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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世纪2%年代末"地域资本#'HJKK6G'K6,(V,X6G,((这一新概念被提出以来$越
来越多的区域研究学者将其应用于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相关研究探讨了地域资本的概
念&内涵&类型及构成因素$并采用综合指标或代表性指标对地域资本进行测度$进而研究地
域资本禀赋对区域发展水平及地区发展差异&区域经济韧性&区域内企业发展&区域发展政策
有效性等的影响% 地域资本是特定区域所拥有并可利用的构成区域经济发展动力和潜力的
各类有形和无形资产的集合$其包含促进区域发展的传统要素和非传统要素&有形要素和无
形要素$不但拓展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边界$而且有助于更好地挖掘区域发展内生动
力和解释地区发展差距的形成和演变% 地域资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已初步形成$但仍处于探索
拓展阶段$在理论架构和测度方法上均有待进一步完善$且研究对象仍集中于欧洲地区% 目
前$地域资本研究在国内尚未引起足够关注$应将地域资本应用于中国区域经济研究$在科学
刻画地域资本的空间分布及演变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地区发展差异的
成因以及地域资本影响区域发展的机制$进而为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和协调发展提供经验借
鉴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地域资本*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地区发展差异*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3#)>$$文献标志码$=$$文章编号$#389:;#!#&"%""'%#:%%;!:#9

一(引言
从古典区位论到新经济地理理论#区域经济理论一直都强调要素禀赋在驱动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

中的关键作用& 在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不仅自然资源%劳动力及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有形要

!;



素的作用显著#知识%制度%认知%区域品牌%区域文化等无形要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在考察一个
区域的综合竞争能力和发展潜力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决策者将区域所拥有的无形资本纳入考察范围&

在此背景下#"% 世纪2% 年代末出现了'地域资本( !HJKK6G'K6,(V,X6G,("这一新概念& 对'HJKK6G'K6,(

V,X6G,((的翻译#本文直接使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HN!I*#KP5O2!HJ所发表论文中给出的中文摘要
!V,F,O-6JG,(#"%#!"

)#*

& H'GD!"%##"从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变化%欧盟扩大及其政策实践%区域发展思想
的转变三个方面分析了地域资本概念出现的背景和原因)"*

& 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地域资本(一词首次出现于#222年欧洲cW=/Wb项目观察组!cW=/WbWCK'XJ,- 0I7JKM,G'Ka"发
布的一份报告!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0WV/"在.HGG!5IG!#K>O5KII="%%#中对这一新概念的使
用#则使其得以快速推广!H'GD#"%#8"

)!*

& "%%>年>月#在卢森堡举办的有关地域凝聚力的欧盟部长级
非正式会议上#欧盟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文件将地域资本概念纳入欧盟区域政策制定和分析的框架中
!WV#"%%>"

)9*

#引起欧洲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此后#在V,F,O-6%V,XJ(('等欧洲知名区域研究学者的卓越
贡献下#地域资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已初步形成#同时也产生了丰富的实证研究成果& 中国幅员辽阔#各
类资源%要素的地区分布差异大#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经济区域之间#省级行政区之间甚至县域之
间#都存在着很大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差异& 同时#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
也实施了一系列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 这说明#地域资本研究在中国不但有助于区域经济学学科建设
的完善和发展#而且具有很大的应用空间和政策价值#但其尚未引起国内区域经济学界的足够关注& 有
鉴于此#本文旨在通过梳理地域资本的内涵%分类及构成%测度方法及其经济效应#对地域资本的研究进
展进行概括#以期为国内学者基于地域资本研究中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和政策提供借鉴和启示&

二(地域资本的内涵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0WV/"在.HGG!5IG!#K>O5KII="%%#中给出的解释#地域资本是指'构成每

个城市和地区内生发展基础的资产存量组合#以及为充分利用这些资产而制定的制度%使用的决策模式
和专业技能等(!0WV/#"%%#"

)>*

& 0WV/!"%%#"认为+!#"每个区域都拥有其特定的%不同于其他区域的
资产或资本!即地域资本"& !""地域资本包括很多因素#主要因素可划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区域的地理
位置%规模%生产要素禀赋%气候%传统%自然资源%生活质量%城市内部的集聚经济%地区商业孵化器和产
业区!6-\C7GK6,(\67GK6@G7"以及其他降低交易成本的商业网络等$二是区域之间'非贸易性的相互依赖关
系(#包括使经济要素在不确定性下仍能共同产生作用的认知%习俗和非正式规则以及在同一部门的中
小企业集群发展起来的团结%互助和共同选择!@':'XG6-O"行为!即社会资本"等$三是一些被称为'环境(

的无形因素#即由制度%规则%时间%生产者%研究人员和决策者共同作用创造出的有利于创新和创造的
环境& !!"每个区域所拥有的独特的地域资本使其不仅具有由相对成本差异带来的比较优势#更因资本
的独特性而拥有绝对优势&

"%%>年#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文件中对地域资本的含义做了类似阐述+'每个区域都有其特定的%区别
于其他区域的4地域资本5#使某些特定投资在该区域的回报要比在其他区域的回报高#因为这些投资更
适合该区域#!在该区域投资"能更有效地利用该区域的资产和潜力& 地域发展政策!具有地域发展指向
的政策"首先应有助于各区域开发其地域资本(!WV#"%%>"

"

)9*

&

但是#上述对地域资本的解释存在不清晰之处& 一方面#它没有明确如何将这一概念应用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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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征!穆子丹!杨清萍"地域资本研究进展

!

