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在我国由来已久，但

区域差异的扩大则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进程

中形成的重要问题，不断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和政

府部门的研究和思考。伴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

入发展，区域经济差异的不断扩大，不仅影响到国

民经济的健康运行，也关系到我国社会和政治的稳

定。如何有效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和促进社会又好又

快发展，有必要总结和比较以往学者的研究思想和

结论。正确认识和处理区域经济差异的问题，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
本文首先介绍了区域经济差异的测度，接着重

点梳理了不同区划体系下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缘

由和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对策思路的不同观点，最

后总结出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的启示，以期引

起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讨，为中国

区域协调发展找到可行的操作模式提供研究基础

和依据。

1 区域经济差异的测度

区域经济差异可分为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绝

对差异是区域经济指标之间的偏离距离，反映的是

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量上的等级水平差异。相对差

异是区域经济指标之间的比例，反映了区域之间经

济发展的水平差距。在区域经济差异研究中所采用

的指标方面，学者们多采用人均国民收入、人均社

会总产值、人均 GDP、人均 GNP、人均农村居民纯

收入、人均城镇居民总收入、人均消费水平、人均农

业人口消费水平以及人均非农业人口消费水平。在

区域经济差异研究方法方面，主要是采用测算绝对

差异（标准差、极差）和相对差异（洛伦茨曲线、基尼

系数、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最大最小比）。
采用不同的指标，选取不同的地域单元、时间

跨度和计算方法，可能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

题的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最先对中国区域经济差

异进行研究的是北京大学的杨开忠教授。他首次在

其博士论文中使用变差系数计算 1952—1985 年人

均国民收入的相对差异，得出省级区域差异大体呈

倒“U”型变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

大区域的差异大体表现为一种倒“S”型；东中西三

大经济带的变化大体呈递增趋势，总的趋势是顺

“U”型变化。后来又使用变差系数、加权变差系数和

加权离均差系数计算 1952—1989 年间的人均国民

收入，得出沿海与内地经济差异为“V”型或近似

“U”型变化[1-2]。而魏后凯以 1949—1990 年间的人均

国民收入为基础，使用相对差异系数、离均差系数

和变差系数等来衡量区域收入差距，却得出截然不

同的结论：1949 年以来我国省（市、区）间收入差异

的变动格局大体呈倒“U”型；沿海与内地间、东中部

之间以及东西部间收入差异的变动格局大致呈“S”
型；六大区（华北、东北、华中、中南、西南和西北）之

间收入差异的变动大致呈“S”型[3]。陈秀山等使用基

尼系数、变异系数、赛尔指标分析了 1970—2002 年

中国区域差异的变化状况，表明基尼系数、变异系

数和赛尔指数的变动过程总体上比较接近，大体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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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型[4]。曲鲁宁计算了 1985—2005 年间的 GDP 和

人口的 Theil 指数、人类发展指数，认为中国地区差

距轨迹的总体趋势微弱类似“V”型，八大综合经济

区差距的总体趋势也呈现类似“V”型，区域内的差

距呈现不断缩小的趋势[5]。
其他学者也对中国大的地域单元的经济差异

进行了研究，如杨伟民使用 1978—1989 年人均

GNP 为首要指数，运用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和变

异系数来衡量相对差距，得出全国及地带之间收入

的差距呈现缩小趋势；多数大区间收入差距缩小，

个别大区间收入差距扩大[6]。刘树成使用人均国民

收入指标来反映区域经济差异状况，用标准差来衡

量区域经济绝对差异，用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
加权离均差系数和基尼系数来衡量区域经济相对

差异，得出新中国 40 多年来区域经济绝对差异是

不断扩大的；区域经济相对差异在不同的区域层次

上的变化过程不尽相同[7]。林毅夫等人使用 1978—
1995 年各省市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及

