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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区位理论古典分析框架的改进与扩展

———艾萨尔德的理论研究述评

保建云

　　摘要 : 本文以核心文献为基础 ,对艾萨尔德在企业区位理论古典分析框架改进和扩展方面的理论研

究进行分析评价。艾萨尔德对企业区位理论古典分析框架的改进和扩展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 ,引入“距

离投入”变量和“边际替代”关系 ,对韦伯工业区位论、杜能农业区位论进行一般化理论概括和改进 ;第二 ,

引入市场边界线函数 ,把企业区位理论古典分析框架中的市场区位点与原料供应区位点分析方法扩展到

市场区域与原料供应区域 ;第三 ,引入生产经济理论 ,把企业区位理论古典分析框架中的单一生产区位分

析方法扩展到多生产区位 ,对古典区位论与生产经济理论进行比较与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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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德国经济学家杜能 (Von Thuenen ,1826) 开创的农业区位

论和韦伯 (Alfred Weber ,1909) 开创的工业区位论奠定了企业

生产经济活动区位分析的古典基础。美国经济学家艾萨尔

德 (Walter Isard)在企业、区位理论体系主流化方面进行了不

懈努力 ,在所发表的研究文献中① ,首次将距离投入 (Distance

Inputs)和边际替代率变量引入企业区位理论分析 ,推进了企

业区位理论的系统化进程 ,改进和扩展了企业区位理论古典

分析框架。

艾萨尔德在企业区位理论古典体系的一般化研究中 ,把

地域空间变量纳入主流经济学研究视野。认为 ,任何经济事

实上都是地域空间经济② ,区位分析方法是基本工具。他从

现代生产经济理论和古典企业区位理论中发展出若干概念

作为区位分析工具 ,使用这些基本概念把地域空间经济③优

化的一般原则以数理方式加以模型化④。同时 ,他还对古典

企业区位理论所隐含的被认为是一般企业区位理论核心基

础的原则加以证明。

本文以核心文献为基础 ,以企业区位理论演进为背景 ,

对艾萨尔德在企业区位理论古典分析框架改进和扩展方面

所进行的研究进行分析评价。

二、韦伯工业区位论的一般化理论概括

艾萨尔德对企业区位理论古典分析框架的改进和扩展

以韦伯工业区位论为核心和基础。首先 ,艾萨尔德假定存在

一个地域空间转换方程 :

Φ(y1 ,y2 ,⋯⋯,yk ;mAsA ,⋯⋯,mLsL ;xk +1 ,xk +2 ,⋯⋯,xn) = 0

(1)⋯⋯⋯⋯⋯⋯⋯⋯⋯⋯⋯⋯⋯⋯⋯⋯⋯⋯⋯⋯⋯

其中 y1 ,y2 , ⋯⋯,yk 表示除距离投入以外的其他投入的数

量 ;mAsA , ⋯⋯,mLsL 表示距离投入数量 ; xk + 1 , xk + 2 , ⋯⋯, xn

表示系列产出数量 ;mA ,mB , ⋯,mL 表示需要运输的原材料和

最终产品的重量 , sL 表示原材料或最终产品运输距离 ,距离

投入 mIsI 涉及到原材料 I从来源地到生产地或最终产品 I 从

生产地到消费地之间的运输。

其次 ,为便于对韦伯工业区位进行一般化研究 ,艾萨尔

德利用区位三角形 IJC作为分析工具 (见图 1) 。

图 1 　区位三角形 IJG

在图 1 中 , I、J 分别表示仅有的两个原材料来源地 ,C 表

示市场区位点⑤ ,假定在生产区位 ,每单位产出的除距离投入

以外的所有投入价格保持不变 ,距离投入 mIsI ,mJ sJ 和 mcsc 三

个变量中 mI、mJ 是固定的 ,mc 也保持一致性。生产企业区位

选择过程中的利润最大化公式为 :

V = {Pk + 1Xk + 1 + Pk + 2Xk + 2 + ⋯+ PnXn} - {P1y1 + P2y2

+ ⋯+ PnXn} - {rAMASA + rBMBSB + ⋯+ rLMLSL}

(2)⋯⋯⋯⋯⋯⋯⋯⋯⋯⋯⋯⋯⋯⋯⋯⋯⋯⋯⋯⋯⋯

上式中 V 为利润 ,P1 ,P2 , ⋯Pn 表示价格 ,rA ,rB , ⋯rL 表示运费

率。可见 , (2) 式可以转化为求运输成本 K的极小值 ,如下

式 :

