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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中国县际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 

作者: 李小建 乔家君  

首次将县域经济发展数据与图形数据结合分析，结果表明1990～1998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对差异明显变小，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

的差异则出现扩大;经济增长较快的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逐步形成沿海岸带、京广线和长江沿岸三大经济增长轴;但沿海发

达区内存在十分不发达县域;经济不发达县域主要位于西部地区，与环境较差的山区、寒区、旱区以及省际边界地区有关;全国县域经

济基础和增长可分为基础好增长较快型、基础差增长较快型、基础差缓慢增长型、基础好缓慢增长型。  

20世纪90年代中国县际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 李小建，乔家君（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开封 475001） 摘要:首次将县域经济发展

数据与图形数据结合分析，结果表明1990～1998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相对差异明显变小，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则出现扩大;经

济增长较快的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逐步形成沿海岸带、京广线和长江沿岸三大经济增长轴;但沿海发达区内存在十分不发达

县域;经济不发达县域主要位于西部地区，与环境较差的山区、寒区、旱区以及省际边界地区有关;全国县域经济基础和增长可分为基

础好增长较快型、基础差增长较快型、基础差缓慢增长型、基础好缓慢增长型。 关 键 词:县际经济差异;增长轴;沿海发展;西部开

发; 中国中图分类号: F129.9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1］ 。这些研究，相当一部

分基于全国省级行政单元的数据 ［2～11］ ，仅个别研究使用了少数省份的县级数据 ［12］ 。基于省份数据的研究，较好地展示了

区域经济大格局的变化，却忽略了省内区域经济的非均质性，尤其是一些跨越省级的经济地域特征，很难展现出来。就与区域政策的

关系而论，同样的区域政策会在同一省份的不同区位上产生不同的结果。为此，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从县级资料对全国进行地区差异分

析的重要性 ［5，12］ 。但以前由于县级数据获取十分困难，制约着相关的研究。本文收集了20世纪90年代2个年份的县级数据。结

合地理信息系统软件的图形分析，从新的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作一初步探讨。 1 理论背景及数据分析 1.1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讨

论的主要观点 关于中国地区经济差异的变化，基于省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趋同现象，但9

0年代以来出现扩大趋势 ［1，7，10，13］ 。如何看待这种变化，有2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中国正处在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

初期，国家优先目标应当是谋求经济的快速增长 ［2］ ，解决地区差异问题不应当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 ［14］ ;另一种认为，当前

地区差异已经太大，如果再扩大会引起灾难性的政治后果 ［7］ 。缩小区域差距的措施很多，可归结为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两大类 

［5］ 。2000年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似乎是对区域经济差异过大的观点的肯定。 然而，笼统地基于对东（沿海）、中（内

陆）、西部三大地带的分析，忽略了三大地带内的巨大差异。沿海地区内部，仍有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集聚区;西部地带中，也有经

济相对发达的地域。省际之间的分析结果，明显优于三大地带的分析。但仍存在分析单元过大的弊端。 基于更小的地理单元的分析，

是否可以揭示出与省际分析不同的区域经济差异特征?区域经济增长具有由点及面扩展特征，县域分析可否展示这种特征?就区域政策

的制定及实施而论，较小区域的分析是否比省际分析更具实践意义?本文力图回答这些问题。 1.2 指标及数据讨论 由于GDP较好地反

映了区域的发展程度，它被广泛用于区域经济差异研究之中 ［5］ 。做为对基于县级单元研究的尝试，为了在较短时间内做出成果，

本文选取1990、1998年的数据。这2个年份各县、县级市、区（以下统称县域）人均GDP，主要来源于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

对于统计年鉴中未提供相应数据的省份，根据各县域GDP与常住人口数据计算人均数据。 需要说明，1990年相当一部分省份仅提供了

国民生产总值数据。考虑到这些省份的国民在省外（国外）所创造的生产总值十分有限，国民生产总值数据与GDP差别不大，故使用了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数据。 本文研究中使用了数字化的县域界限数据。该数据基于不同年份的测绘资料。经与最新出版的各省、市、区

