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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评述了80 年代以来著名经济学家 P. 克鲁格曼的主要经济地理观点。侧重于三

方面: 新贸易理论、对经济地理学传统的看法以及空间经济模型。最后, 对克鲁格曼经济

地理学与常规地理学的不同之处作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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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以来的经济地理学发展中, 地理学家曾借鉴了不少经济学家的相关成果
[ 1]
。及

时关注研究经济学家的相关成果, 对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之后的经济地理

学研究中, 也应该不断了解借鉴经济学家的相关研究观点。80年代以来, 保罗·克鲁格曼¹

的研究涉及了一系列区域发展问题, 如贸易、外部经济、工业区位与聚集、战略性产业政

策、全球化、历史和 “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的作用、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对经济增

长的影响等。本文拟对其主要内容做以介绍和分析。

1　新贸易理论 ( new trade theory)

传统的贸易理论包括: ¹ 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 认为各国相同产业生产成本存在

差异, 贸易可使各国按生产成本最低原则安排生产而获利。º 大卫·李嘉图的相对成本说:

认为决定国际贸易的不是绝对成本的低廉而是相对成本的低廉。每一个国家, 不管处于何

种发展水平, 均可生产本国相对成本低的产品, 然后进行贸易。» 俄林的资源禀赋说: 将

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由劳动成本差别推广为生产要素投入量的相对差别, 认为各国生产要

素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 (资源禀赋状况) 是决定国际贸易产生和流向的根本原因 [ 2]。

十分明显, 以上贸易理论均基于国家间的差异, 尤其是生产要素的相对差异 (绝对差

异可做为相对差异的特殊形式) 来解释贸易。这意味着, 国家间的相似性与贸易量之间有

相反的关系。然而, 大量的世界贸易, 大多数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成员间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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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是在生产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进行的。而且, 战后以来的大部分年份, 工业国之间的

贸易占这些国家收入的比例均在上升。以大多数标准衡量, 这些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 越

来越趋于相似 [ 3]。它们的贸易产品种类也相似[ 4]。新贸易理论就是试图解释这种贸易现象。

1. 1　相似条件下的贸易理论

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也承认国家之间的差异是贸易发生的原因之一, 但是, 他的观

点与传统贸易理论有以下明显不同之处[ 4]。

( 1) 克氏认为, 国家之间的贸易, 尤其是相似国家同类产品的贸易, 代表了这些国家根

据规模收益递增 (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原理而发展专业化的结果, 与国家生产要素

禀赋差异关系不大。李嘉图等人的相对优势与贸易理论的基点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

新贸易理论则与此相反, 假设市场环境为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这正是当代产业经济的

流行特点。在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的驱动下, 产出规模扩大带来生产成本下降。各国通过

发展专业化和贸易, 提高其收益。

( 2) 在以上理论前提下, 各国发展何种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偶然性。某一特定

产品的生产区位, 在较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和历史依赖的 ( histo ry- dependent )。克鲁格曼

曾列举一些例子说明这种历史依赖性。如 1895年美国佐治亚州的达尔顿 ( Dalton) 一个女

孩为了送朋友结婚礼品, 制做了一件簇状床罩。这种特殊的手工艺结婚礼品, 使得达尔顿

在二次大战后成为美国的地毯制造之都。全国最大的 20家地毯制造公司中, 有 6家位于达

尔顿; 该市和邻近地区有 2万人在地毯制造部门就业。其它如纽约州特洛伊的衣领、衣袖

制造, 纽约州的格拉弗斯维尔 ( Glo ver sville) 和约翰斯敦 ( Johnston) 的皮手套制造, 麻省

东北部的制鞋业等, 均有与达尔顿相似的原因[ 5]。但是, 一旦区域专业化格局形成以后, 这

种格局将通过贸易不断积累发展下去。推延至国家之间, 也就是说, 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和

贸易格局, 具有很强的 “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ce)。

( 3) 在不完全竞争和同类产品贸易的条件下, 生产要素的需求和报赏状况, 取决于微观

尺度上的生产技术条件。生产技术变化, 可以改变生产要素的需求结构和收益格局, 从而

影响相似要素条件下的贸易, 促成同类产品的贸易。

( 4) 新贸易理论认为, 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的存在, 为国家和区域采取战略性贸易政

策, 创造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比如, 有一些部门规模经济 (尤其是外部经济) 十分突出,