K= r1MISI + rJMJ SJ + rCMCSC (3)⋯⋯⋯⋯⋯⋯⋯⋯⋯⋯

在韦伯假设条件下 (1)式可能化为 :

f (SI ,SJ ,SC) = 0 (4)⋯⋯⋯⋯⋯⋯⋯⋯⋯⋯⋯⋯⋯⋯⋯

如果区位三角形 IJC中的 P 为最优区位 (最大化利润区位) ,

有 :

dk = d(rImIsI) + d(rJmJ sJ ) + d(rcmcsc) = 0 (5)⋯⋯⋯⋯⋯

因为存在着下式 :

d(rimisi) = rid(misi) (6)⋯⋯⋯⋯⋯⋯⋯⋯⋯⋯⋯⋯⋯

则可以由 (5)推导出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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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rJ
= -

d(mJ sJ )
d(mIsI)

| (mcsI) = const

rI

rc
= -

d(mcsc)
d(mIsI)

| (mcsI) = const

rJ
rC

= -
d(mCsC)
d(mJ sJ ) | (mcsI) = const

(7)⋯⋯⋯⋯⋯⋯⋯⋯

在上式中 ,等式右边正好是距离投入的边际替代率。因

为在 (4)式中 ,只要知道其中两个变量便可解出第三个变量 ,

结合 (7)式 ,便可以通过任意两个变量求第三个未知变量。

这样 ,艾萨尔德便成功地将距离投入和边际替代关系引入韦

伯工业区位理论分析体系。

在前面的分析中 ,因为 P 是运输成本最低点 ,穿过 P 点

的任意直线上的任意区位点 ,其运输成本都大于 P 点的运输

成本。现设 U 为经过区位三角形 IJC中任意穿过 P点直线上

某一点中 sj + sc 的长度 ,则存在着 :

d2si

du2 ≥0 　　(i = I ,J ,C) (8)⋯⋯⋯⋯⋯⋯⋯⋯⋯⋯⋯⋯

根据上式 ,可以大致计算相关变量值范围。因为 mi , ri 保持

不变 ,由 (3)和 (8)可以导出下式 :

d2k
du2 =Σmiri

d2si

du2 > 0 　　(i = I ,J ,C) (9)⋯⋯⋯⋯⋯⋯⋯

在三维坐标体中 ,运输成本曲面是向上凸的。于是 ,在

最简单条件下艾萨尔德得出如下结论 :在地域空间经济中 ,

对于运输成本最低生产经济区位 ,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 ,

任意两种距离投入的边际替代率往往小于运费率之比的倒

数 ,有下式 : ⑥

ri

rj
≥

d(mjsj)
d(misi)

mksk = const (10)⋯⋯⋯⋯⋯⋯⋯⋯⋯⋯

这样 ,艾萨尔德便对韦伯工业区位理论分析体系中最简单的

生产经济区位 (一个消费区位点、两个原料来源区位点) 从理

论上进行了一般化概括。

再次 ,艾萨尔德把前面的分析模式扩展到多个原料来源

区位点和多个消费区位点的情况 ,假定有 L 个距离变量 ,存

在着下式 :

K= rAmAsA + rBmBsB + ⋯+ rLmLsL (11)⋯⋯⋯⋯⋯⋯⋯

有 (L - 2)个约束条件 ,即 :

S1T1 :Φi (SA ,Sn , ⋯,SL) = 0 　(i = 1 , ⋯,L - 2) (12)⋯⋯

只要知道两个距离变量便可求出全部距离变量的货币化价

值。与只有三个距离变量的情形相同 ,不与原料来源区位、

产品消费区位相重合的最优生产经济区位点 P 存在的充分

必要条件是 :

ri

rj
≥

d(mjsj)
d(misi)

6
L

K= A
rkmksk = const 　(j ≠k ≠i) (i ,j = A , ⋯,L)

