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财经大学 MPA“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课程教学大纲 

 
 

1 

一、 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中文名称：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 

课程英文名称：Regional Economic Theory and Policy 

建议最低学分：2 学分    

建议开设时间：二年级第二学期   

 

二、课程基本性质 

本课程是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课程的专业选修课。主要介绍区域经济学的

相关理论与政策，具体包括区域的空间价值理论、空间布局结构与均衡理论、区

域经济增长理论、区域产业配置与产业组织理论、要素流动、城市经济、区域发

展战略与区域规划、区域经济政策与区域经济发展。本课程的特点理论与应用相

结合，运用一般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区域经济问题，构建区域空间价值理论和区域

经济学的逻辑架构体系，然后运用区域经济理论与分析方法，分析区域发展战略

与区域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学生应能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分析区域经济问题的思

维和能力，学会解决区域经济具体问题的方法，并能独立地进行区域经济政策与

管理方面的思考，且能较为科学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三、课程地位与作用 

 

《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是公共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的公共经济管理模块的专

业选修课程。本课程通过区域经济的基本理论的讲述，说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

不平衡性及解决对策；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现实，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

度，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方法，重点介绍区域产业发展规律和我国实现区域产

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措施等；充分掌握区域经济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包括区域

经济的基本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及可持续发展等等。 

四、课程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区位论、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产业布局、区

域产业结构优化，区际分工协作发展，区域发展战略与区域规划等相关知识，学

会区域经济研究现实问题的方法，培养创新能力，培养实际解决区域经济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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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能力。使学生建立正确的区域观，掌握简单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增强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五、课程预备知识 

本课程学习需要学生具备与本课程密切相关的公共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经

济学和管理学方面的知识。学生可以阅读一些有关经济地理学、区域分析与规划

方面的学术著作，以增强学生专业素养。 

六、课程内容与学时分配 

 

根据《公共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公共管理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公共经济管理专业方向选修课《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学分设置为 2

学分。 

本课程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增长、区域产业结构、区域产业布局、区域分工与

联系、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乡村与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

区域经济政策、区域经济分析方法与可持续发展等。通过教学的各个环节使学生

达到各单元中所提的基本要求。 

第一单元 区域经济学导论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通过本单元的学习，使学生了解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与内容，从整体上认

识区域经济学的框架和理论体系，基本形成区域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

并能较为明确地区分区域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差异。同时，从区域经

济的载体——经济区域着手，认真掌握经济区域的概念和特征，以及我国经济区

域形成和发展的历程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为后面单元的学习奠定基础。 

（二）教学要求 

了解区域经济学的概念、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与内容，区域经济学的发展

历程和现代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及主要流派。掌握经济区域的概念及特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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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划的关系，认识我国经济区域的形成及其发展历程，把握我

国经济区域未来发展方向。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区域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1.区域 

2.区域经济学 

3.区域开发 

第二节  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1.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2.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三节  区域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1.经济地理学对区域的认识 

2.区位理论与区域经济学的形成 

3.现代区域经济学的产生 

第四节  现代区域经济学及其主要流派 

1.现代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2.现代区域经济学的主要流派 

3.中国区域经济学界目前研究的主要问题 

（四）教学重点 

1.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 

2.区域经济学的发展过程 

3.现代区域经济学的流派 

（五）教学难点 

1.对区域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真正掌握 

2.对现代区域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完全理解 

3.对经济区域的概念和特征的深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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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思考题 

1.区域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2.区域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什么? 

3.举例说明类型区和系统区的相同点和相异点。 

4.古典区位理论都包括哪些内容? 

5.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 

6.当代区域经济学有哪些主要流派? 

7.目前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时数为 3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本单元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通过文献研读，增强学生对区域经济

知识的理解程度。 

2.本单元围绕中国区域经济学界目前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讨论，以此来说

明区域经济学的学科范畴和关注的经济问题。 

3 本单元课堂讲授 2 课时，讨论 1 课时。 

第二单元 区域经济增长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区域经济增长是包括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在内的许多学科

研究的重要课题。区域经济增长体现了一个而区域经济实力的变化，也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区域发展能力的变化。本单元通过介绍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以及

开发模式，并探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特点以及动力，旨在培养学生应用区域经

济增长的相关知识解释和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学习，掌握区域经济增长机制及其特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

般特征；理解区域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开发；了解区域经济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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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 

1.区域经济增长的概念 

2.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3.区域经济增长模型 

第二节  区域经济开发模式 

1.区域经济开发概论 

2.区域经济开发模式 

3.区域开发中产业部门更替模式 

4.区域开发部门空间转移模式 

第三节  案例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四）教学重点 

1.区域经济的均衡与非均衡增长理论 

2.区域经济开发的模式理论 

3.区域经济空间转移理论 

（五）教学难点 

1.区域经济增长因素与经济增长理论、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2.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和过程 