"

cW=/Wb是欧盟从#22#开始实施的一个促进农村发展的项目#至今仍在延续&

"%##年#欧盟委员会组织人员对该报告进行了更新#新报告中沿用了0WV/!"%%#"的定义#并指出+欧盟一直强调
的地域凝聚力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对欧盟国家和地区'地域资本(潜力的开发利用!参见+.SH.HGG!5IG!#KP5#5H#*2

1HGJDHT5!UHJIC5SH<OGIDH#* A*!I*# K̂J7J-GJ\ ,GGDJ1-]'KF,(BJJG6-O']B6-67GJK7bJ7X'-76I(J]'KEX,G6,(̂(,--6-O,-\ HJKK6G'K6,(

/JMJ('XFJ-G#'- #2GD B,a"%###Su\u(('

v

# C̀-O,Ka"&



地区%城市%农村等不同层面和类型的经济单元$另一方面#它强调可衡量的经济类别和投资回报#并假
设特定类型投资的回报相对较高#但没有给出任何关于实际投资回报的规范或标准!7XJ@6]6@,G6'-7"

!H'GD#"%#>"

)3*

& 因此#地域资本概念被提出之后#很多区域研究学者对其内涵和具体构成进行了讨论&

其中#关于地域资本内涵的阐释主要基于两个视角+

一是从区域整体利益视角来理解地域资本& V,F,O-6!"%%;"%V,F,O-6!"%%2"%V,F,O-6和V,XJ(('

!"%#!"将地域资本理解为构成特定地域竞争潜力的本地化资产的集合!GDJ7JG']('@,(6iJ\ ,77JG7"#包括
以自然%人力%人造!,KG6]6@6,("%组织%关系%认知等形式存在的资产)8:;*)#*

& 当然#他们也指出#地域资本
所涉及因素中#很多并不意味着就是一种投资或一种用数量来表示的生产要素#因而将其称为'资本(可
能是有问题的!kCJ7G6'-,I(J"& M,- \JK̂('JO等!"%%;"认为#地域资本是概括表达生态资本%人力资本%经
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不同资本形式的一个广义概念#它为区域的财富生产及再生产%竞争力%

可持续创新%生活质量提供了手段)2*

& V,XJ(('等!"%##"认为#区域经济增长是经济社会中有形和无形
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生产要素#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人%企业%机构的学习能力#供应商
和客户间的协同效应和合作能力#信息的有效传播#实物或金融资本的可获得性#管理风格的变化#新技
术的使用#等等& 因此#一个地域系统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它所拥有的物质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还依赖于
认知类因素或个体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丰富度#所有这些方面现在都概括为地域资本)#%*

& ĴKC@@,!"%#9"

简洁地将地域资本定义为确保一个地区发展潜力的具有经济%文化%社会和环境特点的地域资产体系#

地区发展必须开发利用这些综合因素)##*

& +'-,!"%#>"认为#地域资本属于内生区域增长理论的重要内
容#应利用计量经济学的系列方法来收集%分类和量化那些体现区域经济发展和增长特征的有形和无形
资产%内生和外生资产)#"*

& 上述几位学者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解释了地域资本的含义#总体上呈现出
越来越细化和可量化的趋势#以便于将其应用于对实际问题的分析之中&

二是从区域内个体利益视角来理解地域资本& &J-GCK,等!"%%;"将地域资本解释为可供在当地生
活和工作的人使用的%该地区特有的资源储备#同时这些有形或无形资源又是当地社区的公共产品)#!*

&

LJKG6!"%##"对&J-GCK,等!"%%;"的解释进行了补充#认为地域资本是能使在当地生活或工作的人获得比
较优势的全部资产#不仅仅限于有形的实物资产#还包括一些不能直接计量的无形资产)#9*

& 可以看出#

这类观点将着眼点放在了区域内部的微观个体!即当地人"#前者认为能够让当地人得到的%特有的本地
资源就是地域资本#而后者进一步要求这些资源或资产能够为当地人带来比较优势&

从上述关于地域资本内涵的讨论可以看出#地域资本是涵盖了区域内各种要素的一个综合性概念&

因此有学者指出#地域资本不是一个创新的概念#而是一个汇集和囊括了经济地理领域中普遍研究因素
的概念#它以更加全面%整体的方式!@'FXKJDJ-76MJ,-\ D'(67G6@[,a"整合了经济地理学领域的各种思想
!B'KKJGG,#"%"#"

)#>*

& 地域资本不仅是物质因素和非物质因素的结合#更是复杂的%各种主客观因素偶发
作用的结果#是区域内各类资源或资产以不同方式和时间积累的产物& 这意味着#地域资本禀赋才是真
正的区域经济增长驱动力#能够决定一个地区的发展潜力!H'GD#"%##$/JbCIJKG67#"%#2$B'KKJGG,#

"%"#"

)"*)#>:#3*

& 当然#无论是从区域整体利益视角还是区域内个体利益视角来理解#研究者都认为地域
资本应当能够让当地经济和当地人从中受益& 结合上述观点#地域资本可以理解为+特定区域所拥有并
可利用的%构成区域经济发展动力和潜力的各类有形和无形资产的集合&

