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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与制造业的
区 际 差 异 分 析

区域基础设施状 况反 映
一

区 域投 资硬环境

的发育水平
,

它对区域制造业的发展和区位选择

有着十分重 要 的影 响 本 文 首先探讨改革开放

以来我 国制造业分布的区域差异 及其变迁
,

然后

在此基础 上
,

采用 系统 的数据和
一

汁量模型 方法
,

深人讨论基础设施 的区域差异及其对制造业 发

展的影响
。

一
、

我国制造业分布的区域差异及其

变迁

一 三大地带制造业分布的差 异
。

按照 国家 计委 和 国家统计 局 的 划 分方 法
,

我 国 东部地 区 包 括北 京
、

天 津
、

河 北
、

辽 宁
、

上海
、

江苏
、

浙汀
、

福建
、

山 东
、

广东
、

广 西
、

海南等 个省 市
、

自治区 中部地 区 包 括

吉林
、

黑 龙 江
、

山 西
、

内蒙 古
、

安 徽
、

江 西
、

河南
、

湖北
、

湖南等 个省 自治区 西部地

区包括重庆 四 川
、

云南
、

贵州
、

西藏
、

陕西
、

甘肃
、 ‘

宇夏
、

青海和新疆等 个省 市
、

自治

区
。

三大地带制造业产值占全国 比重的变 化 见

表

表 三大地带制造业产值及其比重的变化
年年 份份 ⋯ 东部地 区区 中部地 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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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一 九九七
一

玉 工 业统计年报 》地 区朋
一

和 渡一 九 九人 羊毛 业统 士干
一

年报 》地 区册 国 务院 全国

工 业普查领导小组 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年工 业 普查资 料》竿叮 价
·

介省
、

自治 区
、

直辖 币 中国统 计出版

社 年版

从表 中可 以看 出
,

在
“

六 五 ”
时期

,

东部地

区制造业产值 比重曾出现
一

定程度的下降
,

而 中

西部地区 比重则有所上 升 然而
,

自 世纪

年代中期以来
,

情况发生 了很 大变化 东部地 区

制造业 产 值 比 重山 年 的 急 剧增 加

到 年的
,

提 高了 个百分点 而

中部 和西部地 区分 别下 降 了 个 和 个百

分点 这说明
,

我国制造 业生产能力在进 一 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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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区转移和集中
。

在沿海地 区 内部
,

上海
、

辽 宁
、

北 京
、

天津等

老工业 基地制 造业 产 值 比重 在急 剧下 降
,

而 广

东
、

江苏
、

浙 江
、

山东
、

福建等新兴工业 区 所 占比

重则在迅速提高
。

从 年到 年
,

个老

工业 基 地 制 造 业 产 值 比 重 由 下 降 到

,

减少了 个 百分点 而 个新兴工业

区所 占比重则 由 提高到
,

增 加 了

个百分点
。

河北 和广西所 占比重虽 略有下

降
,

但下降的幅度不大
。

由于老工业基地主要集

中在北部
,

而新兴 业 区 主要 集 中在东南部
,

因

此
,

自改革开放 以来
,

沿海地 区 制造业 生 产能 力

实际 在 由北部 向东南部转移
‘

再从 人均制造业产值的差异来看
,

除
’‘

六 五 ”

时期三大地带间相对差距略有缩 小外
,

自
“

七五
”

以来
,

无论是东部与中部间还是东部 与西部间的

相对差距都在急剧扩大
。

从 年到 年
,

东部与 中部 间相 对 差 距 系数 由 扩 大 到
,

而 东 部 与西 部 间 相 对 差 距 系 数 则 由

扩 大 到
,

分 别 扩 大
”

