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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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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域经济发展是现代化发展轨迹的空间展现，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必然要求与关键支撑。新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新发展环境、新技术冲击、新空间结构与新制度安排，对区

域发展动能和区域发展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新发展格局具有市场畅通、创新驱动等深刻内涵，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动

力、市场可达性、产业链空间布局加速调整；数字技术改变了要素空间流动的成本与收益对比，重塑区域空间距离、

区域要素结构与区域经济结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区域空间结构呈现出

更加明显的网络化和流动性特征，影响城镇体系和区域治理模式；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强调空间效率和空间公平的

动态平衡，推动区域发展目标和区域发展关系发生转变。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要以新时期区域经济发展重大现实

问题为导向，加快数字时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创新增长极与区域创新理论等理论的突破创新，为新时期促进区域

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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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而言，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现象，

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

涉及经济发展、制度变迁、思想进步等方面；狭义而

言，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指发展中国家

采取高效率途径，通过有计划的经济技术改造和学

习世界先进技术，迅速成为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前沿

的过程（罗荣渠，2018；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课题组，

2022）。由于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国家，发展中国家

以西方国家的发展状态和发展路径为学习和模仿

对象，因此，长期以来，现代化又被称为西方化。新

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探索和实践，

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现代化发

展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在科学和技术革命

影响下，通过目标引领和战略部署，迅速赶上世界

先进水平的发展过程，具有工业发达、科技进步、社

会文明、文化繁荣、民生富足的特征，又是立足于本

国实际和基本国情的现代化，具备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

道路等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现代化就

是西方化”的传统认识，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

提供了新的选择。

区域是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区域经济是国家

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基础。区域经济学作为一门研

究经济社会活动和地理空间相互关系的经济学分

支学科，其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资源配置与地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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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相互影响及区域经济空间的形成和变化（史晋

川等，2022）。从空间角度研究经济现象，正是区域

经济学有别于其他经济学学科的根本所在（郝寿义

等，2015）。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发

展轨迹的空间展现。一方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进程中，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已形成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可从中提炼出独创性理论和特色研究范

式，推动形成中国区域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学科

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促进区域高

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和关键路径。新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面临

