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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识经济，简而言之，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经济社会是继农业经济社会和工业经济社
会之后的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形态，其本质特征表现为生产要素、生产企业和生产产品的知识化，产业
结构的知识化、高新化、软性化和国际化，其突出表现为全球化和信息化。城市空问结构是经济社会
的空间表现形式。知识经济日新月异的发展必将对城市空问结构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因而未雨绸缪
，超前研究知识经济的发展趋势，揭示知识经济与城市空间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建立与之相应的城
市空间结构理论，开展基于知识经济的城市空间结构实证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
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试图以战略的眼光、超前的思维，选择知识经济与城市空间结构这一
前沿课题进行开拓性、创新性研究。经过几度春秋的努力，终于将书稿呈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采
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交叉、理论与实证相结合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创造性地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城市空间结构既是一种空间现象，更是一种经济现象。经济发展始终对城市空间结构的产
生和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城市空间结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城
市空间结构将呈现集中、分散、再集中、再分散的循环周期运动，但每一周期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而
是呈螺旋式上升和提高的过程。　　（2）城市空问结构理论或是为了探索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
规律，或是为了解决一定时期的经济社会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因而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阶段性。任何
脱离经济社会构建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因而将知识经济与城市空间结构问题紧
密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才能构建与知识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城市空间结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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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以战略的眼光，超前的思维，从城市空间结构演进的经济机理
出发，对知识经济与城市空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窄间结构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
出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将主要呈现出城市内部和外部空间双向联动和双重结构的特征。
城市空间是一种空间现象，更是一种经济现象。知识经济社会是继农业和工业经济社会之后的更高级
的经济社会形态，其突飞猛进的发展必将对城市空间结构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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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4 聚集效应的空问作用机制　　2.1.4.1 聚集效应的微观表现形式　　众所周知，聚集经济利益
的存在为厂商和居民带来了超额利益。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更多厂商与居民的聚集和竞争，势必导
致利益的均等化（即超额利益的消失）和数目的最大化。在此过程中，不仅生产者、消费者之间进行
了区位竞争，而且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也进行着区位的竞争与协调，从而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也凶之
调整和协调。换句话说，厂商、居民的区位竞争与均衡本质上是各种生产要素的空问配置与均衡过程
。凶此，考虑到聚集效应的存在和作用，市场竞争的均衡应是生产要素时、空配置的同时均衡。　　
建立在时间均衡基础上的传统价格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通过市场交换，生产要素在各个行
业之间分配流动从而得到了更为有效的配置；当市场出清时，社会资源就得到了帕累托有效配置，即
社会资源在各个行业得到了最有效的分配使用。而在聚集经济时，资源的空间流动与配置则可进一步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换句话说，仅仅满足建立在时间基础上的市场均衡配置，并不能实现社会福利最
大化；而只有同时满足社会资源的空间最佳配置时，才能最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可以设想，不合理
的城市聚集和空间布局，必然要降低资源的利用效率，即使此时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已达到帕累托最
优状态①。　　在城市经济活动中，社会资源的时、空有效配置实际上也就是土地要素与其他社会资
源的最佳配置问题，换个角度讲，也就是土地的最佳利用问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在包括城市及
其乡村腹地的区域经济中，社会资源的时、窄有效配置也就是城乡上地的最佳利用与配置。当实现社
会资源的时、空有效配置时，可流动的要素和产品通　　过市场交换达到供求均衡，从而确定均衡的
要素与产品价格；而土地要素则因空间聚集和其他要素与产品市场的均衡达到最佳利用，从而实现租
金收入——土地价格的最大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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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空间结构研究》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
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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