三(地域资本的分类及构成

#.0WV/的地域资本构成因素与V,F,O-6矩阵
0WV/在定义和解释地域资本时#只描述了地域资本应该包含的三个方面的因素#没有对其进行规

范化分类& H'GD!"%##"根据0WV/的阐述#将其总结为五类+一是地理因素#指一般难以人为改变的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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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区位%规模%生产要素禀赋和气候等$二是传统的自然因素#包括区域发展形成的传统以及自然资源
等$三是经济因素#包括居民的生活质量%集聚经济%商业孵化器%产业区以及其他商业网络等$四是社会
因素#包括地域内部人的组织形式%相互联系%社会资本等$五是综合性环境因素#包括制度%规则%生产
者%科研人员%政策制定者等)"*

&

为进一步明确地域资本的类型和具体构成#V,F,O-6!"%%;"%V,F,O-6!"%%2"%V,F,O-6和V,XJ(('

!"%#!"等基于竞争性和物质性两个维度)8:;*)#*

#提出了一个!m!矩阵分类!即V,F,O-6矩阵#见图#"#成
为后续研究中被广泛认可和使用的基础性参照& 他们认为#矩阵中的四个极端类型!图#中的四角"主
要是地域资本的传统因素#可称之为'传统方格(!GK,\6G6'-,(7kC,KJ"#区域政策通常很重视并考虑了这些
传统因素& 矩阵中间的十字区域!图#中的灰色区域"则包含了更多的创新因素#可称之为'创新十字(

!6--'M,G6MJ@K'77"#它们应成为区域政策的新关注点&

注)横坐标表示非物质性$越往右越体现出无形特征*纵坐标表示竞争性$越向上竞争性越强
资料来源)V,F,O-6'"%%;(&V,F,O-6'"%%2(&V,F,O-6和V,XJ((''"%#!($略做修改%

图#$V,F,O-6矩阵

!="公共产品和资源& 包括以公共自然资源%公共文化资源为主的资源和以公共基础设施为主的社
会间接资本!7'@6,('MJKDJ,\ @,X6G,("#它们是构成一个地区吸引力的基础&

!L"混合竞争的有形产品& 一是交通%通信和能源领域的专用网络!即基础设施"#这些产品具有一
定的竞争性$二是具有拥挤性特征的公共产品$三是集体拥有的产品#包括城乡景观%文化遗产等& 可以
看出#这些就是常见的准公共产品#其供给往往需要公共机构不同程度地介入&

!V"私人固定资本和收费品& 一是私人固定资本存量#它是地域资本的传统组成部分$二是可能存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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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硬金融外部性!XJ@C-6,KaJjGJK-,(6G6J7#'],D,K\ -,GCKJ"

!

#包括在当地生产并销售的高质量资本品或
中间品$三是有收费要求的公共产品#即收费品&

!/"社会资本& V,F,O-6等'用维系社会的粘合剂!O(CJ"(来比喻社会资本& 他们认为#社会资本是
一套规范和价值观#这些规范和价值观影响着人际交往%制度规则和社会凝聚力&

!W"关系资本& 关系资本可被理解为当地社会成员建立起来的一套双边或多边关系#既包括一个区
域内部行为体之间的联系#也包括该区域与其他区域之间的联系&

!?"人力资本及软金融外部性& 人力资本是传统生产要素之一#但在信息化时代#人力资本已不局
限于劳动者数量#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作用变得更加突出和重要& 除人力资本外#还包括软金融外部
性#如金融服务%技术咨询%营销咨询%定制软件包等领域的高级私人服务&

!S"集聚经济%接受能力%连通性及研发转化服务机构& 产业和经济活动的适度集聚会产生很多经
济优势#例如交易成本下降%劳动分工%规模经济等& 接受能力!KJ@JXG6M6Ga"是指通过使用相关服务或信
息来获得最大利益的能力& 连通性是指可被使用的物理可达性!XDa76@,(,@@J776I6(6Ga"程度#连通性越
好#则越能有效地收集信息%组织交易和交换信息& 主要以公共机构形式存在的研发转化服务机构
!,OJ-@6J7]'Kbp/GK,-7@'\6-O"在研究机构%高校和企业之间建立起了桥梁#能促进这些机构间的互动和
交流#进而将知识转化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

! "̀合作网络& 合作网络整合了有形和无形资产#因而处于整个矩阵的正中心& 在公共机构支持
下建立的研发和知识战略联盟#有助于提高知识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是建立知识社会的关键工具$服务
和计划战略联盟主要是指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城市规划和服务方面形成的伙伴关系#既有利于完善
城市功能和提高城市服务水平#也有利于提高私人部门的投资盈利能力& 此外#还包括在空间规划%土
地利用%文化资源管理等方面形成的新的治理方式&

!1"关系型私人服务和大学附属企业& 关系型私人服务!KJ(,G6'-,(XK6M,GJ7JKM6@J7"是可以完全由市
场提供的一些服务#包括市场营销%外部合作伙伴与供应商搜寻%技术转让与传播等& 此外#由大学科研
人员创办的大学附属企业!C-6MJK76Ga7X6-:']]7"可以强化大学与产业以及当地经济的联系#也是一种潜在
的地域资产!V,F,O-6#"%%;$<D,-O#"%%2"

)8*)#8*

&

".部分学者的二分法分类
H'GD!"%##"将地域资本总体上分为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两大类#然后结合各类学科中对'资本(的

讨论#给出了其具体包含的主要资本形式+有形资本由经济资本%生产资本%名义资本!-'F6-,(@,X6G,("%

投资资本和自然资本组成"