新发展环境、新技术冲击、新空间结构、新制度安排，

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要围绕新时期区域经济发展

重大现实问题，加快区域经济理论的突破创新，为促

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一、数字时代的中国区域经济

面对新的数字技术冲击，要素空间流动的成本

与收益对比发生改变，推动区域空间距离重塑、区

域生产要素重组、区域经济结构发生变革。

1.区域空间距离重塑

在工业时代，地理距离是影响企业成本的关键

要素，地理邻近性可降低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增

进规模收益和知识溢出，形成地理空间集聚。数字

技术大幅降低信息搜寻成本、运输成本、验证成本

等交易成本（Goldfarb, et al.，2019），推动生产活动

和消费活动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链接，成为削弱地

理空间集聚的重要原因。

在运输成本方面，与交通基础设施直接降低运

输成本不同，数字技术通过改变生产消费方式、企

业经营模式，进而间接影响运输成本。数字技术的

万物互联特征使得消费模式从中间商销售变成企

业向消费者销售，企业的市场覆盖范围急速扩大，企

业可与远距离消费者达成交易，由此推动企业从点

状经营向网状经营转变。快速增长的产品远距离运

输需求推动现代物流行业迅猛发展，随着快递业务

量的不断增加和网络覆盖范围的扩大，物流行业的

规模经济效应更加凸显，企业运输成本不断下降。

在信息成本方面，随着整合供需信息的数字平

台开始出现，地理距离带来的信息成本被不断削

弱，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得以有效缓解。数

字平台汇聚了大量企业和消费者，缩短了企业和消

费者之间的信息交换距离，极大地降低了企业信息

搜寻和信息匹配成本。同时企业和消费者的交易

信息以数字化形式被记录下来，成为海量的交易数

据，企业通过分析交易数据，可准确把握消费者偏好

规律，以消费需求引导企业生产。在此过程中消费

者也可借助数字平台以极低的成本获得大量产品信

息，以较低的价格满足自我偏好，扩大消费者剩余。

上下游企业作为另一对供需双方，其交易行为也被

数字平台捕获。历史交易数据可反映出交易双方的

交易信用，依据交易信用能够有效降低交易风险，提

升市场交易效率。数字技术也改善了知识交流的手

段和效率，降低了知识溢出的空间局限性。随着

VR/AR等技术的发展，知识交换方式更加多样化，隐

性知识的不可编码性降低，知识交流变得更加便利

与准确，企业无需地理集聚即可实现知识共享。

数字技术降低了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推动地

理邻近性弱化，增加了企业选址自由度，企业分布

在地理空间上更趋于分散。不过随着经济发展向

高质量阶段迈进，更加复杂、无法编纂的知识也将

由此产生，地理距离的影响并不能完全忽略。

2.区域生产要素重组

工业经济时代，劳动力、土地、资本等是主要的

生产要素，它们表现为物理资本形态，受地理空间

的限制较大。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得各类生

产活动以各种形式被记录下来，成为可处理、可分

析的数据。数据在不同主体间的流动和使用，改变

了传统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数据由此成为新的生

产资料和关键生产要素。数据作为可转移的区域

投入要素，同样需要运输载体，但与依靠交通工具

的传统可转移要素不同，数据要素需要的是 5G、人

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型基础设施，一旦基础设施建

设完备，数据就可借助计算机设备进行即时性运输

和传播，地理空间限制大幅削弱。因此，数据要素

具有非稀缺性、非竞争性、外部性等特征（蔡跃洲

等，2021）。由于数据能够更加便捷地被生产、传

输、处理、分析，其所承载的有效信息将有助于提高

劳动、资本等其他区域投入要素之间的协同性。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信息通信设施的

不断完善，区位可进入性将由此发生改变，区际边

界对生产要素流动的约束将不断弱化甚至消失。

知识、技术、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时空交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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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频率都大幅上升，要素匹配效率得以提升，不仅

改变区域要素结构和比较优势，也推动要素空间分

布更加分散。例如，数字时代信息成本大幅降低，

劳动者获得信息的便利程度大幅提升，迁移的机会

成本大幅下降，劳动者可根据自身人力资本和各地

生活成本在不同区域之间灵活择业、灵活选择常住

地，劳动力空间流动变得更加自由。同时，随着平

台商业新模式的出现以及快递等新兴行业的发展，

劳动者就业和创业机会增加（Acemoglu, et al.，
2018），释放出部分潜在劳动力，将改变区域劳动力

要素分布、人口空间分布和区域消费结构。而劳动

力包含了与生产相关的知识，劳动力流动可通过面

对面交流促进知识尤其是隐性知识的传播和扩散。

3.区域经济结构变革

区域产业结构与要素结构的匹配程度决定了

区域经济发展质量，当要素结构受数字技术影响已

发生改变时，若产业结构无法随之调整升级，将会

出现路径依赖，阻碍区域可持续发展。为避免区域

发展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区域依据动态变化的要

素结构，转换升级比较优势产业。

数字技术的出现使得企业联系突破了地理距

离限制，产业集聚超越地理空间束缚，转而在虚拟

空间形成新的集聚（王如玉等，2018）。传统地理集

聚强调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区域要素的集聚，虚

拟集聚更加重视数据集聚，以数据集聚和数据信息

处理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升产业链各环

节耦合程度以及产业链协同程度。以虚拟集聚为依

托，更广泛、更紧密的跨区域分工与合作成为可能，区

域产业布局发生重构。对欠发达地区来说，虚拟集

聚能够推动其摆脱区位劣势，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

通过信息网络和电商平台，欠发达地区的特色产品

得以对接广阔的虚拟市场，促成实体生产的就地发

生，实现虚实共生的双重集聚（张可云等，2022）。

二、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区域经济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群进入一体

