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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其最重要的分工理论中强调，市场的规模大小决定着社会分工的深度和精度，

市场只有参与社会分工，才能扩大生产，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繁荣。而边境城镇是国家经济脉络体系

中的边缘市场，与城市中心发展步调不协调，出现市场断层，边境屏蔽效应严重，经济明显落后，不能形

成规模集聚。但是随着《国务院关于支持沿边重点地区开发开放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国发〔2015〕72

号）的出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实施，边境城镇的地位凸显，与口岸的互动作用效

应得到进一步的确立，口岸将国际要素和资源聚集，作为边境集散点，能有效的促进地方区域的经济发展，

尤其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本文以地缘经济学中人地协调发展和跨区域经济合作为理论背景，总结

和梳理前人对口岸与边境城镇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为将来城镇化研究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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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镇化的概念及特点 

城镇化是依托口岸实现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

选择，也是拉近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打破目前存在的城

乡二元结构格局。结合目前新业态新发展的要求，城镇化

在原来的基础上更具有中国特色，更加凸显“绿色”理念。

其特点主要有：一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平等、共

享、合理的引导人口流动，提升人口素质，共享经济发展

成果。二是扎根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在城镇化

进程中，积极构建和谐的生态圈，实现低碳文明的生态城

镇目标，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 

2  地缘经济学理论 

现代意义上的地缘经济学理论可以追溯于 20 世纪

末，在国际上形成了美国学派、意大利学派、俄罗斯学派

三大流派，但是学派不同各自研究的侧重点也不一样。美

国从 20 世纪 80 年末第一次使用地缘经济学，前期更多的

是借鉴了地缘政治学的思想，强调地理位置、政治手段、

军事力量的利益作用，到后期倾向于贸易、投资、技术等

经济要素；意大利学派认为，地缘经济是国际竞争问题，

它是建立在地缘政治之上的，政治和经济是互动关联的，

存在紧密的联系；俄罗斯学派认为地缘经济与地缘政治是

两个概念，脱离了国家政治轨道谈地缘经济，主要认为地

缘经济是区域化，是国家间的和谐竞争发展过程。而国内

通过长期的研究和借鉴，认为地缘经济是基于地理优势、

资源禀赋、生产能力、经济结构、国家安全，文化交流等

因素形成的涉及到国家间、地区间或民族间的互补关系或

者竞争关系，表现为合作、联合、竞争、对立乃至遏制等。 

3  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沿边口岸与边境城镇可谓是唇齿相依，口岸的存在改

变了边境效应，延伸了边境城镇的市场范围。韩玉玫、牛

德林（2003），张丽君（2008、2016），杜宏茹（2005），

胡公民（2008），罗淳、梁双陆（2008），王辉（2011），

蔡翼飞（2014），钟源、王辛宇、周瑜婕、陈春炳（2018）

等人在研究口岸与边境城镇的关系时，将口岸看作是边境

城镇的依托，助力边境城镇协调发展；周一星（2001），

黎鹏（2005），Tai-Yong Tan（2007），邬冰（2012），张丽

君、张珑、李丹（2016），杨路佳（2018）等人将边境城

镇看做口岸的腹地；胡兆量（1997），Josiah Mcc Heyman
（2004），关晓红（2005），黎鹏（2006），陈才（2007），

郭宏宇（2016），朱勇生（2017）等人研究口岸在区域经

济发展中的功能；黄旭成（2001），丛志颖（2010），宋周

莺（2015），高嫱（2016），戚红年（2019）等人研究口岸

的空间布局及其发展定位。总体而言，口岸作为边境城镇

特殊的资源，为地缘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目

前以口岸或者边境城镇为研究主题的成果都或多或少的

提到对方，而以地缘经济为研究主题的成果绝大部分都会

以边境区域做案例，但缺乏系统的整体研究，且现有研究

过多的集中在口岸对边境城镇的单向作用和静态分析，在

边境城镇对口岸的影响研究及其动态互动分析方面留下

了研究空白。 
国外对于地缘经济学的研究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Edward Luttwak 认为地缘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安

全和利益；M•斯帕克和 V•罗森认为地缘经济学更侧重于

经济合作，麦肯利•肯维认为地缘经济学是以国际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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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为主。而国内，对地缘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比较早的是

萨本望（1995），他在《新兴“地缘经济学”》中认为，经

济利益和关系才是地缘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而军事对抗和

政治关系将进一步弱化。这一定义受到我国学者的普遍认

同。后来国内学者通过结合自身学科基础，从不同角度对

这一复合学科进行深化与拓展。萨本望（1995）、倪世雄

（2001）、卢光盛（2004）、韩银安（2004）、潘忠岐（2008）、

黄仁伟（2010）、毛汉英（2014）、洪菊花（2015）从地缘

政治及国际关系学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地缘经济取代地缘

政治，成为冷战后的新发展模式。段进军（1999）、陈才

（2001）、于国政（2005、2009）、黎鹏（2006）、姜跃春

（2011）、刘洪钟（2012）、李红（2015）等从区域经济学

角度出发对地缘经济理论进行拓展。无论从哪个角度进行

分析，国内学者都大体上认同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地缘经济

最主要的特征。在实证研究方面，董藩（2000）、陆大道

（2003）、李铁立（2005）、梁双陆（2009）等对中国与亚

太或东亚、南亚及中亚等周边国家的全方位地缘经济战略

研究。袁树人（1995）、陈才（1999，2001）等学者着重

分析以图们江合作为核心的东北亚地缘经济发展；黎鹏

（2006）等以滇桂越边境区域为研究案例着重分析东南亚

及南亚区域；潘志平（2001）、李同昇（2014）等主要分

析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地缘经济关系；陈广汉（2006）等学

者主要分析粤港澳及北部湾区域。地缘经济理论的研究成

果虽多，但从总体上看，研究对象的地域性和层次不明确；

研究内容偏向于国际政治关系，对经济规律涉及较少；研

究方法上缺乏定量和实证分析。从地缘经济发展的视角研

究口岸与边境城镇的互动关系，不仅能够拓宽地缘经济理

论的地域研究层次，丰富地缘经济实证研究及其运用领

域。此外，地缘经济学中对于人地关系协调发展和跨区域

经济合作的理论，适合用于口岸与边境城镇的静态与动态

互动关系研究。 

4  结语 

由此可见，地缘经济学理论经过发展和完善，已经形

成了涵盖多角度，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学派理论。他的研究

脉络大致包括两个大方向：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触及合

作、竞争、贸易、位置、投资、技术等多个地缘因素。国

外学者多从国家层面探讨利益经济，而国内学者对于口岸

和边境城镇的研究，多从管理学和经济地理学的角度进行

分析，且多集中在口岸对边境城镇的单向作用，注重静态

分析，忽略了口岸与边境城镇动态双向互动关系研究。对

于地缘经济理论的实证与应用，国内学者多从边境合作区

入手，研究的区域尺度多为区域和次区域，缺乏从微观边

境城镇层面的研究。地缘经济理论注重人地关系的协调发

展以及周边国家的合作，为研究口岸与边境城镇的互动关

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通过沿边口岸与边境城镇的动态互

动，可整合地缘经济区内的要素禀赋，协调人与自然的关

系，以口岸为手段激活边境地缘区两国市场的经济要素，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而保障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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