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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区域分工——区域经济学核心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区域分工的理论解释随着区位理论、分工与贸易理论的发展而发展；区域分工的度量指标也有了一定
程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伴随着数据可获得性的提高，区域分工的实证研究文献日益涌现而丰富。
在对学术界关于区域分工研究取得的硕果予以肯定的同时，对这样的两个尚未较好地解决的问题予以
思考和探讨将有助于深化对区域分工的理解。
首先，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区域分工可以从两条路径人手：一是地区路径，另一是行业路径。
但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区域分工水平，现有文献从这两条路径得出的结论通常是不一致的。
其次，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现有文献包含着封闭经济假设（地区路径）或孤立系统假设（行业路径
），这样的假设显然有悖于客观的经济事实。
上述两个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方法论的创新。
对于第一个问题，现有方法不能实现区域分工问题研究地区路径的分析和行业路径的分析系统地统一
；对于第二个问题，现有方法不能实现区域分工问题研究封闭经济假设的分析和开放经济假设的分析
系统地统一（地区路径），以及孤立系统假设的分析和开放系统假设的分析系统地统一（行业路径）
。
本书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在合理的假设下创造性地提出了专业化强度、专业化地位、地
区的专业化系数、地方化强度、地方化势力、行业的地方化系数、区域分工系数等概念（度量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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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合理的假设下创造性地提出了专业化强度、专业化地位、地区的专业化系数、地方化强度、地
方化势力、行业的地方化系数、区域分工系数等概念(度量指标)，这些概念(度量指标)一脉相承，为
解决第一个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不仅如此，本书还将区域分工的度量指标从封闭经济假设推进到开放经济假设(地区路径)，从孤立系
统假设推进到开放系统假设(行业路径)，从而为解决第二个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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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1.1 理论意义一是，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区域分工可以从两条路径人手：一是地区路径，另
一是行业路径。
对一个国家的区域分工水平，从这两条路径得出的结论理应是一致的。
但是，就已有文献而言，在方法论意义上，这一问题尚未得以较好地解决。
这为本书深入研究和探讨区域分工问题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二是，就已有关于区域分工的实证研究文献而言，从地区路径看，均包含着封闭经济假设，从行业路
径看，均包含着孤立系统假设，这样的假设显然有悖于客观的经济事实。
因此，在方法论意义上，如何把区域分工的实证研究从封闭经济假设推进到开放经济假设（地区路径
），从孤立系统假设推进到开放系统假设（行业路径），也是值得深入分析和探讨的。
1.1.2 实际意义一是，深化对中国省级地区工业分工问题的理解。
不可否认，很多文献对中国工业分工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
但是，不足也是明显的：由于相关文献采用的度量指标有其固有的不足，使得从地区路径人手与从行
业路径人手予以分析难以系统地统一，甚至是，部分文献是否是在讨论区域分工问题。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区域分工的度量>>

后记

2005年10月，我参加了陈家海研究员主持的一项关于长江三角洲城市职能问题研究的课题。
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如何将城市的相对规模合理地融入城市职能问题的分析，现有文献没有予以较好
地解决。
2005年12月的某一天，忽然灵光一闪，一个念头现于脑际！
惊喜于“突破性”思路之际，亦得益于我曾经对区域分工问题作过的探讨。
城市地理学关于城市职能问题的研究，与区域经济学关于区域分工问题的研究有着较多的关联。
于是，最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地区专业化的度量》一文。
很自然地（和很辛苦地），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博士论文及略加修改而成的书稿得以完成。
在书稿完成之际，首先，感谢我的导师陈家海研究员。
2003年6月，我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贸易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分配到上海社会科学院部
门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
从那时开始，陈家海研究员就作为我的导师，对我从事科研工作予以帮助。
我在研究工作中取得少许的进展和进步（包括博士论文从选题到定稿，再到书稿定稿），与陈家海研
究员的指导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其次，感谢厉无畏所长和杨建文所长。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以应用经济研究为主体，以应用理论研究为支撑，以决策咨询研究和
企业咨询研究为特色。
部门经济研究所为青年科研人员提供了良好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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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区域分工的度量:方法与实证》：学术新视角丛书·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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