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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丨 城市经济学 自诞生之 曰 起 ，不断蓬勃发展 ， 对解释城市经济现象以及指导实践都具有重

要价值 。 本文系统分析了城市经济学的传统 并梳理 了其研究框架 ， 归纳总结了城市经

济学巳有的发展与转变 ， 并且从理论基础与研究框架等角 度辨明城市经济学与其相关＿
学科之间的关系 。 在此基础上 ， 本文提出 了 今后我 国城市经济学研究中需要注意的 问^
题以及正确的研究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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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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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源地 、信息交流 的 中 心地 以及现代化 网们在研究城市经济问题时存在 的缺陷 ， 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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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 的生产要素在城了它们无法在各 自 的研究框架内使对城市经

市集聚 ，产生 了 创新与学 习 、知识 的报酬递济问题的研究成为一 门独立学科 。 然而 ， 有

增 、服务业的规模经济等 ，这些对于城市的 内不少学者也看到 了两者的价值 ， 进而不断地

生增长都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 但是它们也造从古典区位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研究 中

就了城市的另一面 ， 如贫困 、收入不平等 、犯获取灵感 ，最终促使了城市经济学的产生 。

罪 、环境污染及交通拥堵等现象 。 在人 口 密１ ． 城市经济学 的传统

度如此之高 的城市 中 ， 这种正面效应与负 面在借鉴 了 之前 的 一些研究 ， 尤其是 马

效应的同时存在所展现出 的城市的复杂性就丁
． 贝 克曼 （

ＭａｒｔｉｎＢｅｃｋｍａｎｎ
）
②

、 沃尔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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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研究人员 、企业家及政策制定者提供强有力人的开创性工作后 ，阿隆索于 １９６４ 年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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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分析工具 。《区位和土地利用 》

一书 ，标志着城市经济学

＾目 前 ， 我 国 的城市化率 已 经超过 ５ ０％，的诞生 。 从一开始 ，城市经济学就是在经济



城市经济 的 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 人 口 与 财学的框架下构建 自 己 的理论体系 ，并按照经

富迅速 向 城市集 中 ， 这就导致 了 城市 内 部济学的方式构建 自 己 的模型 。 正如阿隆索 自

空 间结构 日 新 月 异 的变化 ， 城市 内 土地资己所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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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位和土地利用 》 中所用 到 的方

源稀缺性越发显著 ， 并且造成 了 各种城市法主要是经济学方法 ， 当然 ，所涉及的最终问

问题的 日 益 凸 显 。 尤其是在大城市 ， 这种题是地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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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更为 明显 。 这一点 已 经引 起各方 的密《区位和土地利用 》视为城市经济学诞生 的

切关注 。 但是 ， 与 我 国城市 的 迅 速发展相标志 ，是因为他提供了一个研究框架 ，将一些

伴随的是我 国 城市经济学研究 的 不完善 。 之前被认为完全不同且毫无关联的主题整合

我 国 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起步于改革开放 以在了一起 。 我们现在所说的城市经济学 ， 就

后 ，
虽然呈现 出 良好 的发展势头 ， 各种研究是通过对这些方面 的 整合 ， 发展 出 了 一个

成果不断涌现 ， 但仍然存在诸多 问题 ， 如理

论体系不完 整 、基本观点表述不规范及研

究与实践部分分离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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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学与其他相关学科 的关系仍然缺乏组 ： 《城市经济学 ： 发展现状及未来展望 》 ， 《青 岛科

一种清晰的 、准确 的认识 。 长此 以往 ， 必将技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０５ 年第 １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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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组成的理论观点来源于克里斯塔勒 （

Ｗａｌｔｅｒ

阿隆索在这本书 中 的 区位分析更多地是Ｃｈｒｉｓｔａｌｌｅｒ
） 和 贝克曼的 中心规划理论 （

ｃｅｎｔｒａｌ

建立在杜能 （ Ｊ．Ｈ ．ｖｏｎＴｈｔｏｅｎ
） 的农业区位论ｐ

ｌａｎｔｈｅｏｒｙ ） ，并以勒施 （
Ａｕ

ｇ
ｕｓｔＬａｓｃｈ

） 的零售

的基础之上的 。 更为准确的说法是 ，阿隆索的商框架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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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函数及预算约束 ，其中 以 到市 中心的距离 、 ｄｅＬｏｉｗ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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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并且其所开创的对城市 内部结构的Ｕｓｅ

、
Ｃｈｉｃａｇ

ｏ
：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ｏｆＣｈｉｃａ
ｇ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９ ．

研究在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
④ 在阿⑥ 生产函数的特征在该模型解释城市 的规模

Ｐ与结构时扮演着核心角色 ，从这一点说 ，其与新古典
隆索之后 ’米尔斯 （

Ｅ ．Ｓ ． 匪ｓ
）与穆斯 （ Ｒ．Ｆ．

增长理论是一致的 （碰 ，
服 ） 。

Ｍｕｔｈ ）在阿隆索研究的基础上 ，建立 了住宅区⑦ Ａ０
，

Ｓｕｍｖａｎ
，

Ｕｒｂａｎ―
’８ ｔｈ

位模型 。
⑤ 与 阿隆索不 同 的是 ， 他们在家庭Ｅｄ ｉ ｔｉｏｎ

，
ＭｃＧｒａｗ－Ｈ ｉ ｌ ｌ

，２０ １ １ ．

效用函数中用住房替换了土地 。 由于住房的⑧ Ｊ．Ｖ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Ｓ ｉｚｅｓａｎｄＴｙｐｅｓｏｆ

生产需要土地和其他非土地 的投入 ， 所 以家Ｃ ｉｔｉｅｓ
：Ａ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 ｉ ｌｉｂｒｉｕｍＭｏｄｅｌ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庭对土地就具有一种派生需求 ，这一需求取
Ｐｈ ． Ｄ ．ｄｉ 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 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ｏｆＣｈ ｉｃａｇ
ｏ

，

士 丄 丄— ＜＾＾一 ，虹 士１９７２
；Ｊ ．Ｖ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Ｓ ｉｚｅｓａｎｄ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ｉｔ ｉｅｓ
，

决于家庭对住房的偏好和住房生产函数的特，
：

ｐ
．

Ｄ
．

ｖ ，ｆｔ／１？， ， ａ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ｔ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 ｉｅｗ

，Ｖ ｏｌ ． ５４
， ＪＮ ｏ ．４

，ｉ ｙ ／４
，

征 。 这二人的模型也被统称为阿隆索一米尔ｐｐ ．６４０
－

６５６
；Ｊ ．Ｖ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Ｃ ｉ ｔｉｅｓｉｎ

斯 穆斯 （
Ａｌｏｎｓｏ

－Ｍ ｉｌｌｓ
－Ｍｕｔｈ

）模型⑥ ，这种模Ｃ ｌｏｓｅｄａｎｄＯｐｅ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型分析了城市 内住宅土地市场 、商业土地市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ＶｏＬ１２

，Ｎｏ ．３
，１９８２

，ｐｐ ．３２５
－

３５０
；

场及城市劳动力市场三者之间 的相互作用 ，Ｖ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ｏ ｌ ｉｃ ｉｅｓｏｎ

并 由 此 建立 了 城 市 内 部 经 济 的 一般 均衡
Ｕｒｂａ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樽瑯 ⑦
—

Ｖｏｌ ． １ ２
，Ｎｏ ．３

，１ ９８２
，ｐｐ

． ２８０
－

３０３ ．

°

Ｃ§）Ｊ ．Ｙ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ｑｕ 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随后 ， 亨德森 （ Ｊ －Ｖ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 通过一Ｍ ｏｄｅ ｌ ｉｎ