行政区划图比较，有99个县名出现了变化。其中91个为县改市后的名称变化，8个为县名本身变化。但是，县域界线变化不大。故运用

该图形数据进行1990和1998年的经济差异变化分析，基本可行。 在分析中，对省辖市的数据做了如下特殊处理。①如果两年份市辖各

区统计资料齐全，将各区分别处理;②如果两年份市辖各区统计资料不全，将市区统一考虑，各区均为市区统一数据。用该方法处理的

省辖市共计62个，占全国2469个县级单位的2.51%，由于各省辖市的地理范围较小（多数小于县级地域），故这种处理在空间上不会产

生大的偏差。 2 1998年中国县域经济空间格局 1998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为高低交错（图1），但大致具有如下特

征。 2.1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域数明显多于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域数 图1表明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域处于控制地位

（在全国不含港澳台的2443个县域中占66.3%）。这种数据分布，反映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域中，有些人均GDP处于极端高水平。

这些极端数据加大了数据总体的离散程度（图2）。其实际含义，便是出现了较大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2.2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县域集中于沿海、江、线、边地带 从图1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全国平均状况的县域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沿长江地带、沿京

广线地带和北部沿边地带。其中东部沿海地带最为突出，由北向南可分为6个 图1 1998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Fig.1 China´s spat

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county level in1998 图2 1998年中国县域人均GDP数据分布 Fig.2 Data distribution of per capi

ta GDP by county of China in1998 地区:①辽中南区，有32个县域高于全国均值;②京津塘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环渤海区，有

高于全国均值县域38个，其人均GDP平均值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5倍;③山东半岛，有高于全国均值县域50个;④沪宁杭区，包括上海、

江苏东部和南部、浙江北部，有高发展水平县域数近140个，其中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000元以上者约100个，人均GDP 在全国均值3倍以

上的县域数为67个;⑤福建中东南区，有高发展水平县域数68个，人均GDP为全国均值的2倍;⑥珠江三角洲区，有高发展水平县域数72

个，人均GDP比全国均值高出3000元以上，部分地域（如深圳市）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值2万元以上。 内陆地区的沿长江和京广线地带的

高发展水平县域，只是断续显现出来。沿长江地带在湖北中部和成都、重庆附近，明显集中了一些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县域。湖北中

部以武汉为中心，东西延伸的该类县域数达32个;成都平原和重庆附近也分别集中了21个和6个该类县域。沿京广线地带的高发展水平

县域，从北向南依次为石家庄附近、郑州附近、武汉附近、长沙附近地区。 北部沿边区包括黑龙江、内蒙古北部边境地区，以及甘肃

北部和新疆东部。这里高发展水平县域平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倍左右。2.3 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集中于中西部地区 人均GDP比全

国水平低50%以上的县域明显集中于京广线以西地区（图1）。其中西南地区（包括广西、云南、贵州和四川大部、西藏东南部），绝

大多数县域人均GDP不足全国均值的50%，有些县域还不足全国均值的10%。陕西、山西、豫西、鄂西、湘西是另一片低水平县域，其情

况与西南地区相类似。 纵观低发展水平县域的分布，可以看出，除了集中于山区、寒区和旱区之外，省际边界地区是另一类值得关注

的区位。如陕甘、陕蒙、川陕、鲁豫、鄂豫、皖豫、浙闽、闽粤等边界地区，均明显出现呈带状分布的低发展水平县域。这一点，曾

有学者在对部分省际边界分析中提出 ［8］ 。全国性的分析，展现了其普遍意义。尤其是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省份之间（如苏鲁、浙

闽、闽粤间），也出现了不发达走廊。2.4 沿海发达区内部存在着不发达县域 尽管沿海地区较高发展水平县域十分集中，但是，明显

可以看出仍有一些不发达县域点缀其中。有2种情形:①6个高发展水平区内有较低县域，如辽宁的凌海市（4339元）竟比近邻盘锦市低

15021元;河北大城县（5467元）不及东北邻的天津市的1/3;山东惠民县（3879元）仅为东邻东营市的15.7%;在全国工业发达的沪宁杭

区，浙江缙云县人均GDP仅为4164元，不及义乌市的1/4;位于福建泉州市（16929元）北邻的仙游县（372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215

