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章

产业布局理论



主要内容

 第一节  产业布局理论概述
 第二节  产业布局的影响因素
 第三节  产业布局的实践



第一节  产业布局理论概述
 一、产业布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二、产业布局理论的研究内容



一、产业布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一）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是产业布局
的形成期

  1、杜能的《孤立国》及其对产业布局理论
的贡献。

 2、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 



一、产业布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二）二次大战后产业布局理论的发展

 1、成本学派理论
 2、市场学派理论 
 3、成本--市场学派理论 
 4、以后起国家为出发点的西方产业布局理论 
 5、其他相关理论 
 （1）区域联合理论
 （2）地域分工与贸易理论。 



一、产业布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产业布局理论

 1、前苏联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
 2、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地域分工理论是指导
我国产业布局的基本理论。



二、产业布局理论的研究内容

 （一）产业布局条件

 （二）产业布局特点

 1、各个产业由于自身的技术经济要求不同，而在
布局上呈现出不同特征。

 2、各地区根据自身条件，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形成不同的产业结构，形成各具特色的多种产业的
地域组合。 

 （三）产业布局层次

 （四）产业布局机制

 （五）区域产业结构



第二节  产业布局的影响因素
 一、地理位置因素

 二、自然因素

 三、人口因素

 四、社会经济因素

 五、科学技术因素



一、地理位置因素

 （一）地理位置对第一产业布局的重要影响

 （二）地理位置对第二、第三产业布局的直
接影响



二、自然因素

 （一）自然资源对第一产业的决定性影响 
 （二）自然资源对第二、第三产业布局的影
响

 （三）自然资源直接影响到产业布局的大格
局



三、人口因素

 （一）作为生产者的人对产业布局的影响

 1、人口数量对市场规模和资源开发程度有
较大影响。

 2、人口质量或人口素质也对产业布局产生
重大影响。

 （二）作为消费者的人对产业布局的影响



四、社会经济因素

 （一）历史基础

 （二）市场条件

 （三）国家的政策、法律和宏观调控

 （四）国内、国际政治条件

 （五）价格与税收条件



五、科学技术因素

 （一）自然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广度对产业布
局的影响

 （二）产业结构对产业布局的影响



第三节  产业布局的实践
 一、国际分工与国际产业转移

 二、全国性产业布局

 三、地区性产业布局



一、国际分工与国际产业转移

 （一）国际分工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关系

 （二）产业革命以来国际分工格局和产业转
移的演变

 （三）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



二、全国性产业布局

 （一）全国性产业布局的总体目标

 （二）产业密集带的形成与全国性产业布局

 （三）全国性产业布局的调整



三、地区性产业布局

 （一）地区性产业布局的依据

 （二）地区性产业布局的基本走势

 （三）地区性产业生长点的选择

 （四）地区性产业布局的主要模式及其在中
国的应用



思考题

 1、简述产业布局的基本理论。
 2、简述影响产业布局的因素。
 3、分析我国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中
的战略和策略。

 4、分析我区产业布局的主要模式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