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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差距不断拉大的态势，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区

域协调发展，而如何正确认识区域差异的形成机理，是正确解决区域差异问题的前提条件。本文在

传统的区域差异原因解释基础上，从一种新的角度来分析区域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并提出了相应的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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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差距的现状分析

国家统计局统计数值数据表明：1979 年至 2001
年，东 部 对 全 国 GDP 的 贡 献 率 为 50.8%，中 部 为

27.9%，而西部地区仅为 14.3%；在 GDP 占全国 GDP
的份额上，西部地区总体上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而东

部地区却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从 1997 ~ 2001 年 间，东 部 地 区 有 9 个 省 市 的

GDP 平均增长率超过 9%，而中、西部地区均只有 2
个超过了此数。在 2001 年，沿海 12 个省区市的外商

直接投资额总计占全国的 87%，人均 GDP 为 12050
元，比全国平均数高出 40.24%；第一产业的就业比

重为 31.87%，低于全国 50.0%的平均水平；非农产

业的比重达到近 90%，而深加工工业的比重超过了

74%；广东、江苏、上海、北京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到

全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 60%左右；在人类发展指

数上，西南和西北的 10 省区市全部低于全国 0.735
的平均水平（按照世界统一标准计算的），其中西藏、

陕西、青海、贵州在 0.5 ~ 0.6 之间，除新疆外，全部都

在第 20 位之后。［1］

笔者以 2002 年的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为基础，

并挑选了部分省份作为东、中、西部的代表，做出了如

下的指标比较。

表 1 西部 12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有关统计指标

指标与

全国比重%

土地

面积
人口

就业

人员

第一

产业

第二

产业

第三

产业

固定资

产投资

进出口

总额

71.5 28.7 29.0 24.7 14.9 16.9 19.8 3.3

表 2 有关地区的统计指标

国内生产总值的地区

比较（亿元）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

的地区比较（元）

高校数

2001

1998 1999 2000 2001 1985 1990 1995 2000 2001 2001

上海 3688 4035 4551 4951 806 1907 4246 5597 5871 45

江苏 1.95 1.91 1.89 1.92 0.61 0.50 0.58 0.64 0.65 73

安徽 0.76 0.72 0.67 0.67 0.49 0.28 0.31 0.35 0.34 52

江西 0.50 0.46 0.44 0.44 0.47 0.35 0.36 0.38 0.38 33

西藏 0.025 0.026 0.026 0.028 0.44 0.34 0.28 0.24 0.24 3

青海 0.06 0.059 0.058 0.061 0.43 0.29 0.24 0.27 0.27 8

宁夏 0.617 0.06 0.058 0.060 0.4 0.3 0.24 0.31 0.31 8

（注：表二是以上海为基数，数据摘自《中国统计年鉴 2002 年》）

从表 1 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西部十二个省、自

治区、自辖市的土地面积占到全国的 71.5%，但是，

产业产值在全国所占份额上、在三次产业结构上、在

资本深化上，西部十二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都显得

和其面积份额很不成比例。

在表 2 中，我们可以看到，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上海的份额很小且变化不大，而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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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和青海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不到上海的 l0%，差

距巨大。这也直接导致了西部的教育投入不足，高校

少，文盲率高；另外，西部的农民收入与东部相比，差

距也在不断拉大。

二、区域差异的影响

（一）经济影响

经济改革改变了过去的利益分配格局，强化了区

域之间的竞争意识，给各个地方调整资源配置带来了

压力和动力，而沿海的经济发展就是“示范”。这样，

地方政府为顾及本区域的利益，在进行经济发展决策

和管理时就难免产生非理性的行动。对内往往搞急

功近利。有水快流，快马加鞭，搞“短、平、快”项目；对

外则搞排斥和地方保护，加剧了市场分割和区域之间

经济的无序竞争；削弱了区域之间经济上的相互支持

力；降低了全国经济的整体效率。可以说，地方政府

总体上的发展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被“赶超”心理所左

右。［2］

从经济学上分析，地区之间如果存在较大的经济

水平发展差异，则从一个完整的经济体系（国家）来

看，社会中就是存在一种宏观的经济垄断，而相对于

竞争，垄断所产生的社会福利要小，经济产出也要小。

（二）社会影响

区域的社会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之间具有较高

的相关关系，并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循环过程。区域

差异导致了人员流动，这为区域之间加强交流和融合

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但也导致了落后地区优势人

力资源的流失，加大了发达地区的社会压力、差异地

区之间的矛盾和民族矛盾。如果国外机构加以利用，

很容易威胁全社会的稳定和民族团结。［2］

如果一个地区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而另一个地区

还在贫困线上的时候，人们对社会中的各种“正面宣

传”将越来越怀疑，整个社会极易弥漫一种“斗争”情

绪。社会的精神支柱受到威胁，进而社会稳定受到威

胁。

地区差异使得落后地区人们产生失落感和对中

央政府的不满；而对任何形式的转移支付也会导致发

达地区的各种方式的反对，这样，地区冲突很容易产

生，地区的冲突又会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在这方面，前南斯拉夫的社会解体是一个典型的

