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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国家战略与中国地区差距
魏后凯

3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 北京 100836)

摘 　要 : 随着中国加入 W TO , 中国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在不断加快。然而 , 这种经济的全球化

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全球化 , 而中西部地区在这种全球化进程中所享受的好处并不多。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

战略尽管有力地推动了西部地区的发展 , 但由于实施时间较短 , 至今并没有从根本上遏止东西差距继续扩大

的趋势。从长远发展看 , 今后中国在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 , 应积极鼓励外商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开

发 , 努力扩大中西部地区的出口 , 大力推进中西部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 , 使中国迅速推进经济全球化和工业

化所带来的好处能够更多地传递扩散到广大的中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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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China’s ent ry into WTO , t Chin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marketization are stepping up .

However , the globalization is mainly in the seaside areas , and the mid - west areas benefit little f rom it . The
st rategies for larg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have promot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

but still can not prevent the gap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because the st rategies have not been in practice

for long. In the long run , in the future process of larg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China , foreign investment and
private capital investment should be greatly encouraged. The export of the mid - west areas should be enlarged.

Indust rialization and internalization of the mid - west areas should be promoted so that the mid - west areas can

benefit more f rom Chin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ndust r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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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

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主要体现为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地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动态的

角度看 ,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不平衡 ,即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增长速

度较快 ,而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增长速度较慢。由此导致中国东西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 ,全国生

产力和经济活动不断向经济繁荣的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从某种程度上讲 ,近年来中国经济全球化进程

的加快主要是依靠东部沿海地区来推动的 ,而中西部一些落后地区并没有更多地享受到这种经济全球

化所带来的好处 ,有的甚至有“边缘化”的危险。自 1999 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 ,中国经济继续保持了

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势头。1999～2003 年 ,中国 GDP 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8. 0 % ,若按照各地区汇总数

计算 ,则达到 9. 96 %。①其中 ,东部 11 省市为 10. 69 % ,中部 8 省为 9. 05 % ,西部 12 省区市为 8. 93 %。

这说明 ,在全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宏观背景中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更远低于

东部沿海地区 (见表 1) 。从各年份的情况看 ,尽管西部地区 GDP 增长速度在不断加快 ,但均远低于东

部地区。除 2003 年外 ,其他年份各地区 GDP 增长都呈现出“东高、中中、西低”的格局。需要指出的是 ,

由于东部地区能够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而西部地区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受益 ,因此 ,目前中国

的经济增长已经开始呈现出“东高、中低、西中”的格局 ,中部地区在全球化和国家战略的双重影响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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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塌陷”下去。
表 1 　中国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 %

年份 东部 11 省市 中部 8 省 西部 12 省区市 各地区平均 全国

1999 9. 74 7. 83 7. 25 8. 79 7. 1

2000 10. 37 8. 78 8. 47 9. 62 8. 0

2001 9. 87 8. 99 8. 74 9. 45 7. 5

2002 10. 62 9. 29 8. 97 9. 99 8. 3

2003 12. 87 10. 36 11. 25 11. 97 9. 1

注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按可比价格计算。2002 年未包括西藏。东部 11 省市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

江、福建、广东、海南 ,中部 8 省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西部 12 省区市包括广西、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

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下表同。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年度)和《中国统计摘要》(2004)计算。

很明显 ,这种不平衡的增长格局 ,势必导致全国经济总量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集中 ,西部欠发达地

区所占比重将趋于下降 ,东西部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1999 年 ,西部 12 省区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占各地区总额的比重为 17. 5 % ,2003 年降为 17. 0 % ,比 1999 年降低了 0. 5 个百分点 ,比 1995 年降低了 1. 2 个

百分点(见表 2) 。中部地区 GDP份额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 ,由 1999 年的 25. 8 %下降到 24. 6 % ,降低了 1. 2 个

百分点。从人均 GDP相对差距来看 ,自“九五”时期以来 ,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一直在趋于扩大。

