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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域经济不协调发展作为一种客观现实而存在 ,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主要源于各区域不同的

自然、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和人们自身的思想意识形态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在中国 ,这种区域发展不协调

的诱因包括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经济意识的差别、区域经济政策的倾斜、“行政区经济 ”的导向、市场经济

的负面影响等。正是这些诱因导致的区域发展不协调 ,阻碍了宏观经济顺畅运行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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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urrent status of econom ic development discordance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D ING Q ian, ZENG Q ing - jun, GUO Tao

( Yang tze U p river Econom ic Resea rch Center, CTBU ,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Econom ic development discordance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is existed relistically, and in some degree, it is accelerated

in recent years, which main causes are those of that different regional natural conditions, different history, and difference between local

social p ractices, politics, local cultures and behaviours. In fact, the econom ic development discordance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China is

totally the result of conbined action of the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which stagnates China’s macro2econom ic growth in good condition

and regional econom ic development sustain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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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特征

根据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地区的划分 ,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格局分为东、中、西部三大

地区。其中 ,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

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 11个省、

市 ;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安徽、

湖北、湖南、江西等 8个省 ;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

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内蒙古、广西等 12个省、市 ,自治区。
(一 )区域间人均 GDP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

人均 GDP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宏观指标。

人均 GDP高表明该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反之 ,则说

明经济发展缓慢。从表 1中可看出 ,东部地区与西

部地区人均 GDP的绝对差值由 1994年的 3 308. 45

元扩大到 2006年的 16 002. 7元 ,是 1994年绝对差

值的 4. 8倍 ;相对差值由 1994年的 2. 34倍扩大到

2006年的 2. 46倍。从总体上看 ,区域人均 GDP绝

对差距和相对差距逐年增大。

(二 )区域间人均 GDP的增长速度

1995—1999年三大区域的人均 GDP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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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减少。1999—2004年三大区域的人均 GDP增长

速度再次逐年提高 ,且地区间增长速度差距进一步

缩小 , 2004—2006年三大区域人均 GDP增长速度

又有缓慢的降低。总体上 , 1994—2006年东、中、西

部地区人均 GDP增长速度呈波动起伏 ,东部地区的

人均 GDP增长速度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 GDP增长

速度差距在逐年减小 (见表 2)。
表 1　1994—20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1994 5 784. 183 2 776. 287 2 475. 732 3 814. 650

1995 7 244. 170 3 540. 882 3 038. 235 4 784. 122

1996 8 433. 383 4 187. 159 3 530. 414 5 586. 722

1997 9 457. 665 4 666. 190 3 909. 418 6 240. 845

1998 10 224. 080 4 959. 017 4 162. 423 6 696. 716

1999 10 956. 220 5 177. 379 4 366. 239 7 101. 621

2000 12 040. 080 5 690. 498 4 721. 643 7 814. 192

2001 13 273. 720 6 179. 054 5 138. 481 8 561. 589

2002 14 757. 450 6 733. 163 5 646. 720 9 455. 575

2003 17 064. 110 7 609. 414 6 417. 590 10 847. 530

2004 20 201. 560 9 175. 586 7 704. 226 12 949. 600

2005 23 275. 590 11 107. 880 9 335. 649 15 409. 820

2006 26 934. 790 12 843. 510 10 932. 090 17 892. 940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整理

表 2　1994—2006年人均 GDP增长速度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1995 0. 252 4 0. 275 4 0. 227 2 0. 254 1

1996 0. 164 2 0. 182 5 0. 162 0 0. 167 8

1997 0. 121 6 0. 114 4 0. 107 4 0. 117 1

1998 0. 081 0 0. 062 8 0. 064 7 0. 073 0

1999 0. 071 6 0. 044 0 0. 049 0 0. 060 5

2000 0. 098 9 0. 099 1 0. 081 4 0. 100 3

2001 0. 102 4 0. 085 9 0. 088 3 0. 095 6

2002 0. 111 8 0. 089 7 0. 099 0 0. 104 4

2003 0. 156 3 0. 130 1 0. 136 5 0. 147 2

2004 0. 183 9 0. 205 8 0. 200 5 0. 193 8

2005 0. 152 2 0. 210 6 0. 211 8 0. 190 0

2006 0. 157 2 0. 156 3 0. 171 0 0. 161 1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整理

