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工业区位论

■ 教学要点:
  从知识层面要求学生掌握韦伯工业区位论的核心内容,认识工业区位论的局限

性,了解韦伯工业区位论的理论拓展及其现实应用。

  从技能层面要求学生学会工业区位论的构建方法,学会运用本质规律去分析、解

释现实问题;能够分析技术条件变化对区位的影响,灵活运用工业区位论。

■ 文献导读:
  [1]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M].李刚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阅读译者前言,了解韦伯区位论的形成背景、假设前提及主要观点;阅读第三、四、
五章,理解工业区位论运输指向、劳动力指向和集聚指向等三个构建步骤及其核心

内容。

  [2]李小建,李国平,曾刚,等.经济地理学[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阅读第三章第二节,了解韦伯工业区位理论的三阶段理论———运费指向论、劳动

费指向论、集聚指向论,理解区位因子、特殊因子、集聚因子与分散因子、原材料指数、
区位重量、综合等费用线、临界等费用线、劳动费指数、劳动系数等概念。

  [3]张文忠.经济区位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阅读第五章第三节、第四节,理解工业区位论的构建步骤及其核心内容。

■ 课程导入:
富士康科技集团为什么北进郑州?

  在过去短短30年里,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

制造”做大做强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深圳,以富士康科技集团为代表的

出口导向型加工贸易制造企业,靠着“大规模、低成本、低利润、高速度、高效率”,在全

国乃至全球闯出一条大路。

  2010年6月2日宣布,富士康科技集团内地工厂全体工人薪金提高三成,时隔4
天,富士康再次宣布,深圳各厂区经考核合格的作业员及线组长的标准薪资自10月1
日起调升至2000元/月,加薪幅度约66%。据测算,富士康科技集团深圳各厂区的工

人大约45万人,未来一线员工的底薪从900元升至2000元,意味着富士康科技集团

每月将新增5亿元的人工成本,全年近60亿元。2009年富士康科技集团净利润为23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55亿元,这还是富士康科技集团市场表现第二好的年份。仅深

圳地区增加的人工成本就会让富士康科技集团的利润削减近1/3(樊大彧,2010)。有

专家分析,受富士康科技集团加薪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将集体面临涨薪预期。
业内人士称,涨薪预期会使以富士康科技集团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重新考虑其战

略布局,可能造成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新一轮内迁。



  另据报道,富士康科技集团母公司———鸿海集团董事会已经通过了对成都及郑州

两地的6400万美元投资计划。长达两个月的富士康科技集团内迁之争终于落幕,据

了解,该项投资是鸿海集团在大陆内迁的最新布局。

  富士康科技集团此次为什么选择在郑州投资呢? 首先是看中了郑州的区位优势,
郑州地处中原,与富士康科技集团已有的河北廊坊手机生产厂距离不远,郑州的手机

生产厂建成后,两大手机厂就可以出现互补效用。其次,富士康科技集团选择郑州主

要是从“万马奔腾”①计划出发,因为富士康科技集团所代工的三大手机品牌已趋于稳

定,诺基亚牌在北京生产,摩托罗拉牌在廊坊和天津生产,而苹果牌手机的生产一直没

离开深圳,如果迁移到郑州生产,就对“万马奔腾”的供应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此外,这些年中,河南一直是富士康科技集团最主要的人才基地之一。比如仅河

南商丘一地,就向富士康科技集团输出了超过万名技工型员工。2011年6月11日,富

士康科技集团还在商丘睢县投资了“河南省基础人力资源培训基地”,据称项目总投资

额达3.2亿元。而此前,在2007年12月,富士康科技集团与河南大学签订合作协议,
投资450万元设立奖学金、助学金,对11个专业的学生进行定制培养和预约就业。

2009年12月,富士康科技集团又选择向郑州航空学院捐赠奖、助学金。有人这样评价

说,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河南人才方面的储备,或许就是今天选择布局在郑州的序曲(穆

迪,2010)。

  案例思考: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由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发展为一个国

际化大都市,深圳具有其他内地城市所不具有的优势条件,富士康科技集团在深圳建

厂已有20年历史,富士康科技集团为什么还要从国际化大都市深圳向内地城市郑州

搬迁转移? 企业区位选择的内在规律是什么? 决定企业区位选择的条件发生了哪些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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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区位论提出的背景与渊源

  工业区位论是研究工业企业空间位置选择规律与特定区域内工业企业空间组

合的理论。通常以一定的经济目标(如最低生产成本或最大利润)为出发点,研究

区位因素对工业企业空间位置的影响以及工业区位选择与组合的规律。

  18世纪一些古典经济学家就提出了区位论的思想。如爱尔兰的R.坎特龙和

英国的亚当·斯密在其著作中,都论述过运费、距离、原料等对工业区位的影响。从

理论上系统研究工业区位论的学者首推德国的 W.G.F.罗舍尔,他于1868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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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论文,从理论上系统研究工业区位论,提出“区位”就是为了“生产上的利益”,
并受原料、劳动力、资本的制约;原料地对区位发生的牵引力大小依赖于原料加工

过程中的减少量,等等。用数学方法论证工业区位的是德国的 W.劳恩哈德,他在

1882、1885年发表了一系列著作,给区位论研究开拓了一条精密化、计量化的道

路。目前工业区位论中所用的“运输吨千米最小地点的区位决定公式”、“市场总需

要量的计算公式”、“市场地域大小与运费之间关系的公式”等,都是劳恩哈德设

计的。

  创建现代工业区位理论基础的是德国经济学家韦伯(图3 1),他于1909年发

图3 1 阿尔弗雷德·韦伯

(王恒立画)

表《工业区位论》一书,为工业区位理论建立了完整

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严密的研究方法。但是,韦
伯的工业区位论是抽象的、孤立因素分析的静态区

