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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与跨越式发展

罗 吉
(西华师范大学 区域经济研究所 四川南充 63 7 00 2)

摘 要
: 西部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十分显著

,

总体上
,

具有明显的从东向西
,

从北到 南递减 的趋势
,

为定贵研

究
,

本丈选取 了人均 G D P
、

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

城 市化率等 9 项指标
,

采 用黄 图分析法
,

将 西部 12 个省 区
,

分为先进
、

中

等
、

落后三种类型
,

在此基拙上
,

结合 西部地 区跨越式发展战略
,

得 出 西部 大开发是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
,

要 因地制

宜
、

圣
`

力而行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结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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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
、

四川
、

贵州
、

云南
、

西

藏
、

陕西
、

甘肃
、

青海
、

宁夏
、

新疆
、

内蒙古
、

广西等 12

个省
、

自治区
、

直辖市
,

面积 6 85 万平方公里
,

占全 国

的71
.

%4
; 200 1年国内生产总值 182 48 .4 亿元

,

占全 国

的 17
.

1% ;人 口 3
.

64 亿人
,

占28
.

7%
。

西部地区战略位

置重要
,

资源丰富
,

市场潜力大
,

但由于 自然
、

历史
、

社会等原因
,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低下
,

人均 G D P仅

相 当于东部平均水平的40 %
,

迫切需要加快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

从整体来看
,

西部地 区是全

国的落后地区
,

经研究发现西部地区 内部经济发展

水平差异也十分显著
。

针对这一差异
,

本文认为当

前要高度重视的是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

续发展
,

西部大开发不是短期 的政治突击任务
,

而

是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
,

实质是如何促进落后 地区

发展
,

缩小地区差距
,

实现跨越式发展
。

( l) 计算翁指标的平均值
。

计算公式为
:

乌
一

哥
式 中

,

=1 1
、

2
、

.3
· ·

… N
,

N 为所 研究 的地 区的个

数
,

j = 1
、
2

、

.3 一M
,

M 为所选取的指标 的个数xj 为第

j指标的区域平均值
,

乳为第 I地 区第 j指标的相应

值
,

iyj 为第i地区翁指标的另一相应值
。

例如在计算

西部各地区城镇化水平时
,

介为第 i省的城镇人 口数
,

y 。为第i省的总人口数
。

( 2) 计算翁指标的均方差
。

计算公式为
:

、二

丫再万
式中

,

乓为均方差
,

ixj 为第 i省翁指标的值
。

( 3) 计算翁指标的中等组的数值变化范围
。

计

一
、

研究方法

为了对西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做出评价
,

为我们的分析提供可靠的依据
,

本研究采用量 图分

析法
。
1叨 1年

,

当时的联邦德国曾采用此方法划分贫

困区
。

即在选取基本上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

指标的基础上
,

把各指标的数值按大小排列
,

再按

一定的标准将每个指标分成优
、

中
、

劣三等
,

然后根

据每个 地区所得优
、

中
、

劣个数及其经济发展现状

水平判断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
。

一般说来
,

可分

成四步来进行
:

第一步
,

计算第j指标的中等组 的数值变化范

围
。

_
.

h
、 , ,

_ _ _ _ a
. _ _

.

_ _
算公式为

: 甲寺组上限 = x + 子
,

中等组 卜限
斗

_ 吕
= x 一

才
。

第二步
,

根据中等组的数值变化范围
,

将每一指

标分成优
、

中
、

劣三等
。

一般
,

当第 i地区翁指标的数

值位于该指标 中等组上限和下限之间则为中等
,

高

于中等组上限则为优等
,

低于中等组下限则为劣等
。

第三步
,

确定各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类型
。

根据各

地区所得优
、

中
、

劣指标数的多少
,

并参照其经济发

展水平的现状
,

把各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分为三种类

型 :
先进

、

中等和落后
。

凡是得优指标数 ) 得中指标

数+ 得劣指标数
,

则为先进 ;若非如此
,

但得优指标

数+ 得中指标数 ) 得劣指标数
,

则为中等 ; 凡是得劣

指标数 > 得优指标数+ 得中指标数
,

则为落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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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

判断指标选取的可行性和对各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类型划分的可靠性
。

通常用判断系数来

衡量
。

可用公式表示为
:

、 二 ,一显赏堕尘鳌
= 1一
丝醚性且

样本总个数
一

样本总个数

式中
,

K为判断系数
,

当 K < 85 %
,

说明评价的可

靠性低
,

应该增加或者删减某些指标 ;当 K ) 85 %
,

说

明评价是可靠的
,

可以根据所选指标对各地 区的经

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
、

分类和区划
。

S为属于先进类

型的各地 区得劣的指标数总和
,

T 为属于落后类型

的各地区得优得指标数总和
,

is为属于中等类型的第

i地区得劣的指标数
,

it为属于中等类型的第 i地区得

优的指标数
。

二
、

指标选取与分析
人均 G D P (元 ) : 这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

最主要指标之一
。

通常
,

该指标的值越高
,

地区经济

越发达
。

农民人均年纯收人 (元 )
: 目前

,

西部地区有 71 %

以上的人 口 生活在农村
,

因此
,

农 民的实际收人水

平是反映西部人 口实际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
。

城镇化水平 (% ) : 城乡差异是当前西部各省区

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的最重要表现之一
。

无论在

经济基础上
,

还是在发展现状和发展前景上
,

城镇

都明显优于乡村
。

通常
,

城镇人口 生活质量高于乡

村人 口
,

这不仅表现在物质劳动上
,

更表现在精神

文化生活上
。

非农产值比 (% )
: 即二

、

三产业产值占整个 G D P

的比重
。

一般来说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第一产业在国

民收人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

第二产业在国民收人中

的比重呈上升趋势
,

而第三产业在国民收人中的比

重几乎在所有国家都是上升的
。

可见
,

非农产值比

是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

劳动力非农化率 (% )
:

英国经济学家L G
.

