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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行动和规则视角探讨“点—轴系统”理论及“T”字型空间格局的科学性可以发现，“点—轴系统”理论建立

在微观个体行动的基础上，是大量个体行动及行动的协调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分工在空间上的投影，具有内在自发

秩序的特征。“T”字型空间格局是对中国大量微观个体行动所形成的空间自发秩序的发现，是对中国地理格局的发

现，并非主观设计，发现这样的秩序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对中国区域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其所产生的社会经

济效益无法估量。

关键词：“点—轴系统”；“T”字型空间格局；行动；秩序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2）03-0030-07 收稿日期：2022-0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生态系统视域下特色小镇演进机制研究”（18BGL157）。

作者简介：段进军，男，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苏州

215006）。

李雪，女，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硕士生（苏州 215006）。

玄泽源，女，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硕士生（苏州 215006）。

一、人的行动与空间秩序

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米塞斯提出了人的行动

理论，另一代表人物哈耶克提出社会经济发展的自

发秩序理论，二者应是统一的。秩序是个体行动协

调的产物，行动协调则依靠一般性规则来进行。行

动、规则、秩序是环环相扣的逻辑关联。本文借鉴

两位经济学家的理论，从行动和规则的视角探讨

“点—轴系统”理论及“T”字型空间格局的科学性。

1.人的行动理论

奥地利经济学派（以下简称“奥派”）重要代表

人物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一书中，对人的行动进行

了系统的理论探讨。他认为：“经济学所处理的，是

实在的行为。它的定理既不涉及理想的或完全的

人，也不涉及荒唐无稽的‘经济人’，也不涉及统计

概念的‘平均人’。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和限度，以

自己的方式所生活、所作为、所行为，才是经济学的

论题”①。主流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说是对人的

行为做高度的简化，用事物之间的关系取代“人的

行为”之间的关系。但米塞斯从人的行动先验性出

发，以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建立了人

的行动和企业家的理论，赋予经济学研究以动态的

视角。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中，没有企业家

和个体行动的空间，他们都被简化为生产要素。奥

地利学派认为促使市场变化的力量来自企业家，企

业家是市场均衡的破坏者。米塞斯从广义的角度

阐释企业家精神，他认为市场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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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精神，“企业家不是某一部分人才具有的特征，

而是固有在人们的每一个行动和每一个行动者中

的……企业家这个术语在‘交换经济’中意味着：唯

一地从固有在每个行动中的不确定性方面来看行

动的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沙克尔用不同语言表

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人的行为不是对外部给定

环境的机械反映，与多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一

样，他认为企业家行动不是纳入严格基于理性人的

均衡框架进行分析的②。根据米塞斯的行动学，脱

离了人的心智，用外部因素来解释世界是不可想象

的。米塞斯的人的“行动理性”是建立在先验论的

基础上。

2.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秩序理论

奥地利学派另一代表人物哈耶克提出了社会

经济发展的自发秩序理论，反对建构的理性③。自

发秩序理论是对斯密的市场秩序更具体化的阐

释。哈耶克曾说：“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的动物，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人