#无形资本由人力资本%创意资本!@KJ,G6MJ@,X6G,("%心理资本! X7a@D6@,(

@,X6G,("%文化资本%关系资本%组织资本%结构资本!7GKC@GCK,(@,X6G,("%社会资本以及象征资本!7aFI'(6@

@,X6G,("组成& 其中#文化资本又表现为具体化文化资本!JFI'\6J\ @C(GCK,(@,X6G,("%客观化文化资本
!'I5J@G6]6J\ @C(GCK,(@,X6G,("和制度化文化资本!6-7G6GCG6'-,(6iJ\ @C(GCK,(@,X6G,("三种形态& 上述各类具体
的资本概念#大多数来源于不同的经济学学科#也有部分来源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 例如#文化资本
及其三种具体形态的划分来源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 6̂JKKJL'CK\6JC"提出的文化资本理论#

&

H'GD!"%##"认为#这些不同类型的资本不能被完全割裂#它们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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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融外部性是分析经济集聚现象的重要概念#国内也有学者将其译为货币外部性&

H'GD!"%##"用数学公式对其地域资本分类进行了表述#将有形资本表述成这几种具体类型资本的合集和由这几种
资本决定的函数形式#对无形资本的表述也是如此&

由于涉及的具体内容较多#此处不对各类资本的含义做具体解释#可参考相关学科的文献&



+'-,!"%#>"在研究匈牙利各地区的地域资本时#从理论上也将地域资本分成两个部分,,,已经实
现的经济增长和还未开发的经济增长潜力#并用公式表示为+.-

G#5

PA7

G#5

Q&P(

G#5

& 其中#5代表时间#G代
表区域#.-为地域资本#A7为未开发的资源价值#&P(为已经实现的经济增长& 他认为#用地域资本衡
量地区经济发展与用S/̂ 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事前衡量#后者是事后衡量#区分的
关键在于是否关注了尚未开发的地区经济增长潜力& 由上式可知#只有当整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充
分被挖掘时#等式才成立& 不过这只是理论上的分类#在应用分析时#+'-,!"%#>"仍然采用了构建指标
体系的方法来衡量地域资本#即从经济资本%基础设施资本%机构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关系资本%

文化资本等8个方面来对地域资本进行综合刻画和分析)#"*

&

此外#/JbCIJKG67等!"%#2"基于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从作用层次视角将地域资本划分为生成因素
!OJ-JK,G6MJ],@G'K7"和沉积因素!7J\6FJ-GJ\ ],@G'K7"两类& 前者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它们在决定个
人和集体的行动中起主要作用$后者则是生成因素诱发的物质和非物质效果#属于累积影响#包括基础
设施%生产和政治结构%艺术表现%文化遗产等& 他们认为#基于这样的分类进行研究具有很好的政策指
导意义#既可以明确在生成因素上应采取哪些干预措施以获得预期的沉积效应#反过来也可以理清应该
对沉积因素采取什么行动以强化提升地域资本的生成因素)#3*

&

可以看出#上述对地域资本的分类及构成因素讨论各有特点#也存在共通之处& 一方面#都包含无
形的资本形式和有形的资本形式$另一方面#既强调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也强调合作网络%集
聚经济等新型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0WV/和V,F,O-6等的分类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但
后者的分类更加细致和规范& H'GD将所有内容因素抽象后再进行整合#分为有形和无形两大类#它们所
涉及的范围很广#有些资本形式在实际分析时很难量化& 而+'-,的具体分类则简单适用#利于在实际分
析时选择可获得的指标来构建指标体系& 总而言之#0WV/侧重于对地域资本的解释#明确了地域资本
包含的主要内容#但未进行规范化分类& V,F,O-6等%H'GD和+'-,则分别从系统%资本等不同视角对地
域资本进行了较为规范的分类#明确了其具体应包含的内容& 相对而言#0WV/%V,F,O-6等%/JbCIJKG67

等的基础分类较为抽象#而H'GD和+'-,的分类更加具体& 尽管如此#从对地域资本的具体构成来看#各
种分类方法下的构成因素都大同小异&

四(地域资本的测度
作为一种新的区域经济分析理念#关于地域资本测度方法的讨论研究较少且还未形成统一的标准#

这与其考虑问题的全面性%整体性有关& 地域资本从综合%整体的路径来分析一个区域发展中的各种本
地资产及其综合效益#这种概念性框架虽然有利于更全面地了解区域发展的优势%劣势和潜力#但在量
化分析方面则存在更大困难!B'KKJGG,#"%"#"

)#>*

& H'GD!"%#>"认为#要使地域资本理论发挥实际作用#首
先应该估算地域资本#但目前并未形成精确的%广受认可的标准$因此#研究者一般只能自己创新测度方
法或是借鉴其他学者的经验做法#当然#研究者设计的指标体系对地域资本测度方法的标准化具有积极
意义)3*

&

LK,76(6JG,(!"%#""在研究经济危机对意大利各地区地域资本的影响时#从人力资本%认知资本%社会
资本%基础设施资本%生产资本%关系资本%环境资本以及人居资本!EJGG(JFJ-GV,X6G,("等;个方使用9!

个具体指标来估算地域资本)#;*

& +'-,!"%#>"将地域资本归纳为经济资本%基础设施资本%机构资本%人
力资本%社会资本%关系资本%文化资本等8类#使用9!个具体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
析法评估地域资本的总体水平及各分类资本水平)#"*

& ĴKC@@,!"%#9"基于由!8个具体指标构成的指标
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处理#获得##个主成分!机场网络%港口网络%公共设施%健康服务%教
育%吸引力%私人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创造力和关系服务"#再加上主成分分析没有提炼的文化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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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关系资本%产业区经济! \67GK6@G7J@'-'F6J7"%集聚经济等9 个指标!