ｇ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ｆＣ ｉ ｔｉｅｓ
， ｉｎＥｄｗ ｉｎＳ ．Ｍ ｉｌｌｓ

系列 论著建 立 了 城 市 体 系 的 一 般 均衡模（ ｅｄ ．）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

Ｒｅｇ 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型 。
⑧ 在亨德森 的模型 中 ， 经济 由 城市体系Ｖ。１ ． ２

，

Ｎｏｒｔｈ －Ｈｏｌｌａｎｄ
，１ ９８７ ．

４１



地用来研究城市规模和不同类型城市的实际Ｃ ｌａｒｋ
）
１ ９５５ 年发表的文献③以及对我来说最

分布 。
① 亨德森的基本观点可 以总结为在外重要的——索洛 （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ｌｃｗ
） 发表于 １９５６

部经济与外部不经济之间存在着一股合力 ，年的文献④ 。 我想到 了运用索洛的分析去反

前者与一个城市 内产业 的空 间集 中相关联 ，映到市 中心的距离 ，
以此取代时间 。

”

⑤

而后者则与大城市联系在一起 （ 如往返费用２ ． 城 市经济学 的研究框架

等 ） 。 合力 的净效应反映 出城市规模与一个从狭义上讲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空

典型居 民 的效用之间呈倒 Ｕ 型关系 ， 即在城间结构及家庭与企业区位选择的微观经济学

市规模与居 民效用相互平衡 的过程 中 ， 城市分支 。
？ 在这个研究框架 内 ， 并不是简单地

的最佳规模出现在居民效用最大的地方 。 那将区位理论和经济学进行加总 ， 而是将城市

—— 么
，
通过相对价格 的调整 ， 各个城市 （ 不论属土地利用与城市空间结构作为城市经济学研

经 于何种类型 ） 的居 民效用将会达到 同一个水究的核心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 的方式研究城

＾
平 。 也就是说 ，各类城市都有一个最佳规模 ，

市空间 内 的经济活动 。

Ｓ 达到各 自 的最佳规模时 ，各类城市都会产生首先 ， 不 同 于 之前 的 大部分经济 学研



相同 的效用 。 此时 ， 亨德森的城市体系模型究 ，城市经济学 的研究核心 在于空 间分析 。

就达到 了一般均衡状态 。城市经济学家充分考虑到 了城市 的空 间 特

由 此 ， 城市经济学 的 创 立就是基于古征 ， 即高人 口 密度 、拥挤的市 内交通 、不同 区

典区位理论 与 新古典 经 济 学 这 二 者 的 结位 的 土地价值差异 和 以 资本替代土地等 。

合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了各 自 的缺 陷 ’

他们通过一系列假设 ，将这种空 间 因素体现

使得对城市经济 问题的研究成为一 门独立在模型 中 ，分析经济活动在城市不同空间 内

的学科 。 通过之前 的 分析可 以看 出 ，
阿隆的分布 。

索及亨德森等人 的研究能够清楚地表 明早


期 的城市经济学从古典区位理论 中借鉴 了① Ｊ ．Ｖ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Ｃｏｍｍｕｎ ｉｔ

ｙ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

许多 ， 而其研究框架 与分析范式却 明 显来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自 于新古典经济学 ， 并且他们 的模 型也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ｏＬ７０
，

Ｎ° ＿ ５
，

１９８０
， ｐｐ

－ ８９４－

到 了主流经济学界 的 接受 。 的 确 ， 随着经
９

：
；Ｌ

Ｊ

－

，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Ｔｈｅｏｒ

ｙ ＇

Ｆａｃｔ
，
ａｎｄＩｌｌｕｓ ｉｏｎ

，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

济学变得越来越严谨 ， 对于 区位理论 的研１ ９８８

究却愈发地被推 到 学术 的 外 围 。 但是 ， 正② Ｐ．Ｋｒｕｇｍａ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Ｔｒａｄｅ

，

如保罗 ？ 克鲁格曼 （
ＰａｕｌＫｒｕ

ｇ
ｍａｎ

） 所说 的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 ＩＴＰｒｅｓｓ
，１ ９９ １ ．

“

城市经济学显然是一个例外 ， 它长期 以来 ．③ Ｃ ．Ｃｌａｒｋ
＞Ｕｒｂ ａ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ｅｎｓ ｉ ｔｉｅｓ

，

就有构造模型 的传统 ， 其 中 ， 亨德森建立了
°ｆ

ｔｈ ｅＲｏｙａ ｌＳｔａｔ ｉｓｔ 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ｅｒｉｅｓＡ
，Ｐａｒｔ

一个非常有说服力 的框架来分析城市 系 统
３

’１ ９

ｆｕｆ⑷Ｒ ．Ｓｏｌｏｗ
，Ａ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

的进化过程 ， 并提供 了广
、

泛 的 实 据来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支持他的分析
＂

。②Ｖｏ ｌ．７０
，
Ｎｏ ．２

，１ ９５６
，ｐｐ

．６５
－

９４ ．

但是很有意思 的一＾点是 ， 并不是每一＊个⑤ Ｅ ．Ｓ ．Ｍ ｉ ｌｌｓ
，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Ｈ ｉｓ ｔｏｒｙｏｆＵｒｂａｎ

早期的城市经济学家都直接从古典区位理论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ｓＡｎａｌｙｓ
ｉｓ

，ｉｎＷ．Ｇ．Ｇａｌｅ＆ＬＲ．Ｐａｃｋ

中获得灵感 。 正如米尔斯在 回忆他写作 的（
ｅｄｓ ．） ，

Ｂｒｏｏｋ ｉｎｇｓ
－ ＷｈａｒｔｏｎＰａｐｅｒｓｏｎＵｒｂａｎＡｆｆａ ｉｒｓ

，

《大都市地 区 资 源分配 的 综 合模 型 》 （
Ａｎ

Ｂ ｒｏｏｋｉｎｇ
ｓＩｎｓ 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 ．

Ｃｂ）Ｊ ．Ｍ．Ｑｕｉ
ｇｌｅｙ ，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

，ｉｎＳ ｔｅｖｅ

Ａ
ｇｇ

ｒｅ
ｇ
ａ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ａ

ＮＤｕｒｌａｕｆ＆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Ｅ ．Ｂｌｕｍｅ（
ｅｄｓ ．） ，ＴｈｅＮｅｗ

Ｍ ｅｔｒｏｐｏ
ｌｉｔａｎＡｒｅａ

） 这篇经典文献时所说 的 ： Ｐａ ｌｇｒａｖｅＤｉｃｔ 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

，

“

直 接 对 我 产 生 启 发 的 是 克 拉 克 （
Ｃｏｌｉ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 ｌｌａｎ

，２００８ ．

４２



其次 ，城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来 自 于微区的距离增加时 ，绝对密度和地租都急剧下

观经济学 ， 模型构建属 于微观经济学建模 。降 。 在研究城市体系 问题时 ， 城市经济学主

由于在城市的高密度下 ， 家庭和企业是相互要分析有关城市规模的决定因素 。 城市层级

联系 的 ， 因此城市经济学大体上又是在城市或城市体系的分析是对城市 内部结构进行的

空间 内分析外在性 、街区效应和有关 的市场抽象 ，它研究决定不同城市规模的相关因素 。

失灵 ，
以及 由此引 出 的交通堵塞 、 聚集经济 、在城市经济学 的研究 中 ， 往往注重城市规模

污染 、种族隔离及公共财政等问题 ，

①这些分与生产率的关系 ， 即生产的规模经济 ：或是局

析无疑来 自 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 。 城市空间部化的规模经济 ， 它是外在于厂商但 内在于