之所以获得成功，并不是因为他知道他为什么应当

遵守那些他实际上所遵守的规则，甚至更不是因为

他有能力把所有这些规则形诸文字，而是因为他的

思维和行动受着这样一些规则的调整，这些规则是

在他生活于期间的社会中经由一种选择过程而演

化出来的，从而也是世世代代的经验的产物。”④哈

耶克认为人是“无知”，但他并不否定“理性”，而是

认为人是“理性不及”。“理性不及”不同于“非理

性”，他强调人的理性是在规则中习得的。他在《自

由秩序》一书中提出，确保自发秩序得以产生的条

件是自由、一般性规则与竞争，其中一般性规则居

于中心地位，因此，哈耶克认为，人的理性是从规则

中习得的，他的理论是一种“规则理性”。哈耶克的

“规则理性”是建立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

无论是米塞斯的人的行动理论还是哈耶克的

自发秩序理论，都强调了动态的市场过程，这也是

奥地利学派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特点。以动

态代替静态，以过程代替均衡，这是奥派经济学与

主流经济学的最大区别。拉赫曼认为市场过程是

奥派最核心的概念，市场过程观念会深化对市场的

认识，市场过程是由一系列变化构成的。哈耶克还

认为竞争是一个发现的过程，而静态分析把市场这

一最重要的特征排除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理

论认为，市场达到均衡，非均衡的力量会消除，而奥

地利市场过程理论认为在任何时刻，非均衡力量都

不可能消除。奥派经济学家认为研究市场重要的

不是分析某一状态，而是要关心促使市场连续变化

的力量以及产生这种力量的原因。因此，奥派理论

非常重视时间，但它的时间观不同于牛顿的时间

观，它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差异的时间观，带着个体

体验变化的时间观，比如从时间维度分析利息和资

本内涵。但奥派却忽视了空间维度。时间变化代

表了动态过程，但所有过程都应是时空的，没有空

间过程如何会有时间过程？市场过程又如何能离

开空间维度呢？个体行动和行动的协调怎么能离

开空间维度呢？当然，哈耶克提出的个体知识、分

散知识、情景知识、默会知识包括他的扩展秩序等

都是具有空间维度，但他仍然没有将其上升为和时

间一样重要的高度。如果赋予人的行动和行动协

调以空间维度，就可以从人的行动视角赋予区域发

展空间结构的本质内涵，即区域空间结构是个体行

动和行动协调的产物。

3.“行动—规则”的理论范式

中国著名的奥派经济学家朱海就综合米塞斯

的人的行动理论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提出了

“行动—规则”的理论范式。他不仅仅是对两位奥

派代表性人物理论进行简单综合，而是基于二者理

论的统一性和互补性，建立了一种更好地解释现实

世界的理论范式。从“行动—规则”的视角去思考

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理论，一方面通过个人主义和

主观主义的研究方法论，赋予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结

构和空间过程的主体性，揭示了区域空间结构建立

在微观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的基础上，为区域发展

空间结构理论建立了重要的微观基础。另一方面，

人的行动协调需要规则，从一般性规则的视角去思

考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理论，赋予一般性规则

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性。一般性规则比如产权、价

格等这些都是内生于个体行动和行动的协调，只有

从演化的角度才能理解产权、价格等一般性规则的

内涵，以及这些规则对于个体行动协调的重要性。

个体行动只有遵循一般性规则才能形成自发的空

间秩序。从“行动—规则—秩序”三位一体的角度

才能深刻理解空间结构和空间过程的内涵。主流

经济学提出“经济人”的假说，舍去了空间的差异

性，扭曲了人的本质，把人设想为一个一切都安排

好的机械的“理性人”。伴随对理性人的假设，自然

“点—轴系统”理论及“T”字型空间格局的科学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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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舍去了空间差异性和动态的空间过程，留下一个

