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地 区径 济发展差雄

变动趋势众其预 测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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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本文在分析改 革以 来我 国地 区 发展 差 距 变动 格局 的 基础上
,

时 年我 国地 区 经 济发展及

其差距 变动 趋势进行 了初 步研究和预测
。

笔 者认为 在走向 世 纪之 际
,

我 国 区 域经 济将会逐步形 成 网 络开发

的 总体布局 格局
,

国 民经 济的 高速增 长势头将 由东南部 沿 海逐 步向 韭 部和 中西 部地 区推进
。

随 着中部 五 省经 济

的率先崛起
,

东部与 中部地 区之 间人 均 的 相对 差距将逐步缩 小
,

而 东部与 西 部地 区 间 差 距将继 续 趋 于 扩

大
。

〔作者简介 魏后 凯
,

中国社会科 学院 工 业 经济研 究所 工 业布局 与 区域经济研究 室主任
、

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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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以来
,

随着改革开放 的不断深 入
,

我

国国民经济获得 了高速 的发展
。

在 一 年

间
,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

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年 均增 长
。

其 中
,

在
“

八 五
”

时期
,

我 国 国内生 产 总值年均增 长
,

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
。

无论 是 与改革 以

前还是与其他国家比较
,

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的经济

增长速度都是相 当快 的
。

这是一项 了不起 的成就
,

也是中国人 民对 当今世界做 出的重要 贡献
。

当然
,

也应该看到
,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

我国地

区经济发展 的不平衡也开始加剧
,

各地 区之间的经

济发展差距在趋于不断扩大
。

这里
,

笔者着重分析

改革开放 以来我 国地 区经济发展差距
,

尤其是东西

发展差距的变动特点
、

趋势及其预测
。

一
、

改革以 来我 国地 区发展差距的

变动格局

最近几年
,

国内外学术界对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

地区发展差距的变动做过许多深人系统的研究
。

尽

管在有些方面至今仍存在着分歧
,

但大量的研究成

果已经表明
,

从总体上看
,

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地区

经济发展差距在趋于不断扩大
。

具体体现在以下

个方面 尽管改革 开 放 以 来 我 国省 际人 均

差距在不 断缩小
,

但城 乡居 民人均实 际收人

的省际差距则在逐步扩大
。

自 年代 中期 以

来
,

我国东西部地 区间人均 和居 民实际收人

差距都一直在不断扩大
。

自 年经济体制

改革的重点 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以来
,

我国城乡居 民

收人差距开始趋于扩大
,

这种状况直到最近才有所

改变
。

我 国农村地 区 间居 民收入差距在经历

年代以来 的急剧扩大后
,

近年来 已 开始 出现逐

步缩小的趋势
。

伴 随着各地 区经济的高速增

长
,

我 国大多数省份省 内地区差异也呈现 出不断扩

大的趋势
。

本文重点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差

距
、

城乡差距和农村地 区差距的扩大问题
。

东西发展差距

自 年代 中期 以来
,

随着改革开放 由沿海 向

内地的逐步推进
,

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 区之间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和相对差距都在迅 速 扩

大
。

年
,

我 国东部地 区 与 中
、

西部地 区 之 间

人均 的绝对差距分别为 元和 元
,

到 年分别扩大到 元 和 元
,

年又分别扩 大到 元 和 元 当年价
。

再从相对差距来看
,

在 一 年间
,

我 国东

部与 中 部 地 区 间 人 均 的 相 对 差 距 系 数 由

迅速上升到
,

而东部 与西部地 区 间

的相对差距 系数则 由
,

迅 速增 加 到
,

二者分别扩大了 和 个百分点 见表
。

① 本文是作者向国家计委因土地 区 司
“
十五

”

前期研究提供的一个研究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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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年我国 三大地带人均 差距

绝对差距
年份

元

东部与西部间

相对差距系数

东部与中部间 东部与中部间 东部与西部间

勺‘,,‘︶内」

注 绝对差距按 当年价计算
,

相对差距系数 大位 一 小值 大值
。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 各年度
、

《中国统计摘要 》 和 《全国各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历 史资料汇 一 》中

有关数据计算
。

年 以后
,

由于 国家 明确提 出要加快 中西 的加快
,

东部与中部地区 间差距也开始趋于扩大
。

部地 区的经济发展
,

并采取了一系列的相应政策措 城乡收入差距

施
,

一些临近沿海
、

交通方便且现有基础较好的中 在建国初期
,

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人差距是

部省区
,

尤其是安徽
、

湖北
、

江西等地
,

其经济增 相当大的
。

年
,

我 国城镇居 民家庭人均生 活

长速度明显加快
,

东部与 中部地 区 间人均 相 费收人相当于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纯收人的 倍