化发展阶段，区域空间结构呈现出更加明显的网络

化和流动性特征。

1.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城市集聚大量要素和功能，在规模效应和集聚

效应的作用下城市经济密度快速上升。但当集聚

达到某一临界值后，集聚效应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开

始减弱，集聚不经济和拥挤效应开始出现，大城市

的扩散力大于集聚力，要素资源开始向周边中小城

市扩散，城市间正溢出效应增强，城市化进程从单核

城市发展阶段进入城市群发展阶段。伴随着城市化

程度的提升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资本和技术越来

越密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呈现出分工细化、规模

经济扩张的特点，单个城市无法形成有效产业集群，

需要在更大的空间范围进行优势互补。城市群和都

市圈逐渐取代单个城市，成为集聚发展要素的主要

空间载体。但城市间按照比较优势进行产业分工不

可避免地会增加交易成本，同时城市行政边界也会

抑制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成为城市群产业分工的

制度障碍。城市群一体化是降低由产业分工细化带

来的交易成本的重要途径，能够推动城市间正溢出

效应内部化，是城市群的发展方向（林毅夫，2021）。
城市群一体化包括交通与信息等基础设施一

体化、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等多方面内容。目

前，城市群建设侧重于交通一体化，以降低城市间

的运输成本，但信息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制度一体

化等进程缓慢，城市间信息通信成本以及制度成本

仍然较高。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通过

促进信息流通共享、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产业

协作水平、改善民生服务等，成为城市群一体化的

重要驱动力。不过数字技术只提供实现城市群一

体化的技术条件，并不必然提升城市群一体化水

平。若城市群一体化过于依赖数字技术驱动，那么

只有达到数字准入门槛的城市才能进入一体化网

络，网内城市通过数据连接和信息共享进一步增强

数字化水平，将进一步拉大网内外城市发展差距。

2.网络化空间结构

在城市群发展阶段，城市间要素流动变得频

繁，空间网络关联性增强。网络化空间结构缩短了

资源、知识、政策等流通链条，大幅降低了不确定性

和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强了城市相互连接和协同合

作的机会，推动了要素资源在更广阔的空间尺度进

行优化配置。特别是数字平台的出现，使得原本不

相邻的城市间也能够及时传递信息和共享知识，推

动城市体系扁平化发展，空间结构从中心—边缘结

构转向多中心的网络结构，城市间关系从支配—依

赖关系转向基于平等共享的功能互动联系和职能

分工关系。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城市集聚多样化功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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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挥城市化经济作用，周边中小城市则通过专