时间和均质空间的概念，把复杂的经济问题变成一

个求最大化的问题。把空间看成一个均质的没有

差异的空间，这种空间观就是牛顿的绝对空间观，

它是与理性人的概念相对应的，是与均衡概念相对

应的。但真实人的行动对应的是差异空间，以及差

异空间相互作用的动态空间过程，这样的空间是一

种关系的空间或者社会的空间。空间差异是一个

综合的概念，既包含一种自然的差异性，也包含社

会经济的差异性。社会经济差异性包含制度、规

则、文化环境等差异性。在经验的层面上，制度与

规则都应与具体空间的维度联系在一起，它是在具

体空间中大量个体行动及协调长期演变的结果。

因此，需要突破牛顿的绝对均质空间观，也就是突

破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范式，从“行动—规则”的视角

去揭示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和动态空间过程的本

质内涵。

奥派经济学家柯兹纳认为企业家的活动驱使

市场趋向均衡，这是他的很著名的观点。他认为，

在一个真实的市场中，由于知识的局限性和非完全

预期，人们在市场中容易犯错，完全的协调不可能

实现，可以把没有实现的协调比喻为鸿沟，发现鸿

沟也就是发现了利润机会。由于企业家的警觉，他

们不仅能发现错误，获得利润，而且从错误中学习，

纠正错误，缩小或减少鸿沟。均衡只是一种趋势，

不可能实现，因为鸿沟不可能完全消除②⑤。奥派市

场过程的观点认为市场过程也应该有空间维度。

空间结构与空间过程的统一，空间过程本质上也是

一种市场化的非均衡过程，这种过程是个体行动者

和行动者行动的协调过程，空间过程是一个非均衡

的过程，在这个非均衡的过程中，企业家发现机会

和创造机会就成为推动空间过程的重要动力。如

果从柯兹纳的角度去看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的形

成，空间格局是企业家和个体行动以及行动协调的

产物，空间过程本质就是个体的行动和行动的协调

过程，也是一个知识发现和利用的过程。

从“行动—规则”视角认识空间秩序，可以发现

其是自发演化所形成的，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是

大量微观个体行动者和行动协调的社会劳动分工

在空间上的投影。如果不能从“行动—规则”的角

度看这个问题，就容易导致一种致命自负，即认为

主观可以设计出一种空间秩序和格局，并据此指导

实践，这样设计的空间格局因为不是建立在微观行

动者的基础上，往往会违背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

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是不可持续的，并会带来巨

大损失。区域发展的空间秩序和空间过程应包含

个体行动、一般规则和空间秩序三位一体的内涵，

缺一不可。

综上所述，从“行动—秩序”的视角去思考区域

经济发展，应有三方面的启示：一是自下而上形成

秩序的过程，要高度强调市场主体的作用。在区域

发展中，很多情况下容易忽视主体特别是企业家的

创造作用，只看到区域发展的宏观方面而忽视了微

观层面的个体行动，从而违背了市场规律。二是要

对主体行动者及行动协调所带来的空间秩序和空

间格局保持尊重。大的空间秩序和空间格局是长

期演化的结果，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不宜人为

地去过度干预。三是要深刻地认识联系个体行动

与秩序之间的一般规则的重要性。没有基于市场

的一般性规则的协调，就不能有效地推动行动者的

行动，以及由此形成的空间秩序和格局。没有一般

性规则的支持，市场空间秩序的扩展也不可能形

成，比如区域一体化本质就在于形成一体化的规

则，具备了一体化规则进而才能有一体化市场。如

果地方政府职能不进行转型，都站在地方利益的基

础上，就不可能形成一体化的市场规则，进而导致

要素结构和个体行动的扭曲，最终可能无法形成好

的空间秩序与格局。

二、“行动—规则”视角下的“点—轴系统”

理论和“T”字型空间格局

“点—轴系统”理论是经典的区域经济学理论，

以“点—轴系统”理论为指导的“T”字型空间战略的

提出及其实践价值也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它们

之所以具有科学性并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

指导性，是因为其建立在大量微观个体行动者行动

的基础上，是大量微观个体行动者行动协调的产

物。从“行动—规则”的视角去思考“点—轴系统”

理论，可以重新认识其科学性。

1.“点—轴系统”理论的科学性

个体行动者行动的协调所形成的社会分工的

空间维度首先应该表现在空间集聚所形成的增长

极。集聚的过程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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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频繁的交易和交流过程中也会形成一种学习效

应，特别是在这种集聚成点的过程中形成一种规模

报酬递增效应。克鲁格曼从规模报酬递增的角度

解释了区域中心的形成，突破了主流经济学的规模

报酬递减理论的局限性。

笔者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

空间集聚性或者形成增长极。哈耶克提出个体所

拥有的知识具有分散性特点，他认为只有市场才能

有效地利用分散在个体身上的知识。社会分工本

质上是知识分工。因此，可以从对个体分散知识和

默会知识、情景知识利用的角度来思考增长极的产

生和发展。在向点状的增长极集聚过程中所形成

的社会分工，会更有利于对个体分散知识、默会知

识的利用，同时在这个空间过程中也会产生新的信

息与知识。在这个市场化的空间过程中，对个体行

动者而言，集聚更有利于自身的选择和行动，对于

企业家来说，会发现更多的机会。行动者和行动协

调博弈的过程也会有利于一般性的规则产生及其

不断地演化，一般性规则的产生反过来又有利于个

体的行动和协调过程。因此，在集聚过程中，一方

面可以对个体分散知识实现利用；另一方面，个体

行动和行动协调会产生大量的默会知识、新知识、

新机会等，这有利于个体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和

改变自身的处境，有利于企业家把握机会，以获取

更多的利润。空间集聚使个体在相互交易和交流

的博弈中更容易形成一般性规则，进而协调大量的

个体行动，这些或许能解释大量个体行动为什么会

呈现点状的集聚，事物为什么向核心集聚是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等客观规律，从“行动—规则”的视角