克拉克

( L G
二

lC ar k) 曾指 出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劳动力表现

出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
,

再由第二产业 向第三产

业转移的趋势
。

因此
,

劳动力非农化率是反映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

巧岁及其以上人 口文盲率 (% ) : 技术的进步和

应用使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逐步让位于对劳动力素

质的要求
。

劳动力素质低下已成为西部农村剩余劳

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瓶胫
。

研究表明
,

人 口素质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
。

人均财政收人 (元 )
:
人均财政收人不仅是衡量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

而且直接制约区域

经济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
。

财政收人的多少通过

影响资金积累而制约着扩大再生产能力
、

教育
、

研

发
、

医疗
、

社会保障等事业的发展
、

就业机会的提供
、

新技术和新设备的应用和推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

I / 11 产业 比较劳动生产率 (% ) : 本指标在于衡

量各地区经济的二元结构的改进情况
。

其计算公式

为 I 产业实际产出与实际就业的比率比上 n 产业实

际产出与实际就业的比率
。

由于社会
、

历史的原因
,

我国经济长期以来呈现出二元经济的特征
,

从静态

分析来看
,

二元经济导致经济的效率缺乏
。

虽然改

革开放以来
,

这一状况有所改变
,

但对于西部各地区

来说
,

二元经济仍然十分突出
,

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

呈现出显著的不对称性
。

互联网用户分配率 (% ) : 即是全国互联网用户

在各地区的分配比率
。

这一指标大体反映了一个地

区信息技术应用程度
,

以及信息产业发展状况
。

间

接体现了一个地区走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

业化道路的发展潜力
。

三
、

测度结果

以下是各地区各指标 的数值
:

人均

G D P (元

5 6 54
.

(洲〕

5 2 50
.

《X)

2 89 5
.

2 9

4 8 66
.

00
5 307

.

00

64 6 2
.

5 2

5 0 24
.

X()
4 1 63

.

3 6

5 73 4
.

5 7

5 340
.

00
7 9 13

.

X()
4 6 6 8

一

0()

人均财政

收人 (元 )

农 民人均
年纯收人

(元 )
文盲率 非农化率

I / n产业

比较劳动 城镇化率
网络用户

分配比

庆川州南藏重四贵云西

内蒙古

34 2
.

67

3 13 80
2 62

.

5 7

44 6
,

19

23 2
.

3 5

4 1 8
.

3 1

37 1
.

17

27 1
.

64

3 7 9
.

0 5

4 8 9
.

7 8

5 0 6
.

8 9

3 7 3
.

16

197 1
.

18

19 8 6
.

99
14 1 1

.

73
15 33

.

7 4

140 4
.

0 1

19 73
.

3 7

1 4 90
.

50
150 8

.

6 1

15 57
.

3 2

1 82 3 0 5

17 10
.

4 4

19 4 4
.

3 3

8
.

例刀后

9
.

8 7%

19 8 5%

巧
.

44%

47 2 5%

11
.

5男6

.9 8 2 %

19
.

68%

25耳 4%

15 7 2%

.7 7 2 %

.5 3 0 %

非农产

值比

83
.

25 %

77
.

8 Q汤

74
.

7 3%

7 8
一

2 8%

7 2 9酬沁

76
.

7 8%

4 5
.

3 2%

4 1
.

20 %

3 3
.

58%

2 6
.

35 %

2 8
.

16 %

4 .6 08 %

4 .4 30 %

4 0
.

59 %

3 9
.

97 %

4 3
.

4 9 %

4 3
.

36 %

3 8
.

16 %

生产率

11
.

3 1%

13
.

例刀石

.9 2 0 %

6
一

2 1%

1 0
.

5 2%

16
.

9 7%

10
.

5 3%

9
.

7 2 %

6
.

9 9 %

1 1
.

9 1%

10
.

8 5%

1 1
.

6 2%

34
.

7 1%

4.5 64 %

24
一

7卯石

20 2 8%

8
.

4 5%

3 1 76%

2 5
.

92肠

25
.

33 %

15名卯么

2 9
一

25 %

2 9 3 0 %

2 .7 22 %

2 03%

5
,

0 3%

。
,

SQ肠

1 46 %

。 03 %

1 2 1%

1 47 %

1
.

1 3%

0 j l %

0
,

48 %

1
.

5 1%

2, 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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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方法
,

对各指标进行计算
,

计算结果见下表
:

人均 人均财政 农民人均 非农产 1 / n 产业 网络用户

年纯收人 文盲率 非农化率 比较劳动 城镇化率
G D (P 元 ) 收人 (元 ) (元 ) 值 比 生产率 比例

西部各省均值 5 27 3
.

14 36 7
.

3 0 16 9 2 96 1 6 3 8% 7 9
.

4 6% 3 9
.

2 1% 10
.

8 1% 26
.

5 5% 1
.

4 6%

均方差 11 6 2 88 84 3 1 2 