其基尼系数，得出 1978—1995 年全国人均 GDP 快

速增长，但反映地区差异变化的基尼系数却比较稳

定，在 1985 年以前缓慢下降，之后缓慢上升；同样，

人均收入增长也增长很快，人均收入基尼系数的变

化同人均 GDP 基尼系数的变化相似[8]。蔡昉和都阳

把全国总体差异分解为三大地带内和三大地带之

间的差异，认为 1978—1999 年间，东部地区内部差

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很大，但呈下降趋势；中部地

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很小，西部地区内部

差异对总体差距的贡献微不足道，均呈下降趋势；

东中西部之间的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非常大，趋

于明显提高[9]。李二玲等通过以 1978—2000 年的人

均 GDP 和 GDP 年均增长率为指标，计算标准差和

加权变异系数，得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南北区域

之间的经济相对差距呈现出缩小的趋势，远小于东

西方向上的差异，绝对差异则稍有扩大[10]。许月卿等

选取人均 GDP、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等指标，使用变

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威廉森系数、最大与最小系

数来评价中国 1978—2002 年间的经济区域差异程

度，认为 1990 年前的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呈减小趋

势，其后不断扩大[11]。张可等运用人均 GDP 的极差、
标准差和 Theil 指数，分析得出 1997—2007 年中部

地区总体经济差异呈现较为明显的扩大趋势且表

现平稳，但远低于同期全国经济差异水平[12]。
对省域层面上的研究，如盖文启运用绝对离差

法、相对比率法、标准差法、加权变异系数法等进行

分析，认为山东省东西部地区间人均国民收入的相

对变动趋势大致呈“U”型变化，绝对差异大体直线

上升[13]。高峰认为江苏省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绝

对差异在 1993 年后一直缩小的，但是 1999 年后开

始扩大[14]。陈湘满等采用相对差异指标，选取极值比

率、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锡尔指数及偏态系数

等来分析 1990—2004 年间湖南的经济差异，认为

湖南省经济差异在经历两个扩大与缩小的周期后，

2004 年有所扩大；大部分地区的人均 GDP 要小于

全省的人均 GDP；湘西、湘东和湘中三大地区之间

的差异增长速度要远快于以县市之间区域差异的

增长[15]。苗俊哲等使用人均 GDP 标准差、人均 GDP
变异系数、最大与最小系数和基尼系数等，评价认

为河北省 1995—2005 年间市域经济差异有逐渐增

大的趋势，市域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趋于加剧[16]。也
有学者设立一套指标或指标体系对区域经济差异

进行测度，如伍世代等制定东南沿海地区 55 个地

级市的 1995—2005 年间的经济综合指标体系，分

析认为东南沿海地区存在“两极分化”现象；1995—
2003 年的地区经济差异在不断扩大，2003 年以后

呈现收缩的趋势；地区经济空间演化特征与地区经

济差异时序波动均表现为“极化—扩散”现象[17]。
1990 年代初期以来，在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的

推动和鼓励下，空间概念逐渐被主流经济学家接受，

空间分析方法和模型工具也得到很大发展，空间分

析也开始成为分析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差异的重

要工具，并不断得到广泛的应用。俱乐部收敛模型

发现 1994—2000 年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南和苏中内

部县市存在俱乐部收敛趋势，但是苏北内部不存在

俱乐部收敛趋势，江苏省内区域经济增长差异表现

为不断扩大[18]。经济收敛模型论证了随着市场经济

体制改革的深入，泛珠三角地区经济增长呈发散趋

势，并且发散速度越来越快，因为资本和劳动的配

置效率较技术效率占了主导地位[19]。1999—2008 年

间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之间发生了绝对收敛，且三

大地带经济增长以大约 9.4%的速度收敛[20]。张馨之

等通过比较 1990—2004 年人均 GDP 增长速度的

Moran 散点图和 LISA 聚集图，认为东部沿海地区与

其它区域的经济差距呈扩大趋势[21]。宋萍等人利用

1998、2002 及 2006 年福建省各县域人均 GDP 数

据，进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后，说明福建省内部

的区域经济差异在扩大[22]。

2 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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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动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各地区资源优势和自身发展能力、技术进