可以对增长极的产生给出一个新的合理解释。一

旦集聚形成了增长极，就会通过扩散效应等衍生新

的增长极，在不同增长极之间因为交易和贸易等必

然形成一种联系，这种联系通常都是以道路、河流

等交通轴线联系的，这就逐步形成了区域发展的

“点—轴系统”。

陆大道院士提出的“点—轴系统”理论是建立

在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增长极理论以及联邦

德国在区域开发中提出的“轴”的概念的基础上⑥。

这些空间理论也是建立在行动者行动和行动协调

的基础上。“点—轴系统”理论比增长极理论更能反

映区域发展的空间结构的规律，它是区域发展的宏

观空间结构理论。单一的增长极不能很好地反映

点与点之间的关联性和相互的作用性，增长极的衍

生事实上是市场秩序的扩展。增长极理论和“点—

轴系统”理论揭示出大量行动者行动协调的空间规

律，也反映出区域发展所遵循的空间规律。

“点—轴系统”理论突出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发

展在空间上的不平衡规律，以及在空间上渐进扩散

的动态规律⑥。陆大道院士提出，“点—轴系统”理

论揭示了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和空间过程的关系，

是区域发展的最佳的空间结构，其科学地反映了区

域发展的空间集聚和空间扩散的过程，同时，也是

区域发展长期演变的结果，在不同时代空间结构表

现出相应的规律性⑦⑧。“点—轴系统”理论也揭示了

个体行动和行动协调的空间法则和规律，是行动者

行动及协调所形成的自发空间秩序，是一个动态的

理论，建立在大量微观行动者行动的基础上，个体

行动和企业家行动及其行动协调赋予了其动态演

变性。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与空间过程事实上揭

示了“行动—规则—秩序”的关系。因此，“点—轴

系统”作为自发秩序的空间投影，内含了一种个体

行动和行动协调的市场规则。地理学往往只看到

了空间的形态及其变化，但没有解释背后空间过程

的机理，即大量微观个体的行动和行动的协调，以

及一般性规则的协调作用。只有将经济学特别是

奥派经济学与地理学结合起来，才能赋予空间格局

自发秩序的本质内涵。

在中国区域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另外的一

种思维，即区域发展的“切块思维”。区域板块尽管

可以大致描述区域的差异性，比如中国东、中、西部

三大地带，但在每个板块内部也存在着差异性，很难

看出其空间秩序和空间结构的时空演变性，而且在

大的区域划分上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大的块状内部

也存在着一种空间的组织性和空间格局，这种空间

秩序和格局仍然是以“点—轴系统”存在的。区域发

展的“切块思维”不能从根本上反映行动者行动协调，

或者社会经济分工的空间应该是以点状的增长极而

存在的，以及点与点之间的通过轴线的相互作用

性。因此，“切块思维”不能有效地反映出行动者行

动和行动协调的空间规律和法则，对于中国区域经

济发展的实践指导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要动态本质

地反映区域发展的空间演变性和空间秩序，仍然需

要以“点—轴系统”模式来推进。以大尺度的块状思

维划分的大区域，因为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以此指

“点—轴系统”理论及“T”字型空间格局的科学性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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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区域发展的实践可能会违背市场的规律，违背区

域发展的渐进式的扩散规律，给区域发展实践带来

巨大的损失。

“点—轴系统”理论作为区域经济的经典理

论，可以推演出其他相关理论。城市群等理论事

实上也是以“点—轴系统”理论为基础的，当区域

发展到高级阶段，不同城市之间的首尾相接推动

城市或者人口产业集聚发展，即城市群的出现。

城市群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重要的

空间载体，也反映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城

市群也是个体行动和协调在空间维度的重要表

现。中国主要城市群的布局也是分布在沿海、沿

江的一级轴线，以及一级与二级重要轴线之间的

交叉点上，比如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

港澳以及成渝城市群等。城市群也是个体行动和

行动协调所形成的自发秩序，不能违背规律自发

设计城市群。

2.“T”字型空间格局的科学性

“点—轴系统”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区域发展的

不平衡规律和区域发展的渐进扩散规律。“T”字型

格局是陆大道院士根据“点—轴系统”理论对中国

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和空间秩序的长期观察提出

的总体空间格局，这不是一种主观的设计，是大量

微观个体行动协调的产物，是一种空间的秩序或

格局。“T”字型格局作为一种长期演变的空间秩

序，是行动者在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作用下的

行动产物。“T”字型空间格局内含行动、规则和秩

序，是中国社会经济长期演化和大量个体行动协

调的产物，主观无法设计，主观无法了解大量微观

个体行动协调的规则，只有去发现这样本来就存

在的秩序，然后将其上升为国家空间战略，才能有

效地指导中国的区域经济实践。正是基于此，“T”
字型空间战略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指

导作用。

“T”字型空间格局是在尊重中国的自然基础、

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布局特点和综合国

力的基础上提出的，分析和综合评价了中国生产力

布局条件（重要的自然资源、水资源、运输、与国外

市场联系等）等空间格局⑦。当然还包括长期以来

在沿海、沿江大量个体行动者行动所形成的社会分

工背后的规则，这种内生规则是支撑其发展的重要

软性基础。“T”字型空间战略的提出也是为了回应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出现并流行的“战略大转移”

