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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作为世界经济的微观基础�已成为世界经济秩序正常运转的关键。伴随科技园区的兴起�其研究由经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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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cro－foundation of the city as the world economy has become the key to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the world eco-

nomic order．With the rise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the study by empirical observation to standardiz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ic space become the focus and hot spots of the study on the role and impact of urban development mechanism．Ar-
ticles based on the CNKI database1990－2012years of urban economic space research literature�the main line to the evolution of
urban economic space�change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urban economic space�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ary
mechanisms and evolution of the boundaries were reviewed．And pointed out the possible direc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urban eco-
nomic space：the evolution of sustainable urban economic space based on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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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作为世界经济的微观基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
它已成为世界经济秩序正常运转的关键。城市经济空间研
究的深化�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产业区的出现 ［1］�90年
代以后�伴随科技园区的兴起�其研究由经验观察向规范
化发展�城市经济空间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以及影响机制等
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 ［2］。为此�我们以科技园区兴起的

1990为起点�以 CNKI 为数据源�收集20多年的文献�旨
在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探寻出破解城市经济空间演化
的关键科学问题。

目前�国际上对城市经济空间研究的起步阶段是社会
学视角的�主要是对于城市经济空间现象和新经济社会现
象、总结与归纳。随着�地理学与经济学介入研究�对城
市经济空间的形成与发展机制进行探讨与解释。社会学主
要是从对社会的研究切入对相关经济空间现象的分析。对

于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虽然在地理学的不同领域内研究
的起点不同�但在本质上均具有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的区位
论特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是城市地理学对经济空间的
关注�城市地理学是从对产业的郊区化和城市边缘区的研
究切入的�从城市经济空间与城市地域空间的互动角度来
分析 ［3］。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主要是以城市经济
学为主。
1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影响要素

关于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研究主要有地理学、经济学
与社会学3个视角�并且是从社会学向地理学、经济学延
伸的。社会学观点认为�由于社会网络的信息流动引起了
经济空间的结构变动�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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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的观点认为�产业空间与地域空间的相互作用推动
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 ［3］；经济学观点认为�城市地租的
变化引起了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 ［4］；作为地理学与经济学
的交叉学科的空间经济学观点认为�产业的集聚与产业集
群的扩张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根源 ［5］。

在城市空间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工业化和城市
化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经历的产业结构变

动与空间结构变动的过程�二者密不可分�工业化必然带
来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业化的进步 ［6］。
城市作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空间载体�其演化方式决定了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 ［7］。无论是生态城市的建设�
还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工业化作为城市发展的重心�其
水平与方式都直接影响了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
城市经济空间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经济系统和其载体构

成 ［8］。将工业化与城市化统一在同一平台�探讨在生态环
境约束下城市的发展�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
环境相协调�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同特性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

的内在性质�并在理论层面上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
规模、方向和水平�在环境约束条件下�这些也直接决定
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规律 ［9］。城市发展中的工业化与城
市化的程度、工业化与程度化的协同程度、及其环境的约
束性就构成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子系统。只从城市化的
角度来探讨城市生态问题�既忽略了工业化对城市生态的
影响�也忽略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影响。
2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特征

2∙1　产业带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在空间产业经济和经济系统

研究中�对场和空间理论及应用有了重要的发展。Lefebvre
在 《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中提出了有启发性的观点。
首先他认为空间内含事物具有广泛性、重迭性甚至相互包
容性：如经济、地理、人口、社会、生态、政治、商业、
国家、洲际、全球乃至整个大自然空间等。其次空间既是
可见的�如人类生存的自然空间�但也可能是想象的。这
就是说�空间既可以是抽象的�又可以是具体的 ［10］。1990
年�Sonis和 Hewings提出了影响场理论以研究投入产出系
统的变化 ［11］。1991年�Xu和 Goule则提出投入产出系数梯
度场 ［12］。一些学者还结合混沌理论去研究社会经济中的湍
流场 ［13］。这些都说明国外空间场理论的研究正处在一个继
续扩展深化和寻求应用的新时期。