对差距 已开始出现逐年缩小的趋势
。

然而
,

东部与 见表
。

之后
,

城乡居 民收人差距虽有一定 的缩

西部地 区 间人均 的相对差距仍在继续 扩大
。

小
,

但其速度是相当慢 的
。

至 年
,

我国城镇

到 年
,

东部与西部地区间人均 相对差距 居 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

系数已扩大到
,

比 年又扩大 了 个 人之 比为
,

仍基本上保持在 年代初期的

百分点
。

目前
,

西部地 区 的人均 水平 已不到 水平上
。

年 以来
,

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

东部地 区的一半
,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客观现实
。

逐步展开和农产品价格的提高
,

我国城乡居 民收人

同时
,

年
,

随着 东部沿 海地 区经 济增 长速 度 差距 出现了逐年缩小的趋势
。

到 年
,

我 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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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居 民人均生活费收人与农村居 民人均收入之 比已 下降到
,

达到历史上 的最低点
。

表 我国城乡居 民家庭人均收入的相对差距 单位 元

城城城镇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入 城镇家庭人均生活费收人人 农民家庭人均纯收人人 城乡收人 比比 城乡收人 比比

,

一一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编
,

《中国统计年鉴 》 各年度 和 《中国统计摘要 》
。

然而
,

自 年之后
,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 家庭收人增长缓慢
,

城乡收人差距又呈现出扩大的

重点逐步 由农村推 向城市
,

城镇居 民的工资收入和 趋势
。

非工资收人都增加较快
,

加上工业产品价格的提高 农村地区差距

和因体制变革促使农村潜在生产力的释放具有一定 我国有 亿多人 口 居住在农村地区
,

农村人 口

的限度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国城乡居 民收人差距在 占全国总人 口 的 以上
。

因此
,

农村地 区 间居

经历 多年的不 断缩小之后又开始趋 于扩大
。

到 民家庭人均收人差距的变化将更具有代表性
。

我们

年
,

我国城镇居 民人均可 支配 收人与农村居 分析的结果表明
,

改革开放以来
,

由于大中城市郊

民人均纯收入之 比 已提高到
,

其 中城镇居 区和沿海地 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
,

我国农村地区

民人均生活费收人与农村居 民人均纯收人之比提高 间居 民家庭人均纯收人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
。

到
,

二者都远 高于改革初期 的城 乡收人差 年
,

我国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纯收人最高的地区是上

距水平
。

这种状况直到 年 以后才有一定的改 海 元
,

最 低 的 地 区 是 西 藏

变
。

年
,

我 国城镇居 民人均可 支配 收人与农 元
,

上海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纯收人是西藏的

村居 民人均纯收入之 比 已下降到
,

大体相 倍
,

而 年这一 比率只有 倍
。

同时
,

我 国

当于 年代初期的水平
。

但 年
,

由于国内有 各省区市农村居 民家庭人均纯收人的变异系数也 由

效需求不足
,

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
,

导致农村居 民 年的
,

急剧增加到 年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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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增加 了近 倍 见表
。

年 以 来
,

尽管

各省区市农 民人均纯收人变异系数有所缩小
,

但 目

前仍远高于改革初期的水平
。

表 我国农村地区居 民家庭人均纯收入 差距

年份 ⋯ 最高 最低 变异 系 数

注 年以前未包括海南
,

年 以 前 未 包括 西藏
,

年以前未包括重庆
。

资料来源 同表
。

由此可见
,

改革开放 以来
,

由于历史
、

自然以

及经济和社 会等多方面的原因
,

我 国地区经济发展

差距特别是东西差距
、

城乡差距和农村地区差距在

趋于不 断扩 大
。

近 年来
,

在 国家政 策的有力支持

下
,

我 国地 区发展差距虽 已 出现逐步缩小 的趋势
,

但 由于 目前我国地 区差距的绝对水平较高
,

东部与

西部地区间差距至今仍在不断扩大之中
,

因此
,

如

何采取有效 的政策措施
,

促进地 区经济合理布局和

协调发展
,

将是今后我 国的一项长期艰 巨任务
。

二
、

对我 国地 区 经济发展趋势的基

本估计

自 年代 以来
,

国际 国内经济环境发生 了一

些新 的变化
。

譬如
,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不断加

快
,

知识经济的作用 日趋重要
,

国内工业生产能力

出现 了
“

结构性
”