内 的家庭在预算约束下追求 自 身的效用最大行业之中 的 ； 或是城市化规模经济或聚集经

化 ；
而企业则在生产成本 、运输成本及聚集经济 ， 它取决于城市及其郊 区 的大小 。 这些规 ——

济下追求 自 身的利润最大化 。 两者的相互作模经济与各种规模不经济相互作用 ， 在不 同经

用就产生了对空 间 区位 的分配 ， 这正是源 自的人 口水平上 ， 产生不 同 的效用或真实收入^
于从马歇尔开始的经济学将资源配置作为核水平 。胃
心问题的传统 。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看 ，城市虽然城市经济学家早期 的工作在一定程

经济学又是一 门 研究城市资 源 （ 主要 指 土度上是成功的 ， 但是其 中也有许多不足 。 例

地 、区位等 ） 配置的学科 。如 ，
阿隆索等人在借鉴杜能模型 中 的思想 的

最后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都带有 明同时 ，
也继承了杜能模型 的局 限性 。 在他们

显的城市特征 ，与经济学 中其他领域所涉及的模型 中都假设城市是单 中 心 的 ，并且企业

的对象有所不 同 。 由 于是在城市空 间 内研集聚于城市的 中心商业区 ，

③但是很显然 ，现

究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 ， 所以必不可少地要实世界早巳不再如此 。 当然 ， 城市经济学家

考虑城市 的特殊性所带来 的影响 。 城市最巳经意识到了这个缺陷 。 所以 ，在实践中 ，他

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其 内 部 的土地稀缺性 以们总是用一个 以外部经济为基础 的集聚理论

及 由 此所带来的人 口 高密度 ，那么这就要求作为对杜能模型的补充 。 亨德森的模型虽然

在对城市经济 问题进行研究 时必须考虑这非常有条理 ，但是仍有两点让人感到 困惑 ：首

一

因素 。 例如 ， 在研究家庭效用 时 ， 其选择先 ，亨德森及其同类模型的
一个难点是它们

的住房 区位及大小都成 了最重要 的变量 ；在依赖于假想 的
“

城市公司
”

来约束城市 的实

研究厂商选址时 ，
运输成本和租金也就成 了际数量和规模 ，但是这显然与现实相背离 ；其

决定性 的 因 素 。 同 时 ， 在尝试寻求解 决拥次 ，这类模型虽然处理的实质是空间 问题 ，但

堵 、污染等城市 问题 的经济学方法时 ， 也往是模型本身却是非空 间 的 ， 它们甚至没有将

往将城 市 的 高 密 度 作 为 一 个 基本 的 出 发城市的 内部结构模型化 ， 只是通过假设设定

点 。
？

在这一研究框架下 ， 城市经济学的传统

主要论述了两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 即单个城①Ｐ ．Ｍ ｉｅｓｚｋｏｗ ｓｋ ｉ
，Ｕ 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

，ｉｎＪｏｈｎ

市 内部的 问题与城市体系 问题 。 在研究单个Ｅａｔｗｅ ｌｌ
，
Ｍｕｒｒａｙ

Ｍ ｉ ｌ
ｇ
ａｔｅ＆ＰｅｔｅｒＮｅｗｍａｎ（

ｅｄｓ ．） ，
Ｔｈｅ

城市 内部的 问题时 ， 城市经济学主要解释涉ＮｅｗＰａｌｇｒａｖｅＤｉｃ ｔ 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Ｍａｃｍ ｉ ｌｌａｎ

及就业集 中地和商业 中心区的城市 内部形式
Ｐｒｅｓｓ

，
１ ９８７ －

？ 上［ 以 ―丄 、 一 丄 ．
、￣ｒ②Ｅ ．Ｌ．Ｇｌａｅｓｅｒ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 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

或密度的梯度 。 作为．来往于商业 中心区之间Ｍ
．

，Ｄ
．

Ｄｕ
Ｃ ｉｔ ｉｅｓ

，ＩＮ 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 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Ｋｅｓｅａｒｃｈ
，

的距离的 函数 ， 密度梯度是计量人 口 或就业Ｗｏｒｋ ｉｎｇ Ｐａｐｅｌ ＞Ｎｏ ． １ ３６９６
）２００７ ．

空间密度下降率的尺度 ， 这些密度 的下降是③ 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城市经济学家才开

非线性的 ，近似于指数性下降 ， 当离商业 中心始取消企业集聚于城市 中心商业区的假设 。

４３



外部 性 的 活 动 都 必 须 集 中 在 中 央 商 业Ｂｅｃｋｅｒ
） 首先运用经济学 的标准方式对城市

区内 。
①犯罪 问 题 进 行 了 分 析 ；

⑥ 罗 伯 特 ？ 索 洛

从另一个角度讲 ， 如何改善这些不足也（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ｌｏｗ

） 在城市经济学领域也有几篇

正是研究者们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热情的一 极具影响力 的文章 ；
⑦保罗 ？ 萨缪尔森 （

Ｐａｕｌ

个重要来源 ，并且也推动 了城市经济学 的不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对空间 问题的研究则给城市经济

断发展 。学的研究带来 了极大的启 发 ；

⑧詹姆斯 ？ 米

＿－

ｎ ｆｃｔ
－

ｆｒ
－尔里斯 （ ＪａｍｅｓＭｉｒｒｌｅｅｓ

） 讨论 了 一个将土地
ｓ作为消费 品 的福利经济学模型 ；

⑨迪克西特

以 阿隆索等人 的 早期研究 为基础 ，
之（

ＡｖｉｎａｓｈＤ ｉｘｉｔ
）研究 了单 中心城市 的最优规

—— 后的城市经济学又经历 了长足 的发展和一模问题 ；
⑩罗伯特 ？ 卢卡斯 （

ＲｏｂｅｒｔＬｕｃａｓ
）也

经 定程度上 的 转变 。 但是 ， 由 于 ＾＾ ．市 经济学在近十几年开始了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 。
？

＾
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 产生 了 大量 的研究随着城市经济学的

“

制度化
”

，其研究领

ｇ
成果 ， 在这里无法对方方面面都进行详细域有 了一定 的扩展 ，其中最引人注 目 的是与



的介绍 ， 所 以 本文 只 对城市 经济学 的发展土地利用规划 的互动和对房地产领域 的研

轨迹及其重要转变做一个大致的 回顾 。究 。 城市经济学与土地利用规划 的互动可以

１ ． 城市经济学 的
“

制度化
”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 ￣

７０ 年代初 ， 城市

经济学开始 了
“

制 度化
”

的过程 。 也就是在① Ｆｕ
ｊ
ｉｔａ

’Ｐ＿Ｋｒｕｇｍａｎ＆ 尤 １Ｖｅｎａｂ ｌｅｓ
’

这个时候 ，城市经济学开始更多地被认为是， ？Ｕ
ｅｇｉ

：。

ａｍｉ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 ＩＴＰｒｅｓｓ
，１ ９９９ ．

＠济学的一个严谨的分支 。② 城市经济学的② Ａ ．Ｅｖａｎｓ
，２ｏ０３ ，ｐｐ ． ５２ １

－

５２９ ．

“

制度化
”

