>>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对外贸易与地区经济增长的理论与述评  第一节  贸易理论演进与发展趋势述评  第二节  经济增
长理论的演进与发展述评  第三节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与发展述评  第四节  贸易理论与区域经济
增长理论融合发展述评  第五节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问题研究进展与述评  第六节  本章小结第二章  对外
贸易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比较  第一节  中国区域单元的划分  第二节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与地区
经济发展政策的历程  第三节  中国各地区对外贸易发展水平的比较  第四节  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的比较  第五节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地区比较  ——基于四地带面板数据的回归检验  第六节  本
章小结第三章  地区经济差距与对外贸易地区差异的衡量  第一节  地区经济差距的衡量  第二节  对外贸
易地区差异的衡量  第三节  对外贸易差异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系  ——基于省际数据的误差纠正模型检
验  第四节  对外贸易结构差异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系  ——基于地带数据的误差纠正模型检验  第五节  
本章小结第四章  对外贸易与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机制  第一节  要素流动与要素收益变化机制  第二节  
技术溢出与要素收益变化机制  第三节  要素积累与规模报酬变化机制  第四节  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机
制  第五节  本章小结第五章  对外贸易地区差异的影响因素与收敛路径  第一节  影响对外贸易地区差异
的因素  第二节  对外贸易地区差异的收敛路径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误差纠正模型检验  第三节  本
章小结第六章  基于外贸收敛路径的地区协调发展战略  第一节  国内市场一体化发展战略  第二节  交通
通信设施跟进战略  第三节  人力资本提升战略  第四节  区位与资源互补的外向发展战略附录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对外贸易与地区差距>>

章节摘录

　　罗默（1990）建立了一个包括三种投入（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三个部门（研究部门、中间
品生产部门、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中间品品种水平扩展模型，该模型假定技术进步表现为新型资本
品或消费品的不断出现，考察了在中间品生产中引进不完全竞争后中间品品种增加的情形。
罗默认为，知识积累对于知识生产的正的外在性产生了知识的内生增长，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而
知识生产的激励来源于知识在用于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排他性。
在罗默的模型中，技术知识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收益递增由内生的知识累积引起，国民经济
增长率与在研究部门中投入的人力资本成正比。
　　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1991）提出了一个产品质量阶梯不断提高的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技术进步表现为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而这种提高质量的技术是靠专门的研究与开发
而获得。
格罗斯曼与赫尔普曼强调，正是一系列部门中产品质量阶梯的不断提高构成经济增长的源泉。
　　1992年，阿格奥和豪伊特提出“创造性破坏”的新熊彼特主义模型，该模型采用新熊彼特方法假
定经济中存在三个部门：最终消费品部门、中间产品部门和研究开发部门。
其中中间产品部门具有垄断性，而其他部门的市场具有完全竞争的性质。
假定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劳动：只能从事最终消费品生产的简单劳动、既能从事中间产品生产又能进
行研究开发的熟练劳动和只能从事研究开发的特殊劳动。
在此基础上，阿格奥和豪伊特探讨了“创造性破坏”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认为“创造性破坏”实
质就是目前的创新与将来的创新之间的负相关，并将经济增长过程视为具有不确定性的创造性破坏过
程的不断重复，垂直产品创新（产品质量不断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并导致经济的周期性增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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