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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经济学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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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简述了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在过去二十年

里在中国的发展#并指出空间经济学在中国的下一个发展方向就是

和国际贸易)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的进一步结

合$同时#我们介绍了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

#$!!

"的概况以及

入选的六篇论文$

关键词
"

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

%一&

众所周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4克鲁格曼 !

\*04F10

E

.*)

"独享
#$$;

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这是因为 '一直以来#有关国际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区位研

究都是经济思想的前沿$即使在今天#自由贸易)全球化和城市化依然是大

众讨论和学者分析的热门话题$但传统上#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被视为两个

不同的学科分支$然而#最近
"$

年来#它们越来越走向融合$一种新的理论

表明#是相同的力量同时决定了生产要素全球配置下的国际专业化分工 !贸

易理论"和经济活动的长期区位 !经济地理"$克鲁格曼对此做出了开创性的

贡献($诺奖评委会特别提到他具有开拓性的研究体现在三篇论文和两部著作

中#其中一篇论文是
!??!

年的 '规模报酬与经济地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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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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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建立了一个中心*外围模型***人们通常将其看做新经济地理学的起点

!他本人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种子早已能在他
!?>?

年的文章中找到"#一部著

作是
!???

年他与人合作的 1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2!

U0

A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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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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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诺贝尔经济学奖不同的是#克鲁格曼的获奖不仅在经济学

界而且在地理学界同样引起快速而强烈的反应$

#$$?

年世界银行报告的题目

就是 1重塑世界经济地理2#而
#$$?

年的美国地理学会 !

99P

"年会#特别

设立了一个专场!

#全美地理学家济济一堂#讨论经济地理学下一步如何走$

进一步的#在
#$!$

年的美国地理学年会上#克鲁格曼被邀请与全美地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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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话$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次会上#全美地理学家授予主流经济学家

克鲁格曼 '荣誉地理学家(称号$

当年#克鲁格曼将自己关于中心*外围模型的工作称为 '新经济地理学(

!

8+P

"#而将他们的那本书命名为 1空间经济学2!以至于经常有新人花时间

去探索两者之间的差别"#其实这都是有所思考的$显然克鲁格曼的研究与传

统经济地理学迥异"

#之所以取名为 '新经济地理学(#作为经济学家的克鲁

格曼#希望 '新(和 '经济地理学(联系#一方面能吸引经济学家们的眼

球***将 '经济地理(纳入视野&另一方面能吸引地理学家们注意***关于

经济地理还有 '新(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取名之

初#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就意识到 '新经济地理学(一词有可能会引起经济

地理学界的不满情绪%你们的研究是 '新(的#那我们的研究呢- 因为人们

一般不愿意别人侵略自己的乐园#更不愿意被人比喻成是 '旧(的$当初他

们就说过#不如干脆取名为 '空间经济学(#这样就可避免经济地理学家们的

反感 !梁琦#

#$$K

"$正如他们所预见的#甚至超出他们的预见#无论是
#$$?

年还是
#$!$

年美国地理学会年会上#都有正统经济地理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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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新经济地理学(表示不满#以至于藤田

昌久至今还在感叹%唉#最初直接叫 '空间经济学(就好了$

K但是#试想#

如果从来没有 '新经济地理学(这一名称#地理学界是否能像今天这样对诺

贝尔经济学奖反应如此快速和强烈#而克鲁格曼又能否在经济学奖之外再获

个 '荣誉地理学家(称号-

# 克鲁格曼在大会做了一场报告#名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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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地

理学家
H2-1

:

31

担任点评人$克鲁格曼的同名文章作为首篇发表于
X3

E

(-)*4H20B(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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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中克鲁格曼的直接引言#均出自他的这个报告$

" 我想#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研究的是'经济的地理特征(#而地理学界的经济地

理学研究的是'地理的经济特征($不知地理学界是否认同$

% 为了与'新经济地理学(以示区别#一些经济地理学家在经济地理学前加上了'正统(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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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有意思的是#叫'新经济地理学(#有经济地理学家反对&叫'空间经济学(#有自然科学家反对$几年前

在中国#一提到'空间(还只以为是自然科学界的事$

不论称谓如何#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美国#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们#

在一个共同的平台上#研究共同关心的问题$

在中国也同样$

#$!!