#采用#> 个指标分析意大利
*_HE:!地区的地域资本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JbCIJKG67等!"%#2"在实证分析部分也采用主成
分分析法进行降维处理)#3*

& V'5,-C和b'IC!"%#2"在分析欧盟的地域资本地理分布时#从社会型关系资
本%经济型关系资本%创造力%自然资本%发展水平>个方面选择2个指标#采用聚类分析法来描述欧盟
各成员国地域资本的空间分布特征)#2*

& 此外#在衡量关系资本方面#V,F,O-6等!"%##"将关系资本分为
国内地区间的联系%国际地区之间的联系%银行与企业间的联系三个方面)"%*

&

从地域资本的分类可以看出#其包含了很多构成因素& 这意味着#刻画地域资本既可以采用一个综
合指标#也可以采用多个单一指标& 同时#计算综合指标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往往难以获得完整的
数据来全面刻画& 因此#在很多实证研究中采用了较为简便的做法#即直接用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来
刻画地域资本#进而分析地域资本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采用代表性指标而非综合指标来进行实证研究
有一定好处+一方面#代表性指标可能优于综合指标#因为综合指标中往往包含了一些高度相关的变量$

另一方面#综合指标一般需要进行降维处理#这可能导致难以对分析结果进行明确的有针对性的解释
!B,ii'(,JG,(#"%#;"

)"#*

& V,F,O-6等!"%##"在分析意大利各地区间的地域资本分布时#只考虑了地域
资本中的关系资本和人力资本两大类#其中#关系资本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人力资本从教育和企业两
方面#分别选择多个指标进行刻画)"%*

& b'F,'和*JCG7!"%#8"%b'F,'和*65A,FX!"%#;"在分析欧洲地
域资本和旅游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主要考虑了与教育以及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自然资源禀赋
和文化资源禀赋等类型的指标)"":"!*

& ?K,GJ76和̂JKC@@,!"%#;#"%#2"在研究欧盟*_HE:!地区地域资本
与欧洲区域经济韧性和区域一体化政策之间的关系时#从可达性%集体物品!@'((J@G6MJO''\"%私人资本%

行为模式!IJD,M6'KF'\J7"%人力资本%集聚经济!或人口密度"以及关系型私人服务等8个方面的刻画
地域资本#并分别用航空线路距离>%公里以内的人口潜力%登记旅游住宿的人均床位%注册1̂地址数
量%男女失业率比率!#>岁以上"%受教育程度高的居民比重%每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专业人员和管理人
员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等8个指标来进行衡量)"9:">*

& B,ii'(,JG,(!"%#;"在分析地域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时#采用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投资资本%文化资本等2种类型共#"个指标)"#*

&

由于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地域资本测度方法#因而研究者通常会基于研究目的以及数据来源等构建
不同的指标体系#其中各类资本的测度亦是如此& 以人力资本为例+L,KK'!"%%#"在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时#用教育水平来代表人力资本#教育水平又由受教育年限!教育数量"和考试分数!教育质
量"来共同衡量)"3*

$H7MJGA'M,!"%#>"认为#人力资本可用本科!学士"及以上学历的成年人的百分比来表
示)"8*

$S'IJKG和=((,67!"%#8"则认为#人力资本可由提供价值的工人和经理来衡量)";*

&

综上所述#由于地域资本含义丰富且可被细分成不同的类别#因而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测度方
法& 现有研究通常采用两种方法来对其进行衡量或刻画+一是构建多维度指标体系后#运用主成分分析
等方法做降维处理获得综合指标#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综合反映地域资本的总体水平及其空间分
布#缺点在于受数据可获得性的影响而难以形成统一的指标体系#在研究地域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
响时也难以观察和解释具体的作用机制& 二是选择相关的代表性指标来简单地刻画地域资本#这种方
法虽然难以刻画地域资本的总体水平#但有利于根据研究目的和数据可获得性来遴选指标#进而分析和
解释不同类型地域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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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作者的解释#'\67GK6@G7J@'-'F6J7(具体用产业区!6-\C7GK6,(\67GK6@G"雇佣劳动力所占的份额来表示#因此应理解
为产业区经济#用于刻画产业区的发展程度& 此外#集聚经济用人口密度来衡量#关系资本用社会合作社和非营利组织雇
佣的志愿者数来衡量&



五(地域资本的经济效应
地域资本概念被提出以后#很多研究分析了其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由于地域资本概念最

早起源于欧洲并被欧盟官方所采用#同时欧盟的地域划分较为复杂#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也十分显著#

因此目前关于地域资本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以欧洲地区为对象&

#.地域资本对区域发展水平及地区发展差异的影响
地域资本的差异会带来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的差异#进而导致地区发展差异的普遍和显著存

在&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相关研究主要针对国家之间%跨国次区域之间以及一国内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
展及差异展开&

一是国家之间%跨国次区域之间的差异& V,XJ(('等!"%##"基于欧盟*_HE:"地区的分析表明+作为
地域资本的一部分#无形要素可以通过影响知识边际收益放大知识对S/̂ 或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并会调
节人力资本禀赋对S/̂ 的影响$无形要素的作用具有非线性特征#当无形要素占地域资本总量达到
3%R左右时#知识的边际财富创造效应最高#超过这个门槛后知识边际收益开始下降#此时继续对知识
生产进行投资反而会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 V,76和bJ7F6-6!"%#""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
欧洲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发现#?/1素水平能够影响地区经济绩效#但在地域资本禀赋特征不同的地
区#这种影响的方向和程度存在差异)"2*