（六）思考题 

1.区域经济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什么？ 

2.区域经济增长的机制有哪些？ 

3.区域经济增长都有哪些模式？ 

4.增长极模式的基本理论如何表述？ 

5.发展轴模式的基本理论如何表述？ 

6.网络模式的基本理论如何表述？ 

7.区域经济空间转移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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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区域经济产生衰退有几种原因？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时数为 3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本单元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同时通过典型案例、材料和文献研读，阐述

不同的区域开发模式。 

2.本单元围绕区域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进行讨论，通过分析中国区域经济增

长的案例，增强学生应用理论知识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3.本单元课堂讲授 2 课时，讨论 1 课时。 

第三单元  区域产业结构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通过本单元学习，要求学生掌握产业结构的概念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

系的理论，树立“结构”乃区域经济发展的“指示器”的观念，通过结构分

析，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变化及其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 

（二）教学要求 

掌握区域产业结构的相关内容。掌握区域产业结构的总体评价、多层次分

析、定量分析。掌握二重结构的含义、如何产业，掌握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导向

的线管理论。 

（三）教学主要内容 

第一节  产业结构分类 

1.产业分类 

2.产业结构理论体系 

第二节  产业结构演变规律 

1.配第—克拉克定理 

2.库茨涅兹等人的进一步研究 

3.工业结构的高度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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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产业结构的信息化 

5.产业结构规律性演变的原因 

第三节  区域产业结构分析 

1.区域产业结构总体评价 

2.区域产业结构多层次分析 

3.区域产业结构的定量分析 

第四节  区域产业结构配置 

1.主导产业的选择 

2.关联产业配套 

3.基础产业配套 

4.区域产业结构优化 

5.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作用机制 

第五节  区域产业结构政策 

1.产业结构政策的目的和意义 

2.产业结构政策的特征 

3.产业结构政策的内容 

4.产业结构调节手段及其效应 

（四）教学重点 

1.产业结构调整的导向分析 

2.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主导产业的类型 

（五）教学难点 

1.产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 

2.产业结构的调整机制 

（六）思考题 

1.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内涵的异同。 

2.钱纳里是如何论述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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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何理解区域三次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为什么？ 

4.为什么说现代第三产业是工业化高度发展的结果？ 

5.如何选择地区主导产业？ 

6.如何构造以地区主导产业主体的产业结构框架？ 

7.如何评价中国改革开放以前有悖于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工业化道路？ 

8.90 年代以来中国区域产业结构演变特征是什么？为什么？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时数为 3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在课堂讲授理论基础上，围绕重点、难点，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案例教学。 

2.本单元要求学生结合中国或某一省份的产业结构的演变展开讨论。 

3.本单元课堂讲授 2 课时，课堂讨论 1 课时。 

第四单元  区域产业布局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区域产业布局理论主要研究产业在区域或空间上的配置问题，包括产业在

区域的集聚、扩散、分化和组合等问题，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产业空间分布规

律。通过本单元的知识学习，可以实现产业在空间上的合理布局提供规划方案

和政策制定依据。 

（二）教学要求 

在理解产业布局指向概念的基础上熟悉产业布局指向的常见类型；了解地

域合理规模的构成和分类，理解地域合理规模的内涵，掌握地域合理规模的评

价标准；了解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过程和产业集群的分类，理解产业集群的概

念和产业集群的形成条件及过程，掌握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力机制；熟悉技术要

素流动的原因、形式及其对新产业区的影响，理解新产业区的概念及建立条

件，掌握高新技术产业的布局原则。 

（三）教学内容 



南京财经大学 MPA“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课程教学大纲 

 
 

9 

第一节  产业布局的区位选择 

1.产业布局的区位理论 

2.区位选择的基本要素 

3.影响区位选择的主要机制 

第二节  产业布局的指向 

1.产业布局指向的内涵 

2.产业布局指向的类型 

3.产业布局指向的新变化 

第三节  产业布局的地域合理规模 

1.地域合理规模的构成 

2.地域合理规模的评价 

3.聚集与分散的关系 

第四节  新产业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布局 

1.新产业区 

2.高新技术产业布局 

（四）教学重点 

1.影响产业布局的重要因素 

2.影响产业布局的主要机制 

（五）教学难点 

1.产业布局的地域合理规模及合理布局的评价。 

2.产业集群的内涵及形成的动力机制 

（六）思考题 

1.产业布局区位选择的基本要素有哪些？ 

2.影响区位选择的主要机制是什么？ 

3.产业布局指向的概念如何表述？ 

4.产业布局指向都有哪些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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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什么是产业布局指向的新变化？ 