个 和

个 百分点
,

年均 分 别扩 人 个和

个百分点 见表

表 三大地带人均制造业产值及其相对差距

人均制造业产值 元 相对差距 系数

注 本表按现价计算
。

相对差距 系数 二 大值 一 小值 厂大值 火

资料来源 根据表 和历年截中国统计年鉴 》计算

二 各地区制造业产值份额的变化
。

一般地说
,

一个地区制造业产值 占全 国制造

业总产值的 比重反 映 了该地 区制造业 的发展规

模及其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

如果分别以制造业

产值份额为 和 作为界 限
,

则 大体可把各

地区分为三种类型 制造业规模较大的省份
,

其制造业产值 占全 国的份额在 以上 制

造业规模中等的省份
,

其制造业产值份额在

一 之间 制造业 规模较 小的省份
,

其制造

业产值份额不到 ‘沁
。

在 年
,

制造业 规模较大的省份共有

个
,

其产值份额 占全 国的 制造业 规模 中

等的省份有 个
,

其产值份额 占全 国的

而制造业规模较小 的省份有 个
,

其产值份额

占全 国的
, 。

然 而
,

到 年
,

制造业规

模较大的省 份下 降到 个
,

其产值份 额下 降到

火, ,

比 年减 少 了 个 百分点 而制造

业规模较 小的 省份增 加到 巧 个
,

其 产值份额提

高到 比 川 年增加 了 个 百分点 见

表
、

表 丫

寻了要指 出的是
,

在 一 年间
,

由于制

造业产值份额的变化
, , 一

些省区 的地 位也 在发生

变化 其中
,

四 川
、

北 京
、

大津和河北等 省 市

由规模较大的省份下降为规模中等的省份
,

黑龙

江
、

湖南
、

吉林和陕 西则 由规模 中等的省份下降

为规模较小的省份 而浙江 由规模 中等的省份 上

升为规模较大的省份
,

福建则由规模较 小的省份

升为规模中等的省份 见表
。

从各地 区 的情 况看
,

自改革 开放以 来
,

除广

东
、

江苏
、

浙江
、

山东
、

福建
、

河南和云南等少数省

自治区 外
,

其 他 个省 自治区 的产值份额

都出现 不同程度的下降
二

特别是
,

地处沿海的

刀



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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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娜雾针 单
一

是等终期苍蒸 巨些卿

广东
、

江苏
、

浙江
、

山东和福建 个新兴工业 区
,

其制 造 业 产 值 占 全 国 的 比 重 由 年 的

迅 速提 高到
,

增 加 了 个

百分点
。

相反
,

上海
、

辽宁
、

北京和天津等老工业

基地以及广大 中西部地 区所 占的产值 比重则在

逐步下降
。

这说明
,

改革 开放 以来
,

我 国制造业

生产能力正在 由北部沿海 和 中西部地 区 向东南

沿海少数几个地区转移集中
。

表 一 年各地区制造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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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本表按现价计算
,

广东包括海南
,

四川包括重庆
。

表 各地区制造业发展按产值规模分类

年年 份份 规 模模 省 自治区 数数 产值份额额 地 区区

较大大 上海
、

辽 宁
、

江苏
、

山东
、

四 川
、

湖北
、

北京
、

广 东
、

天 津
、

河 北北

中中中等等 浙江
、

河南
、

黑龙江
、

湖南
、

吉林
、

安徽
、

陕西西

较较较小小 山西
、

江 西
、

甘肃
、

福建
、

广西
、

云 南
、

内蒙古
、

贵州
、

新疆
、

青海
、

宁夏
、

西 藏藏

较大大 广东
、

江 苏
、

山东
、

上海
、

浙江
、

辽宁
、

湖北北

中中中等等 河北
、

河南
、

四 川
、

天 津
、

福建
、

北京
、

安徽徽
较较较小小

《蛤蛤 湖南
、

吉林
、

黑龙江
、

云 南
、

陕西
、

广西
、

山西
、

江 西
、

甘肃
、

内蒙古
、

贵州
、

新新

疆疆疆疆疆疆
、

宁夏
、

青海
、

西 藏藏

资料来源 根据表 汇总计算
。

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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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说
,

地区制造业产值份额 的变化是与

其市场竞争力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
,

地 区制造业竞

争力的下降将会导致其产值和市场份额的下降
。

因此
,

可 以说
,

地 区 制造业产值份额 的变化实际

上反映了其市场竞争力 的变化
。

老工业基地 和

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产值份额下降
,

说明其市场竞

争力在 趋 于下 降 而东南沿海地 区 产值份 额增

加
,

说明其市场竞争力在不断提高
。

三 各地区人均发展水平差异
。

表 反映 了改革开放 以来我 国各地 区人均

制造业产值及其相对水平 的变化
。

从表 中可 以

看出
,

在 年
,

我 国制造业人均产值超过全 国

平均水平 相对水平大 于 的省份共有 个
,

这些省份依次为上海
、

天津
、

北京
、

辽宁
、

江苏
、

吉

林
、

黑龙江
、

浙江和 湖北
。

到 年
,

虽 然人均

产值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依然是 个
,

但这

些省份 已全部集中到沿海地 区
,

包括上海
、

天津
、

北京
、

广东
、

江苏
、

浙江
、

辽宁
、

山东和福建
。

除吉

林
、

湖北 和河南外
,

中西部其他省 份制造业人均

产值相对水平都在 以下
。

其 中
,

云南
、

甘 肃
、

内蒙古
、

青海
、

湖南
、

新疆
、

江西
、

广西
、

贵州 和西

藏都在 以下
。

表 一 年各地区人均制造业产值及其相对水平

内蒙古

辽 宁
吉 林

黑龙江

上 海
江 苏

浙 江

安 徽
福 建
江 西

山 东
河 南

湖 北

湖 南

广 东
广 西

四 川

年

人均产值 元
,

现价

⋯⋯⋯⋯⋯⋯⋯

年 年

相对水平 以全国为
年 年 年 变化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京津北西北天河山

州南藏西肃海夏疆计贵云西陕甘青宁新总

资料来源 根据表 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计算
。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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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变化趋势来看
,