(三 )区域间人均 GDP差距的综合分析

人均 GDP的标准差 S和变异系数 V是研究区

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基本指数。标准差测量绝对差

距 ,变异系数测量相对差距 ;变异系数越大 ,则说明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差异程度越大 ,区域间的非

均衡性就越大。

图 1显示的是 1994—2006年人均 GDP标准差

的时间序列图 ,其中 X轴表示年份 , Y轴表示人均

GDP标准差。从绝对差距看 ,中国的区域经济绝对

差距总体呈逐年扩大趋势 ,历年三大区域间的人均

GDP标准差小于全国 31个省区间的人均 GDP标准

差。三大区域的人均 GDP 标准差从 1994 年的

1 829. 55元增大到 2006年的 8 739. 8元 ,而全国 31

个省区间的人均 GDP标准差则从 1994年的 3 953. 6

元增大到 2006年的 12 276. 22元。从人均 GDP标

准差 S的变动速度看 ,区域差距增大的速度呈波动

起伏趋向。1994—1996年三大区域间标准差的增

长幅度较大 , 1996年后增长速度减小 , 2000年后增

长速度又开始波动。31个省区间的标准差的增长

速度也显示了类似的规律。

图 1　1994—2006年人均 GDP标准差

图 2显示 1994—200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

异系数时间序列图 ,其中 X轴表示年份 , Y轴表示

人均 GDP变异系数。从相对差距看 ,区域间的变异

系数 V相对平缓 ,且省际间的变异系数大于区域间

的变异系数 ,说明省际间的经济发展非均衡大于三

大区域间的经济发展非均衡。三大区域间变异系

数于 2003年达最大 ,为 0. 56。全国 31个省市区间

的人均 GDP变异系数在 1994年最大 ,达到 0. 82,

1994—1997年间下降 , 1997—2004逐步上升 , 2004

年后有所下降。如果变异系数临界值设定为 0. 45,

超过临界值则说明区域非均衡差距严重 (徐晓虹 ,

2006) , 1994—2006年三大区域间最小变异系数为

1995年的 0. 498 5,全国 31个省市间最小变异系数

为 2006年的 0. 657 8,均已超过临界值 ,说明我国的

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比较突出。

图 2　1994—2006年人均 GDP变异系数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原因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着如此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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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差异 ,是由各区域间不同的自然、历史、社会、政

