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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专题】

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区域经济学*

魏 后 凯

摘 要：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区域经济学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有别于西方区域经济学，中

国区域经济学是立足中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区域经济现象和实践经验进行理论阐释，探

究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及区际经济关系协调的经济科学。它是针对发展中大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具有中国

特色的新区域经济学。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区域经济发展、区际经济关系、区域政策与治理，这三个方

面相互联系和交融，构成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结构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区域

经济学，必须面向高质量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共同富裕，针对区域经济中一些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

论和现实问题，深刻揭示区域经济现象、形成机理和演变趋势，建立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研究逻辑范式和理论体

系，推动形成适应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使中国区域经济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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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人口众多、

国土辽阔，人均资源有限，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这

就决定了中国区域经济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必须面

对中国问题，突出中国特色，创建中国理论，用中国

理论解释中国现象和中国奇迹。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实践和理论探索为中国区域经济

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区域经济学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区域经济学，它具有十分广阔

的发展前景。本文将结合编写《中国区域经济学》的

经历，围绕新形势下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区域经

济学这一主题，就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定位和特色、研

究对象、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定位和特色

经济学是从时间、空间和部门三维的角度，探讨

人类经济活动一般规律的科学。从空间维度探究人

类经济活动的规律，是经济科学发展不可或缺的重

要领域。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区

域经济学在西方大体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

区域经济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区域经济学作为

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则是改革开放之后才迅速发

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区域经济建设的大规

模开展，中国的区域经济学获得了快速发展，研究队

伍日益壮大，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成果大量涌

现。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出版了一

系列区域经济学教材和专著，有力推动了中国区域

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

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和坚实的基础。中国区域经

济学的形成和快速发展，无疑将推动和引领世界区

域经济学的发展。首先，在区域经济实践探索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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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形成了一批中国原创的区域经济概念，如经济特

区、主体功能区、乡镇企业、市民化、同城化、精准扶

贫、对口支援等，由此丰富和拓展了世界区域经济学

的概念体系；其次，在实践中探索形成并不断完善的

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为世界城

镇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对广大

发展中国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最后，通过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中国目前已经形成诸多具有自身特

色的区域经济理论，如区域开发理论、区域协调发展

理论、主体功能区理论、精准扶贫理论、以人为核心

的新型城镇化理论等，为创新发展世界区域经济学

理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尽管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学取得了快速发展，

但其理论创新、学科和教材建设严重滞后，远不能适

应区域经济建设实践蓬勃发展的需要。目前国内区

域经济学研究存在“三重三轻”现象。一是重西轻

中，即重西方理论复制，轻中国实践理论提炼和创

新，大量实证论文采用西方理论和中国数据进行实

证检验；二是重城轻乡，即重城市经济，轻乡村发展；

三是重陆轻海，即重陆域经济，轻海洋经济。

中国区域经济建设实践的蓬勃展开，急需具有

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理论给予指导，需要加快发展

符合自身国情的中国区域经济学。由于制度背景和

国情不同，西方的区域经济理论并非完全适用中

国。中国的制度和国情特征是中国区域经济学形成

和发展的基础。不同于西方区域经济学，中国区域

经济学是立足于中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和方法，对中国区域经济建设实践进行经验总结

和理论提炼的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是一部针对

发展中大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新区域经济

学。“新”主要体现在发展中大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等中国特色方面，与西方区域经济学以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为背景不同。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哲