(13)⋯⋯⋯⋯⋯⋯⋯⋯⋯⋯⋯⋯⋯⋯⋯⋯⋯⋯⋯⋯⋯

最后 ,艾萨尔德得出更一般的结论 :当所有其他距离投

入的总运输成本保持不变时 ,在与原料来源区位、消费区位

不重合的最低运输成本区位点 ,其中任意两距离投入的边际

替代率必须等于它们价格的倒数 ,也就是必须等于相关运费

率之比的倒数。这样 ,艾萨尔德便把距离投入和边际替代关

系引入韦伯工业区位理论分析框架 ,对韦伯工业区位理论进

行了一般化理论概括。

三、区域化市场和原料供应条件下韦伯
工业区位论分析框架的改进和扩展

　　针对市场区位点假设的局限性 ,艾萨尔德对以市场为变

量进行的分析加以扩展。首先 ,通过市场边界的界定 ,艾萨

尔德为以后的论述设定无差异条件 ,有下式 :

r 3 s 3 + 6
F

i = A
birisi = Po -π= T (14)⋯⋯⋯⋯⋯⋯⋯⋯⋯⋯

在 (14)式中 ,r 3 表示到市场边界线的运费率 ,在同方向上保

持不变 ,s 3 为市场边界线的环形半径 ,A ⋯,F 表示所需要的

系列原料 ,bi 是一个不变系数 ,表示单位产品中所使用的原

料单位数 ,ri 表示单位原料 i 的运费率 ,T表示消费者愿意支

付的最大价格 Po 和产品单位成本π之差 ,在整个分析过程中

产品单位成本π与原料运费之和正好等于产品单位成本与

消费者愿意支付的最大价格之差。

艾萨尔德假定每一个消费者只购买一种产品 ,愿意支付

的最大价格为 P0 (P0 = T - π) ,实际上支付的是交货成本价 ,

也就是π加上所购买的单位产品和原料的运输成本 ,最终总

剩余如下式 :

Tm - k = Tm - 6
F

i = A
mirisi - ∫rsdΨ(s) (15)⋯⋯⋯⋯⋯⋯⋯

其中 ,m表示已生产 (或已被消费)的产品数量 ,r 表示单位产

品运输成本 ,s 表示生产区位 P 到消费者区位之间的距离 ,

Ψ(s)表示在市场环线内以 P为中心、以 S为半径的产品消费

数量 ,不定积分表示以 P为中心、以 S3 为半径的生产成本总

额 ,有下式 :

m = ∫dΨ(s) (16)⋯⋯⋯⋯⋯⋯⋯⋯⋯⋯⋯⋯⋯⋯⋯⋯

可以把 (15)式改为 :

Tm - k = Tm - 6
F

i = A
mirisi - m rs (17)⋯⋯⋯⋯⋯⋯⋯⋯⋯

其中rs表示把产品从生产区位 P运到所有消费者区位的平均

单位运输成本。对 (15)求极值有 :

d(Tm - k) = d(Tm) - 6
F

i = A
rid(misi) - d(m rs) = 0 (18)⋯⋯

则可推导出下式 :

ri

rj
=

d(mj sj)
d(mi si)

Tm - 6
F

k = A
rkmksk - m rs = const

r
rj

=
d(mj si)
d(m�s) Tm - 6

F

k = A
rkmksk = const

(j ≠k) (j = A , ⋯,F) (19)⋯⋯⋯⋯⋯⋯⋯⋯⋯⋯⋯⋯⋯

在上式中 ,已知两个独立变量 ,结合 (14) 式和 (F - 2) 个关于

变量 si 的约束条件 ,便决定了 F个未知距离变量和 s 3 。

除了整个区域均质消费⑦外 ,公式 (19) 只是最大化剩余

生产区位形成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19) 式表明 ,在

最大化利润生产区位 ,任意两种距离投入的边际替代率等于

运费率之比的倒数 ,Tm 和所有其他距离投入的总运输成本

之间的差保持不变 ,相应地 ,最大化剩余生产区位也是服务

于以 P为中心的市场区域的总运输成本最小区位。这样 ,艾

萨尔德便把韦伯工业区位理论的最低成本区位分析模式扩

展到最大化利润区位分析模式。

以前面的分析为基础 ,艾萨尔德把一个消费者只购买一

种而且只能购买一种产品的假设条件放宽 ,在不设定每个消

费者需求函数性质的情况下 ,假定 : (i) 一个企业只有一个经

济区位 ,每单位产品固定利润为α; (ii)每一个消费者 ,除非他

在市场边界上 ,购买每单位产品的剩余为β,也就是支付价格

与交货价格之差 ,即π加上运输成本 ; (iii)针对单位产品消费

所提取的价值为γ,即除交货价以外消费者的支付⑧ ,有下

式 :