& b'F,'和*JCG7!"%#8"针对一些地域敏感资源!研究其对欧洲
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贡献#结果表明+在旅游业占重要地位的地区#旅游业的高度发展反而不利于可持续
发展#因为丰富的敏感资源带来的旅游业繁荣往往伴随着大规模低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并缺乏利用环
境资产创造高附加值产品的资源和知识$因此#要根据地区特定的自然%文化等资源来设计经济发展模
式#将敏感资源与创新知识性资产相结合)""*

&

二是一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差异& V,F,O-6等!"%##"对地域资本中的关系资本和人力资本在意大利
的禀赋及其空间分布进行分析#发现意大利北部%中部和南部存在很大差异#且同质的区域内部也存在
显著特殊的地区#因而有必要对特定空间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

& ĴKC@@,!"%#9"在V,F,O-6矩阵基础
上构建指标体系#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222,"%%;年意大利*_HE:!地区的地域资本水平#进而研
究经济增长与地域资本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地域资本的地区分布存在很大差异#各地区地域资本的
差异可以解释其近期经济增长模式的差异#但其对宏观经济表现的影响难以简单概括#具体影响取决于
地区区情%各类因素间复杂的相互关系以及一些外生因素)##*

& +'-,!"%#>"测算"%%9,"%#%年匈牙利次
级区域的地域资本#发现社会经济邻近性显著地决定了地域资本积累#企业间协同度%教育水平%文化经
济背景等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地域资本的积累)#"*

& 同年他在另一篇论文中#又利用空间计量经济
学方法#分析了地域资本的平稳增长!D,KF'-6@OK'[GD"和高速增长!KC7D OK'[GD"对匈牙利次区域经济发
展的影响#发现虽然从长远看来#地域资本平稳增长能够引导区域可持续发展#但地域资本的不断高速
增长则对经济发展是有害的!+'-,#"%#>"

)!%*

& /'\J7@C等!"%#;"基于罗马尼亚县域数据#利用结构方程
模型研究地域资本各构成因素的贡献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经济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增加对经
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人力资本和机构资本增加的
影响不显著)!#*

& /,IK'[7A,和Ei(,@DG,!"%#8"则基于地域资本在波兰喀尔巴阡山地区! '̂\A,KX,@A6J#属
于欠发达地区"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提出该地区的发展规划和政策建议)!"*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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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域敏感资源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文化资源以及一些具有非物质特征的资源#具体指标包括高等教育水平%就
业比例%自然资源禀赋%文物古迹数量%旅游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等地域资本的重要内容&



此外#也有学者利用对企业家等个体的调查#从微观视角来分析地域资本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Z,I,6等!"%#8"运用统计数据和对企业家及市长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匈牙利巴拉顿湖地区中ZJ7iGDJ(a

!较发达"和?'-a'\!较不发达"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发现两地的发展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域资本
差异造成的)!!*

& B'KKJGG,!"%"#"基于对意大利巴勒莫省小企业主和管理者的调查分析发现#样本地区具
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自然环境和艺术资本#这些地域资本以不同的方式被企业或经济部门所开发和利
用#进而推动了地区内生发展#同时还产生了环境可持续性%文化遗产保护%地方自豪感%生活质量提升
等非经济价值#但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有条件和能力触发这种内生发展进程)#>*

&

".地域资本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
区域经济韧性!KJO6'-,(J@'-'F6@KJ76(6J-@J"是指区域经济系统对冲击的抵抗能力以及遭受冲击后的

恢复能力和适应能力&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区域经济韧性成为区域经济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尤
其是对受金融危机冲击很大的欧盟及其成员国经济韧性的分析!B,KG6-#"%#"$?K,GJ76JG,(#"%#;$ B,ii'(,

JG,(#"%#;$孙久文等#"%#8

)!>*

$李连刚等#"%#2"

)"#*)"9*)!9:!3*

& 因此#一些学者也专门分析了地域资本与
区域经济韧性的关系& ĴKC@@,!"%#9"利用#222,"%%;年意大利*_HE:!地区的数据分析地域资本与经
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当经济系统受到金融危机这类外部冲击时软资产!7']G,77JG7"的开发利用有利于减
轻危机对经济的影响)##*

& 但由于其使用的数据截止于"%%;年#尚不能充分解释地域资本与区域经济韧
性之间的关系& 在后续研究中#?K,GJ76和̂JKC@@,!"%#;"利用"%%;,"%#"年欧盟*_HE:!地区的数据专
门分析了地域资本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其分析结果显示#拥有较高地域资本禀赋地区的经济韧性也
较强#但即使是地域资本禀赋类似的地区#地域资本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有的地区对最
初的冲击表现出较强的抵抗能力#而有的地区则在冲击后表现出较强的恢复能力)"9*

& B,ii'(,等!"%#;"

利用"%%%,"%#9年意大利各省的数据#检验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后不同类型地域资本发挥的不同作
用#结果表明#人力资本%文化资本%自然资本%集聚经济等对于减轻危机影响以及经济恢复具有积极作
用#而社会间接资本!主要指基础设施"对应对危机并没有多大帮助!基础设施的积极效应在经济形势好
的时候才明显"#因此#区域发展应将人力资本提升作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同时要充分发挥文化和自
然资本的作用)"#*