步及其空间扩散、地区间要素流动以及中央区域经

济政策的变化，等等，都会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化

产生重要的影响。
对于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差异，杨开忠指出沿海

与内地的“V”型区域差异的变化在于不同时期的经

济发展政策和地区发展潜力：①1960 年代初以前工

业建设主要是苏联援建的 156 个项目，并非主要依

靠沿海老工业基地；②1965—1978 年间虽然在内地

进行三线建设，但自力更生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上

海、天津、北京和辽宁的支持，内地投资相当部分通

过生产和消费联系进入这些地区；③1960 年代初期

至 1970 年代末农业布局由向内地推移转向沿海，以

及 1980 年代以来沿海工业的迅速推进，使得沿海和

内地的经济差异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1]。国家投资

在沿海与内地间的大起大落是影响沿海与内地间收

入差异变动的重要因素，中央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

取向对“效率”或“公平”的偏重程度加大了东中部的

差距，缩小了中西部的差距[3]。Rozelle 认为 1984—
1989 年期间东部沿海省份地区差异急剧扩大，农村

工业化的发展是地区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23]。
关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原因，国内

外众多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杨开忠在分

析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区域差异时，认为区域发展战

略是影响国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唯

一的或主要因素，区域差异程度变动的关键在于比

例性转移和差异性转移的方向和数量界限的区域

差异的综合[1]。Aguighier、Yang和郭兆淮分析了中国

地区发展战略模式及其演变，认为中国实施的不平

衡发展政策加大了东西部的发展差异[24- 26]。Sun 和魏

后凯分别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

增长的影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是导致改革开放以

来东部和西部地区间经济增长差距和收入不平等

的最重要因素[27- 28]，李政等则认为资本投入对东部

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西部经济增长受虚拟变量的

影响最大，中部经济增长受非国有经济的影响最

大[29]。增长率的差异导致了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西

部地区在人均收入水平、城市化、工业化水平，人力

资本禀赋等这些决定地区绝对差距扩大的初始条

件上，远远低于东部地区[9]。也有些学者从地区自身

的因素去分析，如赵伟认为地区间开放程度的不同

是差距扩大的原因 [30]，Young认为地区性保护政策

是地区差距扩大的关键，地区性的市场保护会使本

地企业的资源配置状况偏离本地的比较优势[31]。东

西部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宏观调

控的东部导向政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使东部的“效率”超越西部的“公平”，同时，制度供

给不均衡加剧了西部制度变革路径的依赖，进一步

扩大了区域发展差异[32]。中国近 20 多年轻重工业结

构区域变迁是东西部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的解释

变量[33]。
对于省级间的经济差异，Scott Rozelle 发现农

村工业化是中国区域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34]，蔡昉

等认为劳动力市场发育滞后导致资源配置扭曲在

地区间存在差异[35]。造成各省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差

距的主要原因在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

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许多省区市的要

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符合程度不一致 [36]，技

术进步和资源优化所呈现的全要素生产率是 1990
年代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主要因素[37]。改革开

放政策、参与全球化程度、市场化程度以及城市化

进程等是导致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时空变化的显著

原因[38]。人口流动的流向对扩大或延缓地区经济增

长差距起到决定性的作用[39]。万金金通过对 FDI 的

面板数据分析，认为国内投资的区域差异是地区经

济差异的主要原因，外商直接投资也是加剧中国二

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原因之一[40]。中西部地区更多地

依靠信贷规模扩张来推动经济增长，而东部更多地

依赖于金融效率的提升[41]。在短期的小尺度上，区域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受从业人员和投资水平的区

域差异影响；在中长尺度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

差异受从业人员和投资水平的区域差异影响而出

现超前性[42]。陈良文等通过数值模拟，认为如果考虑

集聚经济效应，地区间的要素流动不但不能使得区

域差异趋于收敛，反而会促使区域差异不断扩大[43]。
全球化对区域差异有着积极和持续的作用，并随时

间日益强化这种差异，但认为国内资本才是导致区

域差异的最大因素，教育、区位、城市化水平和抚养

比率对区域差异的作用一直处于下降状态[44]。区域

发展政策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直接而快速的

影响，但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往往有一个短暂的滞后

效应[45]。张良刚通过聚类分析和趋向核算分析框架，

认为外向型经济的沿海指向分布是导致区域发展

不平衡的主要原因[46]。基础设施投资的区域差异是

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47]。
不同省市区内部经济也存在巨大差异，其原因

更是多种多样的。造成四川省 1990—1997 年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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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差异的主要原因有：发展的基础条件及资源开