我国学者研究认为�城市经济空间是城市经济活动的
地理位置及其分布特征的组合关系�它是城市功能组织在
空间地域上的投影 ［14］。产业结构的优化带动了城市经济空
间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所引起的要素集聚与分离是城市
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 ［15］。
2∙2　环境约束

18世纪之后的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经济领域和城市空

间组织方式的巨大变革�西方国家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
段�传统城市以庭院经济、作坊经济为中心的空间格局和
建筑尺度被迅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工业区、码头区
和工人住宅区等相互交织的城市格局�城市走向大规模集
中发展阶段。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化�城市环境的
日益恶化引起了一批社会改良学者的关注 ［1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的到
来�城市发展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具有巨大
科技潜能的现代人在今天几乎不可能中止的科技发展中�
也在有意识地调整着科学研究的速度和方向。1990年
J∙Gottmann在其新著作 《SinceMegalopolis》一书中对他早年
研究中所忽视的社会、文化和生态观点进行了修正 ［17］。

1992年W∙Ress首次提出 “生态脚印” 的概念来反证人类必
须有节制地使用 “空间” 资源。随着新技术手段的广泛应
用�西方国家的研究重点开始从城市空间关系转向城市空
间机制研究�从一国一地的研究转向跨国跨区域的研究�
从实体研究转向组织结构研究�部分学者还提出了世界城
市体系假说和对世界城市功能体系的描述 ［18］�其中 Smith
和 Timberlake关于世界城市城市经济空间的扩张虽形成了
大空间范围的现代化城市�在为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空
间的同时�也使城市内的土地、水、环境等自然资源承载
力也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构成了限制 ［19］。因此城市经济空
间演化必然受到其生态环境的约束 ［20］。任何城市的空间变
化都是在该城市的生态环境空间满足了生态自身功能正常

发挥后�在一定时期内城市综合进步条件下�所能持续承
载的满足城市经济活动的规模、速度和强度的阈值 ［21］。这
个阈值就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环境承载力的边界�它反
映了人地关系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2∙3　结构有序

我国学者在对我国一些城市的经济空间扩张中认为�
以中心城市结构优化与功能为战略重点�以新型工业化进
程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成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动力�推
动了城市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结构有序演进

模式 ［22－24］。
另外�我国学者还提出了城市经济空间是产业结构与

空间结构从分散到集中、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适应过程�
具有结构适应性有序变化的整体性特征 ［25－26］。城市内产业
结构与空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集合体。同时�
城市经济空间结构是在多种约束下的有序变化�其结构的
合理化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 ［27］。并且�城市经
济空间结构合理程度由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相互适应过程

的整体水平决定�在相对时间内�它表示一种静态结构�
在较长时期内则表示一种动态的整体演化过程。
3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机制

3∙1　集中与分散机制
缪尔达尔 （g∙myrdal） 对梯度发展的效应做了大量研

究�提出了著名的 “累积因果论”�他认为梯度发展中同时
起作用的有3种效应�即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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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共同制约着地区生产分布的集中和分散情况 ［28］。a·o∙
赫希曼 （a∙o∙hirschman） 在深入研究哥伦比亚等国的工业化
与经济发展实践后�在所建立的不平衡工业化发展战略中�
提出非平衡增长 （unbalanced growth） 战略�并将产业活动
区分为社会间接资本 （基础产业） 和直接生产活动 （直接
加工业）�建立了应从充分利用稀缺资源出发�实施前向和
后向联系�极化和扩散效应等重要概念�对制造业在工业
化进程中作为领头产业的关联作用进了深入探讨 ［29］。还有
f·佩鲁 （f∙perroux） ［30］等人都分别提出了增长极核或增长核、
极化效应、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回波效应等�它们都与
场和空间的相互作用有关；特别是50年代 f·佩鲁提出的增
长极理论有着重要的空间观点�他认为增长极是指经济空
间中起支配和推进作用的经济部门。增长极在经济空间中
通过极化效应等形成对周围空间资源的吸纳�以保证其快
速增长；通过扩散效应等向周围进行技术、投资的辐射�
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当然由于吸纳和辐射的方向是相反
的�二者的通量、强度、范围存在着差异�因此会出现经
济在空间结构变化中的不平衡增长。约翰·弗里德曼 ［31］