治、文化和人们自身的思想意识形态等因素综合作用

形成的 ,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有其特殊的历

史与现实背景 ,具有客观性 (李霞 , 2007)。但是 ,从发

展历史看 ,政策因素起到了主导作用。

(一 )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

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 ,物产丰富。但

是 ,各区域自然环境差异却十分明显。这些差异是

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原因。

自然资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毋庸置

疑的 ,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物质基础。资源禀赋的区

域差异构成了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但是自然资

源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是起绝对决定作用的 ,

在经济实践过程中 ,自然禀赋丰富的区域 ,未必是

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 ,甚至相反 ,可能成为落后区

域。我国资源富集的中西部地区与资源相对稀少

的沿海地区就说明了这点。从世界经济的实践来

看 ,也有类似趋势 (李颖 ,陈银生 , 2004)。

况且 ,从地势地形上来看 ,我国地势自西向东分

为三个阶梯 ,“西高东低”的地势十分明显 ,西部地区

地形多为山地 ,盆地 ,交通阻塞 ;从气候环境上来看 ,

西部地区受大陆性气候影响 ,以山地气候、温带草原、

荒漠气候为主 ,自然条件相对较差 ,环境比较脆弱 (见

表 3) ,这些都阻碍了自然资源优势的发挥。
表 3　我国各省区生态环境脆弱度

脆弱等级 省区及指标值

极强脆弱
宁夏

0. 835 3

西藏
0. 832 9

青海
0. 804 5

甘肃
0. 782 1

贵州
0. 715 3

山西
0. 692 7

陕西
0. 661 3

新疆
0. 653 7

强度脆弱
四川

0. 628 5

河北
0. 520 4

内蒙古
0. 618 6

云南
0. 592 5

河南
0. 598 3

安徽
0. 538 0

吉林
0. 524 8

中度脆弱
湖北

0. 476 6

广西
0. 450 7

辽宁
0. 440 0

黑龙江
0. 431 4

江西
0. 413 7

轻度脆弱
湖南

0. 341 8

福建
0. 312 3

山东
0. 257 5

江苏
0. 207 2

浙江
0. 201 7

广东
0. 164 7

　　资料来源 :杨敏. 区域差距与区域协调发展 [ J ].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 2005 (02).

　　相对应地 ,由于近代海洋运输贸易的发展 ,沿

海成为对外开放的门户 ,所以海、陆位置关系成为

影响到区域经济的发展的重区位因素。从海、陆位

置关系来看 ,我国东部各省多为沿海省市 ,而中、西

部地区多为内陆省、市、自治区。东部地区地势平

坦 ,交通便利 ,新中国成立以前就已经有了较之其

它区域优越的经济发展基础 ,尤其是沿海地区 ,自

近代以来 ,长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 ,这是由水

运低廉的运输成本所决定的。
(二 )经济意识的差别

对于东部地区 ,在旧中国时期 ,由于受到帝国

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影响 ,部分城市被迫对外开放 ,

虽然这种由于签订不平等条约导致的对外开放是

对我国进行的殖民主义掠夺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

说 ,这种开放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东部地区的经

济发展 ,使东部地区成为了我国最早进入近代化的

地区。而此时 ,中、西部的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

自我封闭的封建社会小农自然经济状态 ,人们受传

统农业经济的影响很深远 ,大多轻视商业经济。因

此 ,东部地区最早接触到西方的商品经济 ,人们有

着强烈的自主创业意识和敢于冒险逐利的思想。

改革开放后 ,这种思想促进了沿海地区的市场经济

改革 ,为东部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

奠定了基础。而中西部地区长期存在“重农轻商 ”,

这种思想意识上的特征与市场经济是相抵触的 ,导

致改革后降低了中西部地区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
(三 )区域经济政策的倾斜

新中国成立初期 ,国家考虑到国家经济恢复及

国内外形势 ,在内地与边疆经济建设方面进行了一

定的调整。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 ,以“三线

建设 ”为代表 ,国家将大量重工业、军工企业部署到

中、西部区域 ,促进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如“一

五 ”期间 ,内地工业产值年均增长 20. 4% ,比沿海地

区高 3. 6个百分点 (高路 ,葛方新 , 2000) ;到 1965

年 ,内地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比重比 1957年又提高

了 3. 7个百分点 ,已经上升到 34. 16% (吴浙 ,等 ,

1995)。到了七十年代 ,国家对于沿海建设的关注

加大 ,在“五五 ”期间 ,沿海的基本建设投资比重达

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 (42. 9% ) ,工业平

均增长率达到了 9. 4% ,比内地工业年均增长速度

高出 0. 5个百分点 (高路 ,葛方新 , 2000)。也就是

说 ,改革开放前 ,国家实行均衡发展和重工业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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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在“公平 ”原则指导下 ,通过计划手段把大量

的资源投入到了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所在的国

有企业中 ,使得当时国内大部分的国有企业分布在

中西部。但是 ,在“效率优先 ”的原则下 ,国有企业

比重高的中西部地区由于其国企自身的效率低下 ,

又占据了地区大量的资本和人力资源 ,进而限制了

其他类型企业的发展 ,最终使得这些地区在市场竞

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我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 ,