例子。从地区发展差距国际比较看，前南斯拉夫是世

界上地区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它从经济分裂走向政

治分型决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深刻的经济背景。这个

经济背景就是区域经济差异的程度过大，由此而激化

和加剧了区域之间的民族矛盾、社会冲突。进而导致

国家分裂。［2］

三、区域差异形成的原因分析

（一）传统理论的解释

l. 区域差异形成的起因：成本 - 产业决定论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认为，由于各区域之间的自

然资源和自然条件一般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样，各

地发展各类产业的成本就会不同，而各类区域都会发

展投入成本较小的产业，这些产业形成了地区的主导

产业，并通过产业链进行产业群的集中，形成一个较

为完整的经济活动体系。由于收益递减理论与现实

存在矛盾，有人就将这种现实归结为创新因素。再加

上一些生产要素的交换会由于距离的远近导致成本

不同，这样，区域差异就最终形成了。［3］

林毅夫和刘培林两人也认为，一个区域整体的

GDP 增长受比较优势的战略的影响。中西部省区市

的发展战略较之东部省区市而言，更加接近于违背比

较优势的战略，这是导致观察到的 l978 年以来逐渐

扩大的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了在国民经济

整体增长的同时缩小地区差距，对各省区市而言，尤

其是对那些中西部省区市而言，需根据其各自的比较

优势优化其增量投资，以便调整其产业结构。［4］

2. 区域差异形成的过程：累积循环论

这种理论认为，经济发达的区域由于其经济发展

水平较高，城市节点分布较均匀和密集，从而使得基

础设施的投入和共享都能得到保证；反过来，基础设

施的完善又为资源的流动和共享提供了各种条件，形

成一种良性循环。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因为各种原因

（包括国家投资政策、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使得其

资源的流通和共享的外部条件很不完善，这种不完善

的外部体系又为建设资源的积累带来各种困难，从而

形成一种恶性循环。［3］

持这种认识的代表之一，缪尔达尔是这样解释

的：一个区域最初由于诸如发现了矿藏或产生了一种

新的出口农产品等的“增长启动器”而开始发展。不

断上涨的实际工资和较高的资本收益反映了规模收

益递增以及聚集的空间外部经济的发展，这（区域经

济增长）是一个累积因果过程，任何为寻求国家整体

收益最大化而对公共开支在区域间进行再分配，都只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 年（第 $ 卷） 第 # 期 经济时空
Journal of UESTC（social sciences edition）Dec.2004，vol.6，No.4



能加剧而不是减缓区域差异。［4］

（二）对区域差异形成原因的现实反思

l. 从国内范围看问题

按照上述思维，拥有我国 80%的煤炭和石油的

北方理应发展“动力业”，而拥有我国 80%以上的硫

矿和磷矿的南方诸省理应发展“化工业”，拥有我国

大部分黑色冶金矿产资源的北方东部地区和 70%以

上的有色金属的南方也理应进行相应的分工。但是，

这种结果一直没有出现，各个地区还是“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而且地区之间和地区内部之间的差异也越

