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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与中国区域空间结构优化》评介

樊 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十三五”期间，全面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区域空间结构，仍然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任务。我国将在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基础上，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

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产

业转移是要素流动的体现，合理有序的产业转移将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区域产业分工与

合作，并改变生产的空间分布形态及区域间的经济依赖关系，促使包括经济轴带在内的区域空间

结构形成和演化。因此，合理引导产业转移是调整优化区域空间结构，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的重要抓手和途径。基于这一思路，北京大学李国平教授等撰写的《产业转移与中国区域空间结

构优化》一书从产业转移和区域空间结构的理论研究出发，全面回顾我国产业转移和区域空间结

构演化历程，在不同视角和尺度下探讨了区域不同产业的转移特征和趋势，并提出以产业转移为

路径的中国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战略构想。纵观全书，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

第一，研究视角新颖。该书将产业转移与区域空间结构两者结合在一起，改变了以往多数研

究只关注其中之一的研究思路。一方面，该书总结了影响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五类主要因素，并

基于区域发展阶段视角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创新性的整合和阐释；另一方面，该书对经典的产业

转移理论及基于新经济地理的空间一般均衡理论框架所观察的相关逻辑机制进行梳理。在两者的

基础上，构建了整合要素转移和产业关联两大集聚机制的空间经济模型，作为探求产业转移与区

域空间结构相互影响的分析框架，在相关理论研究上有所创新。

第二，研究内容全面系统。该书在不同视角和尺度下，全面系统刻画了中国整体、不同行

业、不同区域产业转移和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特征和趋势。从分行业视角，该书对典型行业的产

业转移与空间结构演化历程进行了全面回顾，多角度展示了区域产业转移对中国空间结构特征变

迁的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从不同空间尺度，该书选取典型地区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包括城镇

群、大都市圈和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上，产业地理格局变化同样具有推动和影响区域空间结构演

化特征和方向的效应。相关成果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和产业转移政策制定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

的经验依据。

第三，研究成果具有重要决策价值。该书政策研究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出在区域

空间结构优化的目标导向下，中国未来应继续坚持自东向西的区际产业转移推进路径，缓解区域

发展不平衡问题。在大区层面，东部沿海地区应重点推动区域内部优势分散化的扩散式转移，促

进空间格局继续向“多核心、网络化”演化；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因地制宜地承接东部产业转

移的同时，应积极推动空间格局由“点轴”向“网络化”演化。在都市圈层面，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作为中国区域发展格局中的优化开发区域，产业转移推进的重点是在中心城市和周边

城市之间构建基于价值链分工的区域产业体系，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相关政策建议为国家重大区

域战略和产业转移政策制定提供了决策支撑。

该书以理论创新为指导，以实证分析为抓手，遵循由理论研究到实证分析、由宏观到微观的

基本原则，力图在多个空间尺度以及不同视角下对近年来我国产业转移和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趋

势和规律进行总结和归纳，对产业转移助推下的区域空间结构变迁过程进行了深入刻画，进而提

出面向区域空间结构优化的产业转移路径及其政策。该书不仅可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及产业转移

政策制定提供技术支撑和科学依据，也对国家和各地区管理部门、以及区域经济和经济地理领域

的研究者与研究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