αm = ∫(α+ p·π) dΨ(s) - k = (α+ �p -π) m - k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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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式中 ,P表示消费者支付的不含利润的交货价 ,S 表示

到 P点的距离 ,�P 表示对全部已出售产品而言不含利润的平

均交货价 , (20)式是在 (17) (18) (19)式的基础上改进而成的。

事实上 ,原料之距离投入对原料 i 距离投入的替代路径可以

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进行 ,在这种替代过程中 ,市场区域趋向

于波动即扩张或收缩 ,每一个消费者倾向于改变购买产品的

数量 ,P和 m也会发生改变。可见 ,确定替代路径变得较为

困难。以同样的方法 ,艾萨尔德把韦伯工业区位理论分析框

架扩展到整个原料供应区域。

不难看出 ,在前面分析思路的基础上 ,艾萨尔德已把简

单条件下的韦伯工业区位理论体系一般化概括扩展到整个

市场区域和原料供应区域。

四、多产品生产区位条件下韦伯工业
区位理论分析框架的改进和扩展

　　在整体市场区域一般性理论概括的基础上 ,艾萨尔德分

析了多生产者区位的情况。他同样假定不包括运输费用的

单位生产成本保持不变 ,并借鉴了帕兰德 ( Palander ,1935) 和

胡佛 (Hoover ,1937)的研究成果⑨。

在艾萨尔德看来 ,任何一个区域都可以划分为若干市场

区 ,每一个市场区都接受一个生产者区位提供的产品且周边

相互连接。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任何分界线 ,而不仅仅是一条

分界线 ,可以由公式 (14)界定 ,也可以由下式界定 :

δμ + r 3
μ s 3

μ + 6
F

i = A
birisiμ = P0 (μ= 1 , ⋯,y) (21)⋯⋯⋯⋯⋯

上式中δμ表示生产区位 pμ处的不含运费的边际生产成本 ,

Siμ表示 pμ和原料区位 i 间的距离。社会剩余由下式给出 :

γm = m(γ+ �p - �π) - k

= m(γ- �p - �π) - 6
F

i = A
6
q

μ= 1
miμrisiμ - 6

q

μ= 1
mμ rsμ (22)⋯⋯⋯

上式中 �p 表示所有产品的平均单位交货价 ,�π表示所有产量

的平均单位生产成本 ,miμ表示生产者μ使用原料 I 的总重

量 ,mμ表示生产者μ在市场上提供的用于消费的产品总重

量 ,rsμ =
1

mμ
∫rsμdΨμ(sμ) 表示产品从生产区位 P 运到消费者

区位时的单位产品的平均运输成本。

鉴于整体性或部分性连续区域中存在着市场区位且变

量较多 ,艾萨尔德在任意两生产者市场区位之间引入边界

线 ,并把市场区位作为一个整体 ,把无限变量转化为有限变

量。假定任意两个生产者 ,当他们之间的共同边界发生位移

时 ,在较小的范围内不影响市场区位现状和其他生产者的产

出 ,当一个生产者通过共同边界位移获得 dmp 新销售额 ,另

一个生产者则减少 dmp ( - dmp) 销售额。如果社会剩余γm

达到最大值 ,通过一些价值调整和相关安排使消费密度保持

不变时 ,这种位移不会使总成本减少。否则 ,随着总成本下

降 ,m有可能增加 ,γm也会增加。因此 ,对于任意位移 ,要使

d(rm) = 0 ,有下式 :

d(πpmp) + d(rpmp�Sp) + d(mp 6
F

i = A
birisip)