过剩
,

城市居 民消费需求正在发

生深刻变化
。

这些变化将会对今后我国各地区经济

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 响
。

展望 世纪
,

随

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
,

我国区域经济将会逐

步形成网络开发的总体布局格局
,

国民经济的高速

增长势头将 由东南部沿海逐步向北部和 中西部地区

推进
。

尤其是
,

随着中部五省经济的率先崛起
,

东

部与中部地 区间人均 的相对差距将逐步缩小
,

而东部与西部地 区 间差距将继续趋于扩大
。

然而
,

在下个世纪前一二十年 内
,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

的绝对差距还难 以 出现逐步缩小 的趋势
。

我国区域经济将逐步 形成 网络开发 的总体

布局格局

从动态的角度看
,

一个地 区 的经济开发大体要

经历极点开发
、

点轴开发和网络开发三个不同的阶

段
。

具体到不同类型 的地 区
,

落后地 区一般采取的

是极点开发
,

发展 中地 区采取的是点轴开发
,

而较

发达地 区采取 的则是 网络开发
。

年
,

我 国人

均国内生 产总值 为 元
,

合 美元
。

其 中
,

上海已接近 美元
,

北京 已超过 美元
,

天

津
、

浙江
、

广东
、

江苏
、

福建 和辽 宁 已 超 过

美元
。

如果今后 我 国人 均 增 长保持在 一

左右
,

那么 到 年
,

我 国人均 将达到

美元 左右
。

届 时
,

我 国绝大部分地 区都将进

人 由点轴开发向网络开发转变的过渡阶段
。

这里需要指 出的是
,

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
,

目前我国人均 实际上 已达到 美元左右
,

而上海
、

北京
、

天津
、

广东
、

江苏等沿海省市则已

进人 中等收入水平阶段
。

因此
,

从经济发展水平上

看
,

目前我国沿海一些地区
,

如长江三角洲
、

珠江

三角洲和环渤海地 区
,

事实上 已经进人 由点轴开发

向网络开发转变的阶段
。

从总体上看
,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的生产力布

局主要是采取 以沿海 和沿 长 江地 区 为主轴线
,

并以沿黄 河 或陇海 —
兰新沿线地 区为辅助轴

线的点轴开发战略
。

在经过 年代的大规模开发

后
,

目前沿海地区 已经成为支撑我国国民经济高速

增长的主导性增长轴
。

可 以设想
,

在经过 年代

的大规模开发后
,

到 世纪初
,

长江沿岸地区 将

会继沿海地区之后成为支撑我国国民经济高速增长

的另一条主导性增长轴
,

而沿黄或陇海 —
兰新沿

线地区将成为支撑沿海和沿江地 区经济增长
、

以能



我 国地 区 经 济发展 差 距 变动 趋势及其预 测

初 祖原材料产业为重点的辅助性增长轴
。

随着一些

新 的重点开发轴线如京广 —京 九铁路沿线地 区等

的相继开发
,

估计从 年到 世纪 中叶
,

我国

将会逐步形成网络开发的总体布局格局
。

国民经 济高速 增 长 势头 将 逐 步 由南 向北
、

由东向西推进

在 年代
,

我 国 国民经济 的高速增 长主要是

依靠东南 沿海地 区来推 动的
。

进人 年代 以来
,

随着上海浦东和环渤海地 区 的开发
,

北部沿海地 区

正凭借其临近韩 国
、

日本
,

自然资源丰富
,

重化学

工业基础雄厚
,

劳动力素质较高的优势
,

呈现 出良

好的发展势头
。

最近几年
,

中西部一些临近沿海且

已有一定基础 的省份
,

如安徽
、

湖北
、

四川等
,

也

开始逐步进人工业高速增 长的
“

快车道
” 。

可 以认

为
,

当前我 国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势头正在 由东南

部沿海逐 步 向北部 和 中西部其他地 区推进
。

年
,

我 国工 业增 长速度最 快 的 四 个地 区依 次是 安

徽
、

河北
、

湖北和 四川
,

它们都集中在北部和 中西

部地 区
。

在未来 中西部地区 的经济发展 中
,

那些具

有区位和竞争优 势 的地 区 如 中部五 省 区 包括 安

徽
、

江西
、

河南
、

湖北和湖南 将会率先崛起
,

进

人高速增长的轨道
。

相 比之下
,

自然资源察赋在地

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将 日益弱化
。

东部与 中部 间差 距 将逐步缩 小
,

而 东部与

西部间差距将继续扩大

从发展趋势看
,

在 年乃 至 年 以前
,

我国东部与中西部地 区 间人均 的绝对差距还

不可能会出现逐步缩小的趋势
。

东部与中部地区间

人均 的相对差距在
“

十五
”