2003 年 ,西部与东部地区间人均 GDP相对差距为 61. 8 % ,与各地区平均水平之间的相对差距为 41. 1 % ,分别

各比 1999 年扩大 1. 9 个百分点(见表 3) 。若以各地区人均 GDP 平均水平为 100 ,则 1995 年西部 12 省区市人

均 GDP相对水平为 63. 5 ,1999 年为 60. 8 ,2003 年又下降到 58. 9。
表 2 　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各地区总额的比重 %

地区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东部 11 省市 55. 7 55. 4 55. 5 55. 9 56. 7 57. 3 57. 5 57. 9 58. 4

中部 8 省 26. 1 26. 6 26. 7 26. 3 25. 8 25. 6 25. 4 25. 1 24. 6

西部 12 省区市 18. 2 18. 0 17. 8 17. 8 17. 5 17. 1 17. 1 17. 0 17. 0

资料来源 :同表 1。

表 3 　各地区人均 GDP 及相对差距的变化

年份
人均 GDP/ 元 人均 GDP 相对差距/ %

东部
11 省市

中部
8 省

西部 12
省区市

各地区
平均

西部与
东部间

西部与
中部间

西部与各地
区平均水平间

西部地区
人均 GDP
相对水平

1995 7104. 3 3693. 1 3035. 3 4782. 4 57. 3 17. 8 36. 5 63. 5

1996 8338. 5 4429. 8 3525. 7 5632. 0 57. 7 20. 4 37. 4 62. 6

1997 9318. 0 4964. 7 3878. 1 6280. 6 58. 4 21. 9 38. 3 61. 7

1998 10022. 6 5200. 3 4122. 5 6691. 5 58. 9 20. 7 38. 4 61. 6

1999 10693. 4 5380. 8 4283. 3 7048. 3 59. 9 20. 4 39. 2 60. 8

2000 11334. 5 5982. 4 4687. 3 7701. 1 58. 6 21. 6 39. 1 60. 9

2001 12811. 1 6395. 2 5006. 8 8421. 2 60. 9 21. 7 40. 5 59. 5

2002 14158. 7 6960. 9 5473. 0 9255. 2 61. 3 21. 4 40. 9 59. 1

2003 16206. 7 7757. 2 6187. 0 10505. 7 61. 8 20. 2 41. 1 58. 9

注 :相对差距 = (大值 - 小值) / 大值′100 %。西部人均 GDP 相对水平以全国各地区平均水平为 100。

资料来源 :同表 1。

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地区发展

全球化反映了国际上分散的经济活动功能一体化的程度 ,它是国际化的高级形式。国际生产和功

能一体化是全球化的两个最基本特征 (Dicken ,1992) 。当前 ,世界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对外直

接投资迅速增长、跨国公司不断向海外扩张、海外生产与销售比例稳步提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

快 ,各国跨国公司尤其是著名跨国公司纷纷进入中国 ,中国实际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出口稳步增长。目

前 ,以外商投资和出口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到 2002

年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 33. 37 % ,而 1990 年该比重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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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8 %。中国外贸出口依存度已由 1990 年的 16. 1 %提高到 2003 年的 31. 1 %②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出

口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已由 1992 年的 20. 4 % ,迅速提高到 2003 年的 54. 8 % ;以外商投资税收为主

的涉外税收占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比重 ,也由 1992 年的 4. 25 %上升到 2002 年的 20. 52 %(见图 1) 。

图 1 　外商投资和出口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性
注 : (1)以外商投资税收为主的涉外税收不包括关税和土地费 ,其中来源

于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占涉外税收的 98 %以上 ; (2) 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

占全国工业总产值比重按可比价计算。

资料来源 :根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 (www. fdi . gov. cn) 以及《中国统计年

