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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不同，

经济地理学曾产生了不同的学派，如芝加哥学派、

加州学派等［1-2］。进而，地理学具有区域性、综合性

和本土性的基本特性，地理学发展具有深刻的国家

特征［3］。如果一个国家具有独特的经济地理学思

维方式或独特的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形成机理，也可

以形成富有国家特色的经济地理学。德国、法国和

前苏联的经济地理学曾形成一定的国家特色［4］。

从一些方面来看，中国特殊国情可望造就中国

特色的经济地理学。从思维方式看，中国经济地理

学注重“人—地和谐”的文化传统［5］，强调经济地理

学科的地理学属性或自然科学特征［6］，学科的研究

方向紧密结合国家需求［3］，学科的发展注重对国家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与国际上主流的经

济地理学明显不同。从经济活动空间格局形成机

理看，中国强大的政府力量、特殊的政治制度（包括

非党派更替、经济发展政绩与官员升迁关联、各级

政府主要对上负责等）以及从中央到乡村（居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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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ic geography as a field of research in a country can formulate a specific paradigm when the research

logics and the mechanisms of the formation of spatial economic structure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s. Economic geogra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three major foundations. Firstly, it presents the economic geographical facts along with

its long-last fast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which may be explained by alternative theoretical theories outside

the theory from the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Secondly, economic geography in China is regarded as sub-discipline in

geography rather than a field of social science in most western countries. And finally, it emphasizes the effects of Chinese-

specific political system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n economic geographical phenomena. This particular family of

economic geography values the inherent geographical component, the requirements and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balance, and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man and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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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级分明且层层全面负责的管理体制，对经济活动

空间格局和区域经济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

世界各国中十分特殊［7］。同时，中国文化传统中对

政府的依赖和崇拜，使得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农户

等）在决策中较多考虑政府的导向和政府机关决策

人的偏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解释

框架。

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不是具有特殊性的中

国经济地理。各地的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社会经

济条件不同，必然造就不同的经济地理。但如果这

些经济地理格局可以用多数国家学者认可的理论

框架来解释，特殊的经济地理并不一定形成特殊的

经济地理学。进而推理，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并不一

定带来经济地理格局解释中的特殊性，而社会文化

环境的特殊性则在经济地理格局特殊理论形成中

起着重要作用。

以下从发展阶段、学科定位和社会文化三个方

面探索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的特殊之处。

1 持续跨越发展与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

1.1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地理学

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处的发展环境

不同，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同，发展的目标不同，可能

会影响经济地理现象的形成机理。同时，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和科学进步，还会出现新的因素，使原有