&

同时#也有学者分析了"%%;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地域资本的影响& LK,76(6等!"%#""研究发现#国际
金融危机总体上并没有减少意大利各地区地域资本的数量#认知资本%环境资本%基础设施资本等在危
机中反而有所增加#但人力资本和一些以制造业为主地区的生产资本受危机的冲击很大)#;*

& 此外#还有
学者试图基于地域资本来分析农村经济脆弱性问题& /Ji6'!"%"%"认为#乡村遗产!KCK,(DJK6G,OJ"应该地
域资本化#有效利用乡村遗产有利于克服农村脆弱性!,-G6]K,O6(J"#并利用地域资本分析框架将农村地域
资本!乡村遗产"划分为文化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经济资本四种类型#但其研究仅限于理论
讨论)!8*

&

!.地域资本对区域内企业发展的影响
近几年来#地域资本的经济效应研究已经拓展到企业层面#分析地域资本对微观经济个体的影响开

始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L,Ki'GG'等!"%#3"研究了地域资本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认为企业所在
地的地域资本是企业的重要无形资产#企业可以通过合理利用这些无形资产来提升企业价值#反过来#

企业的发展也可以生成地域资本$其对意大利多个企业案例的分析表明#国内环境的改善为企业提供了
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资产!如供应网络%教育系统%技术工人等"#这些地域资本对企业成长乃至成为全球
知名企业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B'KKJGG,!"%#8"%B'KKJGG,等!"%"%"%V,7GJ(-'M'等!"%"%"以意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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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企业为样本考察地域资本对企业生产率和竞争力的影响#其研究发现+作为一个地区特有的%难以被
模仿的资产#地域资本能让从中受益的企业具备长期竞争优势$技术资本%社会资本%组织资本%金融资
本以及基础设施资本的增加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生产率#其中#金融资本和基础设施资本增加能广泛提高
各行业企业的生产率#但只有技术资本和艺术资本!,KG67G6@@,X6G,("的增加有助于缩小企业生产率的地区
差距)!2:9#*

&

9.地域资本对区域发展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K,GJ76% ĴKC@@,等学者认为地域资本禀赋是欧盟制定区域一体化政策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因而较

为关注地域资本与欧盟的区域发展政策执之间的关系#其实证分析表明#拥有较高地域资本水平的地区
!核心大城市"会更多地支持中小企业和手工业部门发展#并配置更多的资源去发展人力资本#而地域资
本水平较低的地区则会配置更多资源去建设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K,GJ76JG,(#"%#3"

)9"*

& ?K,GJ76和
ĴKC@@,!"%#2"利用"%%%,"%%3年欧盟*_HE:!地区的数据#分析地域资本与区域一体化政策之间的中
长期关系#发现各地区的地域资本与凝聚政策!@'DJ76'- X'(6@a"之间存在互补性#即使凝聚政策在某地区
不甚有效#但只要能根据当地地域资本禀赋合理搭配使用政策#也会有利于该地区在中长期内的可持续
发展)">*

& 其针对中东欧国家的实证分析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地域资本是影响凝聚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

地域资本禀赋越高的地区#从政策投资中的获益往往也越多!?K,GJ76JG,(#"%#9"

)9!*

& 他们还指出#由于
地域资本禀赋与区域政策效果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因而为建立更加平衡的经济体系#各地区应该多投
资那些与现有资产具有互补性的资产!?K,GJ76JG,(#"%"%"

)99*

& L,@DGK'O(JK等!"%"%"利用"%%8,"%#!年
8个欧洲国家的数据#实证分析欧盟凝聚政策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发现来自凝聚政策的支持对企业
规模扩张的积极作用大于对企业生产率提升的积极作用#并且这种效应因地区地域资本水平的不同而
存在差异+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该效应在地域资本匮乏地区更强#其原因可能是地域资本匮乏地
区的企业难以依赖外部资产#所以需要更多地去开发和利用地区内部的资产)9>*

&

此外#地域资本的增加也可以强化扶贫项目的减贫效应& =OC6(JK,和VD,-\K,:L,a'-!"%"%"针对墨
西哥扶贫项目E ?̂E的实证分析表明#对地域资本!尤其是人力资本和生产资本"的投资可以改善贫困家
庭的发展能力#进而提升扶贫项目的减贫效果)93*

& 事实上#欧盟的一些项目本身就是基于地域资本的相
关理念来设计和实施的& 在分析报告中首次使用'地域资本(一词%致力于促进农村地区内生发展的
cW=b/Wb项目#就是利用地域资本理念将公共政策付诸实践的例子!c,@kCJFJ-GJG,(#"%"%"

)98*

&

c,@kCJFJ-G等!"%"%"和c,I6,-@,等!"%"%"对cW=b/Wb项目实施情况的评估结果显示#尽管因地域资
本存量不同而导致项目实施效果存在明显差异#但本地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私营企业的活力%社会资本%

社会创新%协会以及地方性和公共性机构都是促进农村发展的关键因素#这说明#地域资本既是促进农
村发展的关键因素#也是影响针对性区域政策的实施效率的重要因素)98:9;*

&

总而言之#目前关于地域资本经济效应的研究对象仍主要集中于欧洲地区#重点是分析地域资本水
平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于用地域资本的空间差异来解释地区间的发展差异%探究地域资本禀赋
对地区经济韧性和区域发展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等#同时对微观层面的经济效应研究也逐渐深入#地域资
本禀赋对企业发展以及项目实施效果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 其研究结论也基本一致#即地域资本水平
的提高对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地区内企业发展!如生产率%竞争优势等"都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地域资本
禀赋差异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区域发展差异的形成和演变& 因此#区域发展战略和相关公共政策的制
定需要基于各地区的地域资本禀赋状况#并充分考虑地域资本的总量和结构差异&