（john friedman） 用核心－－－边缘的关系描述了要素市场不
平衡发展的过程。在一个区域内经济增长的中心只有一个�
但是�在边缘地区中有希望成为下一轮增长中心的后选地
点却有很多�他以动态的方式描述了经济增长中心的空间
结构和演变过程。
3∙2　城市化引导机制

一个地区空间单元上的某种经济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

值与邻近地区空间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是相关的 ［32］。
在涉及地理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忽略空间相关性必然会导致

分析结果的偏差�甚至导致错误的结论。就区域城市化发
展而言�此类空间效应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地区城
市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源于本地经济对非农业部门就业和产

出需求的增加以及本地要素供给状况�而且还取决于区外
经济对本地区的需求 ［33］；地区间的互补或竞争关系导致区
间商品流通、要素流动以及技术扩散产生的 “扩散－－－回
波” 效应对地区城市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由于相近的社
会、经济、地理条件�某一地区制定的城市化发展目标往
往会参照周边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促进城市化发展的
政策也常常在地理上相邻的地区之间相互借鉴运用 ［34］。
3∙3　经济发展的空间需求扩张机制

我国学者认为�城市空间扩张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城市
建设用地的高速扩张�我国城市空间扩张的动力源泉很大
程度上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推进的产物�而城市经济
的发展也需要来自空间的支撑。经济发展的空间需求是城
市空间快速扩张的基本动力因素之一 ［35］尹来盛等认为�城
市化带来的人口增长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扩张。城市人
口的增长是城市土地扩张的基本动力。人口的增加将强化
城市居民对住房、交通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需求�进而使
城市用地不断向外扩张 ［36］。庞瑞秋等认为�交通是联系城
市和外围地区的主要媒介�交通方式的变化、交通设施的
建设对城市空间扩张和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具有重要影响�

城市空间易于形成沿交通干道扩张的方式�交通的发展对
城市空间扩张具有一定的指向性作用 ［37］。
4　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

目前�城市经济学与空间经济相关联的理论发展反映
在多个方面�包括城市分区与土地利用研究、考虑土地空
间特性的城市发展模型、土地经济中的区位无效性问题 ［4］；
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型以及产业集聚与城市

经济空间扩张等问题等 ［5］。Charles·Tilly 主要是从社会学的
层面来探讨城市空间社会边界问题。他认为�城市空间社
会边界是内部联系的人口、活动从集之间对比密度、转变
或分隔的邻近区域。城市空间社会边界的改变由形成、转
变、激活和压制的合成构成 ［38］。Cathorpe 和 Fulton 以经济
地理学为视角研究中认为�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是指城市实
现经济增长的土地资源和农村土地资源的分界线�是地理
空间上的概念 ［39］。还有学者从城市生态经济学视角研究认
为 ［40］�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指城市经济空间与其演化
环境之间的一定界限�是承载城市经济空间的城市生态环
境与城市经济空间扩张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环节�其适用
边界的变化过程为城市经济空间与城市生态空间实现协同

共生的过程。笔者认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指城市
经济空间作为主体在能够运用自身资源及其特质性能力谋

求城市经济发展的势力空间界限�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
是无形的。这里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一个经济社会
系统概念。因而�就其本质而言�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边
界应具能力与规模变动的双重属性。