的理论解释出现困难。与此相应，经济地理学研究

也呈现阶段性特征。

1.1.1 关注焦点不同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经济地理学研究主要

关注增长，如杜能、韦伯、克里斯泰勒及廖什的古典

区位理论，以及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的出发点就是经

济空间格局与资源利用效益。中国过去的发展中，

主要以经济规模的扩大为主要目标，并且重视资

源、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刺激经济增长。受此影响，

经济地理学开展的工业布局、农业区划、区域规划、

企业集群等研究的宗旨大都是如何促进经济规模

持续扩大。而在后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的许多外

部性显现出来，如区域贫富差距问题、衰退地区问

题、环境污染问题、资源枯竭问题等，经济地理学更

关注区域之间的协调以及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

环境的协调。

1.1.2 考虑因素不同

早期阶段，经济地理学所研究的影响因素比较

简单。随着经济发展，解释经济地理现象发生的影

响因素逐步增多，并且由硬到软、由单纯的地理或

经济因素到社会、文化、制度等因素。如新产业区

理论、集群理论、区域创新系统理论更加强调行为

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技术、社会文化和制度因素对

经济空间系统的影响［8］。相比于发达国家，由于资

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拘束作用，中国经济地理学

还是比较重视资源条件和物质因素对经济地理现

象形成的作用。如在区域发展研究中，尤其是实践

中，资本、技术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备受重视，而

社会、文化的作用则一度被忽略。

1.1.3 思维方式不同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技术和生产方

式、组织方式不同，与此相应，人们研究问题的视野

范围和思维方式也不同。反映在经济地理学中，可

表现为研究方法、观察手段、分析逻辑等发生变

化。如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为追求生产率提高，

标准化大批量的福特制生产组织方式占主导，相应

地企业逐渐变大；在后工业化阶段，为满足消费者

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使得弹性专业化、后福特制生

产模式更有竞争力。在后工业化阶段，随着互联网

和通讯技术的快速变革，人们对经济空间现象的关

注方式发生改变，全球价值链理论及地方专业化理

论成为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在这样的背

景下，规范、实证思维、结构主义理论等均可用于经

济地理研究。而在过去发展历史上，不同阶段曾强

调相应的研究思维。

1.2 相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经济地理学

与历史时期同一阶段的发达国家相比，当前处

于该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理学，会面临一些不

同的发展条件。如在经历经济工业化中期阶段时，

中国的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条件与特点，就明显不同

于当时处于该阶段的英美等发达国家。

1.2.1 后发优势的影响

与发达国家的相同发展阶段相比，发展中国家

在经过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相同工业化阶段时，拥

有一些特殊有利的条件，即后发优势［9-10］。这种后

发优势作用于经济地理现象，形成独特的经济地理

形成机理。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技术的模仿、引进

或创新，最终实现技术和经济水平的赶超［11］。因

此，同样是工业化阶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理学

特别重视来自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区域发展的影

响研究，注重全球化与地方关系的研究。

1.2.2 资源环境条件的影响

发达国家在先期工业化的过程中追求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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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带来了很多外部性问题，如能源消耗、环境污染

等等，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后发展国

家在发展中面临发达国家在相同发展阶段很少考

虑的资源环境问题，必须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

相协调。也就是说当后发展国家实现工业化时，人

们对资源环境的意识已完全不同于发达国家同一

阶段。世界不断增强的环境意识，使得发展中国家

的工业发展受到国内人民关注的同时，也受到有话

语权的发达国家的特别“关注”（图1）。在图1a中，

不同时期的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都会带

来一定的资源消耗变化。一般来说，随着工业化资

源消耗逐渐增加，到一定时期后会逐渐有所减少。

但是，世界上对于资源过度利用和环境污染的关切

程度在不断增长。虽然国家间多少有所差别，但总

趋势是一致的（图1b）。由此带来的结果，不同时段

的工业化国家带来的资源环境影响会逐渐减少（图

1c），或者是迫于人类的压力，或者是技术进步的影

响，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图1 不同阶段对资源环境的关注程度及其影响程度
Fig.1 The impact on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1.2.3 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

后发展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发展同一阶段处于

不同的世界地位，可利用的资源、市场等也有很大

不同。如英美工业化时，在世界上处领先格局，可

充分利用各地廉价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获取超额

利润。然而，中国在进入工业化阶段时，与发达国

家在多方面有较大差距，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处

于工业化大发展阶段，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在全球

产业整合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和资

金优势占据价值链的高端，发展服务经济，而发展

中国家只能以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进入全球生产网

络，沦为“世界工厂”。并且发达国家利用其强大的

综合实力，构建并维持有利于他们的国际经济、政

治秩序，致使许多后发展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缺乏稳

定的发展环境，如贸易壁垒与不平等、技术封锁，甚

至地区冲突等。

1.3 快速发展中的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

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实践为经济地理

学研究提供了宏大的舞台，如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

转型，快速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问题、社会问题，

融入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中，等等。更值得关注的

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30多年快速经济发展实现

了发展阶段的赶超。其中出现了许多赶超中独特

的经济地理现象，同时，也累积了发达国家几百年

里逐渐出现的问题，以至于中国地理学家做了很多

实际工作，却无暇静下来进行理论的系统思考，但

中国经地理学家从来不缺乏思想。总的来看，经济

发展是中国经济地理学研究的主题，但后发展与快

速发展的时空叠加，造就了中国经济地理学的一些

独特研究特征。

1.3.1 区域增长与可持续发展

1990年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在一定程度

上是对发达国家“先经济增长，后环境治理”工业化

道路的事后反思，却在未完全实现工业化的中国深

入人心。原因在于中国是后发展的大国，经济快速

增长对全球环境的影响“举世瞩目”，再加上国人及

全世界环境意识的不断增强，使中国经济地理学者

较早考虑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因此，从

199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就开始探讨区域可持续发

展问题［12-14］，新世纪我国学者从区域承载力［15］、生

态经济［16］、碳排放［17］方面深入研究可持续发展问

题，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中研究可持续发展

的典范。

1.3.2 全球化与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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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来，全球化力量对我国区域发展及