　　= d(πγmγ) + d(rγmγ�Sγ) + d(mγ 6
F

i = A
birisiγ) (23)⋯⋯⋯

在上式中 ,πp 和πγ分别表示在区位 Pp 和 Pγ处的生产者平均

生产成本。把 (23)两边除以 dmp ,有

δp + rp s0
p + 6

F

i = A
birisip =δγ + rγs0

γ+ 6
F

i = A
birisiγ

(p ≠γ) 　　(p ,γ= 1 , ⋯,η) (24)⋯⋯⋯⋯⋯⋯⋯⋯⋯⋯

在上式中 ,S0
p 和 S0

γ分别表示到 Pp 和 pγ的距离。(24) 式表示

在任何两个生产者区位之间可分割市场区的无差异界线 ,每

一界线表示交货价相等的区位轨迹。这样 ,就把无限区位经

济变量转变为有限区位经济变量。最大化社会剩余 mr 由

(21)和 (24)式决定 ,有η(F - 2) 个相关距离变量的约束条件。

表明 ,对一个寻找生产区位的生产者而言 ,距离变量中只有

两个是独立的 ,γm 作为一个独立函数 ,可以用 2η维空间坐

标表示。

艾萨尔德在 (22) (23)的基础上 ,假定 d (mγ) = 0 时 ,得到

下式 :

ri

rj
= -

d(mjpsjp)
d(miγsiγ) m(γ+ �p - �π) - 6

F

k = A
6
η

μ= 1
mkurksku - 6

η

μ= 1
mμ rsμ

= const 　　(jp ≠kμ≠iγ) (25)⋯⋯⋯⋯⋯⋯⋯⋯⋯⋯⋯

在上面等式所表示的关系中 ,每个方程都有 2η- 1 个独立方

向 ,形成 2η- 1 个独立方程。当任意两个方程组合在一起

时 ,2η个独立方向是确定稳定区位的充分而必要条件。从经

济学角度看 , (25) 式表明 :最大化剩余生产区位地理位置的

任意小变动过程中 ,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一种距

离投入对另一种距离投入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等于它们的运

费率之比的倒数。可见 ,任意生产区位的改变 ,都会把这种

变化传递给所有生产区位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生产区位变化

一样。艾萨尔德认为 ,以此模式 ,还可以分析更复杂的情况 ,

例如每种原料不仅仅来自一个区位的情况。

艾萨尔德特别强调 ,他对韦伯工业区位理论分析框架进

行改进和扩展时所推导出的市场边界公式 (24) 包含的市场

区位理论 ,是由龙哈德 (Launhardt) 、费特 ( Fetter) 、帕兰德 ( Pa2
lander) 、赫森 ( Hyson) 和其他一些学者所发展起来的。他指

出 ,是边际成本而不是相关公式 (24) 是工厂定价的基础 ,当

δp =δγ ,rp = rγ时 ,会产生直线边界 ;当δp ≠δγ ,rp = rγ时 ,会产

生夸张性边界 ;当δp =δγ ,rp ≠rγ时 ,会产生环形边界 ;当δp ≠

δγ ,rp ≠rγ时 ,会产生不规则鹅卵线或极度夸张环线。

五、杜能农业区位理论分析框架的改进和扩展

除了以韦伯工业区位理论分析框架为重点进行改进与

扩展外 ,艾萨尔德还对古典区位理论的另一重要分支 ———农

业区位理论分析框架进行了一般性概括 ,在某种程度上进行

改进和扩展。农业区位论由德国经济学家冯·杜能 (Von

Thuenen, 1826) 所开创 ,后经阿尔伯 (Aerebo) �λυ 、布林克曼

(Brinkmann) �λϖ和杜茵 (Dunn) �λω的发展 ,以农业经济活动的地

域模式为主要研究内容和目标。杜能关注特殊农作物或一

般农作物耕作的地域空间结构 ,后来的农业区位理论研究已

扩展到许多非农作物产品领域。本文中把杜能开创的农业

区位理论体系简称为杜能体系。

杜能在各种假设条件下给出一般地租收入公式 :

R = PQ - CQ - KtQ = (P - C - Kt) Q (26)⋯⋯⋯⋯⋯⋯⋯

其中 R 为地租收入 ,P为农产品的市场价格 ,C为农产品的生

产成本 ,Q 为农产品的生产量 (等同于销售量) ,k 为距城市

(市场)的距离 ,t 表明产品运费率。进而提出了农业土地利

用的圈层结构理论。�λξ后来的农业区位理论研究无不以杜能

体系为基础进行改进与扩展。艾萨尔德也注意到 ,鉴于农业

区位论者在具体的均衡条件模型中排除了价格变化的影响 ,

其分析论证与一般区位分析原则不存在不相协调之处。

艾萨尔德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分析方法。首先 ,他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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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城市 ,周围是均质的土地 ,消费品 k + 1 , ⋯⋯,n 的价

