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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和地理学对区位论发展轨迹的影响

张文忠　　张军涛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　本文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 论述了区位论的发展轨迹, 区位论与经济学和地理学

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的异同, 以及相互之间的促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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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学是区位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不同于地理学, 经济学长期以来忽视空间的研究。经济学大师马歇尔 (A 1M rshall) 曾

讲过: 几乎所有经济问题的主要困难是时间因素——比起空间对经济行为的影响, 时间是

最基本的因素[1 ]。由此可见, 经济学家虽然认识到了时间因素对经济行为的作用, 但是仍无

视空间的影响。笔者认为, 古典学派经济学者对经济空间忽视的主要原因, 一是他们假定

了一切经济活动在所有的空间以同一水平发展, 经济行为在空间上是同质的变化; 二是他

们假定了资本和劳动是自动地向能够得到高利润和高工资的地域移动; 三是他们忽视经济

事物克服空间移动所带来的费用即运费的研究, 也就是说, 认为生产要素不需要费用, 瞬

间可由一种活动转移到另一种活动。

不过, 从 19 世纪末开始, 经济学家对区位问题的研究不断增加, 如杜能 (J. H. T hunen,

1826) 龙哈德 (W. L aunhard t, 1885)、韦伯 (A. W eber, 1909) 、郝特林 (Ho telling,

1929)、帕兰德 (T. Palander, 1935) 和胡佛 (M. Hoover, 1937) 等学者[2 ]对区位论的建

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使得区位论在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以至于国际贸易学家

俄林 (B. O h lin, 1933) 在其大作《地域间和国际间的贸易》一书中曾指出: “区位论比国

际贸易理论具有更广的研究范围, 国际贸易理论不过是一般区位理论的一部分”, 而且, 他

认为: 土地经济学也是区位论的一部分[3 ]。

但是, 从区位论发展轨迹来看, 它始终是追随于经济学, 经济学的每一次理论革命都

推动了区位论的发展。韦伯在研究经济区位问题时, 其着眼点是追求生产成本最低, 换言

之, 他的区位选择的原理是根据成本最低或者生产费用最低的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不过, 从

经济学角度出发, 降低成本有多种方式, 如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内部集约化生

产或者从管理角度来想办法。然而, 区位论所讲的降低成本是与空间相关, 如降低运费

(与距离有关)、劳动费用 (存在空间差异) 等使整个生产费用得到节约, 寻找最佳的生产

区位即运费和劳动等费用最低点也是古典区位论研究的中心所在。但这一点恰恰是杜能、韦

伯之前的经济学者常常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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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世纪 30 年代是区位论的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 当时经济学正处于一个非常活跃的时

期。在价格论领域当时盛行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对区位论的发展影响尤其重要。如 1929

年郝特林发表了“在竞争中的安定”一文, 1933 年张伯伦 (Cham berlin) 出版了《垄断竞

争理论》, 同年罗宾逊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4 ] , 这些理论当然并非为区位论所著, 但

对区位论由完全竞争走向不完全竞争无疑是一大推动力量。不完全竞争最简单、最典型的

一种形式是空间竞争, 即在不同空间的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深受郝特林的理论影响的区位

论学者帕兰德本意是想把不完全竞争的概念引入区位论研究中, 试图以价格为变量研究区

位空间的均衡。但他是在需求一定, 费用可变的条件下, 分析企业间在空间竞争中市场地

域的占有问题。因此, 仍未摆脱费用最小化的束缚, 这一点在胡佛的区位理论中也有所反

映。另外, 在郝特林和张伯伦这样的经济学大家的作品中, 也对区位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特别是郝特林发表的“在竞争中的安定”一文是区位论研究者的必读文献。由此可见, 在

当时经济学和区位论间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杜能和韦伯等的区位理论主要是从供给角度来分析区位选择, 而企业追求销售量最大

的区位选择, 或者说从需求角度研究区位模型的内容仍未涉足。本世纪 40 年代, 德国另一

位经济学家廖什 (A. lo sch, 1940) [5 ]认识到了这一缺陷, 从需求因子出发, 对区位选择进

行了详细的分析, 这意味着区位论由完全竞争市场区位论向不完全竞争市场区位论的发展,

但他走了另一个极端, 事实上忽视了供给问题。

廖什区位论的特点是以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经济理论和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为基