舆论。在《二○○○年我国工业生产力布局的科学

基础》一文中，陆大道指出此文并不是回答（目标）

分散还是集中的问题，而是“要不要”“能不能”实行

国家建设重点“战略转移”的问题⑧。如果当时实施

了战略转移，将会给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很大损

失。陆大道后续也曾提出：“如果在 80年代中后期

就实行战略转移，那将在大量的开发区、重点工程、

政策配套体系建设中形成无数的‘半拉子’工程，境

外投资者和商人就将陷入不知所措乃至大规模撤

资的混乱局面。这是完全违背空间经济发展的客

观规律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国改革开放的伟

大事业就可能中途而废。”⑨

实践证明，“T”字型构架科学地反映了中国经

济发展潜力的空间布局框架。这个战略使中国生

产力布局与交通运输、水土资源、城市依托和国内

外市场实现了最佳的空间组合。将这两条一级轴

线建设好，可以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三十多年

来，“T”字型一级轴线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业绩，

国家财政越来越集中地来自这个框架内，国家参与

国际竞争的高端服务业和中高端制造业也愈来愈

集中在这个构架内。把“T”字型空间结构两条轴线

建设好，然后通过渐进式扩散带动二级、三级轴线

的发展，将有效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实现由不平衡到

逐步平衡的发展。

综上所述，尊重行动者行动的空间秩序（自发

的秩序），就是尊重行动者行动所形成的社会分工

的客观规律，也是对市场规律和一般性规则的尊

重。不能主观随意制定违背客观实际的空间大战

略，去扰乱客观所形成的空间秩序和空间格局，如

果这样做就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正如陆大道一再

强调的，人类社会经济向海洋的集聚是长期不变的

趋势，三大自然阶梯是形成中国三大经济地带的基

础，经济地带与自然地带是极度吻合的，当前情况

下人为很难改变这样的趋势⑩。从“行动—规则”的

视角下，区域之间存在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是必

然的，区域发展的集聚性是导致差距的重要原因，

区域差距是客观合理的，这是个体行动及其协调的

自发空间秩序的反映。以缩小区域的差距为由，主

观任意要实行大的战略转移，不但不能缩小区域差

距，反而破坏了空间自发的秩序和空间的规律，给

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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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轴系统”理论与区域发展的再思考

从“行动—规则”的视角思考“点—轴系统”理

论和“T”字型空间格局的科学性，一个是理论基础，

一个是实践应用。“点—轴系统”理论是区域经济和

经济地理学的基础理论，这是因为其他相关的理

论，比如城市群、城镇体系理论都可以从“点—轴

系统”理论推演出来。“T”字型空间格局是“点—轴

系统”理论的具体应用，是中国经济地理的基本特

点，是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的空间秩序。因此，

“点—轴系统”理论作为区域发展的空间理论，以

此为指导才能揭示区域发展的空间规律。区域发

展要尊重市场规律，要发现区域发展中的空间秩

序和格局，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和秩序是否是科

学的，要充分考虑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提出区域

发展的空间秩序，必须考虑到微观个体的行动，行

动是基础。科学的空间秩序上升为区域空间战

略，必然更加有利于行动者的行动，而不是削弱和

扰乱行动者的行动选择。要尊重市场规律，尊重

区域发展自然演变的空间秩序。第二，科学的空

间秩序事实上是尊重市场规律，尊重行动者行动

博弈得出的一般性规则，而不是破坏规则扰乱市

场自发形成的交易规则，这种规则是社会分工所

形成的内生演化的一般性规则，而不是政府自上

而下所设计的条条框框所谓的规则，这种规则往

往不利于空间秩序的演化和扩展。第三，空间秩

序和空间格局是区域发展长期演变的结果，是区

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组织，必须认识到空间组织本

质上是市场自发秩序在空间的投影，包含行动和

规则的内涵。只有认识到这样的高度，才能做到

尊重市场规则，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主体作用。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从“行动—秩序”的视