格 Pk + 1 , ⋯⋯,Pn 是给定的 ,主要问题在于确定区位和数量 ,

设农产品产量分别为 mk + 1 , ⋯⋯, mn , 运费率分别为

rk + 1 , ⋯⋯,rn ,在成本函数中 , Лk + 1 , ⋯⋯, Лn 表示平均单位成

本 ,δk + 1 、⋯⋯、δn 表示边际成本。艾萨尔德把每英亩农作物

产量 (不考虑其距城市远近) 与平均单位成本保持不变的假

设条件放宽 ,这些假设条件被布杜克曼 (Brinkmann) 、勒施

(Losch)和杜茵 (Dunn)用代数学方法论述过。对于产品 ,艾萨

尔德设定有唯一的边际地租函数 ,在该函数中 ,可以计算向

外扩展的每一单位土地圈层的地租额。因为随着到城市市

场距离的增大 ,排除运费后的价格会下降 ,使得边际地租函

数连续下降 ,结果 ,在已有均质土地上 ,单位土地收益能力下

降 ,但生产函数却不随距离而变化。艾萨尔德认识到 ,虽然

在给定的一块土地上仅能生产一种产品或一个产品组合�λψ ,

但必须考虑到生产唯一产品土地拓展的情况。

在前面的假定前提下 ,艾萨尔德导出全社会地租公式 :

R = 6
n

τ= k + 1
〔∫τTτ(Pτ -πτ) dw - ∫τTτγτsdw〕 (27)⋯⋯⋯⋯

在上式中 , ∫τ表示整个区域中第τ个产品的生产量 ,Tτ表示

τ的生产能力 ,τ与区位 dw 相关联。这一公式假定没有原材

料、劳动力和其他投入的运输成本。要使整个社会地租最大

化 ,则必须使 dR = 0 ,当

6
n

τ= k + 1
∫τTτ(Pτ -πτ) dw - 6

n

τ= k + 1
j ≠τ≠i

∫τγτsdw = const 时 ,有下式 :

γj

λj
= -

d ∫j Tjsdw
d ∫i Tisdw

(28)⋯⋯⋯⋯⋯⋯⋯⋯⋯⋯⋯⋯⋯⋯

从上式可以看出 :存在着农产品生产的同心圈层 �λζ 。表明 ,当

整个社会的地租达到最大化 ,而且所有其边缘产品的地租总

额加上这两种农作物的销售收入与生产成本之差保持不变

时 ,任意两距离投入�λ{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等于它们的运

费率之比的倒数。艾萨尔德还提醒到 ,当社会总地租额保持

不变时 ,其他农作物的生产区边界也会像已知的这两种农作

物一样发生变化 ,产出水平和单位生产成本也会发生相应变

化 ,但情况较为复杂。事实上 ,艾萨尔德在这里分析的只是

一种极为简单性的情况。

继而 ,艾萨尔德假定存在两个生产区边界 ,到城市的距

离 Sp 、Sμ分别表示农作物ρ和μ生产区域的外向边界 ,ρ靠近

城市 ,两个区域相互影响 ,在 (28) 式中 ,如果 i =ρ,j =μ,Sρ有

一个较小的变动 ,相应也有 Sμ ,则有下式 :

rρTρS2
ρdSρ= - rμTμSμ

2dSμ (29)⋯⋯⋯⋯⋯⋯⋯⋯⋯⋯⋯

上式是用 2πsds 代替 dw ,消去 2π得到的 ,根据 (28) 式的

约束条件 ,当消去了 2π时 ,有下式 :

Tρ(Pρ-πρ) Sρ·dSρ - Tρ+1 (Tρ+1 -πρ+1) SρdSρ+ Tμ(Pμ -πμ) SμdSμ -

Tμ+1 (Pμ+1 -πμ+1)SμdSμ+ rρ+1Tρ+1Sρ
2dSρ+ rμ+1Tμ+1

2dSμ=0

(30)⋯⋯⋯⋯⋯⋯⋯⋯⋯⋯⋯⋯⋯⋯⋯⋯⋯⋯⋯⋯⋯

由 (29) 、(30)可以得到下式 :

rμSμTμ - rμ+ 1Sμ+ 1Tμ+ 1 = Tμ(Pμ -πμ) - Tμ+ 1 (Pμ+ 1 -πμ+ 1)