础, 以瓦兰斯的一般均衡经济学为指导, 从不完全竞争角度研究一般均衡区位理论, 这是

廖什与他之前的区位论学者在研究区位论上的区别所在。但正如笔者反复强调的那样, 经

济学者是忽视空间来研究经济行为问题的, 廖什的区位理论同样具有类似的倾向, 尽管他

研究的问题是属于经济空间问题, 但他所讲的空间只是一个毫无色彩的空间, 也就是说他

忽视了地理空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廖什的区位论不是说明在现实世界中经济活动的区位, 而是试图研究在现行经济学理

性的假设条件下, 怎样的区位模型能够满足均衡状态一定的诸条件。他的基本哲学是认为

在混沌的经济世界背后, 存在着秩序、规律和原因。同时, 廖什受经济学家拉瓦斯的均衡

经济理论的影响, 试图把这种思想引入到空间经济分析中, 建立所谓的区位一般均衡模型,

他的这种研究偿试对以后的区位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知, 区位论的发展始终与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联系, 确切地说经济学的

理论是区位论研究的理论基础, 区位论由完全竞争走向不完全竞争, 由部分均衡发展为一

般均衡其理论基础是经济学。

不过, 经济学是一个“点”的世界, 而区位论是一个“面”的世界, 尽管它们之间具

有许多共轭部分, 但差异是明显的。区位论不是去研究这些具体的经济理论, 而是应用经

济学理论去研究空间问题, 区位论研究的主体是经济空间。

2　区位论与地理学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异同

传统的地理学属于个性记述的科学, 因此, 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以记述和描述的手法

来表现地理空间的差异性。对具体问题的分析, 也常常是按照归纳的思维方法来总结,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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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地理学中很难看到有法则、规律和模型等科学性和逻辑性强的理论。当然, 这也与学

科特性有关, 但是, 横向比较一下, 就不能不承认地理学的确与其他科学相比存在着一些

问题。比如学科分化庞杂, 而且缺乏统一各学科的共同的理论基础。任何一门学科只要与

空间相关联, 就可称为是一门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当然, 一方面可能表现出地理学的开放

性和繁荣性, 但是, 另一方面不也说明了地理学的不完善性和不成熟性吗?

研究对象和方法决定了一门学科的体系特征, 因此, 正确和完善的研究方法对学科的

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到本世纪前半期为止, 地理学基本上受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

(H et tner) 的地理思想和方法所支配。“只有地志才是地理学的目的”这一观点成为整个世

界地理学界的主流。美国地理学家哈特向 (R. H artsho rne, 1939) 继承并发展了赫特纳的

这一观点, 该学派的最大特点是重视各个地域的个性记述。

赫特纳的思想深受 19 世纪末德国西南学派 (新康德学派) 哲学家如狄尔泰、李凯尔特

的影响。该学派的哲学家把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 认为两者的本质差异在于: 前

者是关于法则命题的科学, 而后者是个性记述的科学。强调对地域个性记述的地志学派实

际是新康德学派的观点在地理学界的发展。在德国西南部执教的赫特纳当然深受该学派的

影响, 他认为地理学就属于人文科学, 即属于个性记述的科学, 而区域地理学是地理学的

核心, 强调地志学的地位。赫特纳的这种思想甚至都影响到现在[6 ]。

区位论与地理学不同, 杜能在 20 世纪初, 研究农业区位问题时, 不仅采用了传统地理

学的研究方法, 即实地调查的方法, 而且运用了统计的方法, 在归纳的基础上大胆地假设,

把演绎和抽象的思维方法引入了空间的研究中, 探讨事物间的关系和法则, 寻找空间事物

的最优组合, 这说明区位论从产生就属于一门探求法则和规律性的学科。

演绎和抽象的思维方法是区位论的基本研究方法, 如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只抽象出距离

因子, 来研究农业的经营活动如何随着距离的变化而变化, 其他的地理要素基本被舍去不

考虑。而韦伯的工业区位论主要是抽象出运费 (距离) 和劳动费 (劳动) 两个因子, 把其

他因子作为已知条件舍去而构建了他的“工业区位纯理论”模型。“抽象什么, 舍去什么”