其空间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有学者认为全

球化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我国经济空间结构。但是，

与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不同，中国是外资汇集和角

逐的空间，而不是流出资本控制世界资源和市场。

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接受全球化“好处”的同时，必须

忍受和克服其带来的“坏处”。相关研究关注了全

球力量对中国经济地理影响的同时［18-19］，也逐渐研

究地方生产网络与全球的建构和有机联结，发展学

习型产业区等［20-21］。

1.3.3 效率与区域关怀

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一直在关注空间上效

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强调效

率优先，资源在少数条件好的地区集中，促使这些

地区获得快速增长。但很快导致区域之间社会经

济差异不断扩大、矛盾日益显现，这不仅影响到社

会整合，也影响到经济持续增长的潜力。随着中央

政府日益关注区域问题，我国学者提出了区域关怀

思想［22］。认为经地理学研究应该关注区域发展阶

段的差异，关注区域优势的发挥，关注落后地区发

展，关注特殊问题地区的发展。做到以各地的自

然、人文和制度资源的最有效利用为基础，使区域

特点得到发挥，区域优势得以体现，同时区域的发

展不应该以牺牲其他区域的发展为代价。为此，经

济地理学研究应该转变研究的立足点和研究思

维。转变研究中的工业、城市和核心区域、强势个

体、大型企业、能人偏向，重视农业、农区和弱势

群体。

2 学科定位与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

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地理学的社会科学特性

明显，中国的经济地理学则强调自然科学特性。这

不但体现在中国经济地理学的学科定位上，还体现

在其知识背景、研究内容和实践方面。这是中国特

殊的国情条件下的需要（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人口

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等），也是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对

经济地理学科的特殊贡献。

2.1 西方经济地理学的社会科学特性

2.1.1 学科的社会科学定位

西方经济地理学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自区

位论开始就带有典型的社会科学传统，农业区位

论、工业区位论和市场区位论等主要源于经济学家

的贡献，增长极理论、核心边缘理论也都是由经济

学家提出；到 1980年代经济地理学的制度、文化、

关系、尺度等多维转向，尤其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提

出，更强化了其社会科学特性。不仅许多人文地理

学家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科学，甚至一些地理学家也

把自己看作社会科学家［23］。借助人文社会科学的

方法论，西方经济地理学强调经济的社会和文化特

点，并引用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来分析经济空

间问题的影响等，如劳动地域分工借用马克思主义

生产关系理论，新产业空间借用经济学中的柔性生

产概念，网络研究中借用社会学家的社会根植性等

概念等。

2.1.2 研究成果的社会科学归属

在欧美一些国家，地理学系多数设在人文或社

会科学学院，经济地理学毕业生可授予文学学士、

硕士和哲学博士。经济地理学家可评选社会科学

院院士。在研究成果的学科归属方面，美国地理学

家协会会刊AAAG、Professional Geography，英国地

理学家协会会刊 Transac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
ish Geographer和澳大利亚地理学家协会会刊Geo⁃
graphical Research等均为 SSCI源期刊。这些综合

