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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化背景下的中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
!

成 艾 华

（中南民族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C>>"?）

摘( 要：边缘化背景下的中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一方面由于该地区距离中部中心城市

及经济中心较远，“行政区边缘经济”特征明显；另一方面源于政策上的差异，使得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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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年来中部地区边缘化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和热门话题，周绍森等（#>>C）通过东、中、西三大地

带经济发展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从经济总量增长

速度看，#>># 年首次出现东快西次中慢的新态势；从

人均 KXY 增长比较看，中部与东部差距拉大，与西

部差距缩小；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比较看，西部一

直明显高于中部等，并指出“ 中部塌陷”已成为既定

的事实。杨云彦等（#>>?）研究表明，近年来中部地

区受经济全球化加深、宏观政策取向倾斜以及地区

竞争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边缘

化”特征。那么，对于发展水平更为落后的中部民族

自治地方，在中部地区边缘化的背景下，其社会经济

发展状况如何，却鲜有关注。本文通过统计数据对

中部民族自治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纵向和横

向对比，并结合实地调研，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

讨，最后得出相应的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 中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现状

中部民族自治地方包括湖南的和湖北的 # 个自

治州 H 个自治县，分别为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湖北恩施土家族自治州及湖南的城步、通道、江

华、新晃、芷江、靖州、麻阳 " 个自治县和湖北的长

阳、五峰 # 个自治县。#>>? 年人口 H#D’ D# 万，聚居

着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 C> 多个少数民族。为了比

较口径的一致性，我们对中部少数民族自治州县分

别与全国 C> 个自治州和 !#> 个自治县相比较，发现

近年来其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滞后，经济发展速度明

显下降，出现了典型的“问题区域”特征。

!’ 自治县经济发展动态差异

从 !HH" Z #>>? 年人均 KXY 的年度变化看，近 F
年来，民族自治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明显

（见表 !）。总体来看，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自治县

平均人均 KXY 一直高于自治县平均水平，其中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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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东北地区自治县平均人均 !"# 为 $$%&’ && 元，是

自治县平均水平的 & 倍，发 展 水 平 最 高。从 人 均

!"# 的增长速度来看，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自治县

增长较快。西北地区自治县增长速度最快，从 ())*
年的 &&(&’ +$ 元增加到 &,,% 年的 -&%(’ -. 元，是

())* 年人均 !"# 的 &’ +* 倍，增长率为 (+.’ )&/。

同期，东北地区自治县增长率为 (&.’ ,)/。东部地

区自治县的增长率为 )(’ ,$/，而中部地区和西南地

区自治县人均 !"# 增长速度较为缓慢，增长率分别

为 -)’ --/和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部地区

自治县，人均 !"# 增长较不稳定，在西部大开发以前

的 % 年间，人均 !"# 增长率为 )’ +)/，西部大开发之

后的 - 年间，人均 !"# 年均增长率仅为 +’ &/。

表 (：())* 0 &,,% 年分地区自治县人均 !"# 增长表（单位：元）

地区 ())* 年 &,,, 年 &,,% 年
())* 0 &,,% 年增长率

（/）

())* 0 &,,, 年年均增长率

（/）

&,,, 0 &,,% 年年均增长率

（/）

东北 +)(,’ ). -&*$’ $ $$%&’ && (&.’ ,) $’ *% (+’ -
东部 +&&,’ ( +).-’ + .(-+’ ,- )(’ ,$ -’ *) ((’ ,+
西北 &&(&’ +$ &$)%’ (( -&%(’ -. (+.’ )& *’ * (.’ &&
中部 &$)$’ ,& +)$.’ .% %.&+’ $& -)’ -- )’ +) +’ &,
西南 ($+*’ ) &&.$’ %. +&&%’ ( *-’ %& -’ $. $’ %+

平均值 &%+(’ . +(,*’ ,. %*,$’ &* )+’ .+ .’ )- (,’ +(

1 1 资料来源：根据 ())$ 0 &,,- 年各统计年鉴整理计算所得，各年度数据按可比价计算。

1 1 &’ 自治州经济发展动态差异

&,,, 年 (& 月 &* 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西

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中，虽然明确规定，

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在实际工作

中比照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措施予以照顾，但对三

个自治州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却并不明显（ 见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以来，其他 &* 个自

治州人均!"# 增长较快，年均增长率为(,’ )+/，而西

部以外的 + 个自治州年均增长率为 $’ .)/，人均 !"#
年均增长率低于西部 &* 个自治州 &’ &% 个百分点。

表 &：西部大开发以来自治州人均 !"# 及增长率分布表（单位：元）

自治州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0 &,,% 年均增长率（/）

延边、湘西、恩施州 +.*( %,(( %&.$ %.$$ -&.. $’ .)
西部 &* 个自治州 +*$* %(&) %*%% -&$+ -$-. (,’ )+
+, 个自治州 +*-, %,-* %-%* -,-, -*.. (,’ *.