期间将呈逐步缩

小的态势
,

而东部与西部地 区 间人均 的相对

差距仍将会继续趋于扩大
。

这一点可 以从理论上加

以说明
。

假如某一年份东部和 中西部地 区 的人 均

分别为 和
,

人 均 年均增 长速 度分别 为

和
,

二者间人均 的绝 对差距 和相对 差距 分

别为 和
,

那 么保持 东部 与 中西部 地 区 间人 均
〕

绝对差距逐年缩小的前提条件是
一

二 一 旧
即 出

·

二
‘

“

保证东部与 中西部地 区 间人均 相对差距

逐年缩小的前提条件是

即

年
,

我国东部地 区人均 为 元
,

中部地区为 元
,

西部地 区为 元
,

东部地

区人均 是 中部地区 的 倍
,

是西部地 区的

倍
。

这说 明
,

只有 当中
、

西部地 区人均

的增长速度分别是东部地 区 的 和 倍 时
,

东部与中
、

西部地 区 间人均 的绝对差距才有

可能会比上年缩小
。

从现有的发展格局看
,

这显然

是不现实的
。

然而
,

在
“

十五
”

期间
,

随着长江流域的重点

开发 以及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快
,

中部地 区尤

其是 中部五省经济增长速度将逐步加快
,

并有可能

在整体上超过东部沿海地区
。

这样的话
,

东部与中

部地 区间人均 的相对差距将有可能保持逐年

缩小的趋势
。

西部地区 由于现有基础较差
,

基础设

施落后
,

社会经济发育程度较低
,

估计在今后几年

内其经济增长速度还难 以 全面超过东部沿海地 区
,

东部与西部地 区 间人均 的相对差距仍将 会继

续趋于扩大
。

从长远发展看
,

由于 目前西部地区发展基数较

小
,

各方面的经济潜力还未充分挖掘
,

因而在未来

的经济发展 中
,

随着国家经济开发重点的逐步西移

以及西部经营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
,

西部地 区的经

济增长速 度完全有可 能赶上甚 至 超 过 东部 沿海地

区
。

三
、

年我 国地 区 经 济发展 差

显巨预测

一般说来
,

各地区经济的现有增长格局是其未

来增 长 的基 础
。

为 了 预 测 年 三 大 地 带人 均

的增长趋势
,

我们首先采用 全国人均 价

格指数
,

即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增长指数除以按可 比

价格计算的增 长指数
,

将 一 年各地 区人

均 换算成 年可 比价格
。

改革开放 以 来
,

我国三大地带人均 的增 长情 况如 图 所示
。

由于该增长曲线是按 年可 比价格计算的
,

因

此
,

图中两曲线之间的差额部分实际上反映了三大

地带间人均 绝对差距 的变化
。

从 图 可 以看

出
,

自 年代以来
,

三大地带间人均 的绝对

差距都在迅速扩大
。

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 内
,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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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还将会继续下去
。

门门自自

求求王于续续续续续续
今一 东部部部部

们 中部部

,,,, 奋 西部部部部

一一嵘篡妊胖沪‘一一
⋯⋯扣翻自目耀 ,

工工哪门工的卜的洲咐的甲的的囚的洲的卜工

图 我国三大地带人均 的增长 按 年可比价格计算

表 反 映 了各时期三大地带人均 增长速 以来
,

随着 国家加大对 中西部地区开发的力度
,

加

度的变化
。

从表 中可 以看 出
,

在整个 年代
,

三 上沿海地区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
,

其增长速度

大地带人均 增 长速度相差不大
,

甚 至西部地 逐步放慢
,

中部地 区人均 增长速度 已 开始超

区还要高 于东部沿 海 和 中部 地 区
。

然而
,

到
“

八 过东部沿海地 区
。

在 一 年
,

三大地带人

五
”

时期
,

三大地带人均 增长速度差距迅速 均 增长速度 之 比为
,

大体呈 中

扩大
,

其增长速度之 比高达
。 “

九五
”