业化分工，与包括大城市在内的其他城市实现分工

协作与功能互补，发挥地方化经济作用。在城市网

络中，城市不再是一个孤立个体，而是网络系统中

的节点。与集聚外部性随距离衰减的特征不同，网

络外部性不受距离限制，而与城市间互补关系强度

相关，因此，运输成本最小化和市场范围最大化不再

是城市发展的首要目标，城市的网络连通性和节点

性比城市规模更为重要（Huang, et al.，2020），城市

群空间发展战略重点从空间邻近性向网络联结性

转变。

3.城市群协同治理

城市化进程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治理模式，

反过来，城市治理模式也会影响城市化进程。城市

化进程已历经单核城市发展阶段和城市融合发展阶

段，与之相匹配的治理模式也历经行政区行政和区

域行政的演化过程。随着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趋势的

出现，与其相匹配的治理模式要既能够发挥边界的

属地效应，以确保空间权利明晰，激发地方政府积极

性，又能够实现跨界效应，推动城市群要素空间优化

配置。但由于城市群治理模式未能与城市群一体化

发展趋势协同演化，导致产业转型发展、公共服务优

质共享、生态环境保护等都面临较大的挑战。

行政边界下的空间制度障碍是阻碍城市群一

体化的最大障碍，突破制度藩篱、降低外部交易成

本是构建城市群治理模式的重点。调整行政区划

是城市群治理的政策工具之一，通过行政边界与治

理边界相重合，消除边界阻隔效应，推动要素在更

大空间范围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但不论行政区

划如何调整，行政边界永远存在，无论是行政区划

兼并还是重组，旧边界消亡的同时又会产生新的边

界，边界效应消除的同时也为城市群发展带来新的

行政边界制约。另一种政策工具不涉及行政区划

调整，包括以法定关系代替区划调整、职能部门合

署办公等，但该政策工具也存在属地责任模糊化、

空间发展权利不清晰等问题，产生发展激励不足、

交易成本增加等不利结果，影响城市群一体化的内

在动力和持续性。

三、共同富裕与中国区域经济

共同富裕目标将改变区域高质量发展、区域协

调发展、空间规划体系和区域政策体系的评价标准

与维度，推动区域发展目标从以地方经济利益为主

转向以区域公共利益为主，推动区域发展关系从无

序竞争转向有效竞争与协调合作。

1.区域发展目标调整

区域发展水平代表地方政府和官员利益，在地

方政府和官员追逐自身利益的激励下，行政区域的

客观属性逐渐演变为主观的利益主体属性（雷伯勇

等，2020）。当区域发展目标以地方经济利益为主

时，行政区域作为一种制度性的空间安排，不同空

间意味着享有不同的资源禀赋，由于资源的有限性

和可流动性，必然导致地方竞争。

共同富裕指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

障下，全体人民共创日益发达、领先世界的生产力

水平，共享日益幸福而美好的生活（刘培林等，

2021）。共同富裕发展目标要求区域经济发展是立

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特定地方的繁

荣”（杨开忠，2021），缩小区域差距不仅是缩小区域

之间的经济总量差距，更是缩小居民收入水平、基

础设施通达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

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董雪兵等，2019）。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的发展要求，满足人民在社会保障、居民收入、绿色

发展、医疗改革、教育公平等方面的需要，将为地方

政府带来公共利益，因此，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

裕战略目标推动区域发展目标从以地方经济利益

为主向以区域公共利益为主转变。随着区域间要

素流动日益频繁，区域关联不断增强，民生问题开

始超越自然区域和行政区域，呈现出跨域性、外溢

性、外部性特征，这为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合作基础，

而协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规模效应、互补效应

为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可行性。

2.区域发展关系变革

斯密—杨格定理表明，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

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

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水平决定了市场规模，市场

规模增加将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和专业化程度，分工

水平又会影响生产力水平，进而影响市场范围、收

入水平和收入结构等，即共同富裕程度。因此，要

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形成覆盖全域的统一市场体系

和分工体系，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走合理分

工、优化发展的路子，即推动区域发展关系从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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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转向有效竞争与协调合作。