六(研究展望
自"%世纪2%年代末地域资本概念被提出以来#逐渐引起了欧洲区域研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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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相关研究对分析和解释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差异%因地制宜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具有重要价值& 地域资
本不但在概念上整合了决定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水平的各种自然的和人造的%无形的和有形的%

内生的和外在的资源#而且在理论上综合了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 总体来看#地域资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已初步形成#概念%内涵%类型%构成因素及其经济效应逐渐清晰#但仍处于探索拓展阶段#在理论架构和
测度方法上均有待进一步完善#且研究对象仍集中在欧洲地区& 尽管如此#现有研究已表明地域资本对
区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地域资本研究有助于更好地挖掘区域发展的内生动力和解
释地区发展差异的成因和演变#对于完善区域经济理论%优化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而更好地促进区
域协调%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自"%世纪;%年代以来#中国的区域经济学学科发展迅速#经历了区位经济学!以古典区位论和新
古典区位论为核心"%区域科学!引入区域政策规划和新经济地理学等"再到区域经济学!融入区域协调
发展等中国理念"的演变历程!夏添等#"%#;"

)92*

& 这表明#在充分吸收西方区域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同
时#国内的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也为该学科发展注入了中国特色& 但是#现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学的内容
体系#仍以传统的经济理论为主& 以生产要素为例#当前区域经济学研究尽管考虑到了要素关联#但仍
偏重研究单一或局部要素的空间决策问题!刘俊杰等#"%#8"

)>%*

& 而地域资本将组织机构%关系网络%文
化认知等往往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因素赋予了'资本(涵义并纳入研究框架#既充分考虑了多维要素的关
联性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有助于在传统要素贡献减弱的情况下挖掘新的发展动力#进而解释
区域发展差异的形成和演变#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地域资本包括促进区域发展的传统要素和非传统要素%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拓展了区域经济学的
研究范畴和边界& 将地域资本应用于中国区域经济学研究#并不断完善其理论#创新其方法#不但为区
域经济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而且对于深入理解区域经济发展规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科学
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 将地域资本用于研究和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当前应重点关注以下方面+一是如何客观%科学地测度地域资本水平& 目前常用的测度方法是构建指标
体系#而指标的选择要借鉴国外的研究#更应体现中国特色& 这就要求充分考虑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特
征%数据资源等因素#构建合理的指标体系来衡量地域资本及其空间分布& 同时#也急需在评价方法上
寻求突破& 二是在研究的区域层次上要粗细结合& 不但要关注四大经济区域和省级行政区域#还要重
视对城市群%跨行政区经济区域以及县域的研究& 三是深入分析地域资本对区域发展的影响和影响机
制#进而解释区域发展差距的成因和演变& 四是基于地域资本的空间分布及其经济效应#为国家和各地
区科学制定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经验参考#尤其要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进而促进共同富裕
提供路径和策略选择依据&

参考文献$

+#,$V=B=S*1b$V=̂Wcc0b.bJO6'-,(@'FXJG6G6MJ-J77,-\ GJKK6G'K6,(@,X6G,()=@'-@JXGC,(,XXK',@D ,-\ JFX6K6@,(JM6\J-@J

]K'FGDJWCK'XJ,- _-6'-++,.bJO6'-,(EGC\6J7$"%#!$98'2()#!;!:#9%".

+",$H0H̀ L1.VD,-O6-OJ-\'OJ-'C7\JMJ('XFJ-G)HDJGJKK6G'K6,(@,X6G,(++,.+'CK-,(']W@'-'F6@7pLC76-J77bJ7J,K@D$

"%##$#8'"()#!8:#>#.

+!,$H0H̀ L1.HJKK6G'K6,(@,X6G,(:,]CiiaX'(6@a:\K6MJ- @'-@JXG)V'-GJjG$677CJ7$,-\ XJK7XJ@G6MJ7++,.WCK'X,oo1$"%#8$!!)

>:#2.

+9,$WV.E@'X6-O\'@CFJ-G,-\ 7CFF,Ka']X'(6G6@,(FJ77,OJ7]'K,- ,77J77FJ-G']GDJGJKK6G'K6,(7G,GJ,-\ XJK7XJ@G6MJ7']GDJ

WCK'XJ,- _-6'-)H'[,K\7,7GK'-OJKWCK'XJ,- GJKK6G'K6,(@'DJ76'- 6- GDJc6ODG']GDJc67I'- ,-\ S'GDJ-ICKO,FI6G6'-7+b4

0c,.HDJ1-]'KF,(W_:B6-67GJK6,(BJJG6-O'- HJKK6G'K6,(V'DJ76'-:"% ,-\ "# B,a"%%> 6- cCjJFI'CKO.'"%%>:%>:"%(

+"%"#:##:";,.DGGX)44[[[.JC"%%>.(C4J-4,@GC,(6GJ74\'@CFJ-G7tGK,M,6(4"%%>4%>4"%KJO6'4B6-t/0Vt#t]6-.X\].

!2

路征!穆子丹!杨清萍"地域资本研究进展



+>,$0WV/.0WV/HJKK6G'K6,('CG(''A "%%#+B,.̂ ,K67)0WV/ ĈI(6@,G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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