年
>

月
#

*

"

日#由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

学)北京大学共同发起的 '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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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I&H+

"在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召开$这次大会是由中山大学)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区域科学协会联合

主办)1经济学2!季刊"协办的$两个国家一级学会共同举办一个学术研讨

会#不同学科背景的专家学者们在同一个平台上探讨同样的问题#这在中国

学术会议史上是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我们也在此抛出 '橄榄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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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面某届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中国地理学会能参与联合举办#而且#希

望这个日子早点到来$

%二&

近
#$

年#是空间经济学飞速成长的
#$

年#蓬勃兴旺的
#$

年$甚至使人

感觉太招摇而引来一些不满和批评$有人说#

8+P

的核心模型***中心*外

围 !

&\

模型"对美国现代经济的解释力并不强&

&\

模型强调的有形因素

!譬如运输成本"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力已远不如无形因素 !譬如信息溢出"#

而后者没有在
&\

模型中显现$时下困扰美国的并不是运输成本等有形因素#所

以 '新经济地理(研究的问题其实有些 '老(#甚至于当下美国而言不合时宜$

对此#克鲁格曼本人也认为较之
#$!$

年的美国经济#

&\

模型确实与
#$

世纪初美国的真实经济地理更加吻合#它可以很好地解释
!?

世纪美国制造业

和欧洲的 '热香蕉(!

'-2T*)*)*

"地带的情形 !

F10

E

.*)

#

#$!!

"$因此#考

虑到别人的情绪#不妨做点自我批评%'自从新经济地理学起始至今#我和同

伴们都有轻微的负疚感#我们都在谈论过去#而不是现在#更没有谈及未

来$(但是#他话锋一转# '它是***正如我所希望的***为经济学家研究地

理问题而敞开的一扇门#特别是研究产业集聚的形成$(那么#是不是我们不

要囿于对
&\

模式的固化理解- '事实上#自新经济地理学产生以来#产业本

土化#而非广义上的中心*外围模式#已成为大量实证研究关注的焦点$现

在很明显的是#要素更多集中于单个产业集群#而非广义的中心*外围模式

意义上$(所以#尽管广义上的中心*外围地理特征似乎更适合描述美国工业

发展的历史时期#但产业本土化)地方专业化仍然在当今美国普遍存在$不

过#特征发生了一些改变$因此#我们的研究方法也要相应改变%'一是在量

化地方专业的手段和方法上#我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二是考察地方专

业化#要从细微处着眼$因为与过去的定义相比较#如今大多数的地方专业

化或产业本土化都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譬如
!?K$

年的匹兹堡与今天的亚特

兰大相比#一个显然是钢铁城市#另一个是什么呢- 很难有明确的定义$又

譬如#纽约显然是金融业主导的城市#但除了纽约#大多数人恐怕都很难定

义美国其他都市区的产业特征是什么#好像都差不多#每个城市都在做着差

不多的事情$这就需要人们更细微地)更精准地描述地方专业化%波士顿和

明尼波利斯同样都有医疗器械的集群#但是它们并非生产完全一样的东西#

需要细致的观察才能区分它们之间的差异$(

而且#科学是无国界的$

8+P

主要关注制造业#尽管对于发达国家似乎

更适合描绘当年制造业发展的情景#'但现在世界上那些新兴经济体的情况正

如当年的美国(#克鲁格曼研究经济地理的文章开始发表于
#$

世纪
?$

年代

初#'当时完全关注于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一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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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历史案例很容易获得&二是认为这能够很好地反映世界经济的重心#因为

那个时候#在
!??!

年#高收入国家占据了全球
;%L

的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但

是今天这一比例只有不到
>$L

#这主要是由于新兴国家制造业的飞速增长#

特别是中国$(克鲁格曼断言# '中国的经济地理#非常符合
8+P

的框架($

这是因为 '首先#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大量中西部向沿海地

区迁徙的移民#形成了这些地区和东南部的制造业联系$应该说#这一景象

的形成是因为大多数中国的工业制品是面向海外市场而非国内市场$同时#

区域差异也是
!?