长期以来，中国按照地理位置和发展水平划分

经济区域，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区域规划和区域政

策，造成地区间制度分割以及地区分工格局固化。

而且受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工业基础、社会文化条

件等综合因素的约束，中国通常采用由东到西逐步

推进、梯度发展的发展步骤，在一定程度上又进一

步强化了区域分割的不平衡发展格局。

综观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区域经济发展战

略从区域平衡发展到区域非均衡发展再到区域协

调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多种类型的区域合作

方式与区域分配关系。但部分区域合作政策的内

容仅涉及资源倾斜配置，未能有效解决区域利益矛

盾。实践中区域合作方式仍以行政手段为主，单方

面资金、货物或者智力支持仍较为常见，致使区域

间缺少深度互动与融合，不利于全域分工协作体系

的形成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发挥。

3.空间效率与空间公平

促进共同富裕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着力解决地

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从空间维度

而言，共同富裕就是在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

基础上实现发展机会的空间均衡化，实现空间效率

和空间公平的动态平衡。

过去区域发展战略强调要素的均衡分布和地

理空间的经济繁荣，区域政策以资源倾斜为导向，

按照行政级别配置资源。虽然要素倾斜政策在短

期内提升了欠发达地区发展基础和发展水平，但从

长期来看，造成要素配置的空间扭曲，阻碍经济活

动在地理空间上的有效集聚，不仅抑制了经济发展

优势区域的发展潜力，而且导致经济优势区与欠发

达地区的合作机制构建不足（孙志燕等，2019）。随

着人口红利逐渐减弱，各地老龄化与少子化趋势加

快，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致使人口等要素

流动成本和集聚成本大幅降低，未来大量行政区域

将面临严重的人口流失问题，其经济发展功能难以

保持。若不改变以资源倾斜为导向的区域政策，不

改变按照行政级别配置资源的纵向发展体制，要素

配置扭曲和空间发展效率低下问题将进一步凸显。

传统城镇化将城市和乡村视为对立竞争的独

立范畴，强调以城镇为中心的单边城镇化，忽视农

业和农村发展，牺牲农民和农村利益（刘守英等，

2022）。共同富裕发展目标的提出破除了城乡二分

范式，将城乡发展空间视为一个统一有机整体，强

调城乡之间的联系和融合。在以城乡融合发展扎

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要优化城乡空间结构、

要素配置、产业布局、公共服务等，加快构建起优势

互补的城乡地域共同体。

四、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区域经济

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

变的时期，也遭遇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全球

化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深度调整等复杂因素。

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以及全球经济地理的根本

性转变，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未来发展和安

全主动权的战略性布局和先手棋，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路径选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推进下，区

域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区域市场分割程度弱化，产业

空间布局和区域经济格局加速调整。

1.区域发展动力转换

受全球经济放缓和大国博弈影响，一方面，国

际需求规模下降，对外贸易不确定性风险上升，外

向型经济对于国内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和贡献度降

低；另一方面，通过高新技术引进和吸引外商直接

投资实现技术进步的路径受到限制，影响了国内产

业升级进程。新发展格局的最本质特征是实现高

水平的自立自强，创新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动力所

在。区域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空间系统，是实现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在体制转轨红

利、人口红利、投资红利、资源红利等支撑经济高速

增长条件迅速减退的情况下，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和居民富裕程度只能依靠创新驱动。

新发展阶段技术创新门槛不断提高，无序的地

方创新竞争会导致创新要素配置效率低下，既不符

合中国要素资源比较紧张的基本国情，也不符合新

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因此要以协同创新提升区

域发展动力。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中心城市以

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城市群由于前期

经济积累和技术积累，集聚起大量的高技能劳动

力、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已逐渐成为创新增长

极，并由此构建起以创新增长极为节点的区域创新

网络（周麟等，2021）。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深入发展，高技术产业呈现出非地域集聚和跨行业

融合的发展趋势，也将进一步推动区域创新体系扩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学

33



区域经济评论 2024年第3期
展为超越地域限制的空间创新系统。

2.区域市场分割弱化

中国区域市场分割造成国内要素配置空间扭

曲，使得全球资源配置过程缺乏国内资源配置最优

化支持，各地区选择对外贸易替代国内贸易，进一

步加深了国内市场的分割程度。但随着对外贸易

需求量下降和不确定风险上升，对外贸易替代国内

贸易的路径将不可持续，必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前提条件是建设全国统一

大市场，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就必须大力破除区

域间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有效降低要素流动的

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要素空间分布格局优化，形

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是提升地方市场准入水平

的关键手段之一，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体系。但随着飞机、高铁等基

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新增交通基础设施对提高市

场可达性的边际效用在不断减弱，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推动偏远地区繁荣发展需要配套教育投资等