发的程度不同，经济结构不尽合理，区域经济中心

的作用程度不同，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差异，以及

区域优惠政策的差异[48]。重庆市区域经济差异的主

要原因在于三峡工程限制了该地区的经济投入、交
通落后和区位条件的劣势、经济结构的因素、失衡

的城市体系，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49]。长江

经济带内部三大地区及 41 个地市之间的区域经济

差异在于国家政策起基础作用、经济基础起决定作

用、偶然因素起关键作用[50]。龙拥军等使用聚类分析

对贵州县域经济的空间差异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

交通干线不发达对造成区域经济差异具有明显作

用[51]。产业结构转换能力是造成江苏各县市 2000—
2006 年间的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主要因素[52]。区位

因素、经济发展基础和固定资产投资的差异以及人

力资本差异，是造成河北省市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

重要原因[16]。
总体来说，造成区域经济差异的原因，除了客

观上的自然条件、地理位置、基础设施等存在差异

外，主观上的倾斜是多方面的，包括重工业化优先

的赶超战略、对外开放政策、金融政策、价格政策、
投资政策以及税收政策等等。区域差异作用的结果

是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不同，反过来，它们又促

进了区域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人口素质、思想观念

的差异，以及人口的流动，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3 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对策思路

3.1 要素投入论

生产要素是进行物质生产所必需的一切来源，

其流动可以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优化经济结构。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内涵日

益丰富，现代科学、技术、管理、信息等进入生产过

程，对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吸引外区域的资本、人才等要素对于中西部来

说特别重要[4]。石书德等在分析内生增长理论模型

的基础上，认为知识流动和创业活动也是经济增长

的重要驱动因素[53]。
如何获得充足的劳动要素和使人力资本得到

足够的回报，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民收入的

分配变得非常重要。在对中西部地区进行投资时，

应重点投在教育等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领域 [54]。
Chen 等建议，加快城市化、加快人口向城市流动可

以缩小地区经济差距[55]。人口迁移的确能够减小区

域经济差距，促进区域经济由不均衡发展转向均衡

发展[56]。黄雪琴等在分析了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

异常变动后，证实农村人口的异地城市化是缩小区

域经济差异的现实选择[57]。彭朝晖，杨开忠认为社会

应致力于迁移成本的降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政

府应重视公共教育投入，尤其是给落后地区提供更

多的教育机会，提高落后地区的人们视线发展的潜

力[58]。区域间劳动力迁移可以有效地改善劳动力的

配置效率，建议作为劳动力输出地的落后地区要重

视劳动力输出工作和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鼓励外

出劳动力将先进技术带回本地进行自主创业 [59]。
Belton M. Fleisher 和 Jian Chen 发现，沿海省份的总

要素生产力大约高两倍，高等教育投资和外国直接

投资可解释沿海与内陆的生产力率差距[60]。
朱玉林从 FDI 角度论述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差

异，建议缩小吸引 FDI 公共平台方面的差异，如基

础设施、人力资源、市场容量条件、产业配套能力、
上下游相关产业的集聚度、人力资源的积累等；抓

住 FDI 区位需求因素新变化的契机，调整 FDI 的区

域流向；采取灵活与多层次的吸引 FDI 的策略[61]。
陈栋生从东西部之间产业互动的角度给出缩小中

西部区域经济差异的政策，认为东西互动、产业转

移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东部应集中在

高新技术产业上，把传统产业转移给中西部，同时，

东部应该帮助中西部对这些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升

级和改造[62]。
3.2 政策调控论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从内地指向的传统均衡

发展战略、沿海指向的不平衡发展战略、新的区域

经济协调发展，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均带有浓厚

的政策色彩，许多学者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政策调控将会对缩小区域经济差异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魏后凯建议国家在资源分配和政策