来越大，原因何在？我们用东部和西部的差异来进行

说明。东部和西部之所以出现差异及其扩大趋势，原

因在于东部地区的人口多（约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人

口的密集程度较高。造成市场需求量大，推动各类资

源产品供他人消费的成本较低；而北方的某些地区，

尽管一些资源比较丰富，但是，由于人口的密集程度

较低，造成市场需求量小，推动各类资源产品供他人

消费的成本较高。这样，在假定整个社会范围内，人

们收入的差距不是太大的前提下，我们从人类的需求

的角度，导出了人口密集程度的不同是造成区域差异

的原因。

而东部人口为什么会比较集中，就在于它那靠近

沿海的地理位置和造就了“鱼米之乡”的气候条件，而

这正好验证了“成本 - 产业决定论”。

2. 从全球角度看问题

我们不妨再往后推，为什么东部会导致人口集

中？为什么唐朝的洛阳和宋朝的开封等地现在不行

了？为什么我们国家即出现过“唐朝盛世”，也出现了

“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为什么我国和俄罗斯、日本

等经济发达国家接邻的地区就没有发展起来？

我们从经济角度分析，容易得出是由于技术的应

用，导致了各个经济时期的主导产业各不相同，使得

拥有特定资源的一些区域在某一个经济时期能够崛

起。当技术更新导致了经济环境中的主导产业发生

变化后，原先崛起的经济中心就可能发生衰落。

那么，西方国家的技术革命又是如何出现的？几

次技术革命都是成本原因造成的吗？是由于资源优

势导致成本优势，再引起产业的集中和经济中心的出

现，然后，在技术没有发生巨大变化时，规模经济使得

资源耗竭和管理成本上升，这样，又由于成本原因导

致了新技术和新制度的出现。而发达区域的技术优

势存在“马太效应”，并由于各类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

的周期不同，就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创新浪潮，使得

国际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如果这样推断，创新归根

到底还是由于成本原因造成的，那么，对比西方发达

国家，我国的人均资源非常贫乏，在成本决定论下，由

于成本作用的强力，我国的创新应该比很多国家强。

可是，事实并不是如此。

（三）对区域差异形成原因的社会化思考

l. 从两方面探讨社会因素对于区域差异形成的

影响。

（l）经济利益的非一体性

资源之间是互相影响和互相关联的，产业之间也

是如此。如果经济是一个整体，那么，地区差异从何

而来？各个地区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发展相关

产业，形成一条产业链。按照产业特点进行地区分

工，在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下，对最终产品进行合理

的分配。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资源一方面为人们

所利用，一方面又为人们所强力控制，实际上，整个世

界体系就是一种围绕争夺资源控制权的强制分工体

系。由于完整的生产过程即生产 - 交换 - 分配 - 消

费要结为一个整体，就必然要求控制资源（包括产业

资源）的个人也结为一个整体。而后者显然是无法达

到的。

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技术进步加上经济发

展，尽管改变了一些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但并没有改

变地区之间的差距。如果我们从人为因素考虑，就

是，如果一个国家完全按照生产链程序进行生产的

话，则一方面，控制主导产业的地区很容易成为资源

的事实控制者；另一方面，在生产链条上，联系较为紧

密的产业部门即各个区域的利益融合较深，这对于整

体利益并不是有利的。

类推到地方，也是如此。各个区域既要防止自身

的核心经济利益被其他区域控制，又要注意区域内部

的整体利益。一些区域的决策主体出于地方发展利

益的需要，一方面会不顾内部生产要素成本的差异，

也发展与其它区域相同的产业（例如我国地方上的各

种重复建设）；另一方面，会设法增加外部商品的流进

成本（例如我国地方上的地方保护）。所以，社会主义

市场体制的建设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因为要求资

源有效流动的措施总会为一部分区域的利益主体所

排斥。

因此，如果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技术水

平和制度安排不能保证它们高度的一体化，那么，在

有限的资源和人类日益增加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中，经

济活动会出现各种类型的分割，如信息控制、武力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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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资源“运输链”成本控制（如交通条件和交通工

具）等等，这些都导致了区域内部、区域之间从生产到

消费的整个过程的非一体化。现实中我们也可以看

到，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它的经济、政治水平就较

高；一体化程度越低的地区，它的经济、政治水平就越

低。

但是，制度的安排对于技术的发展和变化的影响

是实实在在的，而制度的安排又与人分不开。当我们

考虑到人这个因素时，我们就必须看到，人不光是一

种资源，还是一种特殊的资源。他们是在相互影响

（包括相互合作、相互竞争和相互控制）中存在和发展

的。主导社会潮流的人们不光能够创造出这个社会

的主导供给，也能创造出这个社会的主导需求。当社

会财富以牛奶和皮衣而论时，上述的经济中心很快就

能形成；而当社会财富是以别的形式如占有多少房产

时，上述经济中心就较难形成。

（2）技术作用的两重性

技术发展一方面降低了资源的交换成本、流动成

本和整合成本，缩短了社会阶层“消费差异”的时滞；

另一方面，也加大了资源控制力度，缓和了“消费差

异”引起的反控制行为。一些技术如媒体技术，磨蚀

了人们对于社会差异的反抗欲，使得人们在各类消费

和劳动中自觉地站在被动一方，而社会主流，必须不

遗余力地争夺技术控制权和垄断权。

但是，各类高技术来源于技术的创新。而技术创

新的大规模出现需要两个前提，一是创新收益主体的

明确化和创新利益所得保证的制度化；另一个是社会

中存在着浓厚的创新信仰氛围。但技术创新的核心，

是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是他们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生