从 一 年
,

除广

东
、

浙江
、

江苏
、

福建
、

山东和云南外
,

其他省份人

均制造业 产值的相 对水平都 在趋 于不 断下 降
。

尤其是在上海
、

北京
、

辽宁
、

天津
、

黑龙江
、

甘肃
、

青海
、

陕西
、

山西
、

吉林和湖南等地
,

人均制造业

产值相对水平指数下降的幅度都在 以上
。

几

个沿海老工业基地
,

如上 海
、

北 京
、

辽 宁 和 天 津

等
,

相对水平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
。

按照人均制造 」产值相对水平的高低
,

大体可

以把各地区分为三种类型 制造业发展水平较

高的省份
,

其相对水平指数在 以上 发展水

平中等的省份
,

其相对水平指数在 一 之 间

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
,

其相对水平指数不到

表 是 分类 汇 总 的结 果
。

从表 中 可 以 看 出
,

在
,

一 年间
,

尽管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数有所

增加
,

但其人 份额增加的幅度 个百分点
,

远

低于其产值份额增加的幅度 个百分点
。

相

反
,

在这期间
,

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由 个增加到

个
,

所占人 口 份额增加 了 个百分点
,

而制造

业产值份额则下降了 个百分点
。

目前
,

我国制

造业发展水平较高的 个省份
,

人 「仅 占全 国的
,

而制造业产值 占 解 发展水平较低的

个省份
,

人 口 占全国的
,

而产值仅占全国

的 双
。

二者形成鲜明的反差
。

再从各地区人均制造业产值的差异来看
,

由

于北京
、

海
、

天 津和辽 宁等老工业基地相对地

位的急剧下降
,

反映地区差异水平的相对平均差

和变异 系数在 一 年均在不 断下降
,

只

是最近两年才有所回升 见表
。

由于北京
、

上

海和天津 个直辖市与其他省份具有不可 比性
,

据此
,

我们不能简
一

单地得出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各

地区制造廿发展差距在缩小 的结论 事实上
,

如

果剔除这三个直辖市
,

自 世纪 年代 以来
,

反映地区差异的 个系数都在呈不断扩大的趋

势
。

其中
,

相 对 平均差 由 年的 增加

到 年 的
,

变 异 系 数 由 年 的

增 加 到
,

最 大 与 最 小 值 之 比 由

增加到 年的
。

表 各地区制造业发展按相对太平分类

发发发展水平较高的
一

省份份 发展水平 中等的省份份 发展 水平较低的省份份

个个个数 个、、 产值 人口 个数 个 产值 人 口 个数 个 产 值 人 口

年年 勺勺 〔〕 〔

年年

年年
币币

变变化化
,, 一 一 一 一
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户

资料来源 根据表 和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计算
。

表 各地区人均制造业产值差异系数的变化
丁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全 部 不包括直鳍 市 不包括 直辖市和西 藏

扣对 平

均差
下飞

东

一 —
一

, 一

—
一

旧旧对平平 变 异异 最大值

均均差差 系 数数 最 小值值

厂厂
一

而而
一不不

‘, ··

一一
,

‘‘‘‘‘

‘

一 一互万几互一厂爪二不互
肠 弓

一

义 子干 最大值

最小值

只︸
‘了,矛

﹄

︸勺一,了,二

、公︸一﹃了
了

,一

一、︵、︸李

﹄矛竹

‘,
·

” 了

《

吸

最 气值

最 月仿

、

系 数
斗

碍

〔争

【

砂 料 均差
一 一

州
妙 、 少

,

导 系数 一

村告斗
。

一

, 一 为第 了 地 、人均制造 业
姚

,

, 为各杯 人

均钊造 叱 声 倩的平均值
, , , 为地区数

资 杆 来方 根据表 万 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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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西藏基本上不适 合大规模发展制造