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区

域经济学发展和教材编写应体现以下三个特色。

第一，要遵循客观规律。无论是区域经济发展

变化，还是区际经济关系演变，都有其自身的一般规

律性。这种一般规律性是经济社会发展、技术变迁

和市场力量等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区域经济建设

实践必须遵循区域经济规律，包括城市和乡村发展

规律。揭示和阐释区域经济发展和区际经济关系演

变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首要任务。

对于符合区域经济、城乡发展一般规律的基本原理

和方法，中国区域经济学需要充分吸收国外区域经

济学，尤其是西方区域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科学成

分，它是对西方区域经济学的合理扬弃，而不是全盘

否定。

第二，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的制度和国情特

征决定了区域经济发展和区际经济关系协调必须突

出中国特色，坚持中国道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

的区域经济实践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

而，长期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滞后于区域经

济建设实践，以致在某些领域形成了“理论真空”，导

致一些并非适合中国的西方理论充斥国内学术界。

中国区域经济学需要将中国特色作为一条主线，立

足于发展中大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国

情，充分利用国内现有研究成果，系统总结中国区域

经济的丰富实践和发展经验，概括提炼中国特色的

区域经济理论及其独创性贡献，讲好“中国区域经济

故事”。

第三，要树立全域理念。区域概念具有二重性，

从实体概念看，它是地球表面存在的特定范围的空

间，也是一个国家国土空间划分的地域单元。国土

空间包括陆地和海洋，也包括城市和乡村。从陆地

看，2022年中国城镇建成区面积为12.9万平方千米

（含城市、县城和建制镇），仅占全部陆地国土面积的

1.3%左右。这说明，绝大部分的陆地国土空间都是

乡村。早在 2003 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提出

“五个统筹”，并把统筹城乡发展放在首位。国家“十

二五”规划纲要又强调要坚持陆海统筹，制定和实施

海洋发展战略。然而，在区域经济研究和学科建设

中，长期存在着“重城轻乡”“重陆轻海”的倾向。现

有区域经济的研究很少涉及海洋经济和乡村发展问

题。在新发展理念下，必须站在全面现代化的战略

高度，改变“重城轻乡”“重陆轻海”的倾向，树立全域

理念，坚持城乡统筹、区域统筹和陆海统筹，从全域

国土空间的视角来概括提炼中国区域经济经验和建

立相应的理论。

二、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一门学科能够相对独立存在，首先要有自己的

研究对象，否则便会失去存在的依据。区域经济学

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区域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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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区位理论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

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区域经济学必然有其特有的

排他性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区域经济学研究对

象的内涵，应当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能够反映本学

科研究的最本质的问题。一般认为，区域经济学是

运用经济学的观点，研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

变化、空间组织及其相互关系的综合性应用科学。

它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具有区域性、综合性和

应用性三个最基本的特征。

区域经济学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由

于国情特征的不同，各国学者提出的区域经济理论

大都隐含着特定的假定前提和制度背景，以发达市

场经济国家为参照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并非完全适

用于中国。不同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中

国区域经济有着根植于自身国情的典型特征，如强

调党的全面领导，注重发挥各级政府的主体作用，高

度重视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承认区域经济利

益的相对独立性等。这些特征决定了中国区域经济

既有符合世界区域经济一般规律的一面，也有其特

殊性的一面（覃成林，2021）。这种一般性和特殊性

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区域经济学形成和发展的科学基

础，决定了中国区域经济学有别于西方区域经济学，

它是对西方区域经济学的合理扬弃。

中国区域经济学是在遵循区域经济一般规律的

基础上，符合中国国情、凸显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

学。既要全面认识和把握区域经济的一般规律，充

分吸收世界区域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科学成分，又

要突出中国特色，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

法，通过对区域经济建设实践和未来趋势的理论总

结，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这

种中国特色是中国制度和国情特征的综合体现。

首先是中国的制度背景。经济理论是对经济现

象的理论解释，但是这种经济现象及其理论解释本

身就隐含着制度背景因素。不同的社会制度，会形

成不同的经济运行模式，其所依据的理论和治理手

段自然不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大都形成于发达市

场经济国家，其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制度和发达的

市场经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

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些支撑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

度将对区域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并形成与西方市场

经济国家不完全相同的区域经济现象、问题、形成机

理和政策工具。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种体制转轨是一个

长期的历史过程，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至今还没

有这方面的先例，不可能指望用西方的理论来解决

中国体制转轨中的问题。中国区域经济建设实践，

需要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础上的中国特

色区域经济理论作为指导，而不能照搬制度背景截

然不同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

其次是中国的国情特征。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

的发展中大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

区域差异较大，区域经济类型多样。这种国情特征

在世界上具有独特性。中国的领土面积与美国大体

相当，但美国的人口不到中国的1/4，2016年耕地面

积却比中国高28%。除俄罗斯外，欧洲各国的领土

面积和人口大多只相当于中国一个省份或者城市的

规模，其区域经济与中国几乎不具有可比性。相比

较而言，中国的空间尺度十分丰富，区域经济具有多

层次性，各级政府在区域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中国，无论是中央区域经济政策，还是地方经济政

策，都是欧美市场经济国家无法相比的。因此，从中

国独特的国情出发，也需要符合自身实际的区域经

济理论和中国区域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经历了

从全盘“苏化”到逐渐“西化”的曲折历程。目前，在

国内学术研究中，仍存在照搬西方区域经济理论来

解释中国区域经济现象的倾向。很明显，以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为背景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难以较