1 1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统计年鉴整理计算所得，各年度数据按可比价计算。

1 1 二’ 中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

在中部地区边缘化的背景下，中部民族自治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滞后既有地理位置的原因，又受到

政策方面的影响。

(’ 行政边缘区的地理位置

从地理位置来看，中部民族自治地区都地处偏

远，位于中西部结合地带，属于各省的边界地区。本

区域的 & 个自治州，行政区与所在省（市、区）的省会

距离远。如吉首距长沙 %,, 公里，恩施距武汉 .%,
公里。由于地处内地，经济发展滞后，远离各省（市、

区）经济中心，受经济中心的辐射小，政策中心的关

注少，存在较为严重的政策上的盲点、经济上的冷

点，形 成 了 一 种 特 殊 的 经 济 现 象 和 经 济 运 行 方

式———行政区边缘经济。如 &,,- 年，湘西和恩施的

人均 !"# 大致仅相当于各自所在省（市、区）的一半

左右，其中 &,,- 年恩施州人均 !"# 为 %)(& 元，仅相

当于湖北省人均 !"#（((%+( 元）的 %&’ )*/；湘西州

人均 !"# 为 %))( 元，相 当 于 湖 南 省 人 均 !"#
（(,%&. 元）的 %*’ $*/。) 个自治县人均 !"# 更低，

为 %.&*’ *( 元，经济发展差距更大。

&’ 受政策因素的影响明显

与西部周边地区相比较，由于在国家政策层面

上分属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的战略格局，西部开

发的政策效应已开始显现，相应的“ 中部塌陷”也越

来越成为既定的事实。在这样的政策格局中，分属

中西部的县市受政策差异的影响，在一些特殊的接

边县的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落差，带来了较大的心

理失衡。

我们以湖南省的新晃自治县为例进行分析，新

晃侗族自治县地处湖南省最西部，居湖南省“ 人头

型”版图的“鼻尖”之上，南、西、北三面都与贵州省相

连，是由黔入湘的必经之地。全县总面积 (-,$ 平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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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总人口 !"# $! 万，境内聚居着侗、汉、苗、回等

!% 个民族，其中侗族占 $&# ’(。贵州玉屏侗族自治

县位于贵州省东部，全县总面积 "’) 平方公里，总人

口 ’*# +$ 万，与湖南新晃县紧紧相邻。两个自治县

都属于侗族自治县，“ 山同脉、水同源、人同族、民同

结”，发展水平相当，经济交往久远，在自然环境和社

会发展特征方面具有较强的同一性。现在，玉屏县

以西部大开发为支撑，大力实施东进战略，经济发展

速度加快，而相邻的新晃县由于受到西部开发的挤

压，生产要素的西移，经济发展缓慢，出现了新的经

济落差和失衡（见表 *）。

（’）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差距大。从 ’++) 年到

!&&, 年，新晃县 -./ 由 )# , 亿元增长到 +# ’* 亿元，

年均增长率为 !# +!(，而玉屏县由 *# ," 亿元增长到

’&# ’! 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 !,# ’)(，相差较大。

在国家实施西部开发战略以来，玉屏县国内生产总值

在近 " 年内由 ,# %, 亿元增加到 ’&# ’! 亿元，年均增长

速度达 !*# %!(，而新晃县年均增长率仅为 &# !&(。

而在西部大开发以前，差别并不是很大。

（!）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差距大。!&&’ 年前新晃

县地方财政收入高于玉屏县，至 !&&! 年人口仅有新

晃县一半的玉屏县，地方财政收入与新晃县持平，到

!&&, 年超过新晃县 ’&&& 万元。主要原因是西部开

发以后，新晃县年均增长速度仅为 &# ",(，而玉屏达

到 !*# %,(，相差 !*# ’& 个百分点。

（*）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差距大。从农民

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看，从 ’++) 0 !&&, 年，新晃县

仅增加了 ’"! 元，而在 !&&& 0 !&&, 年里又出现了负

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减少了 ,% 元。而玉屏县从

’++) 0 !&&,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 ")! 元，西部

开发后年均增长速度比新晃县多了 *# $* 个百分点。

（,）人均 -./ 增长速度差距大。从人均 -./
增长来看，玉屏县在西部开发以前，增长速度与新晃

县大致相当，只高出 ’# ’% 个百分点；西部开发后，人

均 -./ 在速度加快，达到 !!# ’* 个百分点，而新晃县

却出现了负增长，为 1 &# "%(，两县的差距从 ’++)
年的高于玉屏县 !%" 元 到 !&&, 年 低 于 玉 屏 县 的

*)&% 元。

当然，这两个自治县的发展差距不能单纯归结

于政策上的差异，但我们可以看出，西部开发使中西

部接边县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落差，并且新晃所面

临的情况在中部地区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

如果不从中西部结合地带的全局上考虑，那么这些

类似的县市发展就会受到影响，特别是社会稳定和

民族团结也要受到一定的波及。比如，西部开发以

来，面对毗邻县市良好的发展势头，一些接边乡镇干

部群众纷纷要求划归贵州省管理，想以改变行政隶

属来享受政策上的平等，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表 *：新晃县与玉屏县各经济指标比较表