6.产业布局地域合理规模与产业聚集的关系是什么？ 

7.新产业的基本概念是如何表述的？ 

8.我国高新产业布局有哪些特点？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时数为 4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在课堂讲授理论基础上，围绕重点、难点，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案例教学。 

2.本单元要求选取熟悉的某一产业，对其布局的合理性展开讨论。 

3.本单元课堂讲授 3 课时，课堂讨论 1 课时。 

 

第五单元 区域分工与联系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区域分工与联系是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主要探讨区域之间的经济关

系形成与变化的规律。区域分工与联系理论是高级区域对下属区域进行管理、

调控，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理论，同时也是每个区域在选择经济发展

道路，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处理区域经济利益等问题的理论依据。通过本单元

学习，可从区域经济视角理解，每个区域与区域之间如何发生联系，进而如何

影响到相关区域的经济行为变化，如何在发展上形成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深入

理解。 

（二）教学要求 

学习、了解和掌握区域经济发展与经济协调的重要性，区域间分工与合作的

密切关系；掌握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客观基础、有关区域分工与贸易的理论；掌握

生产要素的流动及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三）教学主要内容 

第一节  区域劳动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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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劳动分工的客观基础 

2.区域分工的特点和模式 

3.劳动地域分工理论 

第二节  区域贸易 

1.相互需求法则 

2.交通运输条件 

3.交易成本和空间成本 

第三节  区域要素流动 

1.区域要素流动的方式 

2.资金流动 

3.劳动力流动 

4.信息、技术的区际转移与扩散 

（四）教学重点 

1.区域分工的特点和模式 

2.区域要素流动的方式 

（五）教学难点 

1.区域劳动分工的客观基础 

2.区域贸易的交易成本和空间成本 

（六）思考题 

1.为什么说区域经济利益既是区域分工产生的原因，也是区域分工的结果？ 

2.如何判断比较成本优势？它存在的基础是什么？ 

3.结合我国实际分析劳动力流动的原因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4.技术进步有哪些类型？为什么说它对区域发展的作用与劳动和资本的

作用有根本的区别？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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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教学时数为 3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主要是课堂讲授。提供有关图表、数据等典型案例、材料进行课堂讨论。 

2.本单元以泛长三角区域为例，探讨是否存在区域劳动分工，并对各自的劳

动类型展开讨论。 

3.本单元课堂讲授 2 课时，讨论 1 课时。 

第六单元 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城市是区域经济活动的中心，是经济、社会活动的聚焦体。每个经济区域都

是依靠一系列网络系统联结成一个整体的。每个城市，无论其产生的原因如何，

都离不开一定的区域背景作为其形成的条件和发展的基础。通过本单元的城镇化

的动力机制、规律以及城镇体系形成的原因等一些基础知识的学习，可以提高分

析某一区域的城镇化过程及城镇体系结构、功能的能力，进而为政策制定提供科

学依据。 

（二）教学要求 

通过本单元学习，了解中心城市的分类；理解中心城市的区域影响及其在区

域发展中的作用，城市化的规律，城市化与区域发展的关系，掌握城市化的概念

与实质，城市化的测度；城市化的影响机制。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 

1.城镇化的概念与实质 

2.城镇化的动力机制 

3.城镇化规律 

4.中国城乡结构转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第二节  区域城镇体系建设 

1.中心地理论与城市的形成 

2.区域城镇体系的规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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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重点 

1.城市化实质与城市化规律 

2.城镇规模结构的类型与特点 

（五）教学难点 

1.中心地理论及其区域城镇体系的形成机制 

2.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理论 

3.中国城乡结构转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六）思考题 

1.论述城市化的概念与内涵。 

2.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3.论述城乡结构转换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对其进行定量分析。 

4.中心地理论及其区域城镇体系的形成机制 

5.城镇规模结构的类型与特点 

6.中国城镇规模结构的问题与对策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时数为 4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在课堂讲授理论基础上，围绕重点、难点，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案例教学。 

2.本单元要求选取熟悉的省域，讨论该区域城镇体系建设情况以及未来的规

划。 

3.本单元课堂讲授 3 课时，课堂讨论 1 课时。 

 

第七单元 乡村与区域经济发展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通过学习，可从地理空间组织的角度考察分散在乡村地理空间上各种资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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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相结合而形成的各种经济活动的过程和规律，指导和调节乡村经济活动的内