好解释中国区域经济现象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

在丰富多彩的区域经济建设实践中，已经涌现了一

系列新概念、新现象、新模式，形成了许多有益的做

法和经验，急须从理论上进行系统阐述、提炼和概

括，形成一般的理论、原理和方法，用来指导未来的

中国区域经济实践。因此，当前亟须构建中国特色

的区域经济理论，加快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学。

综上所述，作为世界区域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

重要一员，中国区域经济学是对中国区域经济实践

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是从中国实践中总结出来

并指导实践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世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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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区

域经济学具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它是立足中国

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区域经济现象

和实践经验进行理论阐释，探究区域经济发展规律

及区际经济关系协调的经济科学。

三、中国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中国区域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具有自己特有的或者排他性的研究领域。根

据前述研究对象以及中国区域经济建设实践的需

要，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区域经济

发展、区际经济关系、区域政策与治理三个方面。这

三个方面相互联系和交融，构成了中国区域经济学

的基本框架和内容体系，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结构体系。区域经

济发展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分不开，区际经济关系是作

为发展中大国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这两个方面成

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核心研究内容；而区域政策与

治理则是统筹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及区际经济关系的

重要手段，也是区域经济学应用性的重要体现。

区域经济发展体现为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及其

结构变迁，它是中国区域经济学最核心的研究领

域。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城乡区域发展

差距较大，发展依然是当今中国的第一要务。中国

区域经济发展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经济增长奇迹有赖于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撑，而大

规模快速城镇化和农村反贫困的成效世界有目共

睹。近年来，在新发展理念下，区域绿色发展和陆海

统筹又受到高度关注。产业布局是区域经济发展和

空间结构形成的重要基础，重视产业布局是中国区

域经济学的一大特色。基于这些考虑，中国区域经

济学第一篇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着重探讨区域经

济发展的六个重要方面，即产业布局与产业集聚、区

域经济增长、城市发展与城镇化、农村发展与反贫

困、区域绿色发展、陆海统筹与海洋经济。区域产业

结构尤其是主导产业选择问题将在区域产业结构与

分工中讨论。

区际经济关系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

重要核心领域。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是由一些层

次不同、特色各异的地区经济有机耦合而成的整体，

各地区经济只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

此，在对单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进行剖析之后，还必须

把区域经济放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背景中加以考

察，分析各地区之间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并揭示其

内在的一般规律性。区际经济关系具有十分丰富的

内涵，除了区际要素流动、区际贸易和区际产业分工

外，区域经济竞争、开放与合作也愈益重要。在承认

区域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当前中国区域经济竞争日

趋激烈，区际利益协调与调控难度更大。区域经济

开放与合作也具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各种类型的

特殊经济区已经成为引领经济开放发展和转型升级

的重要载体，对口援助则是中国特色区域合作机制

的有益探索。中国区域经济学第二篇将从区域产业

结构与分工、区际经济联系、区域经济竞争、区域经

济开放与合作四个方面，重点探讨区际经济关系及

其协调问题。

区域政策与治理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关系

协调的重要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

业区位的选择同样遵循效率原则，即把经济活动的

区位选择在那些最适合其发展的地方，劳动力、资金

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也往往具有趋利性的特点。这

样，在经济发展的初中期阶段，单纯的市场力量通常

会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为促进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政府需要运用战略规划和政策手段，进

行必要的引导和调控。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相比，

中国更加重视区域发展战略和规划，实施了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和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划和国土

空间规划则是中国的特色和创新。中国的区域政策

也日趋完善，其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日益

凸显。中国区域经济学第三篇将从国土空间治理、

区域发展战略、区域经济政策三个方面重点探讨区

域政策与治理问题（见图1）。

四、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作为一个城乡区域差异较大的发展中大国，中

国区域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厚的土壤和坚实

的基础。从具体国情出发，培育发展和加快构建中

国特色的新区域经济学，既是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的迫切需要，也是区域经济学界肩负的

重大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区域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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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结构体系

导，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充分彰显中国特色，形成

适应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的区域经济学理论和方

法，是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区域经济学的关键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实现了持续快速的经

济增长，最大程度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而且依靠

自身力量解决了14多亿人的吃饭问题，实现了世界

上最大规模的减贫，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与减贫史

上的“中国奇迹”。1979—2020年，中国人均GDP年

均增长8.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

分别年均增长8.2%和7.5%。这期间，中国有7.7亿

农村人口摆脱了贫困，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了

70%。中国的经济奇迹是与独特的中国区域经济协

调发展道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区域经济建设

实践是中国故事的核心部分之一，也是中国道路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区域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积