位论。1924年,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弗特尔提出

“贸易边界区位理论”。他认为,贸易区的边界是被

该区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和单位运输成本之和决

定的。1924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在其《贸易理

论》和1933年的《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等书中开

始讨论整个工业布局问题。从20世纪40年代末

开始,美国学者胡佛、伊萨德等提出了工业区位的

多种成本因素综合分析的理论。这些理论探讨的

中心问题是:如何以最低成本和最大利润的原则选择厂址。从德国经济学家 A.
廖什1940年发表《经济的空间秩序》开始,发展为多因素的对比研究,形成各种学

派的动态区位论。著名的代表者有运输费用学派的E.M.胡佛、市场学派的廖什

和区域科学学派的 W.伊萨德、行为学派的A.R.普雷德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宏观经济角度研究工业区位的理论逐渐发展,这种理论

着重从全国范围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资本形成特征和投资率、失
业率和通货膨胀等的地区差异,以及环境经济、生态平衡等方面进行研究。

二、工业区位论的基本概念与假设

(一)基本概念

  1.区位因子

  韦伯最早界定了区位因子的概念,把区位因子定义为经济活动发生在某特定

地点而不是发生在其他地点所获得的优势。我们可以将区位因子理解为工业区位

选择在一个特定地点的决定性因素,即工厂在某特定地点生产某产品比在别的地

点生产能够降低费用的可能性。根据它们对区位选择影响的普遍性可以将区位因

子分为一般因子和特殊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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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般因子

  一般因子是对所有工业区位选择都有影响的因子,例如,运费、劳动力等。通

过分析工业生产、流通与分配过程,可以找出影响所有工业企业运营成本的因素,
均视为一般因子。

  这些主要成本包含工业企业布局场所的土地使用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厂房建

造、设备购置与安装调试费用等);工业生产所需原料和燃料费用;原燃料及产品的

运费,在整个生产、流通与分配过程中投入资本与劳动力的费用,包括与资本有关

的利率、固定资产折旧率以及和劳动有关的劳动力成本等。

  因此,一般因子包括以下七项:① 工厂布局场所的土地使用费;② 固定资产

投资费;③ 原料和动力燃料费;④ 劳动力成本;⑤ 原燃料及产品的运费;⑥ 资本

的利率;⑦ 固定资产的折旧率。

  3.特殊因子

  特殊因子是仅与特定工业有关的因子,只影响某些特定工业的区位选择,例
如,空气湿度与大气中固体悬浮物浓度等。它可使相关工业企业选择趋向于特定

区位,对其他工业区位选择不具普遍的影响作用。因此,在构建区位论中可以不予

考虑。

  4.集聚因子与分散因子

  工厂为了降低生产或销售成本,或者是为了利用其他方面的有利条件(如企业

协作、接近科研机构、共享设施与市场等)而得到额外经济利益趋向集中在特定场

所的因子,为集聚因子。与此相反,促使工厂为避免集中而带来的不利(地价上升、
劳动力成本提高、交通拥挤等)或为了避开激烈竞争,获得新的发展机会而趋向分

散布局的因子,则为分散因子。集聚因子和分散因子能够使其他因子所决定的工

业区位格局发生偏移。

  5.一般因子的筛选与排除

  在上述七种成本因素中,固定资产的折旧率以及利率没有区位意义,土地使用

费(地租)在考虑集聚、分散因素之前可认为是一样的,可以暂不考虑其对区位选择

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费主要反映在购入价格上,一般不与区位发生直接关系,也
可以排除在外。因此,在上述七种成本因素中只剩下以下三种:

  (1)原料和动力燃料费。获取同种等量原料与动力燃料的价格,因产地不同

而不同,工厂区位接近价格相对低廉的原料、燃料地,有利于成本的节约,因此原料

和动力燃料费是一个一般性区位因子。

  (2)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本因各区域劳动力供给状况以及工资水平和生活

成本的变化很大,直接影响到工厂区位是趋近还是远离某一地区,因此劳动力成本

是一个一般性区位因子。

  (3)运费。运费是原料、燃料获取以及产品分配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成本,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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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费因工厂区位不同而不同,因此,运费也是一个一般性区位因子。

  因此,原料和动力燃料费、劳动力成本、运费是三个影响所有工业的一般区位

因子。为了简化理论构建,便于理论研究中对影响因子的处理,可将原料、燃料价

格的地区差异用运费差异来替代:即原料和动力燃料费用等于原燃料产地的价格

加上由产地到工厂的运费。这样,影响工业区位的一般区位因子就由原料和动力

燃料费、劳动力成本和运费三个因子减少到劳动力成本和运费两个因子,这正是韦

伯构建工业区位论的巧妙之处。
(二)基本假设与思路

  1.基本假设

  (1)各地的自然条件、技术水平和工人技能水平都相同,企业区位选择只考虑

经济因素。

  (2)原料供给地、产品的消费地与规模已知,且产品消费量不变。

  (3)各地点的劳动力无限供应、不能移动且劳动力成本固定不变。

  (4)单一运输方式且运费与货运量和距离成正比。

  2.构建思路

  在上述三种假定条件下,韦伯分成以下三个阶段逐步构筑其工业区位理论(见
教材第三章第二节第69页)。

三、工业区位论的构建过程

(一)运费指向

  基本原理:运费最小的区位是最佳区位。

  运费指向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在给定原料产地和消费地的基础上,如何确

定仅考虑运费的工厂区位即运费最小区位。

  1.基本概念

  (1)遍在原料(广布性原料)。任何地方都存在的原料,例如,空气、水、普通沙

石、粮食等。如果地方需求不超过原料供给的限度,这种原料就是“绝对广布性原

料”,如空气、普通沙石。如果需求超过供给限量,对地方和区域等来说它们就是

“相对广布性原料”,如粮食等。从原有的认识来看,水是无限量的,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通过水循环再生的,那么水就是一种“绝对广布原料”。但从现实来看,目前许

多地区都受供水量的限制,实际上,水是一种“相对广布性原料”。所谓“广布性原

料”当然不是指一种物品在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每个地点上都存在或可生产,而是指