其他措施。在此背景下，政府需进行更为细致的

成本与收益分析来制定更加合理的交通基础设施

规划，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发展模

式。受财政分权和政治晋升激励的影响，区域间

存在利益性市场分割。新发展阶段“数字桥梁”的

搭建正在持续模糊各地区间的地理边界，信息基

础设施能够打通地方政府间信息沟通渠道、降低

信息搜寻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促进地方交

流与合作。同时，信息基础设施也有助于增强政

府介入行为的有效性，削弱政府因信息不对称、有

偏选择而导致的价格扭曲和竞争损害，增强市场

机制对要素的优化配置功能。

3.产业链空间重构

由于国际形势不确定性增加和全球经济增长

放缓，各国产业布局在考虑经济效率的同时更加注

重经济安全和产业链安全，全球价值链进入深刻变

革调整阶段，中国迎来产业链供应链升级机遇。必

须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化重大生产力布

局，以产业链空间重塑推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对产业链环

节的控制力。过去区域分工以要素禀赋为主，中西

部地区凭借能源优势位于产业上游，参与国内价值

链分工较为不足，不利于提升国家产业链供应链韧

性、安全性和竞争力。东部地区虽凭借临近港口、

临近市场等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

融入全球分工网络，但高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参

与度较低，有陷入低端锁定的风险。从工业时代到

数字时代，区域地理区位、自然禀赋、交通运输条件

的重要性日益减弱，知识和创新优势逐渐成为区域

发展新的竞争优势，推动以要素禀赋为主的区域分

工逐渐向以技术优势和创新优势为主要内容的区

域分工转变。

五、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展望

新时期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党的二十大报

告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

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

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

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①。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应该

总结区域经济发展实践进展，围绕重大现实问题，

从区域发展动力、区域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区域关

系、区域开放等角度，探索和创新数字时代区域经

济增长理论、创新增长极与区域创新理论、产业链

重构下的区域产业理论、区域空间结构与城市群理

论、区域关系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大国经济下的

区域开放理论，为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区域协调

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1.数字时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在数字时代，数据已被广泛地视为一种新的生

产要素和基础性战略资源。与劳动、资本等传统生

产要素相比，数据要素具有非稀缺性、非竞争性、外

部性等特征。因此，数据要素是符合传统要素的边

际收益递减规律，还是会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趋

势？数据作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是通

过优化资源配置，还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进而影响

区域经济增长？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要围绕上述问

题，针对数据要素特征，构建包含数据要素的新型区

域生产函数，分析数据要素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核

心机制，丰富和创新数字时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2.创新增长极与区域创新理论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动力经历了要素主导型、规

模主导型两个阶段，创新驱动已成为新时期区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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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发展新的动力来源。各区域需要不断塑造发

