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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导论》

内容概要

《区域经济学导论》是2001年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的《区域经济学原理》（在2002年为中国人
民大学区域经济学专业评为全国重点学科做出了贡献）的修订版。此次修订，主要是近十多年来国内
外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有了长足的推进和发展。据此，我们首先是对原书中区域经济学的十二大
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凝练、充实和完善；其次是增加了“区域人力资源”、“海洋开发”、“新经济
地理学”等十大内容，使修订版扩充至二十二个篇章（包括代序）。综观全书，不仅理论、方法更趋
深入、完善，也把中国区域经济实践作了简要梳理、阐发；不仅有陆域开发，更有在区域经济学领域
首次提出的“海域开发”；不仅阐发了国内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也把国外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作
了评价；最后还在“跋”中提出了我们主张的关于“区域经济学学习与实践的方法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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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敦富，20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化学地理专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1994年至2001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
软科学研究所所长。截至2005年培养博士生29名(其中留学生1名)，博士后1名，硕士生32名(其中留学
生1名)，访问学者9名(其中国外访问学者2名)，在生产布局学、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投资环境
评价与投资决策和环境经济等方面有较多著述，为区域经济学专业学术带头人，2002年1月该专业被评
为国家重点学科。
主要论著有《中国投资环境》、《产业布局学原理》、《投资环境评价与投资决策》、《环境规划方
法与实例》、《环境经济》、《资源价格》、《区域经济开发研究》、《区域经济学原理》(获国家“
五个一”工程奖)等近20部。发表论文90余篇。完成国家和省部级课题30余项，主要有：山西能源基地
、重庆、渡口等省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规划与模型研究”、“深圳机场选址论证研究”、“三峡
地区总体开发规划中工业和交通开发规划要点研究”、国家八五重点攻关课题“区域经济开发研究”
、“九江市(包括庐山)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等。
现在主持编写《区域经济学系列丛书(14卷)》、《中国投资环境蓝皮书》、国家《资源科技名词辞典
》的“人力资源”部分等；主持进行着6项科研课题。兼任中国投资环境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中国经济地理研究会原副理事长、中国软科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委
员、全国城市规划研究会顾问、《城市经济、区域经济》执行主编、中国县市长工作研究网高级顾问
、法国巴黎(第12)大学客座教授等。其对专业的贡献，被载入由《经济日报》中国经济信息杂志社编
辑、中央文献出版社首次出版的《强国丰碑》(2004年彩色版)第266～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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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采用不同的标准，可以把区域经济增长因素分为不同的类型：
（1）从各种因素与社会生产过程的相关程度看，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因素和间接影响因素两类。直接
影响因素也即“生产的因素”，是指直接参与社会生产过程的因素，主要包括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或
生产资金）两方面。体现在知识产业中的科学技术，也是一种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这些直
接影响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间接影响因素是指通过直接影响因素对社会生产过
程间接发生作用的因素，包括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人口、科学技术、教育、经营管理、产业结构、
对外贸易、经济技术协作、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等。这些间接影响因素一般通过改善生产条件、劳动
力和生产资料的质量来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 （2）从各种因素的空间分布来看，可以分为内部因素
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产生于区域的内部，包括区内生产要素的供给、消费和投资需求，以及区域的
空间结构等因素，而外部因素则来源于区域的外部，包括区际要素流动、区际商品贸易、区域外部需
求，以及国家区域政策等方面。前者反映了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后者则反映了外部
环境条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3）从各种因素的性质和特征看，则可分为一般性因素和区域性
因素。前者是指国家和区域都具有的增长因素，如资金、劳动力投入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它反映了区
域经济增长的共性特征。后者是指区域所特有的增长因素，如城市化水平、资源禀赋与配置，以及国
家投资的区位偏好等，它反映了区域经济增长的个性特征。 （二）主要因素作用机制分析 1.自然条件
因素 自然条件（包括自然资源）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自然条件的状况如何，直接或间接
地影响着各地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特别是，自然条件直接决定了各地区农业、采掘业以及水力发电
等部门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水平，进而间接影响到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各地区优
越的地理位置如交通便利、接近原料产地和消费地区，同样也影响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种优
越的地理位置能够减少原料、材料以及成品运输中的劳动消耗。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
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不同，人们即使花费了等量劳动，劳动生产率也不相同。马克思曾把由自然条件差
异所形成劳动生产率称为劳动的自然生产率，这种劳动的自然生产率是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应
该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条件因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在逐渐减弱。 2.人口和劳动力因
素 人口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是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的载体。从生产者的角度看，一定的人口
数量和适度的人口增长是保证区域劳动力有效供给的前提条件。在人口年龄构成一定的条件下，劳动
人口数量与人口总量成正比，人口总量越多，劳动人口数量也越多；反之，则越少。此外，人口素质
的高低还直接影响着区域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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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经济学导论》可作为经济学或应用经济学相关专业、地学类地理学和环境学各专业、建筑类城
乡规划等专业，尤其是区域经济学专业学生（参考《区域经济学导论》后附“跋”第三论述中，对相
关专业本科生和本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不同要求的设计思路与安排进行学习）的教材；同时
，也可供国家和地方职能部门相关人员，以及关心地区发展的人士和学者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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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不错，考研很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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