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研究背景 

新经济地理学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传统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理论的分析框架之中，研究经

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解释不同规模、不同形式生产的空间集中机制，并通过这种机制分

析探讨更深的问题。在新经济地理学（NEG）的模型中，一般需要三个主要成分来解释经

济活动的集聚，一是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区别于传统经济学中的完全竞争；第二，贸

易成本和贸易障碍，体现了在空间维度中交易成本的重要性；第三，要素在区域之间的流动。 

而这篇文章便是在要素流动这方面有所创新。 

二、研究思路与基本内容 

概述原文采用的数理建模方法与（或）数据实证方法，以及主要的逻辑进路。进一步，

给出数理模型与（或）计量模型的核心设定，简述其分析思路与所用方法。 

    在标准的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中，关于劳动力的区分很多学者都同意以下区分方式， 

第一种劳动力：熟练的劳动力，在很多文献中，认为是企业家或者与农民相对应的高技能的

工人。他们的流动是没有太多障碍的，我们称为完全流动。 

第二种劳动力：非熟练的劳动力，他们因为很多原因不能完全流动，比如被土地束缚的农民

或者低技能的工人。 

但是通过对迁移的实证数据观察表明，大家对非熟练劳动力完全不流动的假设过于严格

了。因此本文是构建一个新经济地理学的模型，里面包含了一般意义上的熟练劳动力的流动，

也包含了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本文的创新之处是构建了一个允许非熟练劳动力流动的新经

济地理模型。 

该模型的基本结构是基于自由企业家模型，来源于 Pflüger 在 2004 发表的文章。在以前

我的汇报中，介绍过核心边缘模型，这个模型假设劳动力是不流动的，而自由企业家模型是

对核心边缘的假设的一个放松，假设熟练劳动力即企业家是完全可流动的。但和普夫格的论

文截然不同的是，我们这篇文献认为不熟练的劳动力是不完全流动的，而不是完全不流动的。 

数理模型： 

1. 消费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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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算约束下最大化效用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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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者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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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式 ix 和 jx 的条件下，建立拉格朗日函数，最大化企业利润之后我们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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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均衡时，利润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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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7）（8）可以得出本国和外国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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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长期均衡 

在长期，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都是自由流动的。 

（1）熟练劳动力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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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 是熟练劳动力的间接效用函数的差异. 

从运动方程来看，均衡就是劳动力不再流动。 100s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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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 

非熟练劳动力的流动是有成本的并且因人而异。模拟一个非熟练劳动力的效用函数：

rkrrk VV ， rk 服从 GUMBEL 分布（独立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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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V 即迁移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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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均衡是同时满足方程（12）和（13）的和  的组合获得的。 



然后我们求解得出突破点，从而发现在什么情况对称的分布会被打破，并从图形详细分

析本文的论点。 

三、主要结论 

本文建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地理模型，其中包含两个技能型可流动的生产要素，非熟练劳

动力和熟练劳动力，创新性地允许非熟练型劳动力转移而给 NEG 模型增加了一个集聚力，

这被认为是由非熟练劳动力的需求联系。非熟练劳动力的迁移增加了国内市场规模，提高了

国内企业的总收入和盈利能力。熟练的和非熟练的劳动力流动相互促进：熟练劳动力的迁移

改变了生产，导致了非技术劳工迁移。非熟练劳动力迁移反过来又增加了国内市场的规模和

技术工人集聚的激励。贸易成本下降和经济一体化导致非熟练劳动力回流，而熟练劳动力仍

然聚集在一起。与具有流动的熟练劳动力和非流动的非熟练劳动力的 NEG 模型不同，本文

认为边缘的非熟练劳动力不再比集聚核心中的非熟练劳动力更差。在目前的方法中，非熟练

劳动力可以通过迁移来应对间接效用的不平衡。文中已经表明，当间接效用的差异等于迁移

成本时，非熟练劳动力的要素流动将停止。那么边际劳动者就要承担承受核心好处的迁移成

本，从而留在边缘的劳动者并不见得效用不好。该模型的结论是预测了阻碍非熟练劳动力迁

移就会降低熟练劳动力的迁移激励。所以对于很多地区，只吸纳熟练劳动力，排斥非熟练劳

动力，或许是不明智的。 

四、汇报点评 

主讲人对于模型的推导讲解十分详细，而且配有自己整理纸质版过程，让大家对于模型

有了细致的认识。杨飞老师提出大家可以从实证的角度对这篇文献进行进一步的深究和挖掘，

这样才能加深对文献的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