世纪美国 '制造业带(的真实写照$然后是关于产业区位的

问题$从温州的 '打火机城( !占据了
?KL

的世界份额"#到盐步的内衣生产

集群#中国存在着成千上万的产业集群$(今天#世界经济重心发生了转变#

克鲁格曼断言道% '在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

8+P

的模型对于我们所看

到的现象有广泛的应用#它对于理解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在克鲁格曼隔海相望中国的时候#中国学者们早已认识到空间经济学理

论于中国的适用性和重要性$正如杨开忠教授所说%'城市)移民和贸易是发

达国家过去
#$$

年来进步的催化剂$现在#这些故事正在发展中国家最有活

力的经济体中重演$现在的中国不仅仅发生着世界上最大规模)最迅速的城

市化)移民和一体化#而且经历着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国规模经济的情况

!我们国家的人口是欧洲)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再加上日本的总和"#经历

着向知识大增长和创新驱动发展方式的转型$在这几股带有根本性的力量的

作用下#中国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中国的经济地理正在发生着剧烈的)持

久的)趋势性的变化$这样一种变化应该说既对空间经济研究提出了重大需

求#同时也为空间经济研究提供了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素材#创造了世界上

最优越的空间经济研究的土壤$所以我们这一代空间经济学者)经济地理学

者#我们这一代区域科学工作者#是十分幸运的#是令全世界空间经济学者

所羡慕的$(

<

< 引自中国区域经济协会会长杨开忠教授在'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

"(的致辞$

>

#$$K

年#为了向大众宣传空间经济学#我写了一篇文章向1光明日报2投稿#却泥牛入海无消息$

#$$<

年的一天#突然接到1光明日报2理论周刊的电话#约我将文章缩减篇幅发表#我当时很纳闷#为什么一年

多后才能发表- 后得知#当时有自然科学家提出异议$这就是后来于
#$$<

年
>

月
!>

日发表于1光明日

报2的文章'空间经济学%多学科的融合与创新(!

#$$>

年被选为'

#$$<

年中国十大学术热点(的相关文

章"$1光明日报2配了个'编后(说%'梁琦教授的这篇文章我们是去年收到的#恰巧#同期我们也收到了自

然科学界一位专家质疑经济学家5跨界6研究空间问题的文章$由于种种原因#这两篇稿件我们均没有采

用$今年以来#1经济学2专刊拟逐步增加学科前沿观察述评类文章的推介力度#于是约梁教授对原文作

了压缩和调整!见报时仍有删节"$..说到对空间的5跨界6研究#我们认为#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研究对

象$自然科学界研究的是空间的自然现象和规律#而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是空间的经济现象和规律#研究

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在一个知识创新的年代#不论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

会科学研究的学者#都应有一个积极的心态面对新事物的发生!有人以为5空间6仅是理工类学科的专有

名词#习惯上一看到5空间6便联想到诸如太空飞船或者物理粒子等"#打破一种思维定势#加强多学科的

交叉研究#促进学科的融合#也许更利于理论创新($

回想几年前#空间经济学在中国还是一个陌生的名词>

#但是今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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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喜地看到#中国学术界已掀起空间经济学浪潮#首届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

会 !

#$!!

"吸引了包括国际区域科学协会副主席在内的)来自美)英)法)

日)瑞典)意大利)伊朗和中国内地及中国香港地区的
!;$

多名专家学者#

大会有
!!

个主题报告#并分
!#

个分会场报告了
!K$

多篇论文#交流了空间

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次大会对于中国空间经济学的发展意义深远#它

表明中国空间经济学的研究已受到世界的瞩目$

%三&

我们挑选了
<

篇中国学者讨论中国问题的论文组成这个专辑$

; 克鲁格曼说'直到
#$

世纪
;$

年代末#主流经济学仍然没有意识到经济体并不是没有空间维度的点($我

认为这句话应该只是在特定语义下成立$俄林在名著1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2!

!?"!

"中#就已非常肯定和明

确地表明了贸易和地理的关系#也用规模经济来解释贸易模式$对于贸易与地理的关系的思想#克鲁格曼

和俄林如出一辙$但是#两人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是完全不同的$1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2是俄林在他

!?#%

年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出版的#而那个时代#如保罗4萨缪尔森形容#经济学还只是'文字的经济学($

?

9)2'-)

5

fD63)*T43C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著名国际经济学家$

六篇文章中有三篇与贸易有关#分别是熊灵)魏伟)杨勇的 '贸易开放

对中国区域增长的空间效应研究%

!?;>

*

#$$?

(#该文在新增长理论和空间经

济学框架下#构建贸易开放与区域增长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运用空间计量

方法分析
!?;>

*

#$$?

年间中国省际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金祥

荣)刘振兴和于蔚的 '企业出口之动态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

经验%

#$$!