这个区域内如此广阔地分布着这种原料,无论消费地配置何处,都存在这种原料的

产地,或者存在就近加工的机会。“广布性原料”因此不是数学上的概念,而是实

际的和近似的概念(阿尔弗雷德·韦伯,2010)。

  (2)局地原料(地方性原料)。只有在特定场所才存在的原料,例如,铁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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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石油等。如果在某一地区对相对广布原料的需求或其任何部分的需求超出

了该地可获得的数量,那么所有相对的广布性原料都属于地方性原料的范围之内

(阿尔弗雷德·韦伯,2010)。

  (3)纯原料。整个原料的重量全部转移到工业产品中的局地原料称为纯

原料。

  (4)损重原料(粗原料)。在生产过程中有重量损失,最终只有部分重量转移

到最终产品中的局地原料。损重原料的分布状况是影响工厂区位选择的重要

因素。

  由于广布性原料对区位选择没有意义,为简便起见,“纯原料”和“粗原料”只相

对于“地方性”原料而言。

  (5)原料指数。原料指数等于产品重量与局地原料重量之比,它表示生产一

个单位产品中需要运输多重的局地原料,表示单位产品中局地原料重量比例的

高低。

原料指数=
局地原料重量

产品重量

  (6)区位重量。每单位产品中需要运输的总重量。在整个工业生产与分配过

程中,需要运送的总重量为最终产品和局地原料之和。

区位重量=
局地原料重量+产品重量

产品重量 =
局地原料重量

产品重量 +1=原料指数+1

  2.基本原理

  运费最小的区位是最佳区位,一般来说,为了减少运费,原料指数和区位重量

越大的工业越倾向于在原料地,原料指数和区位重量越小的工业越倾向于消费地。

  3.各种情况的讨论

  (1)原材料仅使用一种,且与消费地重合,不论是哪种类型的原料都不需讨

论,都是消费地区位。

  (2)原材料仅使用一种,面向的市场仅一个,且二者不重合,又可以分为以下

几种情况:

  ① 仅使用遍在原料,和第一种情况一样,原料指数=0,不需讨论,是消费地

区位。

  ② 仅使用一种纯原料,原料指数=1,工厂区位为自由区位,区位选择在原料

地、消费地以及二者之间的连线上任一点均可。如棉纺织工业。

  ③ 使用一种纯原料的同时使用遍在原料,原料指数<1,工厂区位为消费地区

位。如饮料工业。

  ④ 仅使用一种损重原料,原料指数>1,工厂区位为原料地区位。如制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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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

  (3)使用两种或多种原料,这样就构成区位三角形或区位多边形,这些情况就

非常复杂,可以通过几何的方法,借助“范力农构架”找到平衡点,即为运费最低点,
也就是工厂的最佳区位点。
  给定生产1t供应市场(C)的产品,需原料产地A(Ma)供应3t原料,原料产

地B(Mb)供应2t原料,根据韦伯工业区位理论的运费指向论,工厂区位应该在运

费最小地点。韦伯假定运费只和距离和重量有关,那么运费最小地点(P)应是A、

B和C构成的区位三角形的重力中心(见教材第三章第二节图3 8)。

  (4)数学方法求解。针对以上区位三角形和区位多边形,可以用数学方法求

解(见教材第三章第二节图3 7)。
  设运费最小点为P,原料和市场有 M1,M2,…,Mn 个,运量为 m1,m2,…,
mn,距P 点到各种原料和市场距离为r1,r2,…,rn,总吨千米即为总运费,求P 点

即是求满足下列条件的解。图中总运费为各种原料运费和产品运费之和,根据物

理和数学知识,总运费:

k=∑
n

i=1
wiri=∑

n

i=1
wi (x-xi)2+(y-yi)2

  对这个函数而言,要使总运费k最小,须使下列等式成立:

∂k
∂x=∑

n

i=1

wi

ri
(x-xi)=0  

∂k
∂y=∑

n

i=1

wi

ri
(y-yi)=0

  求出P 点的坐标,即可确定P 点的区位。

  (5)画图方法的求解。针对一种原料和一种市场的情况,也可以用画图方法

求解,需要引入等费用线和综合等费用线的概念。等费用线是运费相等的点的连

线;而综合等费用线就是全部运费(原料运费+产品运费)相等点的连线(见教材第

三章第二节图3 9)。

  假设存在单一市场N和单一原料地 M,运输一个单位重量的产品,每千米的

运输距离需1个单位货币;运输一个单位的原料,每千米的运输距离需2个单位货

币。这样,以运输费用每增加1单位货币,可画出分别围绕 N、M 的同心圆状连

线,这种呈同心圆状的线为等费用线。其1个货币单位的间隔,就N而言为2km,
对 M而言则为1km。而综合等费用线则为全部运费(原料运费+产品运费)相等

地点的连线。图中A、B、C、D、E、F 各点的连线,就是运费为7个货币单位的综

合等费用线:A 点是原料地 M 的2个单位与市场N的5个单位的等费用线的交

点,而B 点是原料地 M的3个单位与市场N的4个单位的等费用线的交点,依次

类推。通过这种方法也可以找到最佳区位点(运费最低点)。
(二)劳动力成本指向

  运费随着空间距离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空间规律性;而劳动力成本则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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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性,它属于地区差异性因子,是导致运费形成的区位格局发生变形的因子。

  劳动力成本不是指工资的绝对额,而是指生产每单位重量产品所需的工资。
它不仅反映了工资水平,同时也体现了劳动能力的差距。劳动力成本主要反映在

地区间的差异上。

  1.基本思路

  在运费指向形成的最优区位格局的基础上,如果再考虑劳动力成本,即同时考

虑运费和劳动力成本两个区位因子,所形成的最优区位(成本最低)会不会偏离原

来的最优区位呢?