业
,

如果同时剔 除 个直辖市和西藏 自治 区
,

计

算结果表明
,

无论是相对平均差 和变异 系数
,

还

是最大值与最小值之比
,

都呈现 出稳步 上升的趋

势
。

这说明
,

自改革开放 以来
,

我 国各省区之 间

制造业发展差异趋于不断扩大
,

而这种差异 的扩

大突出表现在 中西部广 大地 区 与东南沿海地 区

之间发展差距的扩大

二
、

我国基础设施的区域特征及其差异

一 三大地带交通设施的分布特征
。

交通运输设施是最重要的荃础设施之 一
,

它

对制造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 的影 响
。

无 论是

原料的采购还是制成品的销售
,

都必须依赖交通

运输才能完成 因此
,

在那些对外交通不方便 的

地区
,

制造业一般是难 以发展起来的
。

由于资料

的限制
,

这里 着重 讨论 三 大地带铁路
、

公路和机

场的分布特征及其差异
。

从铁路 网的分 布看
,

年我 国 国家铁 路

营业里程 已 达到 万公里
,

其 中东
、

中
、

西部

地区分别占
、

和 正线延展

里程达 万公里
,

其 中东
、

中
、

西部地 区分别

占
、

和 见表
。

与制造业

地区分布相比
,

我 国国家铁路营业里程的分布要

相对均衡
一

些
,

地 区 差距也要小一些
。

然 而
,

如

果考虑到中西部地区 国士辽阔
,

三大地带的铁路

网密度仍具有较 大差异 年我 国每万平方

公里拥有 国家铁路营 业里程 公里
,

其 中东

部地区 为 公 里
,

中部地 区 为 公里
,

西

部地 区 为
,

公 里
,

中部 和西部地 区仅分 别相

当于东部地区的 和 见表
〔

表 年三大地带交通运输线路长度的分布

运运运输线路长度 公里 地区分布
‘

殆

全全全 国国 东 部部 中 部部 西 部部 全 国国 东 部 中 部部 西 部部

国国家铁路营业里 程程
正正 线延 展里 程程 ,。〔,,

内内河航道里程程
公公路里程程

⋯
·

‘‘

等等级路路 。,,

高高 吏公路路 〔
,

一一 一

一一 至又公路路 【 ‘ ’’, 《, 《 一一
,

二二 级 公路路 一一

⋯
·

’’
等等外路路

⋯ ,,
·

〔 ,

注 内河航道里 程中有 不分地 区航道 花 公里
,

占全国的

资料未源 园家统计 局编《中 日 统计年 鉴 以助 》
,

中回 、 洲 此版社 浅 山 王 议

表 , , 叫 年秒国三大娜
一

带铁路和公路网密度

泞泞 全密度 公里 万平方 公 里
·

万 人
。 各各 铁路路 公路路

川川

, ‘

于币 和 卜耸 了 泪 万 灵
一

乍 之年

个 国 , 〔, ’‘,
·

‘,
·

“不 ,
, ·

‘, ’

工 综亡 子 度 创 尸二卜 式中 了 勺铁路 和 井 路 里程 尸 为气口
、

为国土面 积

资料来谭 国 家统 汁局编和牡 国统 计年 鉴 汉 〕 》
,

中国统 十出版柱 川 主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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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路网的分布来看
,

年我 国公路里

程已达到 万公里
,

其 中三大地带 大体各

占 左右
。

虽然中西部地 区现有公路里程不

少
,

但由于地域辽 阔
,

其公路网密度仍远低 于东

部地区
。

年
,

我 国每万平方公里拥有 公路

里程 公里
,

其 中东部为 公里
,

中部为

公里
,

西部 为 公 里
,

中
、

西 部地 区仅

分别 相 当于 东部 地 区 的 和
。

同

时
,

我国现有高速和 一级公路都高度集 中在东

部地区
,

中西部地 区不仅路网等级低
,

而 且通

达深度较差
。

西部地 区现有公路里程 中
,

等外

路所占比重高达
,

而二级 以 上公路仅 占
,

远 低 于 东 部 地 区 的 平 均 水 平

见表

表 年三大地带公路里程的构成

总总总计计 等级路 厂一二万二丁丁 瓦 刁一

一
兀二一万几 一一 等外路路

高高高高高速公路公峪 一 取 公 路 一 软公路路路

东东部部 ‘
·

中中部部 一

西西部部 ,

⋯
·

全全国国 ⋯⋯一
·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
,

中国统计出版社 年版
。

需要指出的是
,

如果按人 口计算
,

无论是铁路

还是公路
,

东部地区人均 占有的路网密度都最低
,

而中部地 区人均 占有 国家铁路营业里程最长
,

西

部地区人均占有公路里程最高 见表
。

之所 以

会出现这种 中西部地 区高而东部地区低的格局
,

这主要是 由于东部地 区人 口 稠密
,

西部地区人 口

稀疏
,

而中部地区则处于承东启西的位置
,

国家铁

路干线大多在此交汇
。

如果综合考虑到人 口 和国

土面积因素
,

那么三大地带铁路网综合密度大体

呈现出
“

中高
、

东 中
、

西低
”

的格局
,

而公路 网综合

密度则呈现出
“

东高
、

中中
、

西低
”

的格局
。

再从机场的分布来看
,

尽管我国三大地带机

场数相差不大
,

但东部地 区 由于机场密度较高
,

每个机场的服务面积要远低于中西部地 区 见表

。

年
,

东部地 区每个机场的服务面积为

平 方 公 里
,

分 别仅 有 中部 和 西 部 地 区 的

和
。

但若按人 口 计算
,

中部地 区

每个机场 的服务人 口 高达 万人
,

既高于东

部地区
,

也远高于西部地 区
。

西部地 区的机场建

设将同时面临着客流量小和服务半径大的限制
。

表

地区

全国

机场数 个

年我国三大地带民航机场情况
国际机场 个 国内机场 个 ⋯机场服务面积 万 平方公 里 机场服 务人 口 万人

么哎内、︸︸卜一

东部 “

里臀
一 ⋯竺狙土一一

兰圣

资料来源 大西康雄
、

吕政主编《中国的物流 与经济区的发展 面 临的问题和 展望 》
,

经济管理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二 对各地区基础设施的综合评价
。

基础设施所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
,

不仅包括

交通
、

通信
、

电力
、

供水等经 济基础设施
,

也包括

医疗卫 生
、

科技 教 育和社 会福 利 等社 会 基 础 设

施
。

同时
,

考虑到我国现有制造业大多集中在城

镇地 区
,

因此
,

城 市交通
、

道路
、

绿化
、

供水
、

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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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共设施对制造业的发展也是十
一