并逐步试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些举措促使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且具有“里程

碑 ”的意义。改革开放后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

期 ,我国开始实行非均衡发展战略 ,为了吸引更多

的外资并带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 ,国家在沿海地

区设置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与经济区 ,对于东

部沿海地区提供更宽松的发展环境和更优惠的政

策支持 ,促使国内外大量资本要素在短时间内向东

部沿海地区聚集 ,极大地加速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发

展。东部沿海地区在区位条件、经济技术基础和与

国外的经济社会联系等方面都优于内地 ,成为我国

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点 ,而中、西部地区则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还受体制制约 ,在竞争中处于不平等

的地位 (李颖 ,陈银生 , 2004)。然而 ,从国际经验可

以看出 ,当一个国家经济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 ,往

往最容易导致区域差距的迅速扩大 ,也就是说 ,这

一时期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加剧了区域差距迅速扩

大的趋势。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 ,国家采取了一

定的缓和区域差距的措施 ,如“八七扶贫攻坚计

划”,“西部大开发战略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

“鼓励中部崛起 ”等 ,对于区域发展进行了一定程度

的协调 ,但这些措施需要长时间的运行才能发挥实

际的效用。
(四 )“行政区经济 ”的导向

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使我国区域

经济发展呈现出“行政区经济 ”的格局。 1980—

1993年 ,我国进行了三次重大的财政体制改革 ,使

中央财政集权削弱 ,地方财权壮大。这种改革在一

定程度上鼓励了地方的积极性 ,但也强化了地方政

府经济利益主体地位的确立。分灶吃饭的财政分

权思路使得各个地方政府越来越具有其独特的利

益主体的特点。在中国社会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转

型特征的条件下 ,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利

益主体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王志凌 ,谢宝剑 , 2007)。

在强烈的利益动机的驱使下 ,地方政府必然运用其

权能追求本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

同时 ,对地方政绩的考察在长时间内以单纯的

GDP为指标 ,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经济主体的角

色及对本地经济发展的片面追求。在这样的角色

下 ,各地方政府盲目的关注本地区的发展 ,忽视与

外界的联系 ,人为地限制资金、资源的外流 ,导致中

央政府在采取区域协调措施的时候无法得到地区

政府的全力支持 ,使整体协调进度受阻。
(五 )市场体制的负面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是我国经济发展中