  2.判断条件

  当节约的劳动力成本大于增加的运费时,工业区位就会由运费指向转为劳动

力成本指向。即由原来的运费最低点偏向运费和劳动费综合费用的最低点。这种

区位格局称为劳动力成本指向。

  这种情况韦伯用临界等费用线进行了分析(见教材第三章第二节图3 10)。

  P 点是已知的运费最小点,围绕P 点的封闭连线是从运费最小点(P)移动而

产生的运费增加额相同点的连线,即综合等费用线。理论上说,以P 为中心可划

出无数条线。在这些综合等费用线中,与低廉劳动力供给地L 的劳动力成本节约

额相等的那条综合等费用线称为临界等费用线,从图上可知,这条临界等费用线是

标记为S3 的综合等费用线。即如果工厂从最低点P 转移到这条线上,综合运费

增加3个单位。假设有两个劳动力低廉地为L1、L2,如果在L1、L2 处布局工厂,
分别比P(最小运费地点)处劳动力成本低3个单位。那么,工厂区位将由P 点转

移到L1,因为L1 在临界等费用线的内侧,即增加的运费低于节约的劳动力成本,
工厂区位移向L1 处是有利可图的;相反,由于L2 在临界等费用线的外侧,则不会

转向L2 处。

  3.判断指标

  韦伯为了判断工业受劳动力成本指向的影响程度,提出了“劳动力成本指数”
和“劳动系数”的概念。

  (1)劳动力成本指数。每单位重量产品的平均劳动力成本。

  (2)劳动系数。每单位区位重量的劳动费。

  (3)一般规律。劳动力成本指数大,从最小运费区位移向廉价劳动力区位的

可能性就大;否则,这种可能性就小。

  劳动力成本指数只是判断劳动力指向的可能性的大小,而不是决定因素。因

为尽管某种产品的劳动力成本指数高,但是如果该产品生产所需要的区位重量非

常大的话,也不会偏离运费最小区位。因此,需要通过劳动系数来判断。

  劳动系数大,远离运费最小区位的可能性大,劳动力成本指向性强;劳动系数

小则运费指向性强。进一步也可以说劳动系数越高,工业也就会愈倾向于向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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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廉价地集中。

  在现实条件中,劳动力成本指向还会受其他条件的影响,韦伯把这些条件称为

环境条件,其中作用较大的是人口密度和运费率。

  如果人口密度与劳动力密度呈正相关,则劳动力指向与人口密度的关系为:人
口稀疏的地区工业区位倾向于运费指向;人口稠密的地区则倾向于劳动力成本

指向。

  工业区位从运费最小地点向廉价劳动力地点转移,还受制于运费率。若运费

率低,远离运费最小地点增加的运费不多,很可能少于所节约的劳动力成本,可使

工业区位集中在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地。

  综上所述,决定劳动力成本指向有两个条件,一是基于特定工业性质的条件,
通过劳动力成本指数和劳动系数来测定;二是人口密度和运费率等环境条件。

  此外,韦伯还论述了技术进步与区位指向的关系。他认为,运输工具的改善会

降低运费率,劳动力成本的指向将变强,而机械化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降低

劳动系数,导致在劳动供给地布局的工业会因运费的作用转向消费地。因此,不同

方面的技术进步可产生不同的影响。
(三)集聚指向

  1.基本概念

  (1)集聚因子。促使工厂为降低生产或销售成本而集中在特定场所的因子

(如企业协作、相关设施共享等)。

  (2)分散因子。促使工厂为避免集中而带来的不利而分散布局的因子(地价

上升、交通拥挤等)。

  2.作用机制

  (1)集聚因子的作用机制。集聚因子的作用分为两种形态。一是由经营规模

的扩大而产生的生产集聚,这种集聚一般是由“大规模经营的利益”或“大规模生产

的利益”所引发的内部规模经济;二是由多种企业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集聚,这种

集聚利益主要来自企业间的协作、分工和基础设施的共同利用等带来的外部规模

经济。

  (2)分散因子的作用机制。分散因子与集聚结果有关,可以说是集聚的反作

用,例如,由于集聚带来的地价上升造成的一般间接费、原料保管费和劳动力成本

的上升。或者是为了寻找新的发展机会而向其他地方分散。这种反作用的方式和

强度与集聚的大小有关,其作用主要是在抵消集聚因子,从而产生集聚的逆向导向

即分散导向。

  3.判断条件

  当集聚节约额大于因运费(和劳动力成本)指向带来的生产费用节约额时,便
产生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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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集聚区域

  一般而言,多数工厂互相临近的区域多为发生集聚指向可能性大的区域。教

材第三章第二节图3 11所示,在不考虑集聚情况下,五个工厂的费用最小地点分

别在A、B、C、D、E 处。假定当三个工厂集聚时单位产品可节约成本2个货币单

位,为得到这一集聚利益,工厂必须放弃原有费用最小地点,由此必然带来了运费

增加。工厂移动的前提是,增加的运费必须低于2个货币单位。图中围绕各工厂

的封闭连线即是2单位货币运费增加额曲线,即临界等费用线。当工厂集聚地设

在三条临界等费用线内侧的交叉区域时,三个工厂集聚带来的成本节约均高于运

费成本的增加,因此,该交叉区域是最有可能发生集聚的区域。

  5.判断标准

  为了判断集聚的可能性,韦伯还提出了加工系数的概念,即单位区位重量的加

工价值。加工系数较高的工业,集聚的可能性也较大;相反,集聚的可能性就较小。

四、韦伯工业区位论的评价

  同农业区位论鼻祖杜能一样,韦伯是第一个系统地建立了工业区位理论体系

的经济学者。他的区位论是经济区位论的重要基石之一,不仅是理论研究的经典

著作,对现实工业布局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时至今日,韦伯的理论仍是现

代区域科学与工业布局的基本理论,其突出特点主要有:

  (1)首次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

位理论体系,为之后的区位论学者提供了研究工业区位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

  (2)韦伯区位论最大特点或贡献之一就是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即费用最小点

就是最佳区位点。他之后的许多区位理论仍然脱离不开这一经典法则的左右,仅
仅是在他的理论基础上修补而已。

  (3)韦伯的理论不仅限于工业布局,对其他产业布局也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

他的指向理论已超越了原本的工业区位范畴,发展成为经济区位布局的一般理论。

第二节　工业区位论的理论局限与拓展

一、工业区位论的理论局限

  尽管韦伯工业区位论意义重大,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理论与现实之间始终

存在一定的差距,不能期待它解释所有的工业区位现象。

  第一,韦伯工业区位论中的运费是重量和距离的函数,且成比例增加,而现实

中的运费制度则是区段增加并且是远距离递减。现实中运费率往往是不相同的,
而不是韦伯工业区位论的统一的运价体系。此外,交通网以及运输线路的地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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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同、运输方式不同都会造成运费的不同,即使是运输同样的物品,运价体系也

不同。

  第二,韦伯假定的完全竞争条件是不现实的。产品价格,随着远离工厂的运费

增加而上升,相对的需求则会逐渐减少。需求减少,企业收入必将受到影响,对企

业家来讲,关注的不仅是成本的节约,更多的则是追求最大利润,因而这种变化也

必然影响企业家对区位的选择。

  第三,就工厂经营而言,可分为生计性经营和企业性经营两种。生计性经营一

般为小规模作坊式经营,而企业性经营则为相对大规模的工厂式经营。生计性经

营往往不太考虑生产成本的场所差异,也一般不会意识到最低成本,从而就不会受

最小费用指向的影响。而企业性经营,与最低成本相比,则更关注利润最大的

区位。

  第四,工厂区位是由工厂经营者所选定的,这种决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

策者的主观因素。即使是完全同样的外部条件,不同的决策者也可以选择完全不

同的区位。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对不同的工厂经营者而言,所获取的最适区位

的信息是有差异的。即使是能够获取完全的信息,工厂经营者处理信息的能力也

存在差异。另外,有时也会由于政策和制度等原因而放弃最适区域。

  第五,一方面,技术进步导致的单位产品原材料消耗的下降或者替代性材料的

使用,都使最适区位发生变化,原料地指向弱化、消费地指向增强;另一方面,技术

进步使得产品发生从重、厚、长、大向轻、薄、短、小发展,加之交通手段的发展,使得

运费对工厂区位的影响越来越小。

  第六,交通发达程度的提高使得产品价格中的运费比重越来越小,例如,电子

产品(集成电路)中的运费在产品价值中所占比重只有千分之一。快速、安全的现

代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以及产品轻量化趋势的加强,使得工业区位选择的空间余

地进一步加大,越来越多的工厂趋向于航空港区位或者高速公路出入口。

  第七,没有考虑其他诸如地域政策因素等对区位选择的影响。例如,政府在一

些地区鼓励工业发展或者限制工业发展,也直接影响到工业区位的选择。特别是

在企业规模化与分工细化日益明显的今天,生产和管理逐渐分离,工厂决策更多取

决于企业战略等,指向性区位选择的影响力就显得相对弱化。

  第八,主要考虑局部的和单项因素的静态影响,过高估计三大因子的作用,忽
视了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历史等的综合作用(如决策者的行为,获得信息、处理

信息的能力),没有考虑竞争态势或规模变化等发展动态的影响,得出的区位对某

一特定企业在某一特定环境下可能是最佳的,但从地区整体和动态变化看不一定

是最佳的。

  总之,当今世界由于技术和交通运输的发展,带来了原料使用量和劳动力成本

以及运费的大幅度削减,本来属于原料地和劳动供给地指向的区位类型现在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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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费地指向区位类型,特别是一些尖端技术工业布局受地域束缚极小,工业区位

的选择范围变得很广。在这种条件下,工业区位出现了新的指向,如临空型、临海

型和高智能型等。这些类型的工业区位不能直接套用韦伯的理论,但换一个角度

还是可以说明和解释的,至少也可提供一种思维方法。

二、工业区位论的实践应用

  韦伯采用孤立化的研究手段和演绎的研究方法从理论上构建了工业区位选择

的理论,为了检验其抽象理论的正确性以及寻求对德国工业区位实际演变的合理

解释,韦伯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一)运费指向论的应用

  按照韦伯的原料指数可将现实中的工业分为如下三种类型。

  1.原料指数大于1的工业

  如钢铁业、水泥业、造纸业、面粉业、葡萄酒酿造业、制糖业和乳制品业等。以

水泥工业的区位布局为例分析如下:

  制造1t水泥需要主原料石灰石1.33t,煤炭0.43t,黏土0.35t。当所有的

原料都为局地原料时,那么,原料指数为2.11。因此,在原料产地特别是在使用重

量最大的石灰石产地布局的话,运费最低。而事实上,现实中大型水泥厂也几乎都

是在接近石灰石的产地布局。

  2.原料指数小于1的工业

  如啤酒酿造业、清凉饮料制造业和酱油制造业等。以啤酒酿造业为例分析如

下:生产1t啤酒一般需要主要原料水10t,大麦和啤酒花等0.03t。需要水较多

是因为除啤酒酿造用水外,啤酒瓶的清洗和冷却也需要大量的水。啤酒酿造用水

尽管对水质有一定的要求,但水仍可作为遍在原料,而大麦和啤酒花则属于局地原

料。这样计算出的啤酒酿造业的原料指数为0.035,是典型的消费指向性工业。
在现实中,啤酒厂几乎都布局于城市或其周边,即消费者集中的地区,几乎每个大

城市或中等城市都有自己的啤酒厂。

  3.原料指数大致等于1的工业

  如石油精制工业、机械器材组装工业和医疗器械制造工业等。石油精制工业

是把原油精制后生产汽油、轻油和重油等石油产品的工业。原油是局地原料,从原

料到产品其重量几乎不发生变化,接近于纯原料。因此,可把石油精制工业的原料

指数看作为1。这样从理论上讲,其生产区位是自由型。实际上,从世界石油精制

工业的布局来看,既有在原油产地(波斯湾和墨西哥湾等)的,也有在消费地大城市

(纽约等)的。

  研究工业区位受运费指向作用的实例很多。例如,有学者依据韦伯的工业区

位论中的运费指向,对墨西哥钢铁工业区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墨西哥城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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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大钢铁工厂(蒙特雷和蒙克洛瓦)的区位,与考虑原料和产品运费最小的理论

