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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城市群建设引发

利益冲突的先导研究力作
———《城市群利益冲突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书评

郭泽光

摘 要: 苗建军教授的《城市群利益冲突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一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城市群利

益理论的力作。该书以“有形手”与“无形手”为视角，从宏观、中观、微观多个维度构建了城市群利益冲突

的分析框架。对于城市群研究者而言，书中研究城市群利益冲突的理念与方法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从

经济学角度来看，全方位展示了城市群利益格局; 从研究方法角度看，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 从

研究结论的统一性角度看，构建了一个涵盖多属性的利益冲突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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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部崛起”战略实施以来，中部各省份相继推出了城市群发展规划，谋求以城市群的发展带

动区域经济崛起。时至今日，中部城市群的发展已日渐成熟，初步形成了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
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环鄱阳湖城市群、太原城市群六大区域性城市群，基本实现了城市群发展的

中部省份全覆盖。中部城市群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和产业基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有效

承接了“先发地区”的产业转移，逐步成长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随着中部城市群的快速崛

起，城市群发展步入了由空间地域扩展向空间结构优化的新阶段，城市群深度一体化协同发展的要求

进一步提高。为正确引导中部城市群深度一体化发展，2015 年 4 月国务院批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

展规划》，进而拉开了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中部城市群发展的新篇章。
显然，下一阶段中部城市群发展将更加注重自身的内功修炼。无论是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抑或

是从中部地区自身发展来说，这种基于空间结构优化的内涵式增长都是最优选择，也是新型城镇化发

展的应有之意。然而，当深入探究中部城市群未来发展的现实路径时，我们发现仅仅依靠东部地区产

业转移效应已经无法满足其更高层次的发展要求。中部城市群与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等东

部城市群之间的关系将由传统产业梯度转移中承接与被承接关系转变为产业优化升级中对人才、技
术等资源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城市群之间关系的转变必然会打破既有的利益格局，引发新的利率冲

突与矛盾，因此理顺新形势下中部城市群与东部城市群之间的利益关系，化解可能引发的利益冲突，

必将成为一项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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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建军教授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成果———《城市群利益冲突的理论与实证研

究》2014 年由经济管理出版社出版，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城市群利益理论的力作。该书以“有形

手”与“无形手”为视角，从宏观、中观、微观多个维度构建了城市群利益冲突的分析框架: 在市场机制

层面，作者首先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研究了宏观层面城市群利益冲突的空间效应; 接着从产业承接转

移的角度，对不同城市群之间的产业转移状况、产业转移效率及由此引发的利益冲突进行了实证研

究，并提出了协调策略; 最后从产业同构的角度，分析了不同城市群之间由于产业同构而引发的利益

冲突，并着重对高耗能产业的承接与退出机制进行了研究。在政府管理层面，首先从上下级政府与同

级政府两个维度，证明了地方政府会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刚性条件”下，为避免利益冲突或维护共同

利益而达成“合谋”; 然后基于地方政府理性人的假设，从制度构建的角度分析了政府行为对城市群

利益的影响。
基于上述逻辑分析框架，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以东部城市群与中部城市群发

展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城市群发展中的多方利益冲突，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化解策略。总体来看，对于

城市群研究者而言，书中研究城市群利益冲突的理念与方法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全方位展示了城市群利益格局。宏观层面的城市群利益冲突主要体

现为经济增长所引发的资源争夺与利益分配关系; 中观层面则涉及到城市群之间因产业转移而引发

的一系列矛盾; 微观层面表现为利益主体( 包括政府) 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与决策。这种注重从

宏观、中观、微观视角分析城市群利益关系不仅使读者深刻意识到城市群利益关系的复杂性与重要

性，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分析范式。
其次，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理论分析方面不但借鉴了经济增

长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与博弈论方面的先进研究成果，而且将自然科学领域的部分理论引入经济学

领域，并取得了较为理想的分析结果; 实证研究方面，作者采用了空间计量模型、多阶段投入导向型

DEA 模型、因子分析等方法，保证了研究结论的一般性。显然，理论与实证分析有效结合是现代经济

学研究的标准套路，但对于城市群利益冲突这一全新研究领域来说，在如何实现两者有效结合方面作

者也作了一些尝试，并取得了理想的政策效果。
最后，从研究结论的统一性角度看，构建了一个涵盖多属性的利益冲突系数。由于城市群利益关

系错综复杂，利益关系千丝万缕，为深入剖析城市群存在的各方利益关系，作者从空间布局、产业同

构、产业转移以及政府行为决策等多维度详细论证了各方利益关系。同时，为保证分析结论的统一

性，作者尝试以产业承接转移为突破口，通过构建多维度、多属性利益冲突系数来定量测度城市群的

利益冲突。书中利益冲突系数可能还有进一步改进与完善的余地( 与作者商讨中，作者表示正在做

进一步完善) ，但利益冲突系数的设计使读者更容易了解与把握城市群利益关系，同时也保证了研究

内容的完整性与统一性。
限于当时的研究背景，该书可能无法全面解释新形势下中部城市群与东部城市群之间的利益关

系，但正如该书作者所说“仅以此书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人关注城市群利益冲突”。我想，随着我国

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市空间格局的持续演化，城市群的利益冲突将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话题，需要我

们不断探索、不断挖掘、不断创新，而本书作为国内首部研究该课题的著作，值得一读! 我期望苗建军

教授及其团队能持续跟进城市群利益冲突方面的研究，获取新的突破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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