常常是研究问题的关键, 当然, 抽象的因素必然是对该经济事物的空间活动起决定作用的

因子, 舍去的一般是固定的、已知的和相对作用较小的因子。

地理学的最大特性是地域性和综合性。对于地域个性的描述历来就是地理学的长处, 而

综合地评述地理事物也是地理学的优点。描述和综合的思维方法无疑都是研究客观世界的

重要方法手段, 但仅停留于此, 很难透过现象抓住事物的客观规律性。当然, 我们不能否

认某些学者另辟溪径, 从事新的创新, 如克里斯泰勒就属于此, 但是就传统地理学整体而

言, 仍停留在地理事物的个性描述和记述上。

思维的革新是科学发展的前提之一, 这一点科学史已作出了论证。地理学面对庞杂纷

繁的地理事物, 采用归纳和综合的手段固然必要, 但是, 抽象和演绎的思维方法也同样重

要。透过地理现象掌握其空间形成和演变的规律, 建立相应的模型, 并模拟地理现象, 追

求空间法则将是地理学创新的一个课题。

经济学的发展受经典物理学及天文学的影响较大, 在研究方法上也紧紧跟随其足迹, 即

抽象和演绎 (假设- 推论) 的方法。当然, 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的抽象是在

实验室中, 剔除干扰因素的装置和条件下, 追求事物的可能状态或者各种关系。也就是说,

在实验的装置和操作下, 经过物理化学的手段抽象出研究问题的要素, 分析其职能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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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经济学在分析经济行为时, 当然不是通过实验, 而主要是依靠高度的抽象力。抽象可

以说是经济学中最主要的思维方法。

经济学的发展史虽较地理学短, 但现在经济学的发展已达到了非常完善的地步。理论

的系统性、完善性, 研究方法的成熟性、多样性, 解决问题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 这一切

都是地理科学所不能相比拟的。正如前文所述, 地理学由于长期囿于记述性, 仅仅停留于

现象的分析上, 而忽视了地理事物法则性的探求, 因而成为一门普及性的科学。与此相反,

经济学是以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实证科学, 它研究的是经济事物的运行机制和法则

性。

3　现代地理学与区位论的发展互相促进

前文已谈到传统地理学主要属于个性记述的科学, 研究方法以归纳和综合分析为主。但

是, 从 50 年代之后, 许多学者开始对传统的地理学进行反思和批判, 认为地理学也是研究

法则和命题的科学。美国地理学家谢菲尔 (Schacfer) 1953 年发表的《地理学的例外主义—

方法论的探讨》一文中, 批判了哈特向的观点即“与其他科学追求法则性相比较, 地理学

是例外的, 方法论是独特的”。实际上, 地志学派所说的地域是“唯一的事例”, 与其他地

域不存在着共性, 而现实中地域间是存在着一定的共性; 另外, 只追求地域的个性 (地域

性) 是不可能得到法则的。谢菲尔突破了这一点, 他主张地理学是关于空间法则和命题的

科学, 标榜“作为空间科学的地理学”, 并且把逻辑实证主义 (科学哲学) 哲学引入了地理

学, 对赫特纳和哈特向的地理思想进行了批判。因此, 以 1953 年为界, 地理学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

从 60 年代开始, 把法则和命题作为地理学追求目标的地理学者开始大量的应用计量方

法研究地理事物, 这个时期地理学界的变革也被称为“计量革命”。传统地理学缺少可测定

的量的概念, 因此, 很难验证。可测定性与实证性密切相关, 在提出的某种假说中, 如果

包含着不能测定的概念, 实证是很困难的。近代经济学舍去了因人而不同的“价值”的概

念, 通过“货币”这一可测定的概念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地理学如果能够暂时停止或保留

那些含糊的名词争论, 在抽象和定性上做一些工作也许会有更大的发展。

当然地理学在假说的验证上不可能通过实验来完成, 但各种条件下的模拟实验还是可

行的, 至少在实际调查数据基础上的可能性研究还是可取的。另外, 地理学的计量化不能

单纯地理解为“计量地理学”, 或者地理学的数学化, 而且也应该包括实证研究。笔者认为,

数学确实比一般的叙述要精确, 具有叙述无法比拟的演绎能力, 但是数学离不开文字叙述,

离不开具体环境的描述。地理学者如果一味地追求数学那种形式的“美感”, 必将会出现形

式独立于现实而存在的可怕结果。

纵观 50 年代之后的地理学大致有如下一些变化。 (1) 从 50 年代后期以来, 地理学的

哲学基础由新康德学派转变为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那学派。作为一门研究法则、命题性的

