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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与时代共成长、以现实为命题”的区域经济学迎来
发展的春天，这离不开老一辈学者做出的开创性工作。作为中国区域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代表
性学术成果，问世于 2017 年的《刘再兴文集》( 经济管理出版社，下文所标页码均指该书) 涵盖了经
济地理学学科性质、生产布局规律、区域发展差距、经济区划、国土规划、经济政策空间属性等重大
问题的深刻思考，集合了以刘再兴教授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区域经济学者的真知灼见。

一、界定经济地理学的学科性质

为指明学科发展方向，刘再兴教授系统梳理了 1950 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经济地理学学科性
质的若干探讨。为使经济地理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于 1970 年代末开创性地运用
经济学的视角看待经济地理学，将其界定为“研究生产布局规律的科学”( 第 15 页) 。作者重点关
注“在哪里生产”的问题，将空间因素纳入经济学的研究框架。随着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转向愈发
明显，脱胎于经济地理学的区域经济学在中国焕发出旺盛的活力。

作者不仅说明了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特质，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入手，系统论述了经
济地理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联。他认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布局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正确处理
好以人与物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关系，才能实现生产布局的效益最大化。作者在将政治经济学视作
经济地理学“根基”的同时，还阐明了经济地理学在国民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剖析其与部门经济学、
国民经济计划学等学科的异同点。他表示，经济地理学不仅要探究不同区域内农业、工业、运输业
的具体布局原则，还需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对接，从整体入手分析生产布局规律。他指出: “如果
不从全国着眼，不从整个生产部门的总体部署着眼，就无法正确研究这个部分及其在区域中的作用
和发展的趋势，从而也就无法研究区域生产部门的组合”( 第 16 页) 。

二、总结生产布局规律

为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刘再兴教授全面总结了生产布局规律，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学逐渐
成为一门经世致用的“显学”。

作者通过回顾世界代表性国家工农产业布局的演化脉络，将生产布局的一般规律概括为:“随
着生产的发展( 包括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生产的空间不断扩大，生产部门、生产要
素、生产环节的空间组合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 第 108 页) 。在探明生产布局一般规律的基础上，
作者扎根中国国情，深化了对生产布局规律的研究( 参见文集理论篇与总体篇《论生产力战略布
局》、《论我国生产力布局战略》、《生产布局政策》、《论梯度理论》、《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梯
度推移论》) ，集中体现为: ( 1) 探讨中国生产布局的战略构想。1980 年代中期，根据中国各区域
比较优势，作者提出了“立足沿海，循序西移，中间突破”( 第 85 页) 的生产布局构想，主张在强化
沿海地区产业实力与技术优势的同时，将中部地区作为承接地，完成生产力的梯度推移。( 2 ) 倡
导生产布局的“主导论”。作者在肯定梯度推移主导地位的同时，认为反梯度推移是客观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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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同大范围的生产力梯度推移相互补充，避免重犯生产力“跳跃式西移”( 第 66、88 页) 的错误;
( 3) 剖析集聚与分散间的关系。作者通过总结煤炭资源开发、钢铁基地、铁路交通布局的经验教
训( 参见文集总体篇《我国煤炭资源开发布局中的几个问题》、《我国钢铁基地建设和布局中的若
干问题》、《怎样评价“三五”以来的铁路建设布局》) ，发现企业空间集聚能够产生组合效应，助推
城市化进程;但是，当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在资源环境的双重约束下，会产生消聚力量( 参见文
集理论篇《企业布置集中与分散的关系》) 。由此，他总结出“适当分散和适当集中相结合”( 第
50 页) 的生产布局理念。此外，他还洞察到区域的层级性，指出生产布局在国家—区域尺度上应
实现“大分散”，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在城市尺度上则需“小集中”，释放规模经济效应。

三、聚焦区域发展差距

改革开放之初，作为分权化渐进式改革的一部分，中国实施了向沿海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刘
再兴教授在肯定东部地区发展成就的同时，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在 1980 年代初就全面辨析了沿海
与内地的关系( 参见文集总体篇《论新形势下沿海与内地的关系》) ，敏锐意识到要谨防区域发展差
距持续扩大。作者不仅率先注意到中国客观存在的区域发展差距，还尝试性采用定量方法测度区
域发展差距，改变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区域经济学者以质性研究为主的局面。

作者在强调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必要性、量化测度区域发展差距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推
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构想( 参见文集地带篇《发达地区区域发展战略》、《试论华中地区在全国经济战
略格局中的地位》、《中部地区的地位及其总体开发的战略构想》、《西部开发的若干战略性问题》、《国
际大循环战略与西部的对策》) 。他从中国区域发展的梯度差异出发，阐述了不同空间单元内区域政
策的基本取向: ( 1) 坚持速度、效益并重的思想，全面总结了东部地区的优劣势，指出提升东部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需要同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对外开放、改造大城市、推进卫星城建设、综合开发利用资源等
措施相配合。( 2) 从资源利用、产业培育等角度入手，全面论述了西部地区应当采取的经济政策，着重
分析了沿边地区文教事业、外贸口岸的发展方略。( 3) 在东西发展差距日渐明显的背景下，他综合考
虑了华中地区的地理位置、经济社会条件，认为中部地区具有“承东启西”的战略地位( 第 449页)，同中
部崛起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 4) 以区域协调发展为出发点，在阐述中国东、中、西部发展战略的基础
上，从更小的空间尺度切入，将东部地区的渤海湾、长三角、珠三角定位为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区。