区位相吻合。其中,蒙特雷完全同运费最小区位点相重合,而蒙克洛瓦也处于理论

上运费较低的区域内。
(二)劳动力成本指向论的应用

  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测定了当时德国机械、金属和运输机械工业的劳

动力成本指向程度。其测定方法是计算在劳动地布局的工业占德国整体工业的比

例。其结果为:贵金属工业为62%,金属工业43%,精密器械和光学器械工业

43%,机械制造业24%,汽车制造业24%,电器机械工业11%,航空机械制造业0。
尽管许多学者对该比例是否能够严密地表示劳动力成本指向抱有疑义,但大致可

反映劳动力成本指向的基本情况。

  实际上,劳动力成本指数和劳动系数大的纺织业和精密机械零件行业的区位,
是典型的劳动力成本指向性产业。如在发达国家,纺织业及其他一些劳动密集型

企业的区位动向基本是由大城市向大城市周边和农村地域发展,然后,再向发展中

国家转移。其原因是在大城市劳动力成本高,而大城市周边和农村地域却具有大

量的廉价劳动力。但远离消费地(大城市)的工业布局会造成与最小运费点和工业

聚集地的空间偏离,带来运费增加和不能享受集聚利益的费用增加。因此,一般向

大城市周边和农村地域分散的工业大都是劳动系数高或者对集聚(规模经济)利益

要求不高、靠单纯劳动可进行生产的行业。
(三)集聚指向论的应用

  工业由分散走向集聚,再由集聚趋于分散已成为工业区位空间运动的一个规

律。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属于“偶然集聚”,即由“运费指向”或“劳动力成本指向”带
来的在原料供给地或消费地的集聚,也有的属于“纯粹集聚”,即为了得到同种行业

的集聚利益,而在已形成的区位空间内集聚(如消费地等)。如二战后,日本在“三
湾一海”(东京湾、伊势湾、大阪湾和濑户内海)形成了高度密集的重化学工业集聚

带。其原因有二:一是这一集聚带接近日本国内消费地;二是这些工业的原料几乎

100%是舶来品,大的港口无疑成为了原料供给地,用韦伯的理论来讲是接近原料

地,使原料运费最小化。也就是说,形成了由“运费指向”带来工业向“消费地集聚”
和向“原料供给地集聚”的“偶然集聚”。20世纪70年代后,这种集聚有所缓和,特
别是京滨工业地带的临海工业的集聚出现停止。其原因主要是地价和劳动费上升

造成了生产费用的增加,用韦伯的理论来讲是“分散因子”削弱了集聚因子的作用。

三、工业区位论的理论拓展

  针对韦伯工业区位论存在上述诸多方面的理论局限,许多学者对韦伯的工业

区位论进行了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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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构建方面的拓展

  韦伯区位论起源于19世纪20~30年代。限于韦伯时代社会、经济、知识、技
术和研究手段的制约,注定韦伯工业区位论在理论构建和实践应用方面都有很大

局限,为其理论拓展预留了很大空间。

  首先,在21世纪的今天,社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知识的积累和储备前所未

有,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研究方法与手段的创新层出不穷,这些变化不但为

原材料因子、运费因子、市场因子、劳动力因子和集聚因子赋予了新的内涵,对传统

的工业区位论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且又增添了诸如生态、技术、学习、创新、信息、社
会、文化、行为、资本、金融、制度、网络、关系等新的区位因子,这些新因子对工业区

位选择的影响不断增强,为工业区位论提供了新的拓展空间,使韦伯的区位模型发

生变化。

  其次,基于区位理论构建方面假设的局限性,许多学者从多方面放宽了假设条

件,构建新的区位理论或者对韦伯区位论进行补充、修正。如放宽区域假设的同质

性,强调区域的异质性对工厂区位选择的影响;强调工厂区位选择的风险性和不确

定性;由关注微观区位选择的局部均衡转向关注宏观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研究等。
再如艾萨德通过动态化、综合化,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

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

影响。他将单个部门、单个企业最优规模与最优布局加以扩大,形成企业性综合开

发模型,涉及生产、流通、运输、生态、政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他所创立的区域科学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古典区位论微观局部均衡分析的一种拓展。

  再次,基于现代新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在研究方法上对区位论进行拓展。
运用遥感技术、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虚拟现实技术、计算机模拟技术与网络技术,可
以全方位掌握所研究区域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现状,不断提供和更新研究区域的实

时信息,便于区域地理信息系统的集成,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各种方案的实施效

果,不仅可以用于宏观决策,也可用于微观分析,大大提高决策质量。大量地应用

计算机技术,通过互联网,形成了以网络为基础的人员交流、货币流动。随着生产

的国际化和经济的全球化,产品的生产和流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大大拓展了传统

区位论的研究空间。同时,现代区位论考虑的是整个区位的生产、交换、价格及贸

易的总体情况,是区域总体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综合研究。这些综合研究需要

研究区位的自然、社会等各方面多层次、多方位的翔实资料,而地理信息系统正可

以满足这一需求。逐渐建立起“线性对偶模式”、“引力模式”、“潜能模式”等较为复

杂、实用的数学模型,作为强有力的研究工具和手段,使区位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

方法都产生了巨大变化。

  另外,科技进步也改变了人们对“距离衰减”这一基本地理原理的认识。距离

衰减原理认为,地理现象、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扩散与流动强度随着距离的增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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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弱。但由于科技的发展变化,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各种经济要素在空间上

的流动不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形态的运动方式,而是以网络

化、信息化、虚拟化的形态存在,其空间流动的可达性与便捷性空前提高,距离不再

成为区位束缚的基本因素,由科技进步而带来的知识与信息在空间传播扩散的新

特点,可以发现区位论新的原理和规律。
(二)基于区位选择实践与解释现实方面的拓展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新部门、新产业、新的影响因子、新的区位

