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的价值理念、目标定位、基础条件、路径选择、

保障机制以及区域间相互关系等 (图 1) , 由此为科学

评价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绩效奠定基础。区域

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所涉及的各项内容并不是彼此孤立

的, 而是相互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和相互影响, 共同反

应出特定区域发展的水平和绩效。在这一系列复杂关

系中, 价值理念是核心和灵魂, 它直接影响到区域经

济活动的指导思想和评判准则, 从而约束着区域发展

的目标定位; 而作为区域经济活动的直接指针, 区域

发展目标的确定则不仅需要体现发展观的价值取向,

也受到区域发展条件的制约。在区域发展条件中, 基

础条件主要是指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等先天资源的禀

赋状况, 而保障机制则倾向于体现人类在学习和创新

过程中积累的无形资源, 前者侧重于描述特定区域的

本底状况, 这也是塑造区域特色的重要源泉, 后者则

体现了人类文明的创造价值。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

背景下, 区域的发展已经越来越不单单依靠自身的自

然资源禀赋, 外部资源和后天习得的技能等对区域发

展的作用日渐显著, 创造有利于吸引和培育人才、技

术等无形要素集聚的条件和机制变得极为重要, 这都

体现了保障机制在不断优化区域发展环境中的特殊价

值。区域发展路径乃是区域基于发展条件实现发展目

标的方式方法, 也是以往特色区域发展模式的研究重

点, 在经济学家看来, 发展路径也可借鉴生产函数的

概念, 理解为主要依靠哪些生产要素的支撑实现经济

发展的目标。区域发展路径的选择既受制于基础条件

和保障机制, 但也会对其产生巨大的反向作用, 例如,

主要依靠自然资源的发展路径不仅可能对自然生态环

境造成明显压力, 而且可能抑制无形要素的生产与集

聚, 而资源节约型发展道路则将刺激相关技术和管理

的创新, 有效减缓自然资源的消耗速度。区域在开放

中发展的要求使得区域间关系成为区域发展模式中不

可忽视的研究内容, 能否形成有效的区域间竞争与合

作关系不仅影响到区域发展的保障条件 (例如能否获

得外部的要素资源等 ) 和路径选择, 也影响到区域发

展成果的评价标准, 特别是在生态环境保护等具有明

显外部效应的领域更须加以狙桶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