分重要的
。

作为基础设施 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

经

济基础设施包括公 共设施
、

公共工程 和其他交

通部门等方 面 的服务 ①
,

它 是 区域经 济和制造

业发展 的重要条件
。

这里
,

我们着重考察区域

的经济基础设施
,

尤其是交通
、

邮电
、

通信等

方面的设施
。

所选择 的主要指标有铁路 网综合

密度
、

公路 网综 合密度
、

二 级 以 上 公路 比重
、

内河航道综合密度
、

每百人拥有 电话机
、

每万

人拥有互联 网用 户
、

每 万 人拥 有 邮电局 所

等
。

其中
,

路 网综 合密度考 虑 了人 口 和 面积两

方面因素
,

避 免 了单纯按 人 口 或 者按 面 积计算

所带来的一些缺陷
。

表 列出 了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综合评

价的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

需要说明的是
,

各个指

标的权重主要是根据其对地 区经济发展尤其是

制造业发展 的重要性来确定 的
。

除每 百人拥 有

电话机和每万人拥有互联 网用户采用 年数

据外
,

其他指标均采用 年数据 对各地 区

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结果见表
。

表 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 级指标

指 标 权重

经济基础设 施

指 标

铁路 网综合密度〔公里 万平方 公里
·

万 入

公路网综合密度 公 里 万 亚 方 公里
·

万 人

二 级 以上 公路比重

内河航道综合密度 公里 万平 方 公里
·

万人

每百 人拥有电话机 部

权重

社会基础设施

城市墓础设施 一根据综合评估的结果
,

大体可 以把各地 区 基

础设施的发展状况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

基础设施较好 的地 区
,

其综 合评估得 分在 分

以上
。

第二种类型是基础设施一般的地 区
,

其综

合评估得分在 一 分之 间
。

第三种类型 是基

础设施较差的地 区
,

其综合评估得 分在 分 以

下
。

各地 区 基 础 设施 综 合发 展 水 平 分 类 见 表

。

① 世界银 行 《 年世界发展报告 为发展提供基础设 施 》 中国财政经济 出版社 年板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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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年各地区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地地区区 基础设施施 经济基础设 施施 社会基础设施施 城市基础设施施

得得得 分分 名 次次 得 分分 名 次次 得 分分 名 次次 得 分分 名 次次

北北京京
天天 津津

,

河河北北

山山西西

内内蒙古古
,

辽辽 宁宁
吉吉林林

黑黑龙江江

上上海海
江江苏苏

浙浙江江
,

安安徽徽

福福建建

江江 西西

山山东东
河河南南

湖湖北北

湖湖南南
,

贾

广广东东

广广西西

海海南南

重重庆庆
四四 川川

贵贵州州

云云南南
西西藏藏 】

陕陕西西

甘甘肃肃

青青海海
,

宁宁夏夏

新新疆疆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一 》计算
。

分析结果表 明
,

基础设施较好 的有北京
、

上

海
、

天津
、

浙 江
、

江苏
、

海 南
、

辽 宁 和广 东 个 省

市
,

而基础设施一般的有 个省份
,

基础设施较

差的有 个省份
。

这说明
,

如何进一步完善基础

设施
,

仍将是我 国大多数地区今后需要努力 的方

向
。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

从人均拥有 量来看
,

地

处西部的新疆
、

宁夏和西藏等
,

其基础设施状况

并不像人们所想像 的那样 差
。

当然
,

也应该看

到
,

西部一些地 区 由于地广人稀
,

为克服空 间距

离的不利影响
,

人均基础设施 占有量应该更高一

些
。

总体上看
,

基础设施综合得分较高的都处 于

沿海地区
,

而得分较低的都处 于中西部地区
。

表 各地区基础设施综合发展水平分类

基基基础设 施较好好 基础设施一 般般 基础设 施较差差

大于 在 一 之 间 尺 小于

地地区区 北 京
、

上 海
、

天 津
、

浙江
、、

福建
、

新疆
、

宁夏
、

山东
、

西 藏
、

山西
、

河北
、

湖湖 内蒙古
、

陕西
、

重庆
、

安徽
、

江 西
、、

江江江 苏
、

海南
、

辽宁
、

广东东 北
、

吉林
、

湖南
、

云 南
、

广西
、

青海
、

黑龙江江 四 川
、

河南
、

甘肃
、

贵州州

注 是指基础设 施发展水平综合评 估得分
。

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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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基础设施来看
,