展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形成各

具特色的创新发展道路。新经济地理学侧重于从

生产角度解释要素和生产活动的空间区位问题，只

回答了“在哪儿生产”的问题，但对创新区位、科技

区位、人才区位等经济地理活动未进行系统探讨和

诠释。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要围绕创新要素流动

与集聚问题，加快区域创新理论发展：一是深入分

析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的空间流动与集聚

机制，深化创新活动的空间规律研究；二是拓展传

统增长极理论，将创新纳入增长极理论范畴；三是

在区域创新理论中纳入空间维度，深化区域创新空

间外溢研究和区域创新网络分析。

3.产业链重构下的区域产业理论

随着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世界各国对产业

链价值链的分工诉求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与韧性

优先，中国面临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需求。

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冲击，推动全国生产力

尤其是重大生产力布局迎来新一轮优化与调整，同

时也为构建协同化与差异化并存的区域产业格局

带来了机遇。在此背景下，区域如何推动比较优势

产业动态转换，破解产业路径依赖难题？新型基础

设施布局及其结构如何影响区域产业集群？数字

产业等新兴产业集群将呈现出哪些新特征，进而会

如何影响区域产业结构？区域创新链和产业链如

何实现深度融合？区域间产业转移、分工与合作关

系将发生何种变化？这些问题都有待探讨和解

决。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要针对区域产业韧性和

产业空间关联，探索以产业链重构为基础的区域产

业结构和产业布局理论：一是深化产业集群理论、

产业共聚理论研究，分析产业关联、产业共聚、产业

空间格局之间的内在关系；二是拓展多区域投入产

出模型，探索区域产业关系理论。

4.区域空间结构与城市群理论

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

主要空间形式，传统强调集聚经济的城市内生增长

理论不再适宜用来单独解释新空间形式和新空间

结构下的城市与区域行为。新时期城市群的合理

边界该如何调整确定？城市群内各城市多大规模

为宜？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如何转变？国内各

城市群一体化将呈现出哪些新特征？如何发挥数

字技术提升城市群一体化水平的积极效应？中国

区域经济学研究需围绕上述问题，创新区域空间结

构和城市群理论：一是基于城市群网络化的结构特

征，以空间关联为研究对象，使用社会网络分析等

社会学分析方法，测度城市群关联强度、评估城市

群网络溢出效应、分析网络化空间结构对城市群一

体化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拓展城市群理论研究；

二是围绕城市边界效应、城市群一体化激励机制、城

市群治理模式影响因素等问题，拓展区划理论和空

间治理理论，推动城市群治理模式与城市群一体化

发展趋势协同演化，提升城市群一体化水平。

5.区域关系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新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仅是解决空间发

展动力问题和协调区域关系的手段，也是主动谋求

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推动绿色化低碳化发

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国区域

经济学研究要围绕空间效率与空间公平关系，推动

以人民为中心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突破创新：一是

聚焦区域间利益平衡与合作问题，创新地区间关系

协同理论，探索对口支援和对口合作新机制、区际

利益平衡制度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机制、统筹空

间协调与重点地区发展有机互动新模式等；二是针

对现行以地方经济利益为标准的绩效评估体系和

官员激励晋升制度明显滞后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发展要求的矛盾冲突，深化央地关系理论和政府

绩效管理理论研究，分析区域间竞争模式和地方政

府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与改革路径，发挥区域发展

绩效评价体系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牵引作用。

6.大国经济下的区域开放理论

中国的比较优势已逐渐从要素成本优势向超

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变，将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

源要素，发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

应，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目前，区域经济学侧重

于外向型经济和国际贸易研究，对国内区域间开放

联动研究不足。在新发展阶段，如何破除地方保护

和行政性垄断，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国

内要素资源配置？如何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深度融

合“一带一路”与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以高质量制度型开放引领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

放？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要围绕上述市场分割困

境和区域开放问题，加快大国经济下区域开放理论

的探索创新：一是深化区域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

关系研究，分析影响区域间制度性交易成本和市场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区域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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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性的关键因素和内在机制；二是加快区域开放

布局研究，分析开放平台的区域布局规律及其对区

域开放质量的影响效应，为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

双向互济的网络化、立体式区域开放新格局提供理

论支撑；三是吸纳全球生产网络最新研究成果，引入

国内国际双循环概念，将国内市场等解释变量纳入

分析框架，构建起以自身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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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Economics Fac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Dong Xuebing Li Jixia Shi Jinchuan
Abstract: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spatial manifestation of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track.Promoting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and key support for realiz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facing new development environments,
new technological shocks, new spatial structures and new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which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impetu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s: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has profound connotations such as
unimpeded market access and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promoting changes i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 market
accessibility,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dustrial chains. Digital technology changes the cost and benefit comparison of factor
spatial flow, thus reshaping regional spatial distance, regional factor 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Central cities and
urban agglomerations are becoming the main spatial forms of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elements, and the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 exhibits mor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of network and mobility, which affects the urban system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model. The strategic goal of common prosperity emphasizes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spatial efficiency and spatial equity, and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goal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s.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major practical issue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accelerate the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theories such as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theory in the digital
era, innovation growth pole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theory,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Reg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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