的一次伟大的尝试 ,实践证明了市场经济不仅仅适

用于资本主义社会 ,同样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经

济的建设。但是 ,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有其不好的一

面 ,即由于市场的追逐利益性与市场调节的盲目性

而产生负面效应。

由于规模效应的存在 ,经济活动及人口在地域

空间上 ,并不是均匀分布的 ,而是会形成聚集。与

人口的均匀分布相比较 ,聚集对生产者和消费者两

者都有利 ———人口的聚集给厂商一个更大的劳务

市场以找到合适的雇员 ,同时 ,也为产品提供了一

个市场 ;厂商的聚集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

会。在确定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中 ,沿海地区

现有的经济基础之上形成的聚集效应是一个重要

因素。有经济学家已经研究证明了工业设施的地

域集中对企业之间的知识流的传播有利 ,进而有利

于创新的扩大 (李颖 ,陈银生 , 2004)。

同时 ,聚集有自我增强的趋势。厂商将企业设在

市场容量大的地区 ,而这些企业的来到 ,又进一步扩大

了市场。显然 ,聚集的自我增强先发地区才有优势 ,后

发地区绝对是一个劣势。如果某个地区面临着工业衰

退、失业增加和人口外流的局面 ,这一趋势也是自我增

强的 ,因为失业和人口外流将降低该区域的购买力 ,而

购买力的降低会促进企业外迁 ,从而致使失业率进一

步上升 ,人口外流更加严重。

也就是说 ,市场机制决定了资本总是在追求更高

的回报率 ,所以落后地区的资本总是自发地流动到回

报率更高的发达地区 ;同样 ,与资本相关的人才 ,劳动

力要素也是如此。如果没有很好的宏观调控进行约束

的话 ,这将导致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 ,落后地区越来越

落后 ,区域不协调陷入恶性循环。

三、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不利影响

当区域不协调能够控制在适当范围内时 ,人们将

会更加注重纵向比较的差异性 ,即更加注重本地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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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过去的对比 ,进行自我的反思 ;而横向比较则成为

一种参照动力 ,不断激发发展热情 ,鼓励不发达地区发

挥后发优势 ,奋起直追。但是 ,当区域差距过大或持续

时间过长时 ,人们对于纵向比较的关注力度将被转移

至横向比较 ,此时 ,这种横向比较 ,将使落后地区的人

们形成挫折、不平、嫉妒甚至愤怒等消极情绪 ,最终将

对我国政治、经济及社会全局的顺利运行产生消极影

响 ,不利于全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共建和谐社

会。区域经济不协调发展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为 :

(一 )阻碍我国宏观经济的顺畅运行

区域过度不协调发展的持续将促使地方保护主义

的盛行 ,使资源无法合理配置 ,阻碍经济要素的自由流

通 ,造成全局性经济结构不合理 ,降低增长效率。同

时 ,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国家经济安全造成一定

的威胁。由于区域过度不协调 ,将导致东部发达地区

无法顺利地从中、西部地区获得资源供给 ,这将不利于

我国内部需求的拉动 ,从而提高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 ,

增大了我国在应对国际经济风险上的压力。
(二 )不利于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

经济的增长 ,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作为支撑 ,有效

需求不足 ,很可能导致通货紧缩。市场的扩大 ,能带动

宏观经济增长 , 1998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稳

定较快增长 ,主要得益于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

策的实施。但是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增大 ,使东西部消

费差距还在扩大 ,制约了我国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 ,从

而限制了我国市场的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区、农村地

区低收入者消费需求不足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整个

消费需求的增长。有关统计资料表明 ,农村居民消费

额占社会消费总额的比例持续下降 (李颖 ,陈银生 ,

2004)。区域过度不协调发展将导致中、西部贫困地区

陷入越来越贫困的恶性循环中 ,而东、中、西部地区的

联系与协作受阻 ,东部发达地区由于无法更好地得到

中、西部地区资源的支持 ,也将降低发展速度。

(三 )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 ,资源总量居世界前列 ,但人均占有

量却排名靠后。由于我国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原本较

差 ,所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

经济发展的必然道路。然而 ,如果我国区域发展出现

严重的不协调 ,这必将导致我国整体市场资源无法得

到优化配置 ,使各区域环境资源利用无法得到合理统

筹。特别对于西部地区而言 ,一方面 ,农业在国民经济

中的比重大 ,但是农业生产依靠简单的劳动、传统技术

和小片土地相结合 ,资本和技术都很缺乏 ,人们只能以

传统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 ,这样 ,过度放牧、毁林、水土

流失等生态退化现象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 ,在国家

区域分工体系中 ,由于区际差距过大 ,区际竞争能力差

距也进一步拉大 ,西部等落后地区处于提供原材料、矿

产等的地位。而西部地区是我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 ,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 ,西部地区水土资源恶化相当严重。

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 ,将使得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

略受阻 ,严重影响到我国未来的发展。

(四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首先 ,地区差距过大并持续 ,必然会导致贫困现

象的凸现 ,特别是相对贫困的涉及面扩大。历史事实

说明 ,贫困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不利于社会的

稳定和和谐发展。其次 ,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带来

的就业机会和工资差异 ,导致了大量的西部地区人口

向东部地区流动。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对城市管理

造成了较大的压力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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