过程可 以很容易地从与城市经济③ ｉｂ ｉｄ ．

学相关的期刊 的发展 中得到 印证。 截至 ２０④ Ｅ ．Ｓ ．Ｍ ｉ ｌｌｓ
，２０００ ．

世纪 ７０ 年代 中期 ，
已有 四份学术期刊 以不同⑤ ｓ ．Ｋｕｚｎｅｔ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Ｉｎｃｏｍｅ

的方式关注城市经济学 ，分别是 《城市研究 》
Ｉｎｅ

ｑ
ｕａｌｉｔ

ｙ ’Ｖｏｌ ． ４５
，Ｎｏ ．１

，

（
ｆ／ｒｆｃ ｃｍ Ｓｔｏｉｋ

） 、 《 区域科学与城市经济学 》！ ｒ
．

（ｓ）Ｇ ．Ｂｅｃｋ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ｏｆＤ ｉｓｃｒｉｍ 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

＾ｏｎａ 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 《美Ｃｈ ｉｃａｇ。 ：Ｕｎ ｉｖｅｒｓｋｙｏｆＣｈ ｉｃａｇ０ｐ譲 ，

！ ９５７ ．

国房地产与城市经济学会杂 志 》 （
ＡＲＥＵＥＡ⑦ Ｒ ．ＳｏｌｏＷ

（１９５６
， ｐｐ

． ６５
＿

９４
；Ｒ ．Ｓｏｌｏ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 、 《 城 市 经 济 学 杂 志 》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 ．Ｖ ｉｃｋｒｅ

ｙ ，
ＬａｎｄＵｓｅｉｎａＬｏｎｇ

ＮａｒｒｏｗＣ 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 。
③ 城市 经 济学 的

“

制 度０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 ，Ｖｏｌ ．３

，Ｎｏ ．４
，１９７ １

， ｐｐ ．４３０
－

化
”

使得越来越多的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关注ｍ７ －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 。 事实上 ， 对于城市经济⑧ ＲＳａｍｕｅｌ８０ｎ
＇
ＳｐａｔｉａｌＰｒｉｃｅＥｑｕ ｉｌ ｉｂｒｉｕｍａｎｄ

Ｌｉｎｅａｒ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ｉｎｇ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 ｉｅｗ ．

问题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城市经济学家：所独有ｖｏ ｌ ． ４２
，Ｎｏ ．３

，１９５２
，ｐｐ ． ２８３－ ３０３ ．

的 ，许多其他领域的经济学家也对城市经济⑨ Ｊ ．Ａ ．Ｍ ｉｒｒｌｅｅｓ
，ＴｈｅＯｐｔｉｍｕｍＴｏｗｎ

，Ｔｈｅ

问题抱有很大的兴趣 。 我们可 以称这些经济Ｓｗｅｄ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 ｌ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
Ｖｏｌ ． ７４

，Ｎｏ．１
，１ ９７２

，

学家为
“

兼职
”

城市经济学家 ，其中还包括一ＰＰ
． １ １ ４ －

１ ３５ －

些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 ， 并且他们 的研究也⑩ 、 Ｄｉｘｉ ｔ
，
Ｔｈｅ°ｐｔｉｍｕｍＦａｃｌｏｒｙＴｏｗｎ ＇Ｔｈｅ

又于男Ｐ
“Ｘｙ， ，

名戎会、
｜

—

ｐ白勺
Ｂｅ ｌｌＪｏｕｍｃｉ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ｔｔｉｄＭｔｍｏ／ｇｃｉｎｃｆｉｔＳｃｉｇｔｉｃｃ

，

Ｖｏｌ．４
，Ｎｏ．２

，１ ９７３
，ｐｐ

．６３７
－

６５ １ ．

影 响 。
４例 如 ， 西 蒙 ？ 库 兹 涅 茨 （

Ｓｉｍｏｎ

？ＲＬｕｃａＳ
ｊ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 ｓａｎｄＣ ｉ ｔｉｅｓ

，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Ｋｕｚｎｅｔｓ
）对于发展 中 国家的城市增长提 出 了￡ｃ。ｒａｏ／ｎｉｃＺ＞ｙｎａｍｔｃｓ

，
Ｖｏ ｌ ．４

，Ｎｏ ．２
，２００ １

， ｐｐ ． ２４５
－

一些 深 刻 的 见 解 ；
⑤ 加 里 ？

贝 克 尔 （
Ｇａｒｙ２７４ ．

４４



分为三个阶段 。 在第一阶段 ， 经济学家越来应该用
“

最有效率的规模
”

来解释 ，后者取决

越认识到经济分析对于土地利用规划的重要于城市功能及城市系统的空 间组织 。 同样 ，

作用 。 因此 ，在整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出版了在对城市等级的研究 中 ， 出 现了对城市 间经

大量的将福利经济分析应用于土地利用规划济关系 的新解释 ， 其主要是基于城市 间 的合

的研究 ， 目 的就在于从经济学角度为城市规作关系与水平关系 ， 打破了关于城市等级 的

划者提供相应 的指导 。 随后在第二阶段 中 ， 传统概念 ， 并且产生 了一种 新 的解释范式 。

出现 了大量关于土地利用规划外部性的实证这种范式最重要 的理论贡献就在于打破 了

研究 ，这一实证方 向 可 以 追溯 到 １ ９６７ 年约
“

克里斯塔勒逻辑
”

（
ＣｈｒｉｓｔａｌｌｅｒｉａｎＬｏｇｉｃ

） 中

翰 ？ 克雷辛 （ ＪｏｈｎＣｒｅｃ ｉｎｅ ） 等人发 表 的 论的城市规模与城市功能 的相关性 ，转而提出

著 。
①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 ， 城市经城市的规模并不是总能说明城市所具有 的核



济学与土地利用规划开始 了第三 阶段 的互心功能 。 按照克里斯塔勒 的理论 ， 我们无法 经

动 ，并且一直持续至今 。 不 同于前两阶段的解释为什么一个像苏黎世这样 的 只拥有 ３０^
互动 ，第三阶段并没有引 入福利经济学 的分万人 口 的城市 ， 能像纽约 和东京那样成为全 究
析方法 ，也没有过多地关注实证分析 ，而是关球性的金融 中心 。③

注土地利用规划的经济效用 。 虽然这种互动第二 ，城市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开始更多
一直都在进行 ，但是经济分析方法在规划领地注重运用动态方法 。 根据对经济活动 中时

域的应用仍然受到抵制 ， 甚至被忽视 。 造成间 因素的不 同理解更为传统的时序型时

这种状况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引入经 间 以及以创新事件的发生定义 的时间 ， 城市

济因素很有可能会得 出 与政策制定者 （ 非经经济学 以两种不 同 的方式将动态因素纳入到

济学家 ） 的期望相反的结论 。② 但是 ， 与此同 空间分析中 。 在第一种方式 中 ， 虽然只 是将

时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房地产领域的应用时间 因素理解为传统的 时序型时 间 ， 但它对