*

#$$>

(#该文对中国企业的出口选择及其学习效应进行了研究&

许德友和梁琦的 '贸易成本与国内产业地理(#该文以贸易成本为核心变量#

在空间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探讨了经济一体化对国内产业地理的影响$

之所以选择与贸易相关的论文占比如此大#是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渊源

及其中国实践两个角度的考虑$

一方面#从理论渊源来看#克鲁格曼的开创性贡献是 '通过将规模经济

融入清晰的一般均衡模型#加深了我们对贸易决定因素和经济活动区位的理

解($其实贸易的地理特征是与生俱来的#贸易与地理密不可分的思想在另一

位诺贝尔经济学奖 !

!?>>

年"得主***贝蒂尔4俄林 !

ODPDN'4()

"那里

已充分体现#只要随手翻翻他的名著 1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2 !

L4"!??!

B

'@4#$

#43L4"!?4#"'@4#$2?#!3

#

!?"!

"即可知 !梁琦#

#$$;

"$克鲁格曼本人是新

贸易理论的开创者#他也是在研究欧盟经济一体化趋势中#逐渐形成新经济

地理学的思想 !他将在欧洲的学术演讲系统化整理就有了 1地理与贸易2#地

理学界常将这本书看成是新经济地理的起源"$最先意识到经济体是有空间维

度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几乎都来自国际贸易领域;

#只因贸易有天生的空间特

质$从俄林到克鲁格曼)维尔布尔斯?

#等等$在中国#主流经济学渗入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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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也是从国际贸易领域开始的!$

#正与克鲁格曼的 '新贸易理论是新经济

地理学的源泉(观点很吻合$

另一方面#从中国实践来看#当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是中国制造业参与国

际分工所决定的$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国际贸易#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绝对

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东

南沿海成了 '世界工厂(#以至于克鲁格曼面对中国都在思考% '局部区域的

产业占据了主要的全球市场这一现实是否会引起我们对
8+P

逻辑的重新思考

呢- 是也不是$我认为为了考察 5中国模式6产业地方化的福利效应#我们

必须从国家层面考察嵌入更为广泛贸易系统之中的外部规模经济#这在我最

初的
8+P

框架中并未考虑$当然这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突破#毕竟这基本上

是对
8+P

和新贸易理论的一个整合#而新贸易理论又是
8+P

最初的来源$(

呵呵#就连克鲁格曼都在憧憬着#在开放的中国#将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结

合起来研究#空间经济学理论可望实现新的突破$我还想说#不仅是将空间

经济学与国际贸易结合起来#同时也与城市经济和发展经济学结合起来#是

空间经济学研究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另外两篇文章分别是赵?)石敏俊和杨晶的 '市场邻近#供给邻近与中

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基于中国省区间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陆铭和向宽虎

的 '地理与服务业***内需是否会使城市体系分散化-(前者是利用中国省区

间投入产出模型#研究制造业空间分布和区域增长差异成因与机理&后者是

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研究#从劳动生产率视角探讨距离与城市层级对于

服务业的影响及其与制造业的比较$前者用国内区域数据#后者用国内城市

数据#两个实证研究都有各自的特色$

一国内部的经济地理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特别对于大国#国内区

际贸易与国际贸易同样重要$克鲁格曼说%'我希望空间经济学能为国民经济

一体化提供一些指导$希望新的焦点将促使经济学家去使用具有国家内部数

据的 5知识和经验实验室6#这方面的应用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利用城市和

区域数据去处理重要的经济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正在不断涌现$(

!$ 就我本人来说#由于长期在南京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任教#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时#自然而然地跟踪

新贸易理论创始人保罗4克鲁格曼的工作$作为空间经济的主线***'产业集聚(在中国如此热门!不仅

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如此热门#而且在中国大地耳熟能详%各省)市)县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规划或报告中#

无不提及#无处不在"#这可是在我当初为'

*

EE

4-.31*2(-)

(的中文究竟是翻译成'集聚(好还是'聚集(好而

反复斟酌颇费一番心思时完全没有想到的!最后我选定译为'集聚(是认为先有'集(才后有'聚("$而且#

至少在
#$$#

年以前#'产业集聚(一词是没有英文的#当时可检索的英文文献中只有'

C

:

*2(*4*

EE

4-.31*@

2(-)

(和'