年份
地方财政收入（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人均 -./（元） -./（亿元）

新晃 玉屏 新晃 玉屏 新晃 玉屏 新晃 玉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年增速（(） "# $* !"# && ,# )+ )# *& "# )* %# $+ "# ", $# %!
!&&& 0 !&&, 年增速（(） &# ", !*# %, 1 &# )" *# &$ 1 &# "% !!# ’* &# !& !*# %!
’++) 0 !&&, 年增速（(） *# ** ,!# &" ’# $, %# ’, !# ,, !’# &+ !# +! !,# ’)

2 2 资料来源：《怀化市统计年鉴》’++$ 0 !&&"，《铜仁地区统计年鉴》’++$ 0 !&&"，《民族统计年鉴》’++$ 0 !&&"。

2 2 三# 加快中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的对策思考

中部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特殊

性，这一方面由于该地区距离中部中心城市及经济

中心较远，中部崛起政策对其提升效应不明显。在

中部地区边缘化的大背景下，湖南、湖北两省经济发

3 展速度相对较慢，更多的资源近期将集中于长株

潭城市群及武汉城市圈的发展建设中；另一方面，由

于该地区在政策上与相邻的西部地区形成了较大的

差别，相应的经济发展也出现了较大的落差，对于这

些地处中西部结合地带的民族地区，与相邻的西部

地区就民族构成、生活习俗等应该有更大的相似性，

也存在着更多的经济联系， （下转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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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婷，陈兴述：我国资本市场的财务信息透明度建设

此完善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的重点应放在：加

强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客观、公正、独立、尽责的职

业精神教育，努力培养提高其职业道德素质；防止中

介机构以恶意降低收费等竞争手段招揽客户，这种

行为加上中国特有的体制容易导致中介机构丧失独

立性；对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的处罚目前仅限于行

政处罚，还没有因参与造假或重大失职而被追究民

事赔偿责任和行使处罚，导致其违规成本极低，处罚

不能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严格控制职业人员的进

入门槛，加强职业人员后续教育，提升专业素质。

!" 完善证券监管制度赋予证券监管部门更多的

权力

我国证券监管制度的完善，首要任务是将“维护

市场透明度”确立为监管工作的核心。此外，我们还

应该对证监会、交易所和行业协会之间的职责边界

加以梳理，未来应努力推动监管方式从以行政监管

为基础，逐步转向以自律为基础，建立以法律为依据

的市场监管型运行机制。此外，将证券监管部门建

立成具有一定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的机构能更有效

的防治证券市场欺诈等违法行为。

总之，维护资本市场财务信息的透明度需要资本市

场各类参与主体共同的努力，是一个动态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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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新的落差，这种新的变化应

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因此，加快中部地区民族自

治地方的发展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湖南和湖北两省应加大扶持力度，通过积

极的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帮助这些落后地区发展。如

湖南省实施了“大湘西开发”战略，在 %&&) 年 ’ 月，

将湘西、怀化、张家界 ! 市州和邵阳、永州的 , 个县

纳入湘西地区开发范畴，初步测算在 ( 年内投入

##)& 亿元支持大湘西发展，力争在 %&&. 年大湘西实

现总体小康。

其次，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中部民族自治地区处

于中西部的交界，既没有享受到西部大开发的优惠

政策，也没有搭上中部崛起的快车，仍然贫困落后，

这些地区也将成为中西部协调发展的断层地带，应

该尽快实施关于中西部过渡地区的特殊政策。

第三，中部民族自治地方地处中西部结合地带，

也属于省际边界地区。根据我国国情，省际边界地

区往往是资源富集区、革命根据地、民族聚居区。如

藏彝走廊、河西走廊、岭南山区等。据统计，我国 !&
个自治州（盟）中，处于省际边界的有 %& 个，占总数

的 ’’" ,0；#%& 个自治县（旗）中，处于省际边界的有

(( 个，占总数的 )(" .!0。这些民族地区远离经济

政治中心，与边疆地区有着较强的相似性。如经济

发展水平低，少数民族人口比重高，贫困人口比重

大，暂时属于国家政策关注的盲点。尤其是随着近

几年发展，出现的一些新的差距和失衡使这些地区

成为政策变化的敏感区和民族矛盾的潜伏区。因

此，国家应该把“ 兴边富民行动”的内涵和外延进一

步丰富和延伸，由外向里、从边到内推进，使交接地

带的民族地区也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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