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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区域经济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出发，运用单指标分析和多指标分析相结合的

方法，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２个方面测度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从数据结果可以看出国

内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比较大，不仅表现在四大板块间，而且表现在省际之间和四大板块间差距

的拉大；进而对产生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引起国内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差异形成并拉

大的原因主要以外因为主，尤其是国家发展政策的倾斜；最后针对区域空间差异提出不同的区域发

展战略，即继续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努力加大对西部地区重大项目支持，积极促进中部地区崛

起，从而促使区域发展要素合理流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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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既有

正面的促进作用，也有负面的影响。由于所处的地

理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国家投资倾斜的不同等原因，

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较大的空间差异并有不断

加大的趋势。为了避免和解决因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而产生的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本文从分析区

域经济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出发，综合采用

单指标和多指标从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２个方面对

国内区域经济的空间差异进行较为客观、全面的定

量分析和测度，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总结，希望对国内

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从而促使区域间优

势互补、协调发展。

一、区域经济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是区域资源禀赋、制度差

异和社会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

区域经济发展既有正面促进作用，也有负面影响［１］。

一定程度区域经济差异的存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

力，有助于区域比较优势的发挥，促进生产要素的空

间流动，使全国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并使生产要素的

潜能得到了最好的发挥。但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差

异的存在及其扩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

发展，可能引发和加剧社会矛盾。国内外区域经济

发展的实践证明：如果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

当，人们的生活水平及消费结构也基本相似，那么就

可以形成相似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结构和消费偏

好，则区域之间市场的相互需求增多，产生地域专业

分工和贸易的机会就会增大。如果区域之间经济发

展水平差距过大，落后地区对产业梯度转移形成不

了足够的拉力，那么区域间的技术资金梯度转移和

产业扩散就难以实现，进而影响全国产业结构和空

间结构的调整优化和更新换代。另外，区域之间经

济差距的扩大强化了各区域的自我中心意识，直接



或间接地助长了地方主义的流行，必然加剧区域之

间市场的分割，进而影响双方经济的联系和发展进

程。如果地区间经济水平，特别是人民生活水平差

距过大，不仅会使落后地区进一步走向萧条，陷入贫

穷的恶性循环之中，而且会因此激化社会矛盾，甚至

引起社会不稳定。另外，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将对

社会经济活动构成强大的物质和心理障碍，有可能

诱发社会不稳定。

国内区域经济空间差异的存在并逐渐拉大的趋

势在对国内区域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促进作用的同

时，其负面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为了避免和解决

因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拉大而产生的各种经济问题和

社会矛盾，许多专家学者对国内区域经济差异的现

状、变动趋势、成因等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定性

评述［２］，而定量测度相对较少且使用的方法都比较

单一。本文主要对国内区域经济的空间差异综合采

用单项和多项指标２种方法进行较为客观、全面的

定量分析和测度，希望对国内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

提供依据，从而促使区域间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二、国内区域经济空间差异测度

　　（一）国内区域经济区的划分

２００５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四大板块

八大经济区”方案，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

东北四大板块。东部板块划分为北部沿海、东部沿

海、南部沿海３个综合经济区：北部沿海经济区由北

京、天津、河北、山东组成；东部沿海经济区由上海、

江苏、浙江组成；南部沿海经济区由福建、广东、海南

组成。中部板块划分为黄河中游、长江中游２个综

合经济区：黄河中游经济区由陕西、山西、河南、内蒙

古组成；长江中游经济区由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组

成。西部板块划分为大西南、大西北２个综合经济

区：大西南经济区由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广西组

成，大西北经济区由甘肃、青海、宁夏、西藏、新疆组

成。东北板块即东北综合经济区，由辽宁、吉林、黑

龙江组成［３］。

（二）国内区域经济差异实证分析

本文下面运用单项指标测度和多指标综合测度

相结合的方法对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距做一分

析。在单项指标测度时，既分析研究了各个省会城

市的城市经济发展差距，也研究了各个省际间的发

展差距。在多指标测度时，从东、中、西三大地带之

间进行分析，运用了除常用的人均ＧＤＰ以外的多种

指标进行分析，从多个层面深入分析了国内区域经