却发展得异常迅速 。 如今 ， 在研究房地产价 数学工具的要求较高 ， 直到最近才被城市经

值问 题 时 被 广 泛 应 用 的 特 征 价 格 分 析 济学家所掌握 。

一个例子就是非线性的城市

（
ｈｅｄｏｎｉｃ

ｐ
ｒｉｃｅａｎａｌ

ｙ
ｓｉｓ ） 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学

动 态 模 型 ， 它 的 构 建 需 要 运 用 混沌 理论

的
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

并且城市经济学对房地
（
ｃｈａｏｓｔｈｅｏｒｙ ） 、协同理论 （

ｓｙｎｅｒｇｅｔｉｃｓｔｈｅｏｒｙ ）

产领域的关注也催生了
＾
批专业期刊的 出现 。

或 捕 食 一 食 饵 分 析 （ ｐ
ｒｅｄａｔｏｒ

－

ｐｒｅｙ

２ ． 城市经济学的发展趋势ａｎａｌ
ｙｓ

ｉ ｓ
） 。
④ 在第二种方式 中 ， 时 间 被理解

经过 ５０ 年的发展 ，城市经济学研究中 的
为 一 个 持 续 的 创 新 过 程 ，

以 非 连 续 性
理论和方法得到 了极大的丰富 ，研究领域也
从关注微观个体的行为转而越来越聚焦于 中
— 一 丄 — 化 、— 时 ， 一 ｍ… 、、少 付一 上ｌ①Ｊ ．Ｃｒｅｃ ｉｎｅ

，０ ．Ｄ ａｖ ｉ ｓ＆Ｊ ．Ｊａｃｋｓｏｎ ，
Ｕｒｂａｎ

观和宏观的问题 。 对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发Ｄ ，ｃｒ
－

 ｉ ｄｕａＴＵ
？

Ｐｒｏ
ｐｅｒｔｙＭａｒｋｅｔｓ

 ：ＳｏｍｅＥｍｐ ｉｎ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ｎｄＩ ｈｅ ｉｒ

展轨迹及转变 ，可 以总结为以下四点 。
Ｉｍｐ—ｆｏｒ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Ｚｏｎｉｎ

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Ｌａｗａｎｄ

第一 ，城市经济学 的研究更加注重接近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 ．１ ０

，１ ９６７ ，ｐｐ ． ７９
－

９９ ．

现实 ，而不再只是
“

为艺术而艺术
”

（
ｌ

’

ａｒｔ
ｐｏｕｒ② Ａ ．Ｅｖａｎｓ

，２０（Ｂ
，ｐｐ ．

－

ＳＭ －

ｐａｒｔ
）。这种趋势是通过放松城市经济学基③ Ｒ ＇Ｃａｍａｇ

ｎｉ
，

ＦｒｏｍＣ ｉｔｙＨ 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ｔｏＣ ｉ ｔｙ

础模型 中 的一些不现实的假设 ， 进而增强城
Ｎ ｅ ｔｗ°Ａ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ｂｏｕｔａｎＥｍｅｒ
Ｓ

ｉｎ
？
Ｐａ— ’

．

、 Ａ＾？ ？… 分丄ｉ？丄 士Ｔ ．Ｌａｋｓｈｍａｎａｎ＆Ｐ．Ｎ ｉ
ｊ
ｋａｍｐ（

ｅｄ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

市经济学理论 的解释能力 ， 以更好地反映真．，？？？ ，．？，

Ｃｈａｎｇｅｉｎｔｈｅｏｐａｃｅ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 ｅｓｔｓｃｎｒｔｆｔｉｎＨｏｎｏｒｏｆ

实世界 。 例如 ， 在对城市集聚经济进行研究Ｍａｒｔ ｉｎＢｅｃｋｍａｎ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 ，
１ ９９３ ．

时 ，城市经济学家逐渐认识到
“

最优城市规④Ｐ ．Ｎ ｉ
ｊ
ｋａｍｐ＆Ａ ．Ｒｅ

ｇｇｉａｎｉ
，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模
”

并不能解释现实世界 中 的城市规模 ， 而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ｐ

ａｔｉａｌＳｙｓ ｔｅｍｓ
 ’Ｅｌｓｅｖ ｉｅｒ

，１ ９９９ ．

４５



（
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 ｉｔｙ ） 、不可逆性 （

ｉｒｒｅｖｅｒｓ ｉｂ ｉ ｌｉｔ
ｙ） 、序能借鉴的另一领域是金融市场分析 。 这类分

列性 （
ｓｅｑｕｅｎｔｉａｌｌ

ｙ ） 及 累 积性 （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 ｉｔ

ｙ）析构造了极为复杂 的模型 ，分析风险对投资

为特征 。 所以 ，在城市经济学研究 中 ， 时间被组合决策的影响 。

考虑为学习 、 创新与创造 的节奏 。 而城市也进人 ２ １ 世纪后 ，城市经济学依然在按照

因此被定义为创新及累积性学习 的发生地 。以上的这些趋势不断地发展 。 城市经济学家

例如 ， 知识溢 出 （
ｋｎｏｗｌｅｄ

ｇ
ｅ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 、集体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愈发表现 出浓厚 的兴趣 ，

学 习 （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及 学 习 区 域使得城市经济学能够更好地应用于实践 ， 而

（
ｌｅａｒｎ ｉｎ

ｇ
ｒｅ
ｇ

ｉｏｎｓ
）
①都是涉及这方面 的相应其未来的发展也呈现出乐观的前景 。 虽然城

理论 。
②市经济学 自诞生之 日起便不断地从其他学科

——第三 ，城市经济学与住宅经济学 、交通经汲取营养 ，但是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便有学

经 济学及公共选择理论的界限被逐渐打破 ， 出者强调城市经济学对其他学科的借鉴与融合

＾
现了空间框架内 的公共选择理论 。 城市经济仍然十分不足 ，

？甚至呈现 出 愈发严重 的趋

＾
学家对城市政策进行了更多的实证和规范分势 。 这在最近 的一些理论研究 中 都有所表



析 。
③ 虽然空间分析仍然是城市经济学 的核现。 例 如 ， 定 量 社 会 学 （ ｑｕａ

ｎｔ ｉｔａｔｉｖｅ

心
，但是后来 的研究者逐渐将研究重心 由 空ｓｏｃｉｏｌｏ

ｇｙ ） 中 的社会资本 （ 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
ｉｔａｌ

） 理论

间分析转移到部 门和政策分析上来 ， 其重点本可 以被城市经济学家应用于本地协同效应

是住宅 、地方政府 、交通和公共选择 ， 并且扩（
ｌｏｃａｌｓｙ

ｎｅｒ
ｇ
ｉｅｓｅｆｆｅｃ ｔｓ

） 以及城市规划 中对战

展到一些非传统领域 ， 如犯罪 、教育 、城乡关略规划 的研究 ，但是它却被忽视了 。 又如 ，在

系及发展中国家城市问题等 。 这从城市经济

学中不同问题的文献发表数量上就能或多或① 也被称为学习 空 间 （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ｓｐａ
ｃｅ ） 。

少地看出来 。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 ， 城市② Ａ ．Ｊａｆｆｅ
，
Ｍ ．Ｔｒａ

ｊ
ｔｅｎｂｅｒ

ｇ＆Ｒ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

经济学 中关于空 间 分析 的文献数量持续下Ｇｅｏ
ｇ
ｒａ
ｐｈｉｃＬｏｃａｌ 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

ｇ
ｅ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ａｓ

降 ，
而关于政府部门 的文献数量却迅速增长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ｂ

ｙＰａｔｅｎ ｔＣ ｉ ｔａｔｉｏｎ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在城市经济学 中 巳 占有最大的 比重 。 另一个—
ＶｏＬ １ ０８

＇Ｎｏ － ３
，１ ９９３

＞ｐｐ － ５７７
＂

５９８
ｉ
Ｄ －

由庙ＡＡ ／＾从邮Ｂ／ｖ —＾ ！ 航 ／ｒｒ ＾
－

ｒ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Ｍ ．Ｆｅ ｌｄｍａｎ
，Ｒ＆ＤＳｐ ｉ ｌｌｏｖｅｒｓａｎｄｔｈｅ