格局不断涌现,要对这些新现象给予合理解释,必须对原有的区位理论进行拓展。

  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以及信息产业的发展

日新月异,对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之发展相适应,以高新技术

及信息产业的高度空间集聚为特点的科技园区应运而生。如美国的硅谷和128号

公路、日本的筑波、英国的剑桥科学园、以色列的“硅溪”、印度的班加罗尔、中国台

湾的新竹科技工业园、北京的中关村,等等。这些现象用韦伯时代的区位因子和影

响机制都难以解释,必须从政府的规划和优惠政策、科学研究与教育机构的集中、
智力资本的强大支持、产业孵化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育、快速高效与便捷的交通条

件、良好的经营环境与文化氛围等方面进行解释,探讨其影响机制,这些都体现了

对韦伯工业区位论的拓展。

  另外,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也需要对韦伯工业区位论进行拓展。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交通运输技术的飞速发展,工业企业的经营环境由一个

均质性、相对独立封闭的空间变成一个异质性、相互联系开放的空间,为工业企业

的跨国投资和经营奠定了物质基础、提供了技术条件,跨国公司得以快速发展。解

释跨国公司这种遍布全球、集中与分散并存、经营网络不断优化调整的区位格局,
也需要对韦伯工业区位论进行拓展。如从利润取向、市场取向、要素取向和公司战

略取向等方面对跨国公司的生产单位及其全球网络进行解释。
(三)其他工业区位论

  工业区位论是由一系列区位论组成的庞大的理论体系。最早的区位论构建基

于成本最小化,其代表人物有除了杜能、韦伯,还有龙哈特等,这些区位论被称为古

典区位理论。龙哈特提出了以运输成本最小化为特征的区位三角形,为工业区位

理论奠定了基础。

  随着社会的进步,运输成本已不再是决定企业选址的主要因素,产品的销售成

为企业思考的中心问题。帕兰德在韦伯的工业区位论的基础上,把不完全竞争的

概念引入区位论研究,研究了区位与市场地域的问题。帕兰德的市场是直线市场,
生产者占有的市场地域大小将影响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各个企业在选择区位时,都
想尽量占有更大的市场地域。胡佛研究的市场和帕兰德一样,也是关心市场地域

大小的问题。帕兰德和胡佛对市场的研究,是区位相互依存学派的一部分。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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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存学派主要探讨在直线市场条件下,将不完全竞争引入区位论研究,探讨存在两

个竞争企业时区位与市场地域的关系,研究多企业区位选择问题,市场地域也由点

向线发展,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霍特林模式。该模式认为区位和市场地域间的空间

模型产生于需求场所的差异和企业区位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上述区位论认为决定

工业企业布局和经济活动的目标函数是最大限度的服务目标市场,与韦伯等人区

位论的成本学派相对应,又被概括为区位论的市场学派。

  在上述区位论的基础上,廖什以区位总收入减去总成本的纯利润最大化为原

则代替了成本学派的最低成本原则和市场学派的最大市场原则构建了他的区位

论,并把区位选择与商品销售范围相联系,既考虑了供给因素,同时也考虑了需求

因素。他不仅从局部均衡角度分析了单个工厂的区位问题,还考虑到厂商之间相

互依存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一般均衡角度考察了整个工业及其城市区位问题,因
此,他的理论被称作为近代区位论(张文忠等,1992)。

  现代区位理论的形成以艾萨德的《区位与空间经济》和贝克曼的《区位理论》的
发表为标志。从其研究内容来看,现代区位理论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五大学派。以

胡佛、艾萨德为代表的成本 市场学派;以普莱德为代表的行为学派;以拉克、摩尔

为代表的社会学派;以达恩、奥特伦巴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以加里森、哈格特为代表

的计量学派(贾式科等,2008)。

第三节　首钢集团钢铁主业区位选择探究

一、首钢集团发展史

  首钢集团的前身是北京石景山东麓的“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石景山炼厂”。

1914年北洋政府矿业顾问安德森、米斯托(瑞典人)等人在龙关、宣化等地勘察发

现铁矿。1919年,北洋政府国务院批准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并在石

景山东麓成立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石景山炼厂(郑连明,1986)。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霸占了石景山炼厂,将其改名为“石景山炼

铁所”。1945年8月日本投降,由国民党接管后,于1946年改名为石景山钢铁厂

(简称石钢),至1948年,经过3年多的时间,部分恢复了生产。新中国成立前30
年累计产铁28.6×104t。

  新中国成立后首钢集团获得了新生,经历了1948—1978年的艰苦创业、成长

壮大阶段,1979—2002年的改革腾飞、探索发展阶段和2003年以来的立志“三
创”、再铸辉煌三个阶段,获得巨大发展,成为以钢铁业为主,兼营采矿、机械、电子、
建筑、房地产、服务业、海外贸易等多种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的大型企

业集团。首钢总公司为母公司,下属股份公司、新钢公司、迁钢公司、首秦公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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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公司、机电公司、特钢公司、首建公司、房地产公司、实业公司、国际贸易工程

公司等子公司,在香港有上市公司,在南美洲有秘鲁铁矿等海外企业。在中国企业

联合会按2006年数据评选的中国制造业500强中,首钢销售收入列第10位;在中

国企业500强中首钢列第36位(中商情报网,2012)。

二、首钢集团区位因素分析

  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炼厂选址,最初选择了宣化、石景山、长辛店、通州等九

处,经过权衡利弊,最后认为选在石景山东麓为好。因为这里地势较高、宽敞,基础

坚实,又依山傍水(永定河),炼铁可汲永定河之水;交通方便,周边有多条铁路可用

于运进矿石煤炭,运出炼成之铁。因此,石景山是炼厂理想的厂址。这样,首钢集

团选址接近了铁矿和煤炭等原料地、水源地和产品市场。

  就其钢铁主业而言,也出现跨地区的多区位格局。包括河北省首钢迁安钢铁

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首钢迁钢)、秦皇岛中板基地(简称首钢秦皇岛)、首钢京唐钢铁