(31)⋯⋯⋯⋯⋯⋯⋯⋯⋯⋯⋯⋯⋯⋯⋯⋯⋯⋯⋯⋯⋯

上式是社会地租最大化充分条件的另一种表示方式 ,表明两

个农业生产区域边界线的任意小的位移 ,所引起的两种农产

品的全部运输成本的变化在数量上等于这两种农作物中任

一种农作物销售收入与生产成本之差的变化。

当勒施 (LÊesch) 和杜茵 (Dunn) 在对同一问题进行研究

时�λ| ,却把 Ti 和πi 作为不变量 ,艾萨尔德则把其作为变量纳

入分析模型之中。事实上 ,把产出能力和边际生产成本作为

变量不仅符合农业经济活动实际 ,而且有利于对农业生产经

营活动进行动态研究。农业区域保持不变时 ,排除了土地地

租和产品价格调低或调高因素的影响 ,在本质上与一般性企

业分析方法不一致。在艾萨尔德看来 , Ti 和πi 作为经济变

量 ,当边际成本δi 正好等于本地净价格 ( Pi - riSi) 时 ,农场主

将会在边际成本曲线上升时期进行生产 ,即 dδi/ dSi = - ri ,因

此有 dTi/ dSi = - ridTi/ dδi ,当 dTi/ dδi 在边际成本曲线上升部

分为正时 ,dTi/ dSi 为负数。可见 ,耕种土地的产出能力随土

地单位数的增加 ,农场数随距市场距离的增加而下降 ,必须

对产地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以满足农业企业和产业分析所

需。艾萨尔德据此断言 ,在农业经济活动过程中 ,企业和产

业地域空间分析框架相一致 ,在特殊情况下 ,可以被认为是

同一分析对象。

在前面的分析中 ,艾萨尔德排除了原料运输成本的影

响 ,但可以较方便地在 (27)式中引入这一变量 ,如下所示 :

- ∫τ 6
k

i = 1
Tτbiτrisidw

在上式中 ,Si 表示原料 I 的来源地到 dw 的距离。这样 ,多原

料距离投入、单一原料距离投入与产品距离投入间的边际替

代率可由相应公式推导出 ,艾萨尔德就此指出 ,农业区域边

界将可能不在同心圆圈层 ,因为对称模式将会消失。艾萨尔

德还注意到 ,如果原料 I 不是来自单一区位点 ,而来自一个

区域 ,对于任意 dw 而言 ,假定 du 表示原料产区 ,du 到 dw 的

距离 Si 为一变量 ,du 向 dw 提供原料 i ,可以由 (28) 式推导出

另一等式 ,例如 ,种植庄稼τ所需原料 I的距离投入为 :

∫uτTiSiτdu

同样 ,种植庄稼τ+ 1 所需的原料 I的距离投入为 :