()B0C21

5

,40C231

(#还从来没有见过'

()B0C21

5

*

EE

4-.31*2(-)

(#我的博士论文!后获全国百篇优秀

博士论文奖"最初定名为'空间集聚论(#但预答辩时导师们都认为'空间集聚(一词太新#担心太新)太眩

而难以被经济学界认同#于是建议我改为'产业集聚论($可是#在我当时阅读的两百多篇英文文献中#从

没有见过'

()B0C21

5

*

EE

4-.31*2(-)

(#我也不敢自造英文新词汇#所以#我就没有为我的博士论文取英文名

!只有英文摘要而没有英文题目"$真没想到#如今英文
()B0C21

5

*

EE

4-.31*2(-)

也成了流行词汇$

空间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 '在哪里(#城市)区域)产业和贸易都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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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主要模型$张幼文教授说# '近
"$

年来#正是因为世界知道了 5到

中国去生产6#使得世界经济变了面貌$本届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是从空间

经济学思路讨论中国对外开放问题#将把中国开放型发展推进到一个理论思

考层面$目前在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还有一个新问题需要回答%我

国发展战略将进入中西部大发展的新阶段#在开放条件下产业分布规律将产

生什么影响#中西部与东部的关系#中西部吸收国际产业转移与东部的差异

性$等等$我们要探索清楚开放条件下的产业空间分布的特征规律#将有利

于从国家全局思考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战略#而不只是注重政策激励问题$这

对中国的意义重大$(

!!中国也正经历着从城市到城市圈)城市带到城市层级体

系的空间蜕变#城市化是未来几十年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的

问题#中国和世界都需要探索经验$中国也正面临着国际分工的新形态和新

趋势#进一步改革开放也遇到瓶颈$所有诸如区域)城市)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转移)产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分工)区际分工)经济一体化等

热点问题#是中国实践不断地向空间经济学提出的一个又一个复杂而又生动

的课题$所以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空间经济思想和经验实验室(#我们

鼓励应用空间经济学理论针对中国现实问题做各种实证研究$

!! 引自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张幼文教授受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委托在'空间经济学国际研讨会

!

#$!!

"(上的致辞$

!# 何时以及缘何做出这种决定- 克鲁格曼认为大萧条!

J'3P13*2Z3

:

13CC(-)

#

!?#?

*

!?""

"是分水岭$

直到
#$

世纪
"$

年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直到
#$

世纪
%$

年代#随着对历史*制度因素的极度重视#

制度经济学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但随着大萧条的止住#急需寻求问题的答案#即回答'我们要做什么($

面对这个问题#制度经济学家一筹莫展&而约翰4梅纳德4凯恩斯
!?"<

年出版的1就业)利息和货币通

论2#尽管包含偶然的历史风格#但本质上展示了一个抽象的一般均衡模型#并且事情是#它回答了'去做

什么(的问题%通过刺激需求来解决开支赤字问题$保罗4萨缪尔森的教科书1经济学%分析导论2将凯恩

斯经济学引入到大学教学#也带来了崇尚模型的风气#并摒弃了制度方法$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的

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提供有用的答案#正如凯恩斯所做的一样$

梁琦)丁树和王如玉的 '总部集聚与工厂选址***基于运输成本)交流

成本和税收政策的考察(一文#是针对我国当前的热词之一 '总部经济(而

作的$总部经济的地理特征就是总部集聚$该文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空间经济

学理论模型$到目前为止#我国关于总部经济的文章不少#看法很多#议论

很多#但真正用主流经济学方法来考察总部经济的论文还没有$这篇文章抓

住总部经济的地理特征本质#用数学建模方法阐释总部集聚与工厂转移的现

象#它的价值在于#对于我国大都市总部经济战略和产业转移战略有着理论

指导意义$

选择这篇纯模型的论文是为了表明一种态度%抽象模型是空间经济学的

基本构成部分$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特点就是数学建模#数学建模的优越性就

是可以回答 '如果怎么样(的问题#即如果某个变量发生变化#将会怎样影

响经济发展- 主流经济学在很早以前就决定把抽象模型作为经济学的基本构成

部分$

!#

'所有学科研究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寻找支配世界的规律#而通往这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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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理所当然的途径是建立模型#从而能够进行思想实验#即提问 5如果是
)

发生而不是
Q

#那么事情将会怎么样-6(主流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如是说$

!"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有意思的词#叫做 '非催眠属性( !

