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财经大学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题库考试 

《区域经济分析与规划》课程考试大纲 

 

一、课程性质 

作为应用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区域经济分析与规划是研究区域的形成发展规律和区域经济

联系以及与此有关的政府决策的科学，其相关理论与方法发展十分迅速,在各国解决区域问题,缩小

区际差异,促进区域之间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国的应用前景也十分广阔。现代区域经

济学尤其强调企业、产业和区域经济有机融合的全新理念。本课程主要内容包括：区位论、区域经

济发展环境、产业地理集聚于专业化、区域供给与需求、区域投入产出、区域创新、区域与城市发

展、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区际分工、要素流动与协作发展，区域发展战略、区

域政策与管理等相关工具方法。 

二、课程要求 

通过学习区域经济分析与规划，使学生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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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能力，并使学生建立正确的区域观，掌握一定的分析问题

的方法，增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完本课程后，应达到以下基本要求： 

1．掌握区位论、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生产布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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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理论知识； 

2．学会运用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现实问题的方法。 

三、考核方式 

（一）考核形式：笔试、闭卷 

（二）答题时间：100 分钟 

四、题型结构（满分为 100 分） 

（一）名词解释（占 30%，共 6 题，每题 5 分） 

（二）简答题（占 40%，共 4 题，每题 10 分） 

（三）论述题（占 30%，共 2 题，每题 15 分） 

五、主要参考书目 

教材：魏后凯主编，《现代区域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 

参考文献： 

1．阿尔弗雷德·韦伯著，《工业区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 

2．埃德加·M·胡佛著，《区域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 



3．奥古斯特·勒施著，《经济空间秩序——经济财货与地里间的关系》，商务印书馆，1995年。 

4.保罗·克鲁格曼著，《发展、地理与经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5.保罗·克鲁格曼著，《地理与贸易》，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6.伯尔蒂尔·奥林著，《地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商务印书馆，1986年。 

六、考核内容 

本科目考试内容主要是区域经济学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主要考查学生对区域经济理论的掌握

程度以及运用理论分析区域经济热点问题。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区域经济的基本概念 

第二节  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和构成要素 

第三节  区域经济的特征和存在的客观基础 

第四节  区域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 

第二章  经济活动区位理论 

第一节  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 

第二节  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 

第三节  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理论 

第三章  区域经济增长理论 

第一节  区域经济增长要素分类和功能 

第二节  区域循环累积因果模型 

第三节  增长极理论 

第五节  威廉姆逊的倒 U 型理论 

第四章  区域产业结构与组织理论 

第一节  区域产业结构的功能分类法 

第二节  区域产业结构的评价与分析 

第三节  区域产业结构配置的标准 

第四节  区域产业链的类型与功能、形成因素与动力机制 

第五节  区域产业群形成机理与优势 

第五章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 

第一节  区域空间结构组合要素理论 

第二节  中心—外围二元空间结构理论 

第三节  极核式空间结构 



第四节  点轴式空间结构 

第五节  网络式空间结构 

第六节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形成与发展机制理论 

第七节  区域经济的空间开发模式 

第六章  区际经济传递理论 

第一节  区际经济传递的内涵与内容 

第二节  缪尔达尔的回波效应—扩散效应学说 

第三节  赫希曼的极化效应—涓滴效应学说 

第四节  区际要素流动的方式和基本内容 

第五节  梯度推移理论 

第六节  区际产业转移和区际经济传递的内涵和类型 

第七章  区域经济政策理论 

第一节  区域经济政策的内涵和特征 

第二节  区域经济政策目标和战略 

第三节  区域经济政策工具 

第四节  区域经济政策评价的内容与方法 

第八章  区域治理理论 

第一节  区域治理的内涵和特征 

第二节  区域治理的主体、客体和自组织协调机制 

第三节  区域治理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