高
、

东中
、

西低的增长格局
。

表 一 年三大地带人均 增长速度 单位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一

增长速度之 比

一

一

一

斗﹃了,

⋯
,八,

一

一

一

下面
,

分三种情 况来分析 一 年三大

地带人均 增长及其相对差距的变化
。

东部优先方案
。

假定在未来 年 内
,

外

部环境不致 于发生较大的变化
,

我 国人均 继

续保持高速增 长 的势 头
,

即大体保 持 在 一

左右
。

同时
,

国家主要集中力量继续加强东

部沿海地区 的经济开发
,

促进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

全面升级
,

以增强其工业 品的出 口 和国际市场竞争

能力
,

不断缩小我国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发

展差距
。

在这种情况下
,

沿海地区将有可能继续保

持超 高 速 的增 长 势 头
。

假 定 今 后 三 大 地 带 人 均

增长继续保持 一 年 的增长格局
,

即

大体保持在 的水平
,

那 么
,

到

年
,

东部与 中部地 区 人 均 的相 对 差 距将 在

年的基础上再扩大 个百 分点
,

东部与西

部间差距将扩大 个百分点 到 年
,

东部

与 中
、

西部地 区 间差距将分别扩大 个百 分点

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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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年我国三大地带人均 增长预测

人均 元
东部 中部 西部

相对差距

东部与中部间 东部与西部间

︵吕八勺

⋯
,产一勺叹州勺乙洲勺乙一勺﹁

⋯
勺‘月斗斗一勺

东部优先方案

增长速度

东西协调方案

增长速度

西部协调方案

增长速度

,卫

⋯
络﹃

月︸声斗内」

勺乙‘‘几」

⋯
,︸勺勺‘一勺‘工工曰,,

⋯
月峥勺︼,

注 本表按 年可 比价格 计算
。

东西协调方案
。 “

九五
”

以来
,

随着国家

在政策上对 中西部支持力度的增加
,

中部地区 由于

区位条件和现有基础较好
,

目前 已开始呈现出高速

增长的势头
。

在今后一段时期 内
,

只要 国家在政策

上继续予 以重点支持
,

预计中部地区仍将会保持较

高的增长速度
。

同时
,

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逐步

缓解 以及沿海乡镇集体企业逐步走出困境
,

东部沿

海地区人均 增 长速度将有可能逐步 回升
。

假

定国家在重点支持中部地 区开发的基础上
,

同时促

进东部与中西部地 区 的协调发展
,

即今后三大地带

人均 增长大体保持在 左右
,

那么
,

到 年
,

东部与中部地 区间人均 的相对差

距将 比 年缩小 个百分点
,

而东部与西部

间差距将扩大 个百分点 到 年
,

东部与

中部地区间差距将缩小 个百分点
,

而东部与西

部地 区间差距将扩大 个百分点
。

由此可见
,

在

东西协调方案下
,

尽管东部与西部地区 间差距仍在

扩大
,

但年均扩大的幅度 已明显减少
。

这就为今后

重点解决东部与西部地区间的差距问题打下 了较好

的基础
。

西部优先方案
。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

推进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将逐步在我国建立

起来
。

一般说来
,

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

市场

的力量将产生一种
“

区域 累积 因果效应
” ,

促使劳

动力
、

资金
、

技术 以及企业家等生产要素从落后地

区流向增长迅速的繁荣地区
。

在这种情况下
,

中央

区域政策的 目标主要是考虑公平问题
,

集 中力量重

点支持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
,

以便缩小东西部间的

发展差距
。

从当前我国的情况看
,

如果要采取公平

目标优先的战略
,

国家应首先重点支持西部地 区的

经济发展
,

并在此基础上对 中部地区给予必要 的支

持
。

因此
,

在西部优先方案下
,

西部地区有可能获

得较高的增长速度
,

三大地带人均 增 长有可

能呈现出东低
、

中中
、

西高的格局
。

假定在今后一

段时期 内
,

三大地带人均 增 长速度大体保持

在 左右
,

那么
,

到 年
,

东部与中
、

西部地 区间差距将分别缩小 和 个百分点
。

综上所述
,

东部优先方案虽然有利于增强我 国

总体经济实力和 国际竞争能力
,

但也容易加剧三大

地带间差距扩大的趋势
,

不利于全 国经济和社 会的

协调发展
。

西部优先方案虽然有利于缩小 国内地区

间差距
,

协调各地区经济发展
,

但将会影响我 国总

体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
,

不利于缩小我国与发

达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
。

东西协调方案融

合了上述二者的优点
,

既有利于逐步缩小国内地区

之间的发展差距
,

又有利于不断增强我国的总体经

济实力和 国际竞争能力
,

是可供选择的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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