容、结构和布局，提出实现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和措施。 

（二）教学要求 

本单元重点是乡村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及其特征，可持续农业及其目标；

难点是乡村经济发展中不可持续的资源与环境问题，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技

术选择与制度安排。 

（三）教学主要内容 

第一节  乡村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及其特征 

1.乡村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和空间形态 

2.乡村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 

3.乡村经济的二重性及其特征 

第二节  乡村产业结构与布局 

1.乡村产业的类型和结构 

2.乡村产业的变动 

3.乡村产业的布局 

第三节  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现代型乡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 

2.乡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3.乡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四）教学重点 

1.乡村经济的二重性及其特征 

2.乡村产业的布局 

（五）教学难点 

1.乡村经济的二重性及其特征 

2.乡村经济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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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思考题 

1.乡村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如何？ 

2.如何实现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内容？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时数为 3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在课堂讲授理论基础上，围绕重点、难点，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案例教学。 

2.以某一熟悉的区域讨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 

3.本单元课堂讲授 2 课时，课堂讨论 1 课时。 

第八单元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通过本单元学习，要求学生了解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概念及其性质，充分认

识编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性，掌握不同类型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组成要素、

主要内容、编制方法、编制步骤和成果形式等基本知识，了解区域规划的概念及

其必要性，掌握区域规划的主要内容、基本方法和工作程序，运用科学的区域经

济发展战略指导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 

（二）教学要求 

掌握综合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组成要素和层次结构，了解综区域经济发展战

略制定的组织及工作步骤，弄清发展战略编写的主要内容。牢记区域规划的基本

内涵，了解中外区域规划的历史发展，认清我国区域规划工作的主要特点，掌握

区域经济发展专项规划和专题规划主要内容，学会区域规划的基本方法，知晓区

域规划的一般工作程序和步骤。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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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基本概念  

2.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本质特征 

3.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  

4.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类型  

5.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第二节  区域经济发展规划 

1.区域经济发展规划概述  

2.区域经济发展总体规划 

3.区域经济发展专项规划和专题规划  

（四）教学重点 

1.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 

2.区域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编制与实施 

（五）教学难点 

1.全面掌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组成要素及其层次结构； 

2.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六）思考题 

1.简述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发展战略。 

2.结合实际谈谈如何确定一个地区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3.简述区域发展规划中如何确定重点领域 

4.结合中国实际谈谈区域政策的目标取向 

5.对比分析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的目标与对策差异 

6.结合我国某些具体问题谈谈区域政策的运用策略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时数为 3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在课堂讲授理论基础上，围绕重点、难点，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案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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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围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研究热点区域，讨论不同区域的发展战略的

选择。 

3.本单元课堂讲授 2 课时，课堂讨论 1 课时。 

第九单元 区域经济政策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市场是看不见的手，管理是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管理既要靠

市场，也要靠规划和政策。区域经济政策可分为国家和地方政策两大部分。区域

经济政策在确立目标和政策战略之后，需要选择采用相关的政策手段，以保证该

区域政策目标与战略的实现。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可以系统的深刻认识区域政策

的含义、特征、形成过程、目标体系和政策手段。 

（二）教学要求 

了解区域政策效应的评价程序和方法，并通过借鉴和比较西方区域政策的发

展，掌握我国区域政策的演变规律和发展方向。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区域经济政策的概念与作用  

1.区域经济政策的概念 

2.区域经济政策的作用 

3.区域经济政策的适用地区 

第二节 区域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1.区域发展援助 

2.区域均衡发展 

3.区域优先发展 

4.地方经济政策主要目标 

第三节 区域经济政策的类型  

1.区域财政金融政策 

2.区域产业与投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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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 

4.区域创新政策 

第四节 区域经济政策的影响与作用分析 

1.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分析 

2.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对对其重点支持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分析 

3.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对其不支持地区经济发展的限制作用分析 

4.地方经济政策的影响与作用分析 

（四）教学重点 

1.区域政策效应的基本含义、评价程序和评价方法 

2.我国区域政策的演变 

（五）教学难点 

1.对区域政策的含义、特点、目标和手段的真正掌握； 

2.对区域政策效应的科学合理评价； 

3.通过借鉴西方区域政策的经验和教训，认识我国区域政策演变的规律；

通过中外区域政策的比较，把握准我国区域政策发展变化的趋势。 

（六）思考题 

1.制定区域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由哪几个方面构成？ 

2.如何理解“超国家层面的区域经济政策”？ 

3.区域经济政策的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4.简述区域经济政策中的区域产业和投资政策。 