投入上要调控好新兴工业区与老工业区之间的关

系，同时建议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

地区发展的过程中，采取相关优惠政策来改善中西

部投资环境和产业配套条件[3]。林毅夫等建议在制

定缩小地区差距的社会经济政策时，要以提高落后

地区市场机会和发展的能力为目标，加快中西部地

区的劳动力流动和第三产业发展[8]。贾庆军借鉴美

国调节区域经济差异的财政措施，鼓励充分发挥财

政的投融资功能，兼收并蓄，突破发展的“资金瓶

颈”；实行区域综合财政政策，打破行政区划界限，

创造优良的开发环境；灵活运作财政的转移支付手

段，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63]。重庆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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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政策制定上必须突出区

域经济差异调控的重点；加快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建

设，优化地区产业结构，以及加强落后地区的基础

设施建设[64]。张洪峰认为调整区域税收政策有利于

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改革税收管理权限和现行税收

制度；对中西部地区主要行业实施行业税收优惠政

策；合理利用税收优惠吸引生产要素流向中西部；

优化中西部地方税的税制结构[65]。
3.3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

提供基本的、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标准的、最终大

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全体公民享有

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结果大体相等，同时尊

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在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具有重要意义。逐

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我国城乡收入

差距的有效途径：推进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建立和

完善覆盖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完善教育、医疗和

养老等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改

革户籍管理，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户籍管理制度[66]。
3.4 空间一体化

一体化学派认为，空间分割、封锁、差别待遇是

制约发挥地区优势、优化空间分工的关键，消除分

割、平等待遇、按照分工要求来调整地区结构，也即

一体化是中国区域发展的基本过程，也是消除区域

经济差异的关键政策。该学派的代表和倡导者杨开

忠强调说，空间一体化是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特殊

政策，因为它可以发挥比较优势、区位优势和统一

大市场的规模优势，提出应建立统一的市场、统一

的交通基础设施、统一的制度，最终实现统一的专

业化分工的城市体系。在特定地区一体化发展理论

和实践方面，杨开忠（1996，1999）将一体化理论应

用于中国西部大开发，提出了“中国西部空间格局

不经济学说”，提出了推进西部地区对内对外的一

体化是西部大开发的关键，突破了以往中国西部开

发政策单纯强调增加西部资本、技术以及水资源供

给以克服其相对稀缺性的窠臼。黄欧翔等也建议建

立全国统一市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在推进区域

经济市场化、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规范区域

经济合作、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作

用；地方政府应加快本区域市场化改革、开放本地

区市场，开展区域经济合作[67]。

4 结语

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也是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

求。随着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国内外专家学

者的研究不断深入，区域经济差异理论的内容逐渐

丰富，尤其是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对引起区域经济差

异的主要因素进行量化分析。比如，对于比较难以

量化的制度、历史文化等因素的相关研究和理论，

正在尝试使用某种标量技术进行测量。这使得区域

经济差异的相关理论对于解决实际经济发展问题

更加具有操作性和科学性。
引起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可以

尝试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对区域经济差异的构成和

原由进行分解，也可以沿着新经济地理理论开辟的

路线，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来研

究和模拟区域经济差异，相信会有很多出其不意的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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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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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have receiv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of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explicitly summarizes and analyses the tendency, causes and measures and
policies for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in China, and believes that the study on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has been more and more deep-going, and that there is less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causes, such as system and
historical culture. The author suggests a resolution into factors and causes for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ies and
analysis in the foundation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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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PATIAL- TEMPORAL EVALUATION OF 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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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oducing of TOPSIS ideas, this paper using the improved DEA method measures technology
relatively efficiency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1990 to 2008. The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ESDA) is
utilized to investigate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ces characteristics and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technology relatively
efficiency and matches spatial feature of technology relatively efficienc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ifferences.
Results indicate that: technology relatively efficiency is significantly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sh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concentration. Technical efficiency shows reducing trend gradually, having the function
of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convergence. Technology relative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ws a
negative correlation of binary space, so factor inputs are the dominant factor in economic growth.The diffusion
capacity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radiation is imited, so technical efficiency is not yet a sourc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not the only factor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Improving technical efficiency through technology diffusion effect i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Key words: technology relatively efficiency; ESDA;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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