6元;在珠江三角洲区，广东佛冈县人均GDP为3185元，比南邻的花都市低18074元。②6个高发展水平区间存在一定数量的不发达县域，

如辽中南和京津塘区之间有16个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山东半岛与沪宁杭区之间有一个带状分布的低水平区（有29个县域）;有7个低发

展水平县域把福建中东南和珠江三角洲区隔开。 3 90年代中国县域经济空间变化特点 3.1 高发展水平县域沿一定规律扩延比较1998

年（图1）和1990年（图3）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可以看出， 高发展水平的县域从几个中心向外扩延。这些中心包括沿

海地区的北京—天津、胶东、上海、厦门、深圳;内陆地区的武汉、郑州、长沙、成都、昆明。沿着这些中心，其周围地区的高发展水

平县域在1998年明显多于1990年。其中，上海和深圳两中心的向外扩延最为突出。这种扩延现象，回应了增长极和增长中心理论中的

扩散效应 ［15，16］ 。 图3 1990年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Fig.3 China´s spat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county level in19

90 3.2 经济增长轴基本显现 以上各增长中心在90年代的向外扩延，在空间上使全国的经济增长轴逐渐显现出来（图3）。尤其是全国

90年代人均GDP绝对量增长较快县域，呈轴线分布的格局更为明显（图4）:①沿海岸带增长轴:沿海5大经济增长中心向外扩延形成沿海

地区较快增长县域连片发展;②京广沿线增长轴:沿着京广线，大致呈条带状分布着一些90年代人均GDP 增长量较多的县域;③长江沿岸

增长轴:尽管中间有一些间断，但在上海、南京、武汉、重庆、成都一带的长江沿岸，已呈带状汇集了高增长县域。 在以上3大经济增

长轴中，沿海岸带的增长最为显著。在全国人均GDP绝对增长大于5900元的489个县域中，66.9%位于沿海地带（图4）。各县域人均GDP

的相对变化（增长比率）也呈现大致相同的格局。3.3 低增长县域在空间上明显扩大 比较图1和图3，可以看出1998年低经济发展水平

的县域多于1990年。统计表明，人均GDP低于全国均值50%以下的县域，1990年为531个，到1998年增加到677个。在空间分布上，这些

低增长县域主要位于京广线、西藏中部、青海中部之间的区域（图4）。该区域内，除了成都、重庆、昆明、南宁、贵阳、拉萨等城市

周围区外，绝大多数县域的人均GDP增长量为全国最低。图4 中国县域人均GDP绝对量变化（1990～1998） Fig.4 The change of coun

ty average per capita GDP in China（1990～1998） 3.4 县域经济差异变化趋势 首先，全国总体上，20世纪90年代县域经济发展

水平的绝对差异有所扩大。以县域人均GDP的标准差变化与基于省际数据分析的结果相似。然而，90年代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

变化，则呈现与省际分析不同的结果。1990年县域人均GDP的变异系数为1.06，1998年减少为0.87（表1）。表1 中国县际经济差异变

化与省际经济差异变化比较 Tab.1 Regional disparity comparison between county level and provincial level in China 其

次，沿海与内陆地区比较，90年代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在扩大。如表2所示，1990至1998年间，沿海12个省、

市、区县域人均GDP平均增长6488元，年递增率达到20.12%，内陆18个省、市、区县域人均GDP平均增长3132元，年递增率为13.09%。

分析县域经济高发展水平相对集中的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异，结果表明，1990至1998年间，沿海125km宽的带状区与其以内内陆地

区县域人均GDP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也同样处于扩大之中。但是，其绝对差异扩大量的沿海内陆差距要明显高于按省份划分的两者差

距（表2）。表2 中国沿海与内陆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变化 （1990～1998年） Tab.2 The change of regional disparity between coa

stal and inland areas in China（1990～1998） 4 中国县域经济增长类型简析 根据1990年各县域人均GDP与全国均值比较和90年代

人均GDP增长与全国平均值的比较，以1990年人均GDP高于全国均值为高基础，反之为低基础;1990～1998年增长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为增