刊物中，自然地理文章所占份额在逐步减少［1］。

2.2 中国经济地理学的自然科学特性

2.2.1 学科的自然科学定位

经济地理学是自然、技术、经济三者之间的边

缘学科。在学科分类中，地理学长期被认为属于自

然科学，经济地理学作为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当然也

属自然科学。在国家级项目资助方面，多数在经济

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来自于自然科学基金。在研究

对象上，注重研究地球表层人类经济活动与其他地

理圈层的关系。在研究范式上遵循地理学范式，侧

重综合思维方式［24］。

2.2.2 成果的自然科学属性

中国地理学的主要专业刊物包括《地理学报》

《地理研究》《地理科学》《地理科学进展》等刊登经

济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文章，但有一定自然科学倾

向，尤其是《地理学报》及其英文版《Journal of Chi⁃
nese Geography》以入选SCI源期刊为发展目标。经

济地理学成果也力争通过鉴定，申报自然科学类

奖项。

2.2.3 学者的自然科学背景

国内经济地理学者多数为地理学专业背景，大

多受到系统的地理学训练，自然科学知识比较坚实

（而欧美一些经济地理学家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知识

较强）。中国经济地理学者自然科学与社会经济的

双重背景，激发他们一直以来都比较注重经济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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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与自然环境圈层要素间的相互关系，甚至一些

地质学家也涉猎经济地理学研究，并有独特建树

（如叶大年提出经济地理现象的对称分布理论［25］）。

2.2.4 研究内容具有地理属性

西方经济地理学虽然相继经历了古典区位论、

经济空间分析、新经济地理学，乃至文化转向、制度

转向、关系转向和演化转向，研究的核心还是关注

区域经济的发展变化、空间组织及其相互作用，强

调经济活动或区域之间的空间关系。而中国经济

地理学非常重视研究经济活动与其他地理圈层的

关系，包括经济活动与自然地理圈层间的关系以及

经济活动与人文社会圈层间的关系，进而研究经济

圈层内各亚圈层（工业、农业、运输业等）关系及经

济圈层内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图2）。

图2 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与西方经济地理学对比
Fig.2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economic geographies

2.3 中国经济地理学的不同实践

尽管西方地理学者从一开始也从不同角度探

索人地关系，且先后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或

然论”、“调整论”和“文化景观论”等观点，但中国经

济地理学者从地理学角度或自然科学角度对经济

活动与环境进行了持续研究并有不少独特的成果。

2.3.1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

吴传钧［26］提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地理学

的研究核心，同时指出涉及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不

仅仅限于地理学，但唯有地理学以地域为单元，着

重研究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

以地球表层一定地域为基础的人地关系系统，是人

与地在特定的地域系统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

的一种动态结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的总目

标是为了探究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及系统的整体

行为与调控机理，从空间结构、时间过程、组织序

变、整体效应、协同互补等方面去认识和寻求全球

的、全国的和区域的人地关系系统的整体优化、综

合平衡及有效调控的机理。

2.3.2 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陆大道［12］曾指出可持续发展研究是新时期经

济地理学的一个主要方向，要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研究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通过不同类型区域经济增

长和生态环境演变的系统分析和过程模拟，在数量

上揭示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质量的相互关系，提出

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空间尺度区域的经济发展与生

态环境协调的途径和可供选择的模式。中国经济

地理学者对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的

贡献较西方尤为突出，其核心问题在于要理顺人类

经济活动与自然的关系，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

发展，这一点与西方经济地理学有很大的区别。

2.3.3 资源要素综合开发研究

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地理学者围绕国土开发开

展了大规模的资源调查和区划工作研究，包括农业

地理调查、流域规划、农业区划等。从关注于对土

地、气候、草场等农业资源和铁、金属、煤、石油和天

然气资源的调查和评价转向对区域发展决策方案

的研究等。主体功能区划可以算得上是21世纪前

10年中国经济地理学为各地资源环境综合利用做

出的重要成果。樊杰［27］提出基于地域功能的属性，

科学识别主体功能区，特别强调区域资源和环境基

础上的每个功能区的空间均衡，区域发展状态的人

均水平值大体相等。

2.3.4 经济活动单元与基本空间单元

一些学者借鉴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还原论原理

进行经济地理学研究，把复杂的经济地理现象还原

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及其组合。指出在工商业

为主的区域企业是基本组织单元，在不发达的农村

地区农户是基本的生产单元，并相继展开了公司地

理和农户地理研究，从空间角度，探索了聚落作为

农村地区经济地理学的基本单元，从地块角度研究

聚落人地关系，从点位角度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7］。

3 社会文化环境与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

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有别，政府与经济活动的

关系有所不同。大致上，西方国家的人民把政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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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看作是民主制度的一种表现，中国人民则把政府

