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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

我国地 区差距特别是东西差距的扩大 已越

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

缩小东西差距是一项长期

的艰 巨任务
,

它需要经过许多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

现
。

如果我们对缩小东西差距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估计

不足
,

仅仅把国家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落后和贫困地

区 的政策支持看作是一种短期的临时措施
,

那么将难

以取得较好的效果
。

对我国地区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

改革开放 以来
,

我国国民经济获得 了高速发展
。

然而
,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
,

地区差距特别是

东西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

从 年到 年
,

中部

同东部地区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差距由

扩大到
,

扩幅达 个百分点 西部同东部

地区 间的相对差距 由 扩大到
,

扩 幅达

个百分点
。

特别是在 以 年之后
,

中
、

西部同

东部的相对差距扩幅就分别达 和 个百分点
。

这说明
,

近年来我国东西发展差距在急剧扩大
。

从发展趋势看
,

在近中期内
,

我国三大地带的经

济增长仍将会呈现出不平衡的增长格局
,

东部与中西

部地 区 间的绝对差距还 不可 能会 出现逐 步缩小 的趋

势
,

其相对差距近期内也仍将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

扩大
。

年
,

东部地 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 中部的

倍
,

西部的 倍
,

这说明
,

只有在 中部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东部的 倍
,

西部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是东部的 倍的条件下
,

东部与中西部地 区间的绝对差距才会趋于逐年缩小

只有在中西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于东部

魏后凯

长期的战略任务

缩小东西差距是一项

的条件下
,

东部与中西部间的相对差距才会趋于逐年缩小
。

显然
,

从 目前三大地带的经济增长格局看
,

这

两种情况近期内都将是难 以实现的
。

首先
,

在 年代
,

沿海老工业基地一度曾出现经济增长不景气现象
。

近年来
,

随着上海浦东的开放开

发和辽宁正在实行的第二次创业
,

将再次启动老工业基地的经济增长
,

从而使之进人新的一轮成长阶段
。

事实上
,

自 卯 年以来
,

上海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己连续 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

其年平均增长速度

达到
,

比同期全国平均增长速度高 个百分点
。

辽宁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也开始接近于全

国平均水平
。

这说明
,

近年来
,

沿海老工业基地改造已初见成效
,

正在走出经济增长的低谷
。

其次
,

经过 多年的大规模经济建设
,

目前沿海新兴工业区 的投资环境 已 日趋完善
,

自我发展能力逐

步增强
,

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
,

这些地区仍将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

同时
,

在 年代
,

沿海地区

经济 的 高速增 长 主要是依靠东南沿海地 区
,

特别是珠 江三角洲 和 长江三角洲地 区来推动的
。

然 而
,

近年

来
,

随着改 革开放的全面推进
,

临近韩 国
、

日本
,

经济技术基础雄厚
,

重化学工业基础较好的环渤海湾地

区
,

正 呈现出 良好的发展势头
。

可以认为
,

目前我国沿海地 区的高速增 长浪头正在 由南向北推进
。

沿海各

地区 全面进人高速增长的新时期已经到来
。

第三
,

虽然沿海一些企业特别是纺织企业 因地 区工业结构调整而出现 向中西部地 区转移的趋势
,

但这



种转移的规模近期内不会太大
。

沿海地 区工业结构的调整需要有一 个过程
。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看
,

目

前沿海地区 还没有进人工业大规模迁移的阶段 同时
,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
,

外商投资企业区位的选择仍将

会 以沿海地 区 为重点
。

西部地 区 因基础设施和软环境方面的限制
,

近期 内要大幅度提高利用外资的份额还

具有一定的难度
。

第四
,

中西部在改革与开放方面走在沿海地区的后面
,

其经济发展 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
。

一旦我国恢

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
,

中西部企业将同时面临来 自东部地 区 和国际市场双重竟争的压力
。

在这种竞争

中
,

中西部地 区 的工业特别是一些幼稚工业因起步较晚
,

现在基础较差
,

市场竞争力较弱
,

将处于更为不

利的地位
。

总之
,

在今后 一段时期 内
,

东部沿海地 区 的经济增长速度仍将会高于 中西部地 区
,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