产制度、消费制度和文化制度进行的一种非彻底化的

破坏行为。所以，社会在提供给社会成员一定的生存

保障和发展保障后，还要提供完善的创新利益保障制

度和宽松的社会环境，才能使技术创新得以顺利进

行。

2. 例子：一个经济中心的产生

我们设想存在这样一个社会，主要靠技术控制和

强力控制，而不是制度控制。这样的社会有这样一个

社会控制集团，它们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主要是控

制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选择了一些控制中心，随

之，人口也由于对于控制权的追逐而得以集中，由人

口集中产生了规模需求，由这些规模需求又产生了各

类潜在规模利润，然后由这些潜在规模利润产生了生

产活动的集中，再由这些生产活动的集中产生了所谓

的“经济中心”。

3. 启示：遵循成本 - 产业决定论的悲剧

德国经济学家弗兰克指出：拉丁美洲现在的欠发

达状态是几个世纪以来它参加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过

程所造成的结果。例如，在智利，欧洲征服者不仅把

这个国家完全结合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和发

展之中，而且还把资本主义垄断性的宗主———卫星结

构和发展引进智利国内的经济和社会中，这种结构迅

速地渗透和蔓延到智利全国。从那时起一直至今，智

利这种“卫星式欠发达”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特

点变得越来越突出。再如，在巴西，从 16 世纪初以

来，随着世界经济的扩展，东北部、米纳斯吉拉斯腹

地、北部和中南部逐渐成为出口经济区，参加进世界

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构和发展中去，并各自有过一段黄

金时代。“但是，那是一种卫星式的发展，它既不能自

生也不能长存。”随着与它们有关的世界市场的衰退，

这些地区也就只能成为今天这样的欠发达状态。［5］

四、党和国家的指导方针

早在 1995 年，中央政府就意识到地区差异的影

响，明确提出“创造条件，逐步缩小地区差异”的区域

协调发展指导方针。2004 年 2 月 21 日，温家宝总理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明确提

出要树立科学发展观，要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坚持推

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

的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

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五、对缩小区域差异的相关建议

（一）构建宏观调控体系

由区域差异形成的社会化分析可知，要缩短区域

之间的差异，就要从战略上构建合理的区域经济发展

宏观调控体系；要构建有利于协调发展的体制环境，

促进区域之间市场的开放和产业协调发展，鼓励企业

跨区域扩张与联合，推动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合作；

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国内统一市场来促进资源优化配

置，同时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支持力度和加快经济结构

调整，为内地经济起飞创造良好条件；要通过加强区

域经济技术合作，扩大和深化内地对外开放和促进区

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来构建协调发展的大经济带。

（二）建立法律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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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要制定地区发展立法来吸引社会各界（包括

外商）向中西部投资，尤其要健全和完善西部大开发

的政策法规；要大力发展西部教育和促进西部比较优

势向竞争优势转化；在资金支援上，要建立一种制度

化、社会化的扶贫基金；可以建立基于经济增量调节

的地区负所得税，即对于经济落后的省份或者地区，

经济增加量越多，自身所得也越多，但是当他们的经

济发展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扶植线”后，则它们向国

家交纳的税率将逐步提高，不断地和其他省份接近，

直到地区差异维持在合理的范围为止。

（三）做好优势资源建设

在缩小地区差异的同时，要注意各个地区的文化

和民族习惯，不能采取简单的“经济优先”的原则；强

化西部的优势资源建设，不要简单地实行“向东部和

国际看齐”的原则，要结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将西

部特有的资源（包括文化资源和西部风俗在内）做大

做强。

（四）完善文化制度建设

落后地区要大力扶植民营企业，并为之创造良好

的外部环境。通过民营企业家的带头作用，加上媒体

的舆论导向，可以对社会各个阶层产生很大的心理影

响。可以这么说，没有有利于创业的社会文化氛围，

就没有一个地区的振兴。

（五）加强基层公务员流动制度建设

全国大市场的建立能够释放更多的经济能量，从

而为地区协调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在市场化的

大环境中，基层政府的制度建设非常重要。由于这些

基层单位直接参与制度执行，所以，制度作用的结果

就是我国基层政府部门执政的状况写照。目前，我国

的经济体制在不断地朝着“流动性”方向发展，这极大

地优化了各类资源配置。但是，我国的行政体制仍然

缺少那种社会范围内的“流动性”。这直接导致了各

类地方保护现象和行政体制僵化现象的出现。出于

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分割措施，不仅造成了社会大

市场建立的困难，还造成了各种资源的浪费（如投资

冲动等）。通过基层公务员的流动制度建设和政绩综

合考察制度建设（即通过几个任职地的多个政绩指标

体系来考察，特别是要将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政府

官员流动任职），可以有效地促进地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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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nder Over the Socialization of Forming the Reason of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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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the situation that disparity is being widened constantiy has appeared in the regionai economic
deveiopment of our country，the party and country have been paying ciose attention to regionai coordinated deveiopment
aii the time，but what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egionai difference of correct understanding，it is a correct precondition of
soiving the regionai difference probiem.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traditionai regionai difference reason，this text expiains
in from a kind of new angie how the regionai difference took shape，have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poiicy recommen-
d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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