作为权力的象征；欧洲历史上，教会权力、贵族权力

以及商会权力等都曾挑战政府的权威，而中国传统

上除了改朝换代之外，官权没有强大的制衡势力。

由此延续，在经济活动中，西方多数国家政府很少

进行直接干预，经济空间格局主要由市场决定。中

国由于特殊的政治制度，在计划经济下，政府是经

济活动的主体参与者；改革开放后，政府还在许多

方面参与经济活动，政府调动、配置资源的能力很

强。尤其是中国的“官本位”文化又加重政府在经

济活动中的作用。

3.1 中国特殊政治制度影响

中国特殊政治制度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经济空

间格局产生影响，进而使中国经济地理学具有特殊

运行机理。

3.1.1 政府对经济空间格局的强大影响

中国政府具有较大的资源分配权，可以影响很

多经济活动空间布局。一方面，政府通过控制国有

企业以及建设项目的审批，影响着资源和资金的流

向以及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如，“一五”期间国家

的156项重点工矿业建设项目，均由中央政府选择

其区位；1960年代，按照“三线”建设思想，一大批重

点项目布局于中西部的山区和偏远地区；西部大开

发过程中，中央政府引导国有企业参与西部地区交

通、能源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政府

通过确定经济目标和制定经济政策，影响经济活动

空间格局。如，建国以来，为了促进工业和城市的

快速增长，国家实行“以农补工”的政策，财政支出

结构具有明显的“城市偏向”特征，导致城乡发展差

异逐步扩大。1949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明

显受制于相关的区域政策（表1）。这在世界各国中

十分罕见。此外，在政策实施上，下级政府对上级

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普通民众负责，强大的自上而

下的执行力（选举制对下不对上），使决策快速高效

落实；在经济制度改革过程中，上级政府可以先试

点再推广的改革模式，可总结好的政策推广。这进

一步加强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执行力。

3.1.2 层级政府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下，各级官员升迁往往与

政绩挂钩，而政绩中经济发展占十分重要地位。由

中央到乡村（居委会），各级政府层级责任分明，并

且对资本、土地等企业所需的重要资源都有不同程

度的控制权。鉴于此，各级政府官员会竭尽全力运

用所控制的各种重要资源引导相关企业投资，促进

区域经济发展。譬如，郑州富士康的建立展示了政

府的决定性作用。从协议签订、审批、海关备案、厂

房建设到投产，政府设立专门的工作小组快速高效

地处理建厂流程。郑州给项目提供了 10km2的土

地，负责征地并以几乎零地价出租给企业。河南省

政府在全省进行富士康的专项招聘工作，将富士康

招工作为重要任务下达给各级政府。企业除享受

“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还可得到每

美元 0.01、0.02、0.04元的出口补贴［30］。与此相应，

各个地方政府组织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的差异也

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比如，上

级政府需要进行项目布局时，在多个候选区位中选

择哪一个，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争取资源的

能力。

3.2 中国特殊文化影响

3.2.1 民众对政府的崇拜和依赖

中国民众以与西方民众非常不同的观念看待

政府。西方民众把政府看作是不受欢迎者，认为其

权力需要受到限制；中国民众把政府看作是父母

官，一家之主，家中长者，这种观念以不同的方式深

入社会，形成一种新型的思维模式。企业在与政府

的关系处理中以服从政府为主。由此影响了经济

活动决策主体的决策自主性，使得不少生产要素随

政府的政策导向而流动。尽管近年来政府不断减

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但是民众对政府依赖的传统

仍根植于社会各种活动之中。譬如，为了迎合国家

西部大开发的需要，沿海地区企业纷纷加大与西部

地区企业和政府的经贸往来，参与到西部地区的道

路、水利、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中，甚至到西部地区

投资建厂。再如，为了迎合国家精准脱贫的战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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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49年以后区域政策及空间效果
Tab.1 The regional policy and spatial effect after 1949