5.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哪些质的规定性？ 

6.区域创新政策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哪些方面？ 

7.你对目前关于区域经济政策理论上的争论有什么看法？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时数为 4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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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课堂讲授理论基础上，围绕重点、难点，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案例教学。 

2.以熟悉的某一省域为例，讨论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的近 10 年出台的区域

经济政策以及政策的实施效果。 

3.本单元课堂讲授 3 课时，课堂讨论 1 课时。 

第十单元 区域经济分析方法 

（一）学习意义与作用 

区域经济分析方法是区域经济研究的工具，在区域分析中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根据不同的分析对象、目标可选取适合的方法。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可采用区域

经济比较和评价指标或者综合评价方法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和分析。 

（二）教学要求 

掌握区域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的系统知识，掌握指标的选择原则、指标体

系的框架设计、指标综合评定方法。 

（三）教学内容 

第一节  区域经济比较与评价  

1.区域经济比较的内容 

2.区域经济比较对象的选择 

3.常用区域经济比较和评价指标 

第二节  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 

1.区域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设计 

2.对指标体系框架的进一步研究 

3.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方法 

第三节  区域发展的预测和规划方法 

1.结构化预测方法 

2.非结构化预测方法 

3.线性规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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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重点 

1.常用区域经济比较和评价指标 

2.区域发展的预测和规划方法 

（五）教学难点 

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判方法 

2.线性规划模型 

（六）思考题 

1.分析说明如何用比较的方法进行区域系统分析？ 

2.分析说明如何用评价的方法进行区域系统分析？ 

3.简述区域分析中预测方法的原理和过程？ 

（七）教学活动类型及时数安排 

本单元教学时数为 4 课时。具体安排如下： 

1.本单元教学以课堂讲授为主；课堂讲授在采用原理性教材的同时，提供 

有关典型案例、材料和文献。 

2.选取熟悉的某一区域，对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3.本单元课堂讲授 3 课时，课堂讨论 1 课时。 

七、课程教学方法 

1.本课程采取课堂讲授、课堂讨论、案例分析以及文献深度阅读相结合方式

进行教学。 

2.在教学时间安排上，采取课堂讲授占总课时三分之二，案例讨论占总课时

三分之一分布，课外安排深度文献阅读。 

3.坚持合作学习的理念，实践合作学习的方法。这里有教师之间的合作和学

生之间的合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是一位学习者，都是以团队的形式负责各个

模块。每一节课，老师都要求分组，合作完成课堂和课后任务，并以小组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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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汇报。合作学习不仅是有效学习的方法，也是培养学生团队精神的重要手段。 

八、课程考核形式、计分办法和结业方式  

本课程考核可采取闭卷考试、撰写案例分析报告和平时考査相结合的方式。

闭卷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 60％，案例分析报告成绩占总成绩的 20％，平时考査

成绩占总成绩的 20％。闭卷考试期末进行，撰写案例分析报告在学期中段或后

段进行，平时考査成绩由教师根据学生整个学期听课、考勤、课堂讨论发言的情

况评定。 

九、课程参考文献 

（一）本课程建议教材 

1.孙久文主编. 区域经济学（第四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7. 

2.高洪深主编. 区域经济学（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3. 魏后凯著.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二）本课程参考书目 

1.孙久文主编.区域经济学教程.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14. 

2.赫寿义、安虎森主编.区域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王缉慈等著.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陆大道.区位论及区域研究方法，科学出版社，1988； 

5.陆大道.区域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科学出版社，1997. 

6.李小建主编.经济地理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7.王俊豪主编.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2 年； 

8.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9.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97 年； 

10.阿尼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商务印书馆，1997 年； 

11 沃尔特·克里斯塔勒：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商务印书馆，1999 年； 

12. 彼得·尼茨坎普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 1 卷.经济科学出版

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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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埃德温·S·米尔斯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 2 卷,经济科学出

版社，2003 

14.保罗·切希尔，埃德温·S·米尔斯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 3 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5.约翰·弗农·亨德森，雅克-弗朗索瓦·蒂斯 主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

册.第 4 卷.应用城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三）推荐的学术期刊 

（1）中文期刊：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经济与政治、

统计研究、中国工业经济、世界经济、经济学动态、财贸经济、数理统计与管理、

管理科学学报、经济学家、城市发展研究、地理学报、地理研究、地理科学、人

文地理、经济地理、城市问题、城市规划学刊、城市规划。 

（2）英文期刊：Urban studies、Geographical review、Regional studie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Economic geograph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Growth and change 、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 Entrepreneurship & Regional 

Development、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Regional Environmental Change、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ics、Regional Review、Review of Regional Studies、Review of 

Urban & Regio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