区域可以通过促进这些部门的出口和发展, 获得竞争优势。也就是说, 战略性贸易政策, 可

以使一个国家改变其在国际经济中的专业化格局, 向有利方向发展。

1. 2　贸易与经济活动区位

克鲁格曼有这样一个重要观点, 为了理解贸易, 必须理解国家之内的区域发展过程[ 4]。

他的新贸易理论力图在贸易理论和区位理论间建立关联
[ 6]
。他在对比了两种理论的假设之

后, 将新贸易理论中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与区位理论对运输成本的强调相结合, 从而把

外部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的相互作用作为解释区域工业集中、区域中心和外围格局的关键。

克氏认为, 规模经济促成生产集中, 而运输成本核算则具有阻止生产活动集中的作用。

当运输成本下降一些以后, 公司会在一些地方集中布局, 以实现生产或运输成本的规模经

济。生产商偏好的区位, 往往是需求较大或投入品供应便捷的区位, 这通常也是其它生产

商选择的区位[ 5]。但是, 当运输成本降至很低时, 生产厂商并不一定要就近布局, 生产活动

会出现分散化。然而, 现实中运输成本仍维持一定水平, 这便使得那些起步较早的区域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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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较多工业, 从而出现较快的增长。克氏应用这种理论解释美国东北部的工业带形成。

在实践中外部经济十分明显, 以至于经济活动总体上和特定工业门类上在空间上均趋

于集中。基于对工业区位的研究, 克氏认为大尺度的产业集聚区比国家更为重要。他指出,

夜间的世界卫星影像显示出的是经济集聚区域, 而不是经济集中的国家。

在工业集中区的形成上,克氏不同意古典或新古典工业区位论中的经济竞争均衡模型。

认为经济格局的形成中, 偶然性、路径依赖、历史和特殊事件起决定作用。一旦早期的区

位优势形成以后, 通过前向和后向关联, 可产生积累效应。这种非理性的经济分布在规模

收益递增作用下, 具有一定的 “锁定”( locking in) 效应¹ , 因此, 在现实世界中, 自动向

最优空间格局发展的趋势并不存在[ 4]。

2　对经济地理学传统的看法

克鲁格曼认为, 经济地理学具有 5大传统[ 7] : 德国区位理论, 社会物理学, 积累因果理

论, 地方外部经济, 以及地租和土地利用理论。对于这些传统, 他有一些特殊的看法。

( 1) 德国区位论。克鲁格曼认为该传统包括韦伯的工业区位论和克里斯泰勒等人的中

心地理论。对该理论批评一般集中于它们不合实际的假设。克鲁格曼认为, 从英美主流经

济学家的观点看, 韦伯区位论的最大问题是给予区位以几何形状的解释, 而不是经济学的

解释º 。它模糊了谁在进行何种决策, 不考虑一个企业的决策对其他决策的影响。中心地理

论的缺陷是忽视市场结构。当企业面临规模经济 (使企业趋于集中) 和运输成本 (使企业

趋于分散) 的权衡时, 不能离开我们所处的不完全竞争环境。只有考虑不完全竞争市场结

构, 才能完整地解释中心地空间格局。

( 2) 社会物理学。地理学曾借助一些物理公式来描述与物理现象相似的地理现象。如城

市的等级规模规则、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市场潜力» 等。这类模型是解释空间现象的好方

法, 一些经验研究 (如解释美国和西欧的工业区位) 支持着这些方法的实用意义。克鲁格

曼认为在这些模型中, 城市等级规模和市场潜力方法还隐含着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的观点。

( 3) 积累因果原理 ( cumulat ive causation)。公司趋于市场规模较大的地区, 而市场的

扩大又与公司的数量有关。一些学者基于这种因果关系, 根据一些工业集中区的实例, 提

出积累因果原理。其中最著名的是默戴尔的 “循环与积累因果”理论。克鲁格曼认为这些

相关分析有两个缺陷: ¹ 没有提及市场结构问题; º 缺乏严谨的模型分析。

( 4) 外部经济。外部经济由马歇尔 ( A. M arshall ) 最早提出。后人也曾给予补充。马歇

尔认为外部经济包括三种类型: 市场规模扩大提高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益; 劳动力市场供

应; 信息交换和技术扩散。前两者被称为金钱的外部性 ( pecuniary external it ies) , 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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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º