间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乃 至相对差距仍将会继续趋于扩大
。

那种希望在较短时期内尽快缩小东西差距的观

点是不太现实的
,

它 只能是人们的一种主观愿望
。

从现有发展格局看东西差距扩大的趋势

卯 一 卯 年
,

我 国东部地区 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为
,

中
、

西部地区 分别为 和
。

其中
,

在 一 卯 年间
,

东部地区 年均增 长速度为
,

中
、

西部地区 分别为 和

很明显
,

各地区经济的现有增长格局是其未来发展 的基础

为 了预测未来 巧 年三大地带人均 增长的趋势
,

我们首先采用 全 国人均 国民生产总值减缩指数将

一 卯 年各地 区 人均 换算成 年可 比价格
。

在此基础上
,

我们再利用各种模型对 一 年

三大地带人均 增长进行模拟 结果发现 增长曲线模型
、

逻辑曲线模型 和指数曲线模型都能较好地拟

合三大地带的人均 增长
,

而且三个模型 的分析结果完全一致 在下面 的分析中
,

我们将采用增长曲线

模型来进行预测
。

增长曲线模 型的一般表达式为
二 场

式中 为地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

按 年可 比价计算
,

为时间 以基年为
,

场 和 卜 为常数
。

表

是根据实际数据对三大地带人均 增长模型的参数估计
。

模型 是采用 一 年的数据
,

而模型

则是采用 剐卜 卯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

表 三大地带人均 增长模型的参数估计

模模模型 模型

东东东部部 中部部 西部部 东部部 中部部 西部部

场场场
铃 书书

刀
份 补补 件 价价 赞 份份 份份

二二

卜卜卜 砚 引刃

偏 井 补补 资资

田
苦 甚甚 甘 悦悦

价
份 份份

标标准误误 醉

值值 卯 望科 男 《 叨

显著性性 男男 《又汤
·

一一
兀拭 〕 一一 《袱刃刃 砚拟 义】

⋯⋯⋯⋯⋯⋯。

,,,,
注 括号中的数字为 检验

。

”表示
。

从表 中可 以 看出
,

两 个模 型对三大地带人均 增长的拟合程度都较高
,

其 牙 都在 以 上
。

假

如在未来 巧 年 内
,

外部环境不致 于发生较大的变化
,

三大地带的人均 增长仍然保持现有的增长格局
,

那么
,

我们就可 以利用表 中估计的模 型 和模型 来预测三大地带人均 的增长趋势
。

预测分析的结果表

明
,

如果按照现有的增长格局发展下去
,

到 洲〕年
,

东部与中部地 区间人均 的相对差距将在 男 年的基

础上再扩大 月 个 百分点
,

东部与西部地区间差距将扩大 一 个百 分点 到 年
,

东部与中部地区间



差距将扩大 一 个百分点
,

东部与西部地区间差距将扩大 斤一 个百分点 参见表
。

裹 卯 年 加 年我国三大地带人均 增长预侧

人人人均 元 相对差距

东东东部部 中部部 西部部 东部与中部间间 东部与西部间间

按按模型 预测测 抖 邓

卯 洲 刀

么么 幻幻 山鼠巧

巧巧 朋卯 印

加加 研 盯 盯

按按模型 预测测 小坦 铭 叨 印

卯 阴 叹犯 印 醉

岌岌兀幻幻 朋场

么么兀巧巧巧巧巧巧巧

注 本表按 卯 年可比价格计算
。

相对差距 二 大值 一 小值 大值
。

如果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变化
,

今后三大地带人均 相对差距扩大的速度将会有所减缓
。

一方面
,

由

于东部地区能源
、

原材料短缺
,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
、

环境污染限制
,

尽可能接近消费市场以及集聚不经济

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
,

近年来东部地区 已开始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
,

并把一些耗能耗料多的低档次加

工产品逐步转移到内地资源丰富地区
。

另一方面
,

当前中央 已把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

逐步缩小地区

差距提到了重要 日程上来
。

因此
,

可 以认为
,

如果今后沿海地区 资金和产业 以及外商投资向内地转移的速度加快
,

加上 中央采取

的各项措施得力有效
,

那么
,

在进人 世纪以后
,

中西部地区人均 的增长速度将有可能超过东部地

区
,

从而促使东西相对差距朝着不断缩小的方向转变
。

然而
,

由于增长基数的影响
,

估计在今后较长一段

时期内
,

东西绝对差距都不可能会出现缩小的趋势
。

缩小东西差距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

当然
,

我们也应该看到
,

近年来我国东西差距的扩大是在各地区经济都有较大发展的基础上出现的
。

这种差距的扩大是许多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曾出现过的共同现象
。

而且
,

要逐步缩小这种差距
,

将

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

需要经过许多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

从现在起
,

大体可 以分三个阶段来实现

这一 目标

第一阶段是在 年以前
,

大约经过 巧 年左右的时间
,

中西部地区通过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 以及在国

家政策的有力支持下
,

逐步形成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
,

一部分地区如长江沿岸和陇海铁路沿线地区将率先

发展起来
,

进人高速增长的快车道
,

但整个中西部地 区 的增长速度仍要略低于东部沿海地区
。

在这一阶

段
,

尽管东西相对差距仍有所扩大
,

但扩大的幅度已明显减缓
。

第二阶段是在 年之后
,

中西部地区经

过 多年的大规模开发
,

逐步进人持续稳定高速增长的轨道
,

其经济增长速度将全面超过东部沿海地区
。

这一阶段
,

尽管东西绝对差距仍在继续扩大
,

但相对差距已开始趋于缩小
。

第三阶段是在 年前后
,

中

西部地区在经过较长一段时期的持续高速增长后
,

其经济发展水平将逐步接近东部沿海地区
,

这时东西相

对差距将逐步稳定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

东西绝对差距也开始出现逐步缩小的趋势
。

总之
,

从现在起
,

我

们必须把缩小东西差距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来抓
,

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
。

在近期内
,

中央和

各级地方政府都应采取一些得力有效的政策措施
,

积极推进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开放
,

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

开发的步伐
,

从而有效地遏制 目前东西差距扩大的趋势
,

把东西差距扩大的幅度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
,

为

今后逐步缩小东西差距创造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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