鉴》(各年度)和《中国统计摘要》(2004)计算。

需要指出的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

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主要是依靠东部沿海地区

来推动的。无论是外商在华直接投资还是外

贸出口都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广大中

西部地区只占很少的份额。从外商直接投资

来看 ,截止 2003 年累计 ,中国实际利用的外

商直接投资有 86. 0 %集中在东部 11 省市 ,

而中部 8 省只占 9. 1 % ,西部 12 省区市只有

4. 9 %(见表 4) 。更重要的是 ,实施西部大开

发和中国加入 W TO 以来 ,外商在华直接投

资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中 ,西部地区实际利

用外资不仅总量规模很少 ,而且所占比重在

不断下降。再从外贸出口来看 ,在 2003 年全

国出口总额中 ,东部 11 省市占 91. 3 % ,而中部 8 省和西部 12 省区市分别只有 5. 0 %和 3. 7 %(见表 5) 。

目前 ,东部 11 省市出口依存度已高达 42. 0 % ,而中西部地区则不到 6 %。很明显 ,中国外贸出口的不平

衡分布格局与外商在华投资的高度集中分布密切相关。2003 年 ,东部 11 省市外商投资企业对出口的

贡献率高达 58. 7 % ,而中部 8 省和西部 12 省区市分别只有 16. 0 %和 11. 4 %。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工业化的迅速推进。然而 ,应该看到 ,中国各

地区工业化的推进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性特点。这种不平衡性特点与外商在华投资的集中分布和全球

化的“梯度”式地域推进密切相关。在东部沿海地区 ,外商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推动了地区工业化

的进程 ,而中西部地区这种作用并不明显。2002 年 ,“三资”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国有及规

模以上非国有工业的比重 ,东部 11 省市已达到 34. 9 % ,而中部 8 省和西部 12 省区市分别只有 9. 7 %和

7. 8 %。从工业增长来源看 ,2002 年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对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总

产值增长的贡献 ,东部 11 省市高达 44. 7 % ,而中部 8 省和西部 12 省区市分别只有 21. 5 %和 12. 7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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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大量研究表明 ,各地区工业发展的不平衡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魏后凯 ,1997 ;魏后凯、刘楷等 ,1997 ;范剑勇、朱国林 ,2002) 。
表 6 　2002 年“三资”工业企业对工业总产出的贡献 %

指标 全国 东部 11 省市 中部 8 省 西部 12 省区市

“三资”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国
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的比重 26. 0 34. 9 9. 7 7. 8

“三资”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国
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的比重 29. 3 37. 1 10. 9 8. 8

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对全部国有及

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增长的贡献
38. 2 44. 7 21. 5 12. 7

注 :外资企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按 1990 年不变价计算。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3)计算。

因此 ,可以认为 ,中国各地区经济全球化推进的严重不平衡 ,在较大程度上加剧了中国地区经济的

不平衡增长。实证研究表明 ,外商投资对东部发达地区 GDP 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而对西部落后

地区的影响缺乏显著性。在 1985～1999 年间 ,外商投资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 ,东部发达地区为

18. 11 % ,西部落后地区为 1. 15 %。据此推算 ,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的 GDP 估计增长率

差异 ,大约有 90 %是由外商投资分布的差异引起的 (魏后凯 ,2002) 。Sun (1998) 的研究也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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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和收入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因素。在 1985

～1995 年间 ,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28. 5 % ,而西部地区只有 12. 5 %。另据

陈建勋 (1992)的研究 ,在中国三大经济地带中 ,只有东部地区的出口对地区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影响。

三、国家战略与中国地区差距变迁

为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逐步缩小地区差距 ,1999 年中国政府做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

略决策。目前 ,中国西部大开发正在按照国家的计划部署稳步地推进 ,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

境保护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 ,这就为今后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 2003 年底 ,

国家共在西部地区新开工建设了 50 个重点工程 ,包括“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水利枢纽、交

通干线、机场建设等 ,投资总规模达 7300 多亿元。其中 ,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2000 多亿元。

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用于西部开发约 3600 多亿元 ,其中 ,长期建设国债资金 2200 多亿元。西部地区金

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增加 9500 多亿元。在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下 ,西部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经

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自 1999 年以来 ,西部 12 省区市连续 4 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也高于东部 11 省市。2000～2002 年 ,西部 12 省区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