发展条件较好的主要

有上海
、

北京
、

天津
、

江苏
、

广东
、

辽宁
、

浙江和江

苏等地
,

设施较差 的省份 全部位 于西部地 区
,

包

括 目前享受 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 的广西和 内蒙

古
。

尤其是西藏
、

青海
、

贵州和甘肃等地
,

经济基

础设施处于全 国最 为落后 的水平
。

在西部省份

中惟有宁夏的得分略高一些
,

即使是作为直辖市

的重庆市
,

其经济基础设施状况也不太理想
。

从社会基础设施来看
,

由于多年来国家的积

极努力
,

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要相对小一些
。

除了

北京
、

天津
、

上海
、

辽 宁等地外
,

社 会基础设施得

分较高的还有青海
、

新疆
、

山西
、

内蒙古
、

宁夏
、

吉

林等地
。

相反
,

沿海一些增长较快的新兴工业地

区如山东
、

江苏
、

广东等
,

各种社会基础设施 的人

均拥有量往往较低
,

甚至处于全 国的下游
。

近年

来
,

尽管这些地 区 的经济获得飞速 的发展
,

但科

技教育
、

研究开发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相

应跟上
,

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人才大多依靠从

外部输人和引进
。

再从城市基础设施来看
,

西藏尽管城市化水

平很低
,

年只有 ①
,

但在中央财政的

有力支持下
,

现有城市的设施水平如人均房屋使用

面积
、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 电 车
、

人均拥有铺装道

路面积和公共绿地面积等
,

大多处于全国的前列
,

由此导致其城市基础设施的得分在全国处于首位
厂

除西藏外
,

得分较高的有浙江
、

北京
、

海南
、

广东
、

江

苏
、

山东
、

福建
、

河北
、

湖北
、

上海
、

新疆和天津等地
。

得分较低的主要有甘肃
、

青海
、

内蒙古
、

陕西
、

江西

和贵州等
。

但总体上看
,

各地区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比较均衡
,

地区差距要相对小一些
。

三
、

基础设施差异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

一 基础设施 与制造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

为 了考察基础设施 与制造业发展之 间的关

系
,

我们计算 了各地区制造业 的产值 比重和人均

水平与各基 础设施指 标之 间 的相关 系数 见 表
。

分析结果表明
,

从总体上看
,

无论是制造业

产值比重还是人均产值
,

都与其基础设施发展水

平密切相关
。

但各个具体指标却具有很 大 的差

异
。

从制造业地区分布来看
,

虽然各地 区 制造业

产值比重与经济基础设施 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线性相关关系
,

但与社会基础

设施水平之 间却不存在线性 相 关关 系
。

具体说

来
,

相关系数在 的水平具有统计意义 的指标

主要有二级 以 上公路 比重
、

内河航 道综合密度
、

每百人拥有电话机和城市煤气普及率
,

相关系数

在 的水 平具有统计 意 义 的指标 主要 有 每 万

人拥有互联网用户
、

每百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和

人均房屋使用面积
。

需要指 出的是
,

制造业产值

比重与每百 万人拥有公共 图 书馆之 间呈显著的

负线性相关关系
。

这说明
,

在我 国一些制造业规

模较大的地 区
,

由于人 口 稠密
,

按人 口 计算的公

共图书馆密度反而要低于落后地区
。

从制造业 发展水平来看
,

总的说来
,

无论是

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水平还是城市基础设施水

平
,

都与人均制造业产值之间呈现 出显著的正线

性相关关系
。

具体说来
,

相关 系数在 的水平

具有统计意义的指标主要有二级 以上公路 比重
、

内河航道综合密度
、

每百人拥有 电话机
、

每万人

拥有互联 网用户和病床数
、

每 百万人拥有高等学

校
、

中等专业学 校 及研究开发机构
、

城市煤气普

及率
,

在 的水平具有统计意义的指标只有城

市人 口 用水普 及率
。

这说明提高公路等级水平
、

加强通信设施 建设
、

大力发展科技教育
、

改善城

市供水供气等公共设施
,

对于促进落后地 区制造

业的发展将是十分重要的
。

卫 魏后凯 《 世 纪 中西部 工 业发展战略 》
,

河南人民出版社 以刃 年版
,

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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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我国基础设施与制造业发展之间的相关系数 年

基础设施水平

经济基础设施水平

铁路网综合密度

公路网综合密度

二级 以上公路比重

内河航道综合密度

每百 人拥有电话机

每万 入拥有互联网用户

每万 人拥有邮电局 所

社会基础设施水平

每百 万 人拥有高等学校

每百 万 人拥有中等专业学校

每百万 人拥有普通和职 业 中学

每百万 友拥有研 究与开 发机构

每百 万 人拥有公共图书馆

每万 人拥有卫 生机钩

每万 人拥有病床

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人均房屋使用面 积

城市人 口 用水普及率

城市煤 气普及率

每万 人拥有 公共汽 电 车

人均拥有铺装道路面 积

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

每万 人拥有公共厕所

制造业 产值 占全国的比重
’