长较快（或高增长），反之为增长较慢（或低增长），可将全国2443个县域（数据空缺者除外）划分为以下4种类型（图5）。 4.1 基

础好增长较快型（高基础高增长型） 东部沿海有四大区（指10个以上县域连片分布区）:①津沽区，包括天津市及所辖县市、河北邻

近地区，共有此类县域16个。②山东半岛与冀南区，包括山东省大部，河北省南部一部分地域，县域数为43个。③长江三角洲区，包

括上海市、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县域数达100多个，占全国该类型的近1/3。④珠江三角洲区，有此类型县域32个。 中西部地区主



要分布于:①河南中北部区，包括河南省的郑州、焦作、济源等地域，共有此类县域13个。②川中区，包括四川省成都市、德阳市及所

辖县市，共16个县域。 4.2 基础差增长较快型（低基础高增长型） 该类型主要集中于中国中部地区。大致可分为4大区:①冀晋鲁

区，包括河北省、山西东部、山东西部，县域数为全国该类型的1/4稍弱。②长江沿岸带，包括四川省东南、重庆市、湖北和安徽省中

部。该区县域数占全国该类型的25%强。③湘桂粤区，包括湖南大部、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有县域数95个。④东北区，包括黑龙江南

部、吉林中部和辽宁北部，县域数仅为34个。 4.3 基础差增长缓慢型（低基础低增长型） 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大多地域，大致可分为

四大区:①新疆、西藏西部沿边区;②大渡河西南广大地域，包括西藏省大部、四川省西部、云南省、贵州、湖南西部等;③长江以南，

京广线以东，沿海带以西部分地域，包括江西省大部，湖南东部;④山西、陕西、宁夏、甘肃、青海5省大部，四川北部等。图5 20世

纪90年代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类型区 Fig.5 Classification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1990s 4.4 基础高增长缓

慢型（高基础低增长型） 主要分布于西北、东北、北部沿边境区，有县域数达114个，占全国该类型县域总数的28%。其余县域主要散

布于中国各地，相对集中于四川西北、北京、长江三角洲的外围区。上述各类型区并非集中分布，而是相互交错的。如，高基础高增

长型中，也有其他类型;高基础慢增长型中，也有高基础高增长型;基础差类型中，出现经济发展较快区与较慢区相互交织。 5 结语 

（1）20世纪90年代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变化，展现了与省际分析不同的状况。1990～1998年县域人均GDP的绝对差异出现

扩大，而相对差异则明显变小。沿海与内陆地区比较，90年代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在扩大。以沿海125km 宽的

带状区所划分的沿海—内陆地区绝对差异，比人们所采用的按沿海省份、内陆省份所衡量的绝对差异扩大趋势更为明显。 （2）沿海

与内陆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证实了中国政府出台的西部大开发政策的适应性。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政府出台向中西

部倾斜的政策，并不能等于宣布了学术研究中区域差异是否过大讨论的终结。学术研究应为生产实践服务，但行政政策并 不能代替学

术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差异是否超过可容忍的限度，科学的学术研究仍有一定的意义。（3）90年代县域经济增长分析，揭示了省域分

析所不易揭示的区域经济增长空间转移现象。经济增长较快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逐步形成全国的沿海岸带经济增长轴，京

广线经济增长轴和长江沿岸经济增长轴。在这三大经济轴中，沿海岸带经济增长最为显著。这种经济空间扩散现象印证了增长极（增

长中心）的扩散效应，以及据此引伸的“点-轴”经济增长模式 ［17］ 。 （4）基于县域经济分析，本文展示了沿海发达区内存在不

发达县域。有一些沿海县域人均GDP不足全国平均值的50%，且紧邻人均GDP高于全国3倍以上的县域。沿海发达区内的区域经济差异，

也不容忽视。 （5）全国总体上，经济不发达县域主要位于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多为山区、寒区、旱区等环境条件较

差区。与省际边界迭加，还可发现，不发达县域还存在于省际间地带。跨省地带经济发展，应引起相关省份的关注。 （6）基于1990

年县域经济状况和90年代变化，本文将全国县域分为4种类型:基础好增长较快型、基础差增长较快型、基础差增长缓慢型、基础好增

长缓慢型。由于数据所限，这种分类十分简单。但比起省域分析，可以为区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进一步的参考。 致谢:作者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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