一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由经济基本要素等有
形资源决定的规模变动边界。二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
界是由社会网络、知识、区域意识、文化等无形资源决定
的能力变动边界。这两者间具有相互依赖性�通常前者是
后者的表现�后者决定了前者的边界。城市经济空间作为
一个城市经济活动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装置�要实现发展
的目的�既需要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还应该具备使这些
要素有效实现投入－－－产出过程的能力。因此�对城市经
济空间而言�能力边界最为重要。从本质上来说�城市经
济空间是要素、资源与能力的载体 ［41］。城市的要素与资源
一般是指资本、技术、土地等同质的可以实现一般递增与
递减的经济规律；而后者是异质性的并难以模仿的�不完
全满足边际收益递增和边际成本递减的经济规律。因此�
城市经济空间所具有的规模变化边界和整体能力变化边界

就构成了现代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边界。
可以看出�相关学术界对城市经济空间特性及其形成�

其发展过程也是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动态演化过程这一观

点�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阶段性、
主要影响因子的影响过程与影响程度等方面还存有争议�
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运动机理等

方面还没有清晰的认识。
在我国�有关城市经济空间及其演化边界的研究起步

较晚。近年来�已有部分研究涉及了该方面的研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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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42－43］。刘兴正从范围经济的角度研究认为�一个城市经
济空间由只有一种经济产业演变为多种经济产业时�其经
济空间边界就得到了扩大；当城市经济空间收缩自己产业
范围时�也就是缩小了它的经济空间边界 ［44］。我国学者的
研究指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生态环境支

撑�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对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产生制约和
反馈作用。还有部分学者揭示城市经济空间在其经济结构
低水平下的快速扩张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胁迫�环境损害成
本上升 ［45］。

值得关注的是�在我国已经开展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
研究中�已注意到演化边界对城市经济空间持续、稳定发
展的作用 ［46］。但目前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城市经济空间演
化方式与速度的角度�内容主要侧重于城市经济空间扩张
的人文驱动机制及生态环境效应分析 ［47］�对城市经济空间
演化过程中的边界变动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就显得相

对薄弱 ［48］。以时间为节点的城市空间扩张模型更多的反映
的是现象和结果 ［49�7］�而对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探讨�特别
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变动规律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在
理论建构的独创性方面还有所欠缺。

然而 “低碳” 时代的到来�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50］�生态型、环境友好型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成为
城市发展的方向和必然选择 ［51］�也为城市经济空间研究提
出了新的必须考虑的约束条件。但是�现行的城市经济空
间演化理论以及发展实际�仍然沿袭着传统的发展思维模
式和研究方法。城市空间演化理论中的线性思维仍是主流�
现实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其经济空
间的非生态化演化现象严重�如 “城市病” 的出现和蔓延
等�加之城市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造成环境物品或服务
在市场上的低价甚至无价的状况�现有市场不能准确地反
映环境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环境成本 ［52］�也使
得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定量研究更为困难�从而系统完整
地考虑外界的变化�从整体的角度解析城市经济空间演化
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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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为试点进行建设�可逐步推广到各个学科。针对学生的
选课�或学生的自愿需求�为每个学生特制个性的学习辅
导资源�项目试点期间�可能先选取50～100名涵盖各个
专业类别�不同成绩段的大一新生进行尝试。目前�高校
学习资源中心的建设并无完美先例�本平台建设也并非一
次成型�而是在不断的摸索中寻找最适合我校师生的模式�
所以期间会不断收集师生的反馈意见�不断完善课程学习
资源中心。

构建课程学习资源中心的重要意义就是要为各学院的

师生服务�这就要求各学院的高度参与�出谋划策并最大
程度地将自已可利用的资源整合到 LC 中来�使 LC 的构建
达到预期目标。但由于教育体制的不同�在西方发达国家
的大学里�图书馆与学校各院系以及其它学习部门之间的
联系比较紧密�相互沟通和协调程度很高；而在国内这种
相互沟通和协调程度相对低得多�很多学院的教师根本不
愿意到图书馆来�也有很多学院不愿意把本学院的教学资
源提供给图书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LC 的构建效果。所
以图书馆在平台的建设中应更加主动：一方面主动和教学

单位联系获取相关资源�另一方面主动推送相关课程给相
关用户。本平台提供了一种图书馆资源与课程相结合的服
务模式供参考�各个图书馆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有效
的探索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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