‘

一

书 戈

“

《

一 咬

一
乡

一

川
一

川

《

《
’

〔

一 下

一 《 ‘

一

人 匀制造业 产 值

一一止沿二奖
’

斧

‘

一

芳

入

‘

一 》

一

〕

,
戈

弋

一

一

注 、
表示在 的水平具有意义 一 表示在 的水垂具 有意义 每百 夕 拥 汀电话机

、

每万 久拥有互 联网用 户

和邮电局 所 为 年的数据
。

如果进行一元 回归分析
,

则可以 发现 基础

设施水平和经济基础设施水平每提高 个单位
,

将诱致 制造 业 产值 比 重分 别增 加 个 和

个 百分 点
,

人 均 制 造 业 产 值 分 别增 加

元 和 元
少

其 中
,

二 级 以 上 公 路 比

重
、

电话普及率和城市煤气普及率每提 高 个百

分点
,

将诱致制 造业 产值 比重分 别增 加

个
、

个和 个 百分点
,

人均 制造业 产

值分别增加 元
、

元和 元
。

区域基础设施 与制造业 的发展是相互影 响

的 一方面
,

基础设施投资将有利于降低生产和

运输成本
,

提 高劳 动生 产 效率
,

并扩 大消 费和投

资需求
,

从而促进区域制造 业的发展 反过来
,

区

域制造业的迅速增 长又将产 生对基 础 设施 的 卜

大需求
,

从而进
·

步诱 发基础设他投 资 由此 可

见
,

区域基础 设施 与制造 业的发展是 互为因果
、

相互促进 的 二 者之间的关系 并 」「是一 种简单

的因果关 系
,

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

二 基础设施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
丁

一

般说来
,

地区 制造业的发展受着诸多因 素

的综 合影响
〔

川内外的经验 已经 证实
,

单纯依靠

基础设施投 资并不能保证经济尤其是制造业 的

增长
一

事实土
,

甚础 设施建 设仅仅是制造业 发展

的必要 条件
,

不是充 分条件
。

按照 区 位理 论
,

工业 区位的选抒 要受 生产和运输成 本
、

接近 市

场和集聚经济等因素的影啊 因此
,

我们认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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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基础设施之外
,

地 区制造业 的发展还受到其地

理区 位
、

市场容量
、

集聚经济
、

效率工资等诸 多因

素的影响和制约
‘

区位 条 件
、

随着对外经 济联 系的增 加 以

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

交通 尤其是对外交通

区位 条件对地 区 制造业 的影 响越来越重要 一

般说来
, 一 个地 区若拥有优 良的港 口 或者离海港

的距离越近
,

就越有利于制造 业的发展
。

基础设施
。

基础设施 是区 域制造业 发 展

的重要前提
。

它不仅可以改善投资硬环境
,

降低

生产和运输成 本
,

而 队可 以 带 动相 关 产业 的发

展
,

有利于增 强企业 的竟争能 力
。

这就是说
,

基

础设施对区域制造业的发展有着正的显著影响

市场规模
。

一般说来
,

地 区 市场规模的大

小及其增长潜 力直接影响到制 造业 的发展 市

场规模越大
,

增 长速度越快
,

就越有利
一

制造业

的发展
。

因此
,

可以认 为
,

地 区市场规模 对制造

业的发展将有着正的显著影响
、

集聚经济
。

由于受集聚经济的影响
,

制造

业的发展 一 般 是 与城 市化 紧密联 系在 一 起 的

各种相关企业集中在城 市地 区
,

不仅可 以降低生

产泊勺运输成 本
,

接 近 消费者 市场
,

且有利 于发

展 专业化分工 协作 和产业 配套
,

能够节约 土地
,

便于集中管理和 “ 三废
”