» 城市等级规模规则常表述为: N j = K / R b
j , 式中N 为城市 j 的人口, R 为该城市的等级, b 为经验指数 (一般接

近于 1) ; 空间相互作用模式为: T i j = K (N iN j /D b
i j , 式中 T 为 i、j 两城市间的相互作用量 (联系量) , N iN j 分别为两

城市的人口, D 为两城市距离, b 为经验指数; 市场潜力模式为: P i= £ jK ( Y j / D b
i j ) , 式中P 为 i地的市场恰潜力, Y

为 j 部分人的收入或购买力。

由于这些理论的特殊解释形式, 经济学家认为这一传统是研究 “两维地理尺度上的区位几何问题的”[ 7]。

克鲁格曼将经济地理学与路径依赖相关联时, 使用了 “阔蒂 ( qw erty) 经济学”这一术语。阔蒂 ( qw erty) 来

自打字机或计算机键盘第一行字母 ( qwertyuiop)。这种字母排列自从 19世纪第一个机械或打字机出现以来, 一直没有

改变, 尽管存在着更有效地排列这些字母的可能性。克鲁格曼以此代表经济活动区位的 “锁定”效应。



规模效应所形成的外部经济; 后者被称为技术的外部经济 (也称为 “纯”外部经济) , 它并

不与收益递增的市场结构有关。克鲁格曼认为, 这种经济地理学传统之所以没有得到经济

学家的关注, 是因为: ¹ 认为集聚是外部经济形成的, 尤如医生告诉人们鸦片让人昏睡是

因为其有麻醉性质, 并没有给予彻底的解释; º 该方法并没有提供深层次的分析结构, 并

没有将集聚与更微观的经济特点联系起来。

( 5) 地租和土地利用。该传统始于杜能的土地利用环状模式。克鲁格曼对该模式以高度

评价, 认为它展示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许多关键概念 (如均衡观点、价值观点、市场具有促

进产生效益的能力、价格对促进效率的作用等)。但也存在不足: 它只揭示了经济活动从中

心向外扩散的离心力, 并没有考虑到将经济活动拉在一起从而形成中心的向心力。

在评述以上五大传统的基础上, 克鲁格曼认为, 这些主要的研究传统中, 有一些提供

了十分有意义的思想, 但却不能进行规模分析; 有一些提供了可以进行规模化的观点, 但

这些观点又不击要害。克氏的这些批评, 尽管完全站在主流经济学 ( mainst ream

economics) 的立场来看问题, 并不一定完全得到地理学家的赞同。但是, 了解这些不同观

点定会有益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

3　克鲁格曼空间经济模型

在对经济现象的空间格局研究中, 克鲁格曼提出了一些空间经济模型, 如贸易模型、工

业集聚模型、历史和期望对区域发展影响模型、垄断竞争模型等。这些模型均参考了许多

前人的成果, 其中受规模经济的相关观点影响最为明显。

3. 1　规模经济相关观点

在规模经济研究上, 必须提及马歇尔的观点。马歇尔认为, 专业化社会劳动分工可以

带来外部规模经济。克鲁格曼承认这种外部规模经济的作用, 但在国家与区域尺度上, 他

更强调区域 (或地方) 尺度上外部经济的重要性。在解释小尺度的工业区位和集聚时, 他

更强调金钱的外部规模经济。认为技术影响在小尺度上是十分有限的。钱布林

( E. H . Chambelin) 认为, 市场结构以生产不同但类似的公司之间的竞争为特点。每一个公

司具有一定竞争力。正是这种公司内部规模经济的假设, 导致了新贸易理论的形成。在这

种市场结构条件下, 公司既可以获取规模经济, 又可以满足不同产品的需要 [ 4]。

3. 2　克鲁格曼的空间经济模型要点

基于收益递增的三种不同方法 (外在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下的平均成本定价和垄断

竞争) , 克鲁格曼等人于 80年代中期建立了贸易分析模型[ 3]。对于生产要素相似的国家之间

同一产业的 “相异产品”的贸易, 进行了理论解释。

通过贸易理论, 克鲁格曼发展了他的集聚经济观点。他的理论基础仍然是收益递增。通

过对收益递增的研究, 他于 1991年提出了收益递增空间模型的一些观点 [ 8] , 之后, 在另外

两本著作中, 又进一步发展了相关模型[ 5, 7]。

他的工业集聚模型假设一国有两个区位, 有两种生产活动 (农业和制造业)。在规模经

济、低运费和高制造业投入的综合作用下, 通过数学模型分析, 证明了区域工业集聚将导

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 (参考文献 [ 5] , 附录 A)。

他的历史和期望对区域发展影响的模型, 假设¹ 两区域的工资水平差异将增加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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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劳动力的数量; º 迁移成本存在, 影响向高工资地区迁移劳动力的收入; » 劳动力具
有前瞻性, 可预见两区域未来的工资变化趋势。对劳动力移动的数学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发