重要的领域就是住宅 问题 ， 文献数量仅次于＾，
．

，？ ，，
．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关于政府部 门 的文献 。 其他的领域 ，如犯罪 、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Ｒｅｖ ｉｅｗ
，Ｖｏｌ ．８６

，Ｎｏ ．３
 ，１ ９９６

， ｐｐ ． ６３０－

交通 、教育 、城 乡 问题及发展 中 国 家城市 问６４０
；Ｌ．Ａｎｓｅ ｌ ｉｎ

，Ａ ．Ｙａｒ
ｇａ＆Ｚ ．Ａｃｓ

，Ｌｏｃａｌ

题 ，也都 占有相应的 比重 。
④Ｇｅｏ

ｇ
ｒａｐｈｉｃＳｐ ｉ ｌｌｏｖｅｒ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第 四 ，城市经济学家不断地从其他领域Ｈｉ
Ｓ
ｈ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

ｇｙ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ｒｂａｎ

借鉴有用 的分析工具来分析空 间 问 题 。 例ＶＡ ４２
，

１ ９９７
， ＰＰ

＿ ４２２－ ４４８ －

如 ，在原有的产业组织文献 中 ，
主要是分析不ｎ ｋ

③ ｓ －

．

Ｍ ｉ ｌｌｓ＆

．

Ｎｉ
ｊ

ｃ

ｋａｍｐ ＇

， ，

Ａｄｖ

；

ｎ

Ｔ 、

ｉｎ

Ｕ 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Ｅｄｗ ｉｎＳ ．Ｍ ｉｌｌｓ（ｅｄ ．

） ，

确定性和非对称信息对市场行为的影 ｎ向 。 虽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Ｖｏｌ ．２

，

然这类分析没有在空 间框架 内进行 ， 但对于Ｎ。ｒｔｈ－Ｈ。 ｌ ｌａｎｄ
，１ ９８７ ．

空间分析却有着重要 的 意义 。 在许多情况④ Ｅ ．Ｓ ．Ｍ ｉｌｌｓ
，２０００ ．

下 ，信息 的可得性和成本将影响选址行为和⑤ １Ｎ ｉｅｄｅｒｃｏｒｎ
，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Ｍｏｄｅｌｏｆ

市场绩效 。

一些文献将空 间分析 弓  Ｉ人工作Ｍｅ 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ｒｏｗｔｈ
，
Ｒａｎｄ

搜寻模型 中 ，但是并未考察其对企业选址 的
Ｃｏｒｐ

ｏ

ｒ
ｉｏ

ｒ Ｂ

９６

ｕ＆ ｗｃ ｆｆＲ
■

］ Ｓ
－ ．

（６；Ａ ．ＪｉａｉＵｙ＆Ｗ ．Ｌｏｉｉｅｙ ，Ｒｅｇ ｉｏｎａ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ｉｎ

影响 ； 而另
一些文献认为 ，对于小企业来说 ，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ＰｌｅａｆｏｒａＭ ｏｒｅＯｐｅｎａｎｄＲｅ ｌｅｖａｎｔ

选址在高密度 的 中 心商业 区 内会提高技术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Ｖｏｌ ．７３

，
１ ９９４

，

和市场信息 的 可得性 。
⑤ 城市经济学家可ＰＰ

． ３
－

１４ ．

４６



工业经济学家关于知识溢 出 的理论 中 ， 知识常语焉不详 ， 而且其模型 中 的预算约束也常

的内生空间发展模式并不局限于概率性的接常模糊不清 ，有时还会把设计方案与市场结

触 ，而是基于 区域加工 （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 ｓ

）果混为一谈 。 区域科学 的 贡献之所 以 不能

进行解释 。 这本可 以被城市经济学家应用于得到广泛的承认 ，甚至不被经济学家所普遍

对知识溢 出与集体学习 的研究 中 ， 但是它 同接受 ，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 由 这些缺 陷 造成

样被忽视 了 。①的 。 区域科学 的模型既不够正式又残缺不

四 、城市经济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得它无法成为主流经济学体系 的一部分。

④

通过前文的论述 ， 我们对城市经济学能从这一点来说 ，
区域科学从来没有完成艾萨

够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 在此基础上 ，本德所设想的 目标 。 甚至作为主流经济学中与
——

文希望能够 回答一个一直以来都颇有争议的区域科学关系最近 的城市经济学 ， 区域科学 经

问题 ：城市经济学与其相关学科之间究竟是也从来没有融入其中 。裔
什么关系 ？所以 ，严格来说 ， 城市经济学与 区域科ｇ

城市经济学的相关学科主要包括区域科学应该是两个完全独立 的学科 ，并不存在谁

学 （
Ｒｅ

ｇ
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 、 区域经济学 （
Ｒｅ

ｇ
ｉｏｎａｌ包含谁的关系 。 虽然 区域科学 中也有大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及新 经 济地 理学 （

Ｎｅｗ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的关于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 ，但是它与城市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 ０ 关于城市经济学与它们 的关系 ， 经济学具有各 自 不 同 的理论基础 和研究框

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研究 ，但是仍然缺乏一个架 ，彼此独立地存在 。 实际上 ， 经济地理建

统一的答案 。 不同学者之间 的研究结论不尽模是沿着两条几乎互不相干的轨迹进行的 。

相同 ，有时甚至相反 。 这种情况无疑会对今后 一条轨迹就是城市经济学 ， 它是作为主流经

我 国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造成很大的 困济学的一部分演变而来 的 ，其主要优点是模

扰 。 由于在当今的经济学发展中 ，对于某种经型构造精确 、 思路清晰 ， 但是也容易忽 视某

济现象的研究并不会被某一学科所独有 ，所以些问题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城市在哪里形成

如果从各学科的研究对象人手去分析它们之以及城市之 间 的 空 间 关 系 问题 ；
另 一条轨

间的关系 ，显然无法得到一个准确严谨的答迹 ，或者说另一个传统 ，
至少部分地提 出 了

案 。 因此 ，本文希望能够从学科的理论基础 、 城市经济学所忽略的 问题 ，这个传统主要发

研究框架及分析工具等客观事实人手 ，整理各源于德 国 ，并通过艾萨德具有开创性的著作

学科之 间 的关 系 ， 并极力避免 主观 因 素 的传人英语 国 家 ， 成为 区域科学这
一领域 的

影响 。基石 。
⑤

１ ． 与 区域科 学 的 关 系

＿科学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兴起 的－
① Ｒ ．Ｃａｐｅｌｌ０＆ｐ．Ｎｉｊ

ｋａｍｐ ，
祖

门学科 。 之所 以会产生区域科学 ， 在某种程② ｉＩｓａｒ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ｔ０ＲｅｇＵｍａ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

’

度上是为 了改进之前低水平 的 区域经济分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 ９７５

；张可云 ： 《 区域科学的兴衰 、新经

析 。② 沃 尔 特 ？ 艾萨德于 １９５ ６ 年 出 版 的济地理学争论与区域经济学的未来方 向 》 ， 《经济学

《 区 位 与 空 间 经 济 》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ｐａｃｅ

－动态 》 ２０ １３ 年第 ３ 期 。

ｅａｍｏｍｙ ） 被视为区域科学 的奠基之作 ， 这本③ Ｍ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ｅｏｒｙｉｎ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