16. 80 % ,既高于全国 13. 11 %的平均水平 ,也高于东部 11 省市 12. 47 %和中部 8 省 15. 93 %的水平

( Wang & Wei , 2004) 。2003 年 ,西部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 30. 7 % ,仍高于中部地区。

目前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已逐年加快 ,日益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逐年加快。从 1999 年到 2003 年 ,西部地区 GDP 增长速度已连续 5 年

逐年加快 , 1999 年为 7. 3 % , 2000 年为 8. 5 % , 2001 年为 8. 7 % , 2002 年为 9. 0 % , 2003 年已达到

11. 3 %。二是西部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增长速度差距在逐步缩小。1999 年 ,西部与东部地区间 GDP 增

长速度差距为 2. 49 个百分点 ,与各地区平均增长速度之间的差距为 1. 54 个百分点 ,到 2003 年这一差

距分别缩小到 1. 62 个百分点和 0. 72 个百分点。三是东西差距急剧扩大的势头得到一定遏止。在“九

五”前 4 年 (1996～1999) ,西部与东部间人均 GDP 相对差距年均扩大 0. 65 个百分点 ,与各地区平均水

平间差距年均扩大 0. 68 个百分点 ;而在 2000～2003 年 ,这两个差距分别年均扩大 0. 48 个百分点。这

说明 ,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 ,尽管西部与东部和各地区人均 GDP 差距仍在趋于扩大 ,但其年均扩大的幅

度已出现下降的趋势。特别是 2001 年以来 ,西部与中部间差距已开始趋于逐步缩小。

应该看到 ,作为一个地区差距极大的发展中大国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同时缩小国际差距和国内地区

差距两大任务。毫无疑问 ,要尽快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就必须更多地依靠东部沿海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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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快其经济发展 ;要尽快缩小国内地区之间的差距 ,就必须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 ,积极扶持落后

地区的经济发展。显然 ,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为缩小国内地区差距 ,1999 年中国政府实施了

西部大开发战略 ,这表明中国的区域开发战略和政策已由过去的更多地注重效率和增长目标逐步转移

到注重公平目标 ,由过去的“锦上添花”转变为“雪中送炭”。然而 ,迫于尽快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压

力 ,目前中国政府仍然对东部沿海地区给予较多的支持。现行国家对外商投资、扩大出口以及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的诸多刺激措施 ,都使沿海地区从中享受到更多的好处。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的经济安排 (CE2
PA)也使珠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获得更多的实惠。这些因素都不利于中国国内地区差距的缩小 ,有的

甚至起到了扩大地区差距的作用。

总之 ,作为一项国家战略 ,中国西部大开发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至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实施

西部大开发以来 ,虽然国家财政在西部地区投资明显增加 ,但国内民间资金和外商投资并没有相应地大

规模跟进。从 2000 年到 2003 年 ,西部 12 省区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比重由 4. 55 %下降到

3. 22 % ,而西部 10 省区市所占比重则由 3. 00 %下降到 2. 27 %(见表 7) 。不仅如此 ,近两年西部地区实

际利用外资绝对额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 ;相反 ,沿海地区外商投资却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这说明 ,

近年来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还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资来推动的。更重要的是 ,目前各地均把开发投资的重

点放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领域 ,而对特色产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

由此导致西部工业化推进缓慢 ,工业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下降 ,使西部经济的长期发展缺乏必要的产业支

撑 ( Wang & Wei , 2004) 。从国家财政政策来看 ,目前西部地区的平均税负仍然较重 ,中央财政的转移

支付由于税收返还比重较大 ,而过渡期转移支付所占比重较小且采取“撒胡椒面”的办法 ,反而起到了扩

大地区差距的作用 ,这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根本目标背道而驰 (马栓友 ,2003) 。看来 ,中国要逐步缩

小国内地区之间的差距 ,今后仍需要做出长期的艰辛努力。
表 7 　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年份 全国
西部地区/ 10 西部 12 省市区/ (10 + 2)