济发展差异情况。

１．单指标测度

（１）人均ＧＤＰ反映的差距。由表１可以看出，

中国四大经济区域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存在着

很大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进

而逐渐扩大。四大经济区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

名先后顺序一直都是东部、东北、中部、西部。１９９５

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的绝对差值为５７４９

元，２００６年则为１９６０５．１元，增长了３．４倍。西部

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年份为同年东部地区

的４７％，而最低的年份仅为同年东部地区的３２％。

这种显著的差异当然不利于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

（２）除人均 ＧＤＰ外各项指标值反映的差距。

除人均ＧＤＰ之外，反映区域经济差异的单项指标还

有极差、平均差、标准差、变异系数等［４］。表２为１９９５

表１ １９９５～２００６年中国四大经济区域人均ＧＤＰ对比 元　

年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四大区域之比

１９９５ ８８４１．８ ３４９２．３ ３０９２．８ ５５８６．３ １∶０．３９∶０．３５∶０．６３

１９９６ １０２８１．９ ４１８３．３ ３６１８．１ ６４５３．７ １∶０．４１∶０．３５∶０．６３

１９９７ １１５１９．３ ４７０８．８ ３９８４．８ ７０９０．７ １∶０．４１∶０．３５∶０．６２

１９９８ １２４９９．０ ５０１０．８ ４２２８．０ ７５９７．７ １∶０．４０∶０．３４∶０．６１

１９９９ １３３８４．２ ５１０１．３ ４４４４．９ ８０２９．０ １∶０．３８∶０．３３∶０．６０

２０００ １４８８３．２ ５５２１．０ ４８１４．４ ８８７８．３ １∶０．３７∶０．３２∶０．６０

２００１ １６２６９．０ ５９４８．８ ５２７３．２ ９６７６．７ １∶０．３７∶０．３２∶０．６０

２００２ １７９７９．４ ６５１８．７ ５７９２．２ １０５０１．３ １∶０．３６∶０．３２∶０．５８

２００３ ２０６９４．９ ７４５０．５ ６６５６．４ １１７３７．０ １∶０．３６∶０．３２∶０．５８

２００４ ２４１２８．６ ９１２１．３ ８４５５．０ １３２６９．７ １∶０．３８∶０．３５∶０．５５

２００５ ２７３７９．４ １０６３４．７ ９８２７．５ １５５８８．３ １∶０．３９∶０．３６∶０．５７

２００６ ３１０４６．４ １２１８１．３ １１４４１．３ １７８９８．３ １∶０．３９∶０．３７∶０．５８

　注：资料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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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省际间和四大板块间的各项指标计算结果

年份
省际间 四大板块

极差／元 平均差系数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极差／元 平均差系数 标准差 变异系数

１９９５ １７０９０ ０．３９４ ２５９１ ０．５３１ ４３９４ ０．３８４ １９４３ ０．４００

１９９６ ２０１８２ ０．３７９ ２９５９ ０．５１６ ５０２１ ０．３６９ ２２０９ ０．３８６

１９９７ ２３５３５ ０．３８１ ３３７０ ０．５２８ ５６８８ ０．３７１ ２４８１ ０．３９０

１９９８ ２５９１１ ０．３８９ ３７０５ ０．５４３ ６２５９ ０．３８１ ２７２３ ０．４０１

１９９９ ２８３３０ ０．４０２ ４０４２ ０．５６４ ６７８３ ０．３９６ ２９７０ ０．４１６

２０００ ３１８８５ ０．４１７ ４６７８ ０．５９０ ７７４０ ０．４１０ ３３９８ ０．４３０

２００１ ３４４８７ ０．４１８ ５０９１ ０．５９２ ８４１６ ０．４１３ ３７０３ ０．４３２

２００２ ３７４９３ ０．４２５ ５６３４ ０．５９５ ９４１０ ０．４１８ ４１４１ ０．４３９

２００３ ４３１１５ ０．４３２ ６５８２ ０．６０４ １１０７９ ０．４２５ ４８６８ ０．４４９

２００４ ５１０９２ ０．４２０ ７７３１ ０．５９０ １３０８２ ０．４１５ ５７４９ ０．４４１

２００５ ４６４２２ ０．４１６ ８３８２ ０．５４２ １４９８９ ０．４０７ ６６３６ ０．４３３

２００６ ５３６５６ ０．４１７ ８９８０ ０．５８７ １５７３２ ０．４１６ ６８７４ ０．７８２

　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年至２００６年省间四大板块用此４项指标反映的区

域经济差异的计算结果。由表２可以看出：

第一，２００６年省间极差比 １９９５年增长了近 ４

倍；板块间极差也是１９９５年的近４倍；２００６年省际

间的标准差是１９９５年的大约４倍，板块间标准差是

１９９５年的将近４倍。由此可见，不论是省际间还是

四大板块间，其极差和标准差的变异程度都体现出

国内区域经济水平差异有迅速增大的趋势。

第二，省际间的平均差系数和变异系数分别由

１９９５年的０．３９４和０．５３１上升至２００６年的０．４１７

和０．５８７，板块间的相应变量由１９９５年的０．３８４和

０．４００上升到２００６年的０．４１６和０．７８２。这说明在

１２年内，不论是平均差系数还是变异系数，尽管个

别年份有所波动，但总的趋势都是逐渐加大。这表

明国内区域经济差距逐渐拉大的趋势不仅仅表现在

各大板块之间，也表现在各省际之间。

第三，省际间相对差距系数不论是平均差系数

还是变异系数都比四大板块的系数大，这表明国内

区域经济差距主要来自于各省际之间，四大板块间

的差距只是各省际间差距的一个体现。

２．多指标综合测度反应的差距

仅使用单一指标衡量地区差距有很大的局限

性，无法全面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

总体水平和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５］。综

合指标则能够较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的总体水平。下面利用基尼系数和锡尔系数

结合单指标的变异系数这３个指数来综合分析国内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情况。

（１）基尼系数分析。图１为１９７０～２００２年基

尼系数的变化情况。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联产承

包责任制、改革开放、价格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

财税体制改革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兴起等一系列重

要的体制变革。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以接近年均

１０％的高速度增长，同时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其

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也在进一步加深。所以

本文用１９７０～２００２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来反

映国内的情况。

图１　１９７０～２００２年的基尼系数变化走向
通过图 １可以看出，１９７４～１９７６年和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年这２个时期基尼系数最高。１９７０～２００２年