∫uτ+ 1TiSiτ+ 1du

这就界定了把原料 I供给区域分割出一部分的边界线。

据此 ,艾萨尔德认为 ,可以构建包含多个城市市场的更

一般的分析框架。首先 ,假定有一较小数量的城市市场 ,相

互邻近到足以形成在最小量土地上种植农作物的竞争。在

这种情况下 ,一个产业 (农业经济活动) 及其耕作区域不仅受

农作物种植影响 ,还受城市市场的影响 ,增加的产业数也就

是公式 (28) 所确定的市场边界数。而当城市市场数量变多

且市场区域基本上是连续时 ,便可得到更一般的分析模式。

艾萨尔德假定有多个生产者生产同一种产品 ,该产品为整个

区域人口所需 ,需要多种原料 ,每一种产品由一个区域供应 ,

便把多产品生产引入分析框架。不难看出 ,艾萨尔德的这一

分析框架 ,价格是给定的 ,但回避社会剩余、消费者效用、来

自于多产品满足等因素的影响。

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 ,艾萨尔德把杜能农业区位理论分

析框架中的总地租概括为下式

R = 6
n

r = k = 1
〔∫NTHτ(Pτ -πτ) dH - ∫HτrτSτdH

- ∫τ6
k

i = 1
TτbiriSidw〕S (32)⋯⋯⋯⋯⋯⋯⋯⋯⋯⋯

在上式中 ,THτ表示在以 Pτ价格销售产品的消费市场区域的

dH区位中对产品τ的有效需求强度 ,对每一个区位而言 ,Pτ

是固定的 ,但对不同的 Pτ ,πτ表示在区位 dw 处τ的平均生产

成本 ,一个区位点 dw 至少服务于一个区位点 dH ,Sτ表示到

区位点 dH的距离 ,而在区位点 dw 生产产品τ以满足区位点

dH的需要。当 dR = 0 时 ,同样可以得到 (28) 式 ,只是更加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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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这样 ,艾萨尔德构建了具有整体性、覆盖区域广的一般

性替代关系分析模式 ,对杜能农业区位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改

进和扩展。

六、简要评价

艾萨尔德在对企业区位理论古典分析框架进行改进和

扩展时 ,以连续地域空间经济、连续交通网络、在某种程度上

的连续市场区域与连续产品供给区域为条件 ,与实际的企业

特别是生产企业经济活动区位存在着差距。事实上 ,从一个

区位点至另一个区位点的较大地域空间位移 ,是作为企业区

位理论研究的重要方面而存在的 ,但仍没有纳入艾萨尔德的

研究视野。艾萨尔德的企业区位理论分析具有如下几个方

面的特点 :

11 艾萨尔德在企业区位理论古典分析框架中引入距离

投入变量并论证了引入这一变量的有效性 ,进而对有效运行

的地域空间经济进行分析。据此 ,提出了最优区位选择的一

般原则 ,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即使是距离投入或距离投入

集保持不变 ,任意两个或两组距离投入的边际替代率必须等

于它们的运费率比例的倒数。同时已确定的社会剩余 ,少于

其他所有不变距离投入形成的运输成本 ,进而对最适运输指

向区位进行分析评价。

21 艾萨尔德对市场区位理论进行了扩展 ,引入市场区位

边界条件函数把生产者的市场区域划分为不同部分 ,进而对

市场边界线地域空间位移所引起的地域空间经济变量变动

进行分析 ,对企业区位理论古典分析框架进行一般化理论概

括。同时 ,引入距离投入和边际替代关系对其进行改进和扩

展。

31 更为重要的是 ,艾萨尔德对杜能农业区位论、韦伯工

业区位论甚至勒施市场区位论进行了比较与综合 ,使处于分

离状态的区位理论分支融合为一体。区位理论各分支都是

以特定事例为基础形成而发展起来的 ,艾萨尔德则把它们扩

展到多个市场区位点 ,研究多产品生产与供给 ,同一产品由

多个生产者生产 ,每个生产者使用多种原料和中间投入 , 每

一种原料由多个区位供应 ,多个产品生产者 ,多个产品消费

者的情况。

41 艾萨尔德把古典区位理论与现代生产理论相结合 ,通

过距离投入引入生产转换函数 ,进而构建地域空间生产转换

函数 ,对现有生产理论进行扩展 ,使之能较为准确而具体地

反映区位因素变化的影响 ,使企业区位理论能够反映更多参

数的变化。特别地 ,他还认识到规模经济与企业地域空间分

布之间的关系 ,可以通过距离投入与其他所有投入总体之间

的替代关系进行调整 ,还可以通过距离投入与资本投入之间

的替代关系 ,检验生产过程中的地域空间范围和资本产出能

力 (时间范围)之间的关系 ,这一开创性研究进一步推动了企

业区位理论的一般化、系统化。

51 艾萨尔德将距离投入与替代原则引入企业最优的区

位分析 ,使企业区位分析与理论性、经验性经济模型相结合 ,

提高企业区位分析的解释力。例如 ,利用跨区域或区域投入

产出模型 , �λ}可根据已知投入确定生产线的地域空间范围 ,也

可利用距离投入对企业区位位移进行解析 ,并且把可能的相

关关系置入结构来源之中 ,部分地克服所受到的约束。

总之 ,艾萨尔德的对企业区位理论古典分析框架的改进

和扩展 ,为非连续地域空间经济中企业区位的理论和经验研

究提供了可利用的文献基础和方法论基础 ,也为多目标区

位、同地域空间位移问题的研究提供可改进和扩展的基础性

理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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