)-@B-1.(2(Q3@

:

1-

:

312(3C

#大意指模型结果是推导而来的#注重逻辑演绎而非主观推测"#援

引自
S-4(3e13eC

医生#他曾高调宣布 '鸦片催人入睡是由于它的催眠属性($

科学家们对这类催眠属性说很不以为然#譬如#如果你对 '集聚(侃侃而谈

却没有任何逻辑演绎#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就会十分疑惑地反问 '那么你就是

说#集聚是由于集聚经济-(避免这种催眠属性说#就是抽象模型的用途之

一$我这里不妨再将这个术语望文生义地扩展一下#光凭主观推测的泛泛而

谈具有催眠属性#除非演讲者口才十分了得#否则听者难免昏昏入睡&而凭

逻辑演绎的论述具有非催眠属性#因为即便是想否定你的人#也得打起精神

仔仔细细看那一步步推导#希冀从中找出错在哪一步$

抽象模型离不开假设$模型的假设与现实不符#总有人对别人提出这样

的批评$

8+P

也受到这样的批评$其实#对假设的认识#是个科学素养问题

!梁琦#

#$$>

"$任何一个命题#都由假设和结论两部分组成$任何一个结论#

都是在一定的条件满足下才成立$在科学上#理论的意义越重大#假设就越

是抽象的$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其假设完全不合现实#但却奠定了力学

的基础$我在这顺便说道#改变模型假设进行推导的能力是学术水准问题%

如果将假设条件放宽仍能推出结论#或假设条件不变得到更强的结论#都

是一种创新&但如果假设条件更严格#却也只得到同样的结论甚至结论变

弱#这种 '创新(是虚假的$

!%如果吹嘘这种 '创新(#则是学术品格问

题了$

!" 正统经济地理学家认为#他们研究的是'真实的地方(!

13*4

:

4*,3C

"#重视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文化)

历史对区域发展和产业集聚的影响$他们批评新经济地理学虽然也考虑了历史因素#但历史在那里只是

个'黑匣子(#特别是新经济地理学依赖于模型#假设远离现实#推导过程抽象#失去了正统经济地理学的

丰富性和复杂多样性$而且#'新经济地理学(对精确热衷却对现实轻视#根本就不是经济地理学#只能说

是'地理经济学($克鲁格曼承认当代主流经济学崇尚模型的风气#并认为如果像正统经济地理学那样总

是强调个案的独特性及历史的特殊性#那么将注定无法回答'我们要做什么(这样的问题***但这正是新

经济地理学准备回答的问题$他还指出#模型的意义包含政策含义#譬如自己
!??!

年那篇关于中心*外

围模型的主要结论正是模型的政策含义#即经济体的地理结构取决于几个关键变量%运输成本)规模经济

和要素流动$如果一定要说经济学崇尚模型不好#那么反问#为什么崇尚模型的经济学还如此重要- '只

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主流经济学并不会走向没落%不管喜欢不喜欢#美国白宫有经济顾问委员会而没有

地理顾问委员会$世界银行雇用了大量的经济学家而不是地理学家#诸如此类$所以#如果地理学观点

想要取得应有的影响力#它们应该与经济学进行一些和解$更根本的是#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可能存在

盲点#但却很有威力和深度&经济学应该在不牺牲自身优点的前提下#向地理学学习$(

!% 如果原命题是从三个假设推出结论
9

#你将条件放松#譬如三个假设中减少一个#变成两个#仍然推导

出结论
9

#这是一种创新&如果假设仍然是三个#但推导出一个更强的结论#也是一种创新$但是如果你

将条件加强#譬如再加上一个新的假设#变成四个#仍然只推导出结论
9

#这就毫无意义了$但经济学界

有一些论文或者博士论文#经常在'创新点(中表述这种虚假的'创新($而在数学界是不会有这种事

情的$

另外#空间经济的一个特点就是 '演化(#

9B'-,B

5

)*.(,C

是常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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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参数下#模型多重可能结果出现%似乎#无论从美学和历史学的观

点#都比必将出现某一个固定的结论的模型更加有趣( !克鲁格曼语"$这也

保证了模型为经济学所用#回答 '如果怎么样(的问题$

最后#中国这片广袤大地上正在发生的空间巨变是深邃的空间经济学理

论和思想的最好实验场#让我们共同为空间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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