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背景 

经济地理，就是指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标准的经济学分析中，很少研究经

济地理，尤其是国际贸易理论，国家通常是没有大小的点，在国家内部，生产要素可以迅速、

无成本地从一种活动转移到另一种活动。然而却忽略了国家既占有一定的空间，又是在一定

空间内存在的事实。经济活动最突出的地理特征是集中，凡是涉及到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问

题，都或明或暗地包含着规模报酬递增的假设，由于收益递增很难模型化，由于缺少分析工

具来严谨思考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对经济地理的研究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经济学之外。为

什么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最终都集中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地区，而其它地区则扮演为那些“核心”

区提供农产品的“边缘” 区角色？克鲁格曼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

上，采用某些技术技巧来产生一个既包含规模报酬递增又包含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模型来解释

经济的空间结构。 

二、研究思路和基本内容 

（一）区域分异的基础 

克鲁格曼对地理集中的解释与两种方法相关，一种是马歇尔模型，将产业的定域化归结

劳动力市场、技术人员的供给能力以及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效应。应用张伯伦的思想：一个产

业是由许多小垄断者组成的，这些小垄断者使该产业形成饱和从而消灭了任何垄断利润。 

1.制造业的活动会出现在何处呢？ 

为了实现规模经济和降低交通成本，制造业企业经常需要选择需求较大的区域作为生产

区位，因为在接近主要市场的区位进行生产，可以降低运输成本。其它地区，则从这些中心

区位得到产品供给。 

2.何处的需求规模较大呢？ 

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部分来自于农业部门，而另一部分需求不是来自于农业部门，而

是来自于制造业部门本身。 

当能够反映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以及消费支出中非农产品消费所占比例的指标超过某个

临界值时，人口开始聚集并且开始区域的分异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开始就会自行持续下去。 

（二）中心-外围模型的理论假设 

1.基本假设 

基本假定：（1）制造业部门和农业部门；（2）制造业生产报酬递增，农业生产报酬不变；

（3）制造业产品运输有费用，农产品无需运输费；（4）农业人口不流动，均匀分布在两区

域内，工人可以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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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冰山运输成本 

制造业的运输遵循缪尔森的“冰山交易”方式。运输成本是由运到目的地的产品的损失

部分来表示的，特别的将 1 单位货物从一地区运到另一地区时，实际运到目的地的只有 1

的部分。这一定义是广义的，它包括看得见的运输网络的有形运输成本，也包括地方保护引

起的非关税贸易壁垒。 

三、主要结论 

（一）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 

1.有两者力量（区内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促使区域分异，有一种力量（对当地农

村市场的竞争程度）促使区域趋同，短期均衡是否稳定取决于这两种力量的相对强弱。 

2.对于长期均衡来说，工人在区域间的流动取决于两个区域的相对实际工资。𝑓 =
𝐿1

𝜇⁄

表示在地区 1 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份额。 

 

（1）在高运输成本情况下，相对实际工资随着 f 的上升而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制造

业地理分布将遵从农业的分布，我们看到的是区域间的趋同现象。 

（2）在低运输成本情况下，区域间出现分异现象。 

（二）制造业聚集的必要条件 



 

（1）在以运输成本高、自由制造业企业比例小或规模经济程度较低为特征的经济中，

制造业的分布是由农民的“初始生产”特征决定的。 

（2）在运输成本低、制造业企业比例大或规模经济程度较大的经济中，形成累积循环

过程，产业集中在经济比较领先的地区。 

四、汇报点评 

克鲁格曼在文章中建立了一个中心—外围模型，该模型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两个

具有完全相同外部条件的地区，在存在报酬递增、人口流动和运输成本交互作用的情况下， 

制造业为何会在一些发达地区集中而不在相对不发达的地区集中，这些情形又会在何时发生？

这个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业倾向

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而大的市场需求则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决定经济活

动在空间上将处于聚集状态还是分散状态，主要看促使产业地理集中的向心力和削减产业地

理集中的离心力两者中，谁占据主导地位。 

克鲁格曼的这篇文献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但是中心-外围模型中的均衡是由一组非线

性方程组给出来的，这些方程组的解很难用解析式表达，很多结论必须通过数值模拟，存在

一些缺陷，并且中心-外围模型的基本假设很严格，有些假设很不现实，对解释现实经济活

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