时间

1949—1972
1973—1978
1979—1992
1993—

区域政策导向

国家安全目标

第一次向沿海推进

发挥优势，全国经济增长

地区协调发展

空间效果

重点建设老工业基地；突出“三线”建设（四川、贵州和“三西”地区）

促进东部及中部部分基础较好地区发展

促进沿海地区发展；逐步向中部地区转移

全方位开放，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

注：据陆大道［28］、魏后凯［29］等人的著作整理。



要，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集团主动与一些地方政府

（河北省、河南省等）合作，实施“互联网＋扶贫”，建

设专门信息平台，实现帮扶主体与对象的精准对接

和扶贫资源的精准配置。

3.2.2 家族（或人际关系）网络的特殊作用

家庭在中国社会经济组织中起着十分重要的

作用。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人除了家

庭，没有社会。就农业而言，一个农业经营是一个

家庭。就商业而言，外面是商店，里面就是家庭。

就工业而言，一个家庭里安了几部织机，便是工

厂。……”［31］。中国家族和人际关系深入经济活动

之中，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如，一些产业集群的形

成主要靠家族关系扩散［32］。人际关系在区域发展

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据公开报道，王珉原任苏州市

委书记，获得许多苏州政府资源，在任吉林省长、辽

宁省委书记时，大量江苏企业北上投资［33］。其他类

似例子很多。

3.3 文化对经济地理学研究思维的影响

思维方式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

理论，主导着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向。毛泽东关

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论述，邓小平基于中国国情对

发展理论的独到凝练方式，对经济地理学家的研究

思路和思维方式均会产生重要启迪。同时，儒家思

想在中国科学研究中仍潜移默化地产生着影响［34］。

例如，儒家思想强调社会和谐，主张全面、辩证地分

析问题。天人合一观念是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

华传统文化的理论核心。由此演变而来的人与自

然和谐的观点，必然影响以人地关系为研究对象的

地理学研究。此外，也应该注意在中国传统文化

中，儒家的宇宙、天地、社会等观点（天不变道亦不

变），反对竞争、反对探索和冒险观点（天地君亲

师），以及几十年来相关的思想体系、教育模式的熏

陶和约束，限制了人们的创新能力。这同样也会在

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反映出来。

4 总结及进一步讨论

根据以上讨论，反映发展中大国快速发展的经

济地理特殊事实并给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理

论解释，基于地理科学的研究框架并吸纳经济学的

相关理论，强调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对

经济地理现象的重要影响，可作为中国特色经济地

理学构建的三个重要基点。沿着这三个方面拓展

的中国经济地理学具有与西方经济地理学不同的

思维方式和理论解释框架（图3）。

图3 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与国际经济地理学的差别
Fig.3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eographies

在思维方面，与西方经济地理学多依据规范思

维模式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更强调传统价值的延续

性、对人际关系的依赖性、对政府的敬畏，这些在很

大程度上制约着个体的空间经济行为，制约着区域

发展。在经济行为形成机理方面，自然地理现象与

经济地理活动的相互作用影响经济空间格局，政府

对经济区位和区域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际

关系与经济关系密切关联。尤其是政府的影响力

通过不同层级向下传递，各级政府把相关区域的经

济发展作为其执政的最重要绩效之一，加大着社会

文化力量对经济活动区位及区域格局的影响。

如果说西方经济地理学侧重于经济活动的空

间分析的研究，那么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在该空

间分析之外，重视政府和传统文化在经济地理中的

重要作用，重视国家需求导向；重视自然地理因素

的影响，重视经济地理学的地理学属性；重视经济

发展和区域协调（图4）。

图4 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解释框架
Fig.4 Explanatory framework of economic geogra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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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特色的经济地理学研究中，要注重研究

的模式创新。在总结过去“引进理论—结合中国实

际研究—理论总结”的基础上，尝试采用另一种模

式，即从实际出发，不带认可框框，锁定在世界有特

殊意义的中国特殊经济地理学研究问题，在深入剖

析的基础上，提出解释这种现象的特有理论，然后

与国际相关理论比较，凝练理论创新［35］。

中国特色经济地理学可以多方面切入，以上三

个方面的考虑只是一种探索。中国经济地理研究

有许多独特问题，这些研究都会对国际经济地理学

发展有所贡献。我们希望在中国进行经济地理学

研究中，通过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和中国特色的经

济地理现象形成机理的凝练，建设中国特色经济地

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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