治理
。

因此可 以认 为
,

地

区城市化水平越高
,

就越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

效率 工 资
。

劳动工 资成本的高低 是影 响

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区位因素之 一
。 一般地讲

,

在

劳动生产 效率相 同的 条件下
,

地 区 工 资水平越

低
,

就越有利于制造 业的 发展
、

然 而
,

不 同地 区

的劳动生产效率往补 具有较 大 的差异 因此企

业更关心的 往往是效 率工 资而 不 是 名义 工 资水

平

四
、

结论及若干政策性建议

自 世纪 年代以来
,

各国区域规划制定

者越来越把改善基础设施看成是促进 区 域发展

的 一 个重要 工具 正 因为如此
,

中国政府在实施

西部大开 发的过程中
,

把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

境建设放在一 个 十分重要 的位置 上
。

各级地方

政府在扩大招 商引资的过程 中
,

也大 多把着重点

放在改善各种基础设施方面
。

分析结 果表明
,

区

域基础 设施 与制造 业的发展密
一

切相关
,

基础设施

的改善将 会促进制 造业的发展 而制造 业的发展

又将进一步诱发对基础 设施投 资的需求
。

因此
,

要促进制造 业 的快速 发 展
,

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
,

逐步改善投资硬环境
,

这是 十分重要的
。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

基础设施建 设有很大 一

部分属 于政府公共投资
,

而制造业 发展 则大多属

于民间投资
。

因此
,

从投资的角度看
,

基础 设施

与制造业发展之间的关 系
,

在很大程度上 属 于政

府公共投资与民间投资之间的关系
。

目前
,

学术

界一 般都假定政府公共投 资能够诱致或促进 民

间投资
。

但至今为止
,

人们对这种关系所进行的

实证检验很 少 很 明显
,

如果存在着这种关系
,

那么政府只要增加公共投资
,

改善公共基础设施

就可 以 了
,

地 区 制造业 的发展将是 自然而然 的
。

但如果不是如此
,

政府就需要制定一个积极 的投

资引导政策
,

来刺激民间资本

很明 显
,

基础 设施 只是区域制造业 发展的必

要条件而并非是充分条件
,

基础设施投资也并非

就一定能带来地区制造 业的发展
。

这 一点
,

无论

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
,

都可以找到很 多例证
。

近

年来
, 一 些地区虽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人 了很

大的力量
,

但地区制造业并没有 因此而获得大发

展
,

一些高速公路 因车流量较 少至今仍在
“

晒 太

阳
” 。

因此
,

对各级政府部 门来说
,

要想促进制造

业的发展
,

除 了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外
,

还必须制

定积极的投资引导政策
,

刺激民间制造业投资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
,

要特 别重 视 交通
、

通

信
、

科技等基础设施建设
,

如不断提高公路等级
,

加强电信和信息化设施建设
,

增强高校和科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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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研究与开发能力
,

以及改善城 市医疗
、

住房
、

供水供气等公共服务
。

在投资引导政策方面
,

重

点是要减少办事程序
,

提 高政 府办事效率
,

并通

过减免税费
、

财政贴息乃 至投资补贴等措施
,

刺

激民间制造业 投资
。

特别是政府要制定相应 的

政策措施
,

鼓励 民间资本发展先进加工制造业和

高新技术产业
,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本报告执笔人 魏后 凯

基础设施建设与西部大开发

基础设施建设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的 中

心环节之一 ,

关系到西部地区 的长远发展与西部

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 战略

以来
,

加大了对西部地 区基础设施 建设 的投资
,

同时放松了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管制
,

有效地

促进 了西部地 区基础设施建 设 的发展
。

但从整

体上看
,

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落后 的状况 尚未得到

根本改变
,

主要依靠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的传

统体制的弊端 日益突出
,

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与使用效率不高的矛盾逐步显露 出来
。

因此
,

如

何在继续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

加

快基础设施建设体制的改革
,

进一步提高基础设

施建设 与使用的效率
,

并能促进西部地 区制造业

与经济的健康发展
,

就成为继续贯彻实施国家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一个关键问题
。

西部大开发
,

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先行
。

这是

西部开发战略的需要
,

既是为 了给西部经济的发

展创造 良好 的基础条件
,

也 是保证 西部政 治安

定
、

社会发展
、

民族团结
、

边疆稳定的需要
。

没有

一定的基础设施
,

开发资源
、

发展经济将成 为一

句空话
,

更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

基础设施建

设是西部地区大开发的战略重点
,

在西部 与西部

大开发战略中居于先导和基础地位
。

一
、

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与现状

一 西部地 区基础设施的发展
。

西部 自然 条件差
,

幅度辽 阔
,

自身实力又 比

较弱
。

建 国以来
,

依靠国家对该地 区 的交通
、

通

讯
、

水利
、

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 的大量投资和 当

地政府与人民的艰苦建设
,

使该地 区 的基础设施

得到了长足 的发展
。

以西北地 区交通通讯设施

的发展为例
,

建国以来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大体可

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从 年到 年
,

是西北地区

的交通通讯 网络骨 架 的建立 时期
。

国家通过 向

西部地区安排一些大中型项 目特 别是三线建设
,

对西部交通 设施的投人 比较多
。

以铁路来说
,

这

期间修通 了宝成
、

陇海
、

包 兰
、

兰青等铁路干线
,

到 世纪 年代末形成了近 公里的铁路

通 车 里 程
,

约 占 当 寸全 国 铁 路 通 车 里 程 的

①
,

搭起 了 西北地 区 铁路干线 的基 本骨 架
。

公路建设
、

通讯设施 也取得 了很大进步
。

比如甘

肃省解放前 只有 多公里 的低等级公路
,

到

年公路通 车里程达 到 公里
〔

电信 也

几乎从废墟 中起步
,

到 年使电信线杆路总

① 根据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第 页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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