角去认识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和空间秩序，才能

深刻地揭示出空间格局的本质内涵，要对区域发

展所形成的区域差异采取理性的态度，因为这是

微观个体行动者行动和行动协调的结果，区域发

展差距具有规律性。人为地缩小这种差距有可能

反而是破坏市场的自发秩序，可能违背基本的区

域经济的规律。

回顾这些年国家区域经济的实践，城镇化的空

间扩张和空间失控问题，产城不融合以及各地都在

积极争取国家战略等现象，一定程度上都是忽视市

场规律在空间秩序和空间格局上的反映。又如区

域一体化问题，区域一体化的本质应该是规则的一

体化，没有规则的一体化就不会有真正市场的一体

化。当然这种规则不是政府设计出来，是一体化行

动者相互协调博弈出来的。比如企业发展、市场的

扩大就会导致跨区域的经营和投资，这是企业获取

更大利润、更大发展空间的需要，但是基于地方政

府所制定的一些规则往往不利于企业跨界，是典型

的地方保护主义，并非真正的一体化。

近年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切块思维”仍然存

在，其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尊重空间格局是市场自发

秩序的空间投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主观设计，

如果上升到国家战略，就违背了空间秩序是行动者

行动协调的空间投影，违背空间格局是市场自发秩

序的空间投影，破坏了市场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分工

秩序。结合具体的实践来看，曾引起热议的南北差

距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板块思维的体现，其本质

是缺乏对区域发展不平衡规律以及渐进扩散规律

的认识，用人的主观设计代替自发的空间秩序。陆

大道曾特别提出在“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区

域经济大尺度的空间格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主要

应进一步重视城乡融合等小尺度的区域问题，各

地区应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形成中国整体具

有竞争力的空间格局，区域发展要从差距的思维走

向差异的思维等，这些对于思考区域经济发展仍然

具有重要启示。

综上所述，从“行动—秩序”的视角来看，

“点—轴系统”理论深刻地揭示了区域发展的不平

衡性和区域发展在空间上渐进式扩散的规律。

“点—轴系统”理论包含了行动、规则和秩序三位

一体的内涵。个体行动及协调赋予其不平衡性、

动态性和演化性以及空间渐进式扩散的规律性。

一般性规则是行动协调的基础，是社会分工的基

础，是形成自发秩序的基础，当然也是形成“点—

轴系统”理论空间格局和秩序的基础，地理学者往

往忽视了这一点，其实主流经济学也忽视了这一

点。区域发展要以“点—轴系统”理论为指导，对

区域空间格局和秩序的发现，上升到空间战略指

导区域实践，对区域发展将具有重大的促进作

用。好的空间战略又会反作用于行动和规则，促

进个体更好地行动，促进市场内生的规则不断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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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从“行动—秩序”的视角去认识区域发展的空

间秩序与格局，客观上要求政府处理好与市场的

关系。在制定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时，要尊重个

体行动和行动协调所形成的一般性规则和空间自

发秩序，不能违背自发的空间秩序而主观建构一

种空间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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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ientificity of the“Pole-Axis System”Theory and“T”-Shaped Spatial Pattern

Duan Jinjun Li Xue Xuan Zeyuan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scientificity of the“point-axis system”theory and the“T”-shaped spatial patter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ons and ru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point-axis”system theory is based on micro-individual
actions. It is the spatial projection of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ivision of labor formed by a large number of individual actions and
coordination，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 inherent spontaneous order. The“T”-shaped pattern is a discovery of the
spontaneous order of space formed by the actions of a large number of microscopic individuals in China. It is a discovery of China’
s geographical pattern，not a subjective design. Discovering such an order and raising it as a national strategy is of great strategic
importance to the country’s regional development，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produced by it are immeasurable.
Key Words：“Pole-Axis System”；“T”-Shaped Spatial Pattern；Action；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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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创新偏好对区域科技创新水平的影响及

空间溢出效应*

蔡 森

摘 要：基于2001—2020年我国30个样本地区（除香港、澳门、台湾、西藏地区外）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计量

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创新偏好对科技创新发展水平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科技财政支

出规模及科技创新发展水平稳步提升，不同阶段的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均在经济地理距离上呈现显著的聚集效应；

政府创新偏好及城镇化率对不同阶段科技创新发展水平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城镇化率的影响随科技创新发展高阶

变化而减弱；二三产业发展对科技成果产业化影响为正、对科技创新研发产出影响为负，研发人才要素影响相反。

空间上，经济地理距离相邻省份城镇化率、二三产业发展及研发人才要素均有利于本省科技创新研发，对科技成果

产业化及市场化影响差异明显。为此，应加强财政支持科技创新研发的精准性、持续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市场化、产业化，激发城镇化的人才聚集和人居环境优势，夯实二三产业发展对科技创新发展的

基础性作用，不断提升“十四五”时期财政对科技创新发展的引导和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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