基尼系数的变动过程可以划分为３个阶段。１９７０～

１９７６年，这个阶段基尼系数持续上升，并达到了很

高的水平。１９７７～１９９０年，从１９７７年开始基尼系

数出现了明显下降，并且在１９９０年之前都维持在一

个比较低的水平。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基尼系数又开始

上升，中间略有小幅度波动，但是这个阶段的基尼系

数一直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特别是２００１至２００２

年的基尼系数都已超过了０．２６，分别接近和超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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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年以来的历史最高水平。

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这２个指标虽然都可以衡

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但是变异系数只计算

了各大区域之间的整体差距，没有将各区域人口比

重的因素考虑在内；而基尼系数将地区的人口比重

作为在省市之间整体差距的权重，所以１９９２年之后

的变异系数显示国内各区域之间的整体经济发展水

平差距是不大的，而１９９２年之后的基尼系数显示国

内不同地区人口中所享有的经济水平的差距大幅度

扩大了。综合２个指标说明，中国各大区域之间的

地区经济水平差距缩小了，但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人

口在地区经济福利水平方面即人们生活水平的差距

扩大了。

（２）锡尔系数分析。锡尔系数是由 Ｔｈｅｉｌ于

１９６７年研究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时首先提出来的。

它表示的区域之间收入差距水平等于各个国家收入

份额与人口份额之比的对数的加权总和，权数为各

区域的收入份额。以公式表示为 Ｔ＝
ｎ

ｉ＝１
Ｙｉｌｇ

Ｙｉ
Ｐｉ
，Ｔ

为锡尔系数；ｎ为区域数；Ｙｉ为第 ｉ个区域的收入份

额；Ｐｉ为第ｉ个区域的人口份额。锡尔系数可以直

接将区域间的总差异分解为地带间差异和地带内差

异，从而为观察和揭示地带间差异和地带内差异各

自变动方向和变动幅度，以及各自在总差异中重要

性及其影响提供了方便。

表３表示四大板块间和地带内的锡尔指数。由

表３ 基于锡尔系数的地区差异

年份 总指数 地带间 地带内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１９９５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１９９６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１９９７ ０．０４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１９９８ ０．０４７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１９９９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２００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２００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２００３ ０．０５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２００４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０．０５４ ０．０３９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０．０５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注：资料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３可以看出，锡尔系数变动的阶段以及变动的过

程和前文的变异系数比较接近。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６

年，锡尔系数呈不断增大的趋势，从１９９０年的０．０４５

增加到２００６年的０．０５５。这表明近１２年来国内区

域经济差距确实逐渐增大。１２年来四大板块内部

的锡尔系数没有明显变化，因此总指数的逐渐增大，

主要是由于地带间锡尔系数的逐渐增大。也就是

说，国内区域经济差距逐渐增大是由于四大板块间

的经济差距逐渐增大引起的。与基尼系数、变异系

数相比，锡尔系数的特殊意义在于该系数能够将区

域差距分解成地带内差距和地带间差距。从数据结

果可以看出地带内差距在逐年缩小，而地带间差距

在逐步扩大。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地带间差距对于锡尔

系数的贡献超过了地带内差距。这说明从１９９５年

开始，地带间差距开始成为影响国内区域差距的支

配性力量。

以上分析说明国内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比较

大，不仅表现在四大板块间，而且表现在省际之间和

四大板块间［６］。对引起中国区域经济差异问题的原

因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观点。从已有文献来分析，

主要有从自然资源和地理区位方面提出的“地理区

位差异论”；从政治经济体制得来的“体制原因论”；

从经济发展战略方面提出的“发展战略论”和从经

济全球化方面探讨的“经济全球论”［７］。总结起来，

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而以外因

的影响为主。内因是指地区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存

量、自身经济水平决定的自身生产率和产业结构战

略的制定，外因主要是指国家的政策倾斜。国家政

策倾斜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引起资本的流动，间接影

响会带来地区所有制结构、市场化水平等多方面的

变化［８］。因此，针对国内具体情况，在尊重和承认自

然条件差异的基础上，应该对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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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９］：继续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努力加大

对西部地区重大项目支持；积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充分发挥中部区位、资源、产业和人才优势，加强能

源和重要原材料基地建设，加强现代综合基础设施

建设［１０］。只要中部地区的生产力布局加强了，就能

集东、西部长处和优势于一身，可以优化全国生产力

布局，既可以为东部地区提供广阔的需求市场，又可

以辐射和带动西部地区发展，从而使区域之间优势

互补、协调发展。

三、结　语

　　本文运用单指标分析和多指标相结合的方法测

度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并分析其原因。

分析结果再次印证了相关专家的研究结论：引起国

内区域经济差异主要在于国家发展政策的倾斜；希

望通过相关政策倾斜，促使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

展要素合理流动、优势互补、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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