四、研究经济区划

经济区划是实施区域政策的基础。刘再兴教授综合考虑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
条件，积极开展经济区划研究，成为国内最早探索经济区划的学者之一。

针对当时学界在经济区划问题上的讨论，作者系统回应了学界、政界关于经济区划的争鸣( 参
见文集理论篇《经济区划、区域规划的若干问题》、《综合经济区划的若干问题》) ，主要论点包括:
( 1) 经济区划的地理界限。作者认为，经济区演化发展具有显著的阶段性特征，经济区划的地理
界限需要根据区域经济结构及其在全国分工格局中的地位适时调整。( 2) 经济区划与行政区划。
在他看来，只有发挥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活动的组织功能，才能为经济区划的成功实践奠定坚实
的制度基础。在明晰上述两个问题的前提下，他提出了经济区划的基本原则: “区域内现有生产
发展水平、生产发展的基本条件与潜力、面临的主要任务、发展方向具有近似性，而区域间在上述
方面应当具备差异性”( 第 56 页) 。

作者不仅明确了经济区划需要注意的基本问题，还结合国内实际，将全国划分为沿海发达地
带、边疆待开发地带、中部内陆地带，并将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基本构想进一步具体化为: 沿海
发达地带是促进长江干流沿线飞跃、深化黄河流域优势资源开发、加快西南工业带建设的主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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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应以沿边开放为突破口，加速南北边疆地带跨越式发展。根据上述原则，他划定了东北区、华
北区或黄河中下游区、华中区或长江中下游区、东南区、西南区、西北区等 6 个一级综合经济区。作
者划分综合经济区的构想在国内产生了巨大反响，杨树珍、胡序威、杨吾杨、郭振淮、陆大道等一批
知名学者相继给出了不同的经济区划方案，中国区域经济学迸发出无限生机。

五、探索国土规划

1970 年代末期至 1990 年代中前期是中国国土规划研究的发轫期。刘再兴教授凭借对生产布
局规律、区域发展差距、经济区划的精准把握，成为国土规划的开拓者之一。

作者将区位论、地域分工论、空间投资论作为国土规划的基石，解决了企业最优选址、发挥区域
比较优势、协调区际关系等一系列问题( 参见文集理论篇《论国土规划的理论基础》) 。在微观层
面，他回顾了成本决定论、利润决定论，点明传统区位论中的理性人假定与现实不符，认为将行为因
素纳入考虑范畴的现代区位论更切合实际。在中观层面，他辨析了主导产业理论中的易混概念，将
“选准并优先重点发展主导产业、配套发展关联性产业、积极发展需要就地平衡的基础性产业、扶
持潜导产业”( 第 221—222 页) 作为优化区域经济结构的指导方针。在宏观层面，受经济发展阶段
论的启发，他指出各区域将经历成长、成熟、衰退或向更高阶段迈进等若干时期。为遏制区域经济
陷入衰退的“负向锁定”，他建议将推动产业结构多样化、研发高新技术产品作为政策重心。

作者恪守“理论顶天，实践立地”的准则，先后参加了十多个省区市国土规划的编制工作。他
走遍了山西各能源重化工建设区，对山西煤炭工业的规模结构、空间布局、跨区调配等关键问题进
行了详细探讨( 参见文集省区篇《山西煤炭能源基地建设若干问题探讨》、《山西煤炭能源基地建设
的规模和结构》、《山西能源基地建设的协调发展》) ，兼及新技术革命浪潮下山西的应对之策( 参见
文集省区篇《在新技术革命浪潮中山西对策试探》) 。他全面总结了宁夏、甘肃、内蒙古、安徽、陕西
等省区的优劣势，在战略重心、资源开发、产业结构、城镇建设等多方面为各地“诊脉开方”。

六、论证发展战略与区域政策的关系

发展战略是对某区域未来发展的宏观谋划，经济政策是政府为增进社会福利而出台的解决现
实问题的举措，能够保证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运行于健康轨道。

作为国内最早探索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属性的学者之一，刘再兴教授兼顾产业异质性与空间
差异性，强调产业政策与区域政策是相辅相成的，“要使产业政策得到各地区的积极响应和配合，
就必须有体现区域特性的区域政策相配套”( 第 130 页) 。他表示，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不仅要
符合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要求，还要不失灵活性，充分考量各区域的特性，这就需要在科学
的经济区划下确定成熟区、成长区、不发达区适宜发展的主导产业，实现区域间优势互补。

当年在中国区域政策方兴未艾的现实背景下，作者已察觉到区域政策的“泛化”趋向，论证了
加快产业政策区域化的必要性，为实现产业政策区域化设计出可行思路( 参见文集理论篇《产业政
策区域化的理论与方法》) 。他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出发，认为“用产业倾斜代替区域倾斜”的观点
是片面的，主张产业倾斜与区域倾斜并重。他强调，经济政策应充分考虑区域发展差距，合理确定
不同区域在全国生产力布局中的战略定位，保证政策不失针对性。因此，国家实施产业倾斜必须要
有相应的地域倾斜作为依托，逐步实现“由以单一产品联系为主转变为多因子的交错联系”“由垂
直分工转变为垂直分工与部分水平分工相结合”( 第 502 页) ，提高跨区域合作的层次。

总之，《刘再兴文集》所展现的学术思想，是中国区域经济学的思想宝库，对于我们构建中国特
色的区域经济学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冀 木) (校对:南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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