展的历史水平和期望影响区域发展格局有重要影响。区域间发展格局现状改变速度甚慢。

他的垄断竞争模型在总括经济地理学五大传统和他本人以前研究的基础上, 综合考虑

了多种因素。如收益递增不仅仅考虑企业外部经济, 而且考虑内部规模经济; 经济活动的

主体包括多个企业; 在选择区位时, 考虑投入、需求、运费和经济结构; 在分析区位竞争

结果时, 讨论了向心力和离心力; 在多区位的动态模型中, 以自组织理论研究经济系统等。

结果表明, 低运输成本, 高制造业比例和明显的企业规模经济, 利于区域集聚形成。

4　克鲁格曼经济地理研究的特点

4. 1　研究方法特点

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分析, 多采用规范模型方法。首先, 他根据所研究问题, 进行分

析条件的简化假设。基于这些假设, 进行十分严谨的分析。因此多数观点伴以严格的数学

证明。如果简化假设基础上的抽象分析与实际有出入, 将对这些假设条件进行修改
[ 4]
。

与此比较, 现在, 多数经济地理学分析已经放弃规范分析模型, 一些西方经济地理学

家更加倾向于对现实世界进行不同型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从政治经济学观点看, 克氏的

分析方法存在明显不足: 一方面缺乏对社会经济总体大环境 (尤其是生产关系) 的考虑; 另

一方面, 对历史长期过程的演变也未给予重视。

4. 2　对生产方式的侧重特点

一些经济地理学家认为, 在当今现实世界中, 大宗生产与柔性生产并存, 大企业与中

小企业并存
[ 9]
。经济地理学中新产业区的研究, 带动一部分学者更加关注柔性生产方式, 以

及相应的中小企业集聚现象 [ 10, 11]。对中小企业区域集聚的研究, 又带来了对生产活动外部

经济的重视, 甚至一些学者指出, 内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已被不断增加的市场不确定性

和快速的技术变化所减缓
[ 12, 13]

。

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研究则侧重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侧面, 即强调垄断市场结构。他的

许多模型建立在这一假设以及相应的内部规模经济之上。尽管这些假设并不完全与现实世

界一致, 但有些情况下, 对特定的研究对象 (如大型企业为主体的地区) 仍有重要意义。

4. 3　对生产网络的关注特点

随着生产组织关系的发展, 公司之间的合作日益加强 [ 14～16]。然而, 在大公司增长与当

地企业联系的方式上, 克鲁格曼的研究与常规经济地理学研究也有明显不同。在经济地理

学新产业区研究中, 由于对柔性专业化的强调, 从而总体上忽视了不断增长的公司结构内

部化和全球化。在组织网络上, 主要关注大公司与产业区的相互作用方式。与克鲁格曼的

市场规模效应不同, 它更强调公司与当地网络的相互作用。

在克鲁格曼的研究中, 更加强调大型公司的内部增长。在组织间联系上, 克氏强调市

场联系, 忽视公司活动产生的非物质联系 (如信息、技术联系) 和非正式联系 (如人际关

系间基于信任的联系)。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 克鲁格曼的研究与经济地理学中的新产业研究、政治经济学

研究均各有不同侧重。经济地理学一方面应通过这些不同观点之间的交流, 使其理论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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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另一方面, 也可根据所研究的对象和目的不同, 有倾向地选择研究方法, 以充分利

用这些研究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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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Paul Krugmen's economic geography

LI Xiao-jian, L I Q ing-chun

( College o f Env ir onment and P lanning , Henan U niver sity , Kaifeng 475001,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 s the main concepts on economic geogr aphy developed by Paul

Krugman since the 1980s. Special at tent ions ar e given to three areas of his contr ibut ions:

new tr ade theory, crit icism on the f ive traditions o f econom ic geog raphy and spat ial mod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Final ly, some comparisons are prov ided betw een Krugman's

ideas and the conventional economic geog raphy.

Key words : Paul Krugman; economic geogr 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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