累了丰富的素材（张可云，2021）。从中国国情出发，

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用中国理论与中国方法解释中

国奇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区域经济学，这是新

发展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推动

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根本要求。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需要接受实践的

检验。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为

区域经济学繁荣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也是中国

区域经济学亟待发掘的理论“富矿”。当前，中国已

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应

面向高质量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共同富裕，针对

区域经济中一些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

和现实问题，加快自主创新和原创性创新，深刻揭示

区域经济现象、形成机理和演变趋势，构建中国特色

的区域经济学研究逻辑范式和理论体系。

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揭

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

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

基本问题（王晓晖，2017），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

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

的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对区域

经济建设实践经验和模式进行系统总结，提炼形成

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进一步指导区域

经济建设实践，为促进区域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贡

献中国力量。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推进区域经济理论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

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作为一门综合性

应用科学，区域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必须

以区域问题作为研究和创新的起点，并把解决好区

域问题作为最终的落脚点。因为只有坚持问题导

向，才能真正提出学术研究的科学命题，切实把握好

理论创新的方向，所提出的政策建议才会更加符合

客观实际。为此，要针对中国区域经济中一些全局

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加快自

主创新和原创性创新，深刻揭示中国区域经济现象、

形成机理和演变趋势，形成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研

究逻辑范式和理论体系，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和话语体系，使中国区域经济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

术之林。

三是深入研究和揭示区域经济的一般规律。区

域经济具有自身的演变规律，无论是促进城乡区域

协调发展，还是推进城镇化建设，都应遵循其发展规

律。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城镇化、城市和乡村发展

时，都特别强调要遵循规律。他还提出了城乡关系

演变的两大规律，即“城的比重上升，乡的比重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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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都是客观规律。深刻揭示

并科学把握这种规律性，既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

心任务，也是区域经济建设实践的基本遵循。

四是全面研究阐述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国道路。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从平衡发展到不平衡发

展，再到非均衡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转变。当前，中

国经济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新形势下，有

必要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融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

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区域高质量协调发展之

路。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不仅要对中国特色区域

发展道路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归纳，而且要面向未

来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区域协调发展道路、中国特

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乡村振

兴道路。

五是对中国区域经济现象和模式进行理论解

释。对现实的经济现象和模式进行理论解释是经

济学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

济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和新特征，如大规模快速城

镇化、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崛起、区域经济利益冲突

与协调、农民工的“两栖性”等，并形成了丰富多样

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验和实践探索。对这些新

现象进行理论解释，深刻揭示其形成机理和影响因

素，分析所发生现象的来龙去脉，对中国经验和模

式进行理论提炼和总结，预测其发展趋势并尽可能

提出对策建议，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核心研究任务

之一。

六是探讨新技术、新趋势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当前，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引领的新一轮科技

革命已经席卷全球，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

化，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特别是，通信和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缩短了地区之

间的“空间距离”，区域经济赖以存在的三个基石之

一的转移成本受到很大冲击，这将对区域经济发展

产生重要影响，为欠发达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

了机会。深入探讨新技术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揭示

新形势下区域经济的新特征、新趋势及其规律性，也

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1］覃成林.发展中国的区域经济学［J］.区域经济评论，2021（4）.
［2］王晓晖.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核心要义和创新观点［N］.人民日报，2017-11-23.
［3］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修订版）［M］.北京：经济管理出

版社，2011.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
［5］习近平.论“三农”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6］张可云.中国区域经济学的认知误区辨析与学科框架讨

论［J］.区域经济评论，2021（4）.

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区域经济学

Building a New Region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i Houkai
Abstract：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economics, regional economics represent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generality and
particularity. Different from Western regional economics,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is an economic science based on the
particular national conditions of China. Adopting the Marxist standpoint, viewpoint and methodology, it explains regional economic
phenomena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and explores the pattern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interreg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It is a new region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ailored for a large developing country
and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The research fields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includ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reg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and region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These three aspects are interrelated and integrated with each
other, thus forming a complete and scientific structure system of region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region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must be oriented towa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odern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Addressing some overall, strategic, and forward-looking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it thoroughly reveals regional economic phenomena, formation mechanisms, and evolution trends. It aims to establish a
logical research paradigm and theoretical system of regional econom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theories and methods adapted to a large developing socialist country, thus positioning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s within the world’s academic sphere.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hinese Economics; New Region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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