联合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首钢京唐)、首钢顺义冷轧基地(简称首钢顺义)、贵州省首

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首钢水城)、首钢贵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首钢贵阳)、山西省首钢长治钢铁有限公司(简称首钢长治)、吉林省首钢通化

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首钢通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钢伊犁钢铁有限公

司(简称首钢伊犁)等在内的9个大型钢铁企业 (图3 2)。

图3 2 首钢集团钢铁主业区位分布图

(首钢集团官网http://www.shougang.com.cn/shougang_cn_web/gtzy/index.htm)

57第三节　首钢集团钢铁主业区位选择探究　



  首钢集团钢铁主业形成如此分布格局,与工业区位论之间有无必然联系? 我

们作如下分析:

  钢铁企业最主要的原材料就是铁矿,其次是煤矿。煤铁资源的组合促成了大

型钢铁工业基地或大型钢铁工业企业布局的基本格局。在14个百万吨以上的钢

铁企业中,仅有上海的宝钢距煤铁产地较远,其余的都至少接近煤炭或铁矿或者二

者兼备。综合分析我国铁矿产地分布、煤矿产地分布和大型钢铁工业基地布局,不
难发现,在首钢9个大型钢铁企业中,大部分接近较大的煤矿、铁矿或者二者兼备。
这充分说明,为了降低运费、提高效益,首钢钢铁主业的区位选择接近原材料产地。

三、首钢集团搬迁原因

  随着首钢集团日益壮大,首钢集团发展与北京市职能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一是首钢集团厂区距天安门只有17km,对北京市区空气环境质量产生了严重影

响,据环保部门分析,首钢集团搬迁能让北京每年减少1.8×104t可吸入颗粒物;
二是首钢集团赖以生存的资源基础日渐薄弱,对进口铁矿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尤
其是水源不足严重制约首钢集团与北京的发展;三是首钢集团发展影响到北京作

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的职能发挥;四是首钢集团搬迁也是企业自身发展

的需要。上述四个方面的原因决定首钢集团必须搬迁,专家称为“我国前所未有

的、规模最大的、最系统的城市特大型企业搬迁”,接下来的问题是往哪里搬迁?

  经过反复论证,2005年2月1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复首钢集团

搬迁到唐山曹妃甸,决定结合首钢集团搬迁和唐山地区钢铁工业调整,在曹妃甸建

设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钢铁联合企业,即首钢京唐钢铁联合有限责任公司。
由此与原有的河北省首钢迁安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秦皇岛中板基地三个区位形成

首钢在河北沿海三足鼎立的格局①。

四、曹妃甸区位因素分析

  首先是曹妃甸自身的港口优势。曹妃甸岛距离大陆海岸线约20km,从甸头

向前延伸500m,水深就达25m,甸前深槽水深达36m,是渤海最深点。有一条水

深达27m的天然水道,直经海峡,通向黄海。水道与深槽的天然结合,构成了曹

妃甸建设大型深水港口得天独厚的优势,是渤海唯一不需要开挖航道和港池即可

建设30×104t级大型泊位的天然港址,使其成为“钻石级”港址(王文韬,2005)。

  其次是接近原材料地的优势,可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冀东地区已探明

铁矿保有储量44×108t,是全国三大铁矿区之一,煤炭储量50×108t,可为钢铁厂

提供可靠的铁矿石和能源保障。另外,首钢铁矿石来自海外的比例不断增加,新钢

67 　第三章　工业区位论

① 引自http://news.sina.com.cn/o/2005 03 28/05095479427s.shtml.



厂因为临海,铁矿石到岸可直接通过传送带输送到生产线,不需要陆运。每吨进口

铁矿石可比首钢以前或其他钢厂节约陆运成本100元以上。新首钢每年需要

1200×104t进口铁矿石,可节约近12亿元。董事长王天义测算,有了曹妃甸港,
大型运输船可直接卸载,仅运费一项,吨钢成本就可节约100~125元。无论是对

年产800×104t的新首钢还是对以钢铁为支柱产业的河北,还是对整个京津冀地

区经济发展,曹妃甸港的建设都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王方杰,2005)。

  再次是区位的交通优势。距唐山市中心区80km,距北京220km,距天津

120km,距秦皇岛170km。陆路交通便利发达,铁路、公路干线东西贯通,南北相

连。从国际海运看,曹妃甸港区可以实现国内外通航,距韩国仁川港740.8km,距
日本长崎1260km、神户1732km,与矿石出口国澳大利亚、巴西、秘鲁、南非、印
度等国海运航线也十分顺畅,构成了运输便捷、成本较低的海陆一体化的交通运输

体系。这样的交通优势为首钢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提供了便利条件。

  再次是综合的区位优势。唐山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已经成为全国重要

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形成了以煤炭、钢铁、电力、建材、机械、化工、陶瓷、纺织、
造纸、食品为主导的十大支柱产业和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大型骨干企业,经济和各项

事业发展走在了河北省的最前列。依托京、津、冀城市群雄厚的社会经济实力,技
术工人数量大、水平高、人才储备丰厚、研发能力强,为其开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经

济技术支撑。腹地华北、西北、东北地区物产丰富,尤其是环渤海地区产业布局集

中,成为我国继长三角和珠三角之后的另一增长极,为本地企业发展提供了综合

优势。

  最后是搬迁的成本优势。曹妃甸岛与陆地之间有150km2 的滩涂地,通过填

海造陆,建厂不必占用耕地,节约建设用地成本和转移安置成本。

  另外还有经济、政策、环保、社会等方面的原因。

  案例思考:企业区位为什么转移? 企业区位转移是否趋向于最低成本的区位?
企业选择区位时除了成本因素之外还有哪些因素?

　探究性学习思考题　

  (1)我国东风汽车公司(前身为第二汽车制造厂)的区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哪

些明显变化? 为什么?

  (2)从全球范围内看,世界纺织工业的全球转移有什么规律? 为什么?

77探究性学习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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