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铭：如何实现城乡间、区

域间发展与平衡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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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7 月 19 日，《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正式发布。方案提出，要拓宽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

有效路径，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先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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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特邀成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

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看来，中央此举意在实

现发展与平衡的共赢，浙江要通过一些体制机制性的改革，实现共享经济

发展成果。“浙江省内的不同地区之间、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城市和农

村之间，要通过顺应城市化进程，推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的改革。” 

在与复旦大学教授陈钊合著的新作《大国治理：发展与平衡的空间政

治经济学》中，陆铭也提出了这样的理念：大国治理，核心是城乡间和区

域间关系，本质是资源的空间配置，在这个意义上，大国治理的终极目标

是实现城乡间和区域间发展与平衡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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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治理：发展与平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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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陈钊 等著 

陆铭认为，这天然是一个“空间政治经济学”问题。换言之，在中国

这样一个转型和发展中的大国，必须要将结合中国体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融入城乡和区域发展的研究中去，而城乡和区域的发展又是深刻理解中国

经济的必需。 

《大国治理：发展与平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这本新作，总结了陆铭、

陈钊团队十余年来围绕着中国经济而做的空间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就一

系列资源空间配置问题提供了战略思考—— 

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城乡间资源配置？如何理解中国经济的症结在于

空间错配？ 

怎样理解全国楼市“冰火两重天”的根本原因？当前应当如何调控房

地产市场？ 

为什么说一些致力于“平衡发展”“均匀分布”的政策有损国家的规

模红利，甚至可能危害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以“富”带“穷”，应强调总

量还是人均？ 

中央为何在近日提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怎么理解新发展阶段共同

富裕的含义？为什么首选浙江省？如何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围绕以上焦点问题，陆铭结合新作接受 CF40 研究部访谈，从人口、

土地、房价、区域经济、共同富裕示范区等多个角度分享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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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访谈全文： 

Q1：新著名为《大国治理：发展与平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有何含义？

大国治理的最高目标是什么？实现路径是怎样的？您写这本新著的契机及

目的是什么？最初是如何提出“空间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的？ 

陆铭：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在非常大的国家里面，区域经济发

展最为重要的两个目标，一是高质量发展，二是平衡发展。 

这两个目标的实现涉及到经济学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学科，其一是空间

经济学，研究经济资源如何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配置，其二是政治经济学。

在中国的体制背景之下，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地方和地方的关系，影

响了经济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配置，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将

空间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二者结合起来看待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这就

是“空间政治经济学”这个词的来源。 

对于大国来讲，我认为区域经济的最高境界是同时实现高质量增长和

区域间平衡。如何实现这个目标？我在书中提出，一方面要通过生产要素

的合理流动，在一些发展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高效聚集，追求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

在地区之间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不同地区之间不要追求规模一样，

不要追求产业结构同构，而应该追求人均 GDP、人均收入还有生活质量这

几个方面的大致均等。 



 

 - 7 - 

Q2：如何看待当前中国的城乡间资源配置？您在新书中提出，中国经

济的症结是空间错配，如何理解？空间错配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其对于经

济发展产生了哪些负面影响？ 

陆铭：按照道理来讲，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它的发展优势就是

统一的大市场，生产要素可以借助在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来实

现高效率的配置。但是略有遗憾的是，中国经济的起点是农业经济，而且

是计划经济，虽然改革开放已经有 40 多年的历史，但是一些体制性问题仍

然没有得到彻底改革，这就导致每一个地方都在最大化自己的 GDP 增长还

有税收规模。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面，我们对于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总是

着眼于总量意义上的平衡。所以一些地理条件、发展环境相对不是很好的

地方，它们也为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增长和税收增长，在本地发展了很多事

后看起来偏离了当地比较优势的产业，特别是一些工业园。有些地方为了

配建工业园的住房，也发展了一些新城。事后来看，工业园出现了大量闲

置，新城里面的一些房子造好之后也没有卖出去。这些工业园和新城的背

后，其实是大量的地方政府投入，而这些投入又大量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负

债，其结果就是欠发达地区出现了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现象。 

与此同时，在一些人口流入的地方，因为人们觉得人口集聚带来了所

谓经济资源和人口过度集聚的问题，所以对这些人口较多的地区实施了限

制性政策，包括对于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限制，还有对于一些经济发展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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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用地指标的增长也实施了控制。而事后看，这些措施导致了在人口流

入的地方，出现了房价高、地价高以及劳动力短缺的现象，这些现象又使

得中国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些优势地区的竞争力因高成本有所抵消。这

样一来，可能导致国家发展的经济效率和地区平衡发展这两个目标上都受

到损失。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目前中央层面已经提出要让各种各样的生产

要素能够在地区之间合理流动、高效集聚，要尊重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

新书《大国治理：发展与平衡的空间政治经济学》就是要给这样的发展路

径提供一些理论和经验上的支持。 

Q3：您在新著中提到，空间错配的一个实质性后果就是全国房价“冰

火两重天”，并分析了房价上涨推升工资、挤出投资的逻辑，是否意味着

房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城市的经济活力？在您看来，当前应当如何

调控房地产市场？如何逐步缓解房价上涨带来的负面效应？ 

陆铭：我在书中讲到的关于房价和土地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中国的高房价问题其实不是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象，而主要体现在一

些人口流入的地区，尤其是一些沿海地区和几个大城市。在这些地区，人

口流入是因为产业的发展为流入的人口提供了就业和收入增长的机会。 

但过去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对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理解还只

着眼于经济资源要相对来说均匀分布一点，导致我们对人口增速较快的地

区采取了一些控制措施，其中最为主要的控制措施就是对于人口的控制和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3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