书的重要 目 的就是希望最终 闭合古典 区位 ？
ｒｅｉｔ

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

⑷Ｍ ．Ｆｕ
ｊ
ｉｔａ

，Ｐ ．Ｋｒｕ
ｇ
ｍａｎ＆Ａ ．Ｊ ．Ｖ ｅｎａｂｌｅｓ

，

理论与主流经济学之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ＴｈｅＳｐａｔ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ｉｔｉｅｓ

，

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

的鸿沟 。
③ 但是 ，

区域科学在推理上仍然显Ｔｒａｄ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ＩＴＰｒｅｓ ｓ

，１ ９９９ ．

得不够严谨 ，不仅在市场结构的分析方面经⑤ Ｉｂｉｄ ．

４７



然而 ， 早期 的 城市经济学家一定也从点来看 ，
二者存在如下不 同 。

一个侧重于距

区域科学 中汲取 了 充足 的养分 。 这从城市离问题 ， 即 区位 问题 ，经济活动在哪里进行 ，

经济学的开创者阿隆索毕业于艾萨德在宾经济活动主体选址在哪里 。
？ 对于这方面的

夕法尼亚大学创建 的 区域科学 系 ， 并在那研究 ，城市经济学和 区域经济学都将其作为

里获得博士学位这一事 实 就能看 出 ， 并且主要的研究点 。 例如 ， 著名 的 区域经济学家

他也在 《 区位和土地利用 》
一书 中 明确感谢埃德加 ． 胡佛 （

Ｅｄ
ｇ
ａｒＨｏｏｖｅｒ

）认为 区域经济

了艾萨德 的 指 导 与 启 发 。 进而 ，

一个学者学的研究可以用
“

哪里有什么 ， 为什么 ， 又该

的研究领域 可 以 没有 严格 的 界 限 ， 但是一 怎么办
”

这三个问题来概括 。⑩ 但是除此之

个学科的研究领域必须要有 明确 的边界 。
①外 ，城市经济学 的研究 中还包括另一个侧重

—— 也就是说 ， 不 能 只 因 为 阿 隆索是一名 著 名点 ， 即非距离方面的问题 ， 如密集和密度的问

经 的 区域科学家就认定城市经济学是 区域科题 ，对非距离 问题的研究所选用 的经济理论

＾
学 的 一部分 ， 而恰恰相反 ， 《 区位和 土地利不同于对距离问题的研究 。？ 在城市经济学

＾
用 》
一书 中 的研究范式则来 自 新古典经济的经典模型 中 ， 资本和劳动力 的投入与土地



学 。投人之间 的互相替代是对城市高密度的一种

２ ． 与 区域经济学 的 关 系回应 ， 即城市 的高密集度体现在资本和劳动

区域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 ， 兴 力 的投入对土地投人的高 比率上 。 同时 ， 城

起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
②是另 一个与城市经 市经济学也包括大量的对城市犯罪 、教育 、拥

济学有着紧密联系的学科 。
？ 许多学者认为

区域经济学是区域科学 中 的一部分 ，
④甚至^

ＣＤ张可石 ，
２０ １ ３ 年 。

有些学者认为 区域经济学就等 同 于 区域科② ＥＨｏｏｖｅｒ
，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学 。
⑤ 通过区域经济学与 区域科学的这种关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ｎｄｅｄ ｉｔｉｏｎ
，ＡｌｆｒｅｄＡ ．ＫｎｏｐｆＩｎｃ ．

，１９７５ ．

系 ，我们也能够看 出城市经济学与 区域经济③ Ｋ ．Ｂｕｔｔｏｎ
，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学是完全不同 的两个学科 ，这是其一 。Ｐ＿ ，
Ｍａｃｍ ｉｌｌａｎ

，
１９７６ ．

其
—－

Ｋ＾８＾＾ －ＷＪ

＊＇？取 ． Ｉｓａｒ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 ｉｏｎｔ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

 ’

以 如碰 ｒ

－

以 的 ＾ 储热饮每且孤敢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
，１ ９７５

； 杨开忠 ： 《 区 域科学学科地位 、

乂和狭乂之分 。 广乂 的 区域经济学是研％
体系輔沿 》 ， 《舰学报 》溯 年第 ４ 期 ； 张可云 ，

区域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 ，而狭义 的 区２（） １ ３ ￥ 。

域经济学是研究 区域经济发展 和 区际关系⑤ 周起业 、刘再兴 、祝诚等 ： 《 区域经济学 》 ，

的科学 。
⑥ 区域经济学 的理论体 系 可 以 划中 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

１９８９ 年 ，第 ４ 页 。

分为三个方面 ： 区域发展理论 、 区域关系 理⑥ 孙久文 、叶裕民 ： 《 区域经济学教程 》 ， 中 国

论及区域政策理论。
⑦ 很 明显 ，

以上这些说
人民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３ 年 ’第 ２ 页 。

明 区域经济学研究 中 的 空 间 范 围显然 与城⑦ 孙久文 ： 《现代 区域经济学 主要流派 和 区
力 －工 子ＯＴ九 丁 口Ｊ 土 丨 Ｊ ＶＬ ｒａ ｉｍ

域经济学在 中 国 的发展 》 ， 《经济 问 题 》 ２００３ 年第 ３

市经济学有所不 同 ， 要更 为 广 阔 。 也就是■ 。

说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集 中于城市 内部 的经⑧Ｈ ．Ｎｏｕｒｓｅ
，Ａｒｅ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ｎｄ

济 、政治和社会活动 的空 间分析 ， 而把城市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ＲｅａｌｌｙＤ 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ｖ ｉｅｗ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作为 国 民经济体系 中
一个点来研究则应 属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Ｎ。 ． １

，
１ ９７０

， ＰＰ －２５－３３
 ；Ｈ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

干 厌诚终济榮的范醏 ⑧ 同 时
一

若弁研帘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Ｒｅ
ｇ

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
：ＡＳｕｒｖｅｙＡｒｔｉｃ ｌｅ

，

济学将ＳＳ—一Ｓ－驗 ’－ ３
＇－ １

’

１ ９７ ８
，ｐｐ ．１

－ ４８ ．

与 区域合作作为核心 问题 ， 这与城市经济学⑨ ｗＨｉｒｓｃｈ１９ｇ４

有着很大的不同 。 ？Ｅ ．Ｈｏｏｖｅｒ
，１ ９７５ ．

其三 ，从对经济活动 的空 间研究 的侧重？ Ｗ ．Ｈｉｒｓｃｈ
，１９８４ ．

４８



堵 、污染 、公共服务选择等非距离 问题 的研市经济学的基础是建立在规模报酬不变及完

究 ，这说明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更加侧重于城全竞争的一般均衡框架之下 ， 而且也在于城

市 内部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 。 虽然区域经济市经济学研究的许多问题并没有 出现在新经

学中也包括对非距离问题的研究 ，但是显然济地理学中 ，如城市犯罪 、 教育 、拥堵及污染
＊

要 比城市经济学所研究的问题更为宏观 。 从等问题 。 同时 ， 在对经济活动 的空 间集聚进

这一点来说 ， 城市经济学和 区域经济学是有行研究时 ，城市经济学主要强调生产者之间

很大不同 的 。 与城市经济学和区域科学的关的联系 ，
而新经济地理学则强调多样化的市

系类似 ，城市经济学与 区域经济学之间并不场潜力 。
⑤

存在一种从属关系 ， 而应是一种相互独立 的应该说 ，
虽然城市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

关系 。都同样研究空间问题 ，但是它们却是两个独立——

３ ． 与 新经济地理学的 关 系的学科 。 二者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模型构建方 经