科学得到了迅速发展。 (2) 计量方法广泛应用于地理学, 模拟和变量分析成为地理分析的

一种手段。 (3) 空间关系中表现出的诸种过程及相互作用的研究受到了地理学者的重视。

但是, 在 60 年代末期, 美国出现了一股对实证主义地理学批判的潮流, 而且, 这种潮

流很快向世界各地扩散。他们认为实证主义地理学把人作为量来看待, 抹杀了人性,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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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背景下激进地理学 (现多称作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 和人文主义地理学就诞生了。

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产生与 60 年代末美国的社会和环境问题, 如黑人的公民权问题、

环境问题、收入和福利的不平等问题以及女性解放等问题的出现有关。其中, 曾经是实证

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邦齐和哈维 (H arvey) 成为激进地理学的先锋, 不过哈维 70 年代以后

的作品, 即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为基础研究空间与自然人之间的关系法则非常引人

注目。

与激进地理学不同, 人文主义地理学则强调“从主体来看空间”, 其研究的课题是: 展

现一个“活的空间”和包含主体意义和价质的空间, 对过去或想像的景观和场所复原或解

读其赋予的涵义, 并创造这样的空间或景观。人文主义地理学过分强调主观性, 忽视约束

人类行为的条件, 在方法上也排斥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 多少表现出一定的神秘主义的色

彩, 因此, 也受到了许多地理学者的批驳。总的来看, 从 50 年代之后的地理学界具有百家

争鸣的感觉。在 60 年代末期兴起的行为地理学对地理学和区位论的影响都很大。经济学和

区位论假定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行为主体——人类是“经济人”。所谓经济人是指人们掌握所

处环境的一切信息, 并且具有能够以稳定的选择水平正确地选择所有事物的能力。但是, 行

为地理学认为: 现实世界中的人类不可能是“超人”, 人类的意志决定与其说是在确定状态

下进行, 还不如说是在不确定的状态下进行更符合现实, 因此, 准确地说经济和社会活动

的行为主体是“概率人”。行为地理学的特点是运用知觉、认知、偏好等心理学概念和心理

学分析方法来研究和说明人类的空间行为, 如居住地选择和购买空间的选择等。行为地理

学对区位论的行为化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地理学家普雷德和若斯顿从行为角度

研究区位论的成绩非常引人注目, 以至于有人称区位论的行为研究为地理区位论[7 ]。

总之, 区位论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突破, 以及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计量化的发展, 极大

地促进了地理学研究方法的完善和理论的科学化。60 年代末、70 年代初行为地理学的发展

则使区位论的研究与实际更加接近。过去的区位论研究主要是基于人类经济行为合理性的

基础上, 因此, 在考虑经济活动的最佳模型时, 把制约条件用一次不等式来表示, 然后追

求目标函数的最大化或最小化条件下的最优解。但是, 现实的人类不是“经济人”, 每个人

不可能掌握完全的信息。通过分析决策者不确定的行为活动过程, 来研究区位选择, 无疑

在方法上是一大革新。同时, 这也说明地理学家在研究空间问题时, 尽量摒弃区位论中僵

硬的经济决定论思想, 力图追求一个充满生机的空间和人性化的经济人, 这一点可以说是

地理学对区位论发展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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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 rom the aspects of subject develop ing h isto ry, th 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urse, the com 2
mon po in ts of differen t research conten ts and m ethods arm ing the locat ion theo ry, the Econom y

and the Geography. T he relat ionsh ip arm ing them is studied also.

T he break th rough of the locat ion theo ry and m ethods and the app licat ion of m eteo ro logical

m ethods have great ly p romo ted the developm ent of the m ethods and theo ries in Geography. O n

the o ther hand, the m ain contribu t ion of the Geography to the locat ion theo ry is that the eco2
nom ic determ inism ideas in locat ion theo ry should be dism i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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