金额/ 亿美元 占全国比重/ % 金额/ 亿美元 占全国比重/ %

2000 407. 15 12. 22 3. 00 18. 52 4. 55

2001 468. 78 14. 31 3. 05 19. 22 4. 10

2002 527. 43 14. 11 2. 68 20. 05 3. 80

2003 535. 05 12. 16 2. 27 17. 23 3. 22

注 :西部地区 (10)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西部 12 省市区同时

包括广西和内蒙古 ,即 10 + 2。全国总计中包括部门统计数。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摘要》(2003 - 2004)计算。

四、总结

综上所述 ,目前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还主要是沿海少数地区的全球化 ,而中西部广大地区在这种全球

化推进中所享受的好处并不多。无论是外商投资还是外贸出口 ,都高度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 ,中西部地

区所占比重很小 ,而且近年来呈下降的趋势。在东部沿海地区 ,外商直接投资的大规模进入 ,将通过增

加资本形成、扩大出口和创造就业等途径 ,推动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反过来 ,沿海地区经济的快

速增长 ,又将提高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 ,扩大市场的容量 ,并有利于改善外部条件 ,产生集聚经济效益 ,

从而进一步扩大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这样 ,就在外商直接投资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一种区域循

环累积因果效应。这种由出口和外资共同作用所形成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 ,不同于传统的那种单纯由

出口导向型增长所产生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正是由于这种经济全球化的“梯度”式地域推进 ,从而通

过外商投资和出口所产生的区域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加剧了中国地区间差距扩大的趋势。

1999 年以来 ,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尽管有力地推动了西部地区的发展 ,但由于实施时间较

短 ,至今并没有从根本上遏止东西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而且 ,迫于尽快缩小国际差距的压力 ,国家在

外商投资、扩大出口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 ,仍然对沿海地区给予较大的支持 ,以 (下转第 1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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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这里的区域内部差异特指的是东、中、西部内部各省份之间的差异 ,是以三大区作为区域划分标准 ,如果以省作为区域单位 ,则这

种差异又表现为区域间的差异。

参考文献 :
[ 1 ]吴殿延. 区域经济学[ M ]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244.

[ 2 ]王小鲁 ,樊纲. 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J ] . 经济研究 ,2004 , (1) :33～44.

[ 3 ]周国富.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区差距研究[ M] .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 4 ]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 2003 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R] .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3.

[ 5 ]中国现代化进程监测系统研究课题组. 中国现代化进程监测系统研究[J ] . 统计研究 ,2003 , (5) :3～14.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中国工业发展报告 (2003) [ R] .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3.

(责任编辑 　江海)

(上接第 95 页)

促进沿海地区加快发展。显然 ,沿海地区的加快发展是保证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从而缩小与发达国

家差距的关键 ,但同时也会进一步加剧国内地区之间的差距。从长远发展看 ,为统筹区域发展 ,逐步缩

小地区差距 ,中国在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 ,应积极鼓励外商投资和民间资本参与西部开发 ,努力扩

大中西部地区的出口 ,大力推进中西部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这样 ,通过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 ,

将可以有效地刺激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打破过去长期形成的“沿海外向、中西部内向”发展的封闭循

环 ,从而使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工业化迅速推进所带来的好处能够更多地传递扩散到广大的中西部

地区。只有这样 ,才能最终实现逐步缩小地区差距的长远目标 ,促进各地区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

注 :
①所以会出现这种差异 ,具有多方面的原因。(1)地方统计工业产品大多使用 1990 年不变价 ,而国家统计局在核算时已做了适当调

整 ; (2)跨地区的人员、物资、资金流动规模越来越大 ,在地区核算中是难以区分的 ,往往出现重复计算的问题 ; (3)对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

以下的非国有工业企业 ,很多地区还沿用全面报表数据进行核算 ; (4) 由于统计体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统计网络不能完全覆盖第三产

业的各个方面 ; (5)各地区统计存在不同程度的“参水”现象 ,而国家统计局已进行了适当调整。

②由于各地区 GDP 汇总数远大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总数 ,因此 ,若按各地区汇总数计算 ,2003 年全国的外贸依存度只有

26.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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