在区域科学和区域经济学之后 出现的新面 ，而且也表现在对于城市决策者的意义上 ， ｇ

经济地理学与城市经济学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即城市经济学更加强调为城市决策者提供帮ｇ

联系 ，两者都在某种程度上从杜能 的农业区助 ，而新经济地理学 由 于更关心空 间 的 自 组

位论中获得 了灵感 。
① 新经济地理学创立于织 ，从而忽略了对城市决策者的作用 。 那么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
继续了艾萨德的努力 ， 即改新经济地理学也就不能取代城市经济学 ，甚至

变主 流 经济学 对 经 济 活 动 空 间 因 素 的 忽不能成为后者的发展方向 ，而正确的态度应该

视 。
② 新经济地理学这个名 字 中 的

“

经济
” 是在今后的理论发展 中 ，有效地将城市经济

涉及经济工具

？

的使用 ， 而
“

地理
”

聚焦于通过学与新经济地理学相结合 。 正如新经济地理

运输与互动成本所展现的空间依赖性的关键 学的几位创立者在他们 的经典著作 《空 间经

作用 。③ 因此
，新经济地理学是在主流经济 济学 ： 城市 、 区域与 国 际贸 易 》 （

抓ｅＳｐａｔｉａＺ

学的研究范式下对传统经济地理学的改造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ｉｔｉ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以保罗 ． 克鲁格曼 、藤 田 昌久 （
Ｍａｓａｈ ｉｓａ中所说的那样 ：

“

传统城市经济学对城

Ｆｕ
ｊ
ｉｔａ

） 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借助新 出
市 内和城市周 围土地的利用以及城市存在的

现的研究工具——迪克斯特一斯蒂格利茨模
原因所提出 的理论很有见地 ，把城市视为一

型 （
Ｄ ｉｘｉｔ

－Ｓｔｉ
ｇ
ｌｉｔｚｍｏｄｅ ｌ

） 、 冰 山 成本 （
ｉｃｅｂｅｒ

ｇ

个城市体系 的观点也令人信服 。 我们不指望

ｃｏｓｔｓ ） 、动态演化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ｄｙｎａｍ ｉｃｓ

）及计
（ Ｗ舍 代城

算机运用——有效地跨越 了技术上 的障碍 ，



在主流经济学的框架 内对经济地理问题进行① Ｍ ．Ｆｕ
ｊ
ｉ ｔａ

，
Ｍ ｌ２

， ＰＰ
．ＴＯ？

－

９口．

研究 。 新经济地理学将空 间 的规模报酬递增② ＲＫｒｕｇｍ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ＴｈｅＦｉｎａｌ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

与不完全竞争 的特征纳人一般均衡的框架
一１°ｆＥｃ０ｎ°ｍＵＰ—Ｙ°１ １ ２

＇Ｎ° ＇ ２
’

１ ９９８
 ，ｐｐ ．１ ６ １

－

１７４ ．

内 ，
以此对经济活 动 的 空 间 问题进行研究 。

③ ｓ ．Ｂｒａｋｍａｎ
’
Ｈｅａｒｒｅ ｔｓｅｎ ＆ （ＬＭａｒｒｅｗｉ

ｊ
ｋ

＞

但是 ，尽管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实证激发 了 大Ｎｅ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ｎｄｏｇｅｎｉｚｉｎ

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ａｎ

量的研究 ，但是其实证证据仍然不完善 ，而且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Ｍｏｄｅｌ
，ｉｎＭ ．Ｆｉｓｃｈｅｒ＆Ｐ．

到 目前为止 ，大部分 以新经济地理学为基础Ｎ ｉ
ｊ
ｋａｍｐ（ｅｄｓ ．） ，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Ｒｅｇ ｉｏｎａ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
，

的政策建议仍然是定性的 。
④Ｓｐ

ｒｉｎｇｅＷｅｒｉａ
ｇ ，

２０ １ ３ ．

通过以上分析可 以看 出 ， 城市经济学与＾ｌ

ｂ ｉ

ｔＭ^
（５；Ｂ ．ｒ ｉｎｇｌｅｔｏｎ

，ＴｈｅＮｅｗ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新一经济地理学的 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 其不仅
ｖｅｒｓｕｓＵｒｂ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Ｕｓ ｉｎ
ｇＬｏｃａｌ

在于以阿隆索一穆斯一米尔斯的城市土地利 Ｗａ
ｇ
ｅＲａｔｅｓｉｎ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

，Ｏｘｆｏｒ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ｐｅｒｓ
，

用模型与亨德森的城市体系模型为代表的城Ｖｏ ｌ ．５ ８
，Ｎｏ ．３

，２００６ ， ｐｐ ． ５０ １
－

５ ３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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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学的传统甚至与其展开竞争 ； 相反 ，我要形式的理论研究不仅能够提供从假设到结

们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够互为补充 。

”

①论的最便捷 、最严谨的逻辑链条 ，而且能够更

＾
‘

决 、Ｓ細舰難細顯相 。 滅ｉ
、 一Ｈ

发达 国家还是发展 中 国家 ， 城市问题总是具

目前 ， 我 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关键时期 ，在有一定的共性 ， 这也正是城市经济学 中数学

城市飞速发展的进程中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问模型存在的理 由 。 正如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

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以提高城市发展的质量 ，杰勒 德 ？ 德布鲁 （
ＧｅｒａｒｄＤｅｂｒｅｕ

） 所说 的 ：

离不开城市经济学的理论指导 。 在今后的城
“

当数学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时 ，

一个框架

市经济学研究 中 ，
以下几点应该引起我们 的的

一般性 和简朴性之间存在着正相关 的关

—— 足够重视 。系 。

”

在今后的研究 中 ，将城市经济学 中 的数

经第一 ，城市经济学有 自 己 独立 的传统和学模型更好地应用于对实际问题的研究 ， 将

＾
研究框架 ，不从属于任何学科 ，也不可能被其会是尤为重要的一个课题 。

②

＾
他学科所取代 。 城市经济学的传统就是建立第三 ，在运用城市经济学研究我 国 的实



在对城市空 间 内经济活动的徽观主体的重视际问题时要深刻地体现我 国 的 自 身特点 。 城

之上 ，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的价值之
一

。 目前 ，市经济学最早用来研究发达 国 家 的城市 问

我 国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大多在区域经济题 ，并在城市决策者 的实际工作 中为其提供

学下展开 ，这与我 国许多学者所持有 的城市相应的帮助 。 但是 ， 我 国作为一个发展 中大

经济学是区域经济学的一部分这一观点有着国 ，城市在发展的水平与阶段 、面临的 问题以

很大的关系 。 这种做法很容易忽视城市经济及在国 民经济 中的作用等多方面都与发达国

学
“

与生俱来
”

的特征 。 但是 ，城市经济学的家有着很大的不 同 。 所以 ， 在我 国开展城市

发展仍然需要从其他学科或研究领域中不断经济学研究时 ，应该竭力避免照搬 ，在研究中

汲取养分 ，甚至与其他学科不断融合 ，
以弥补充分结合我 国 的实际情况 。 尽管这种做法对

它在研究视角 与分析工具上的不足 ，从而展我 国 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者提 出 了很大 的挑

现出 旺盛的生命力 。战 ，但是只有这样才能体现 出一种科学的态

第二 ，城市经济学 中抽象的理论研究对度 ，并且不失城市经济学的真正价值 。

于解决现实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 由于城市

经济学最终是为了解决城市 中 的实际问题而（ 责任编辑 ：高 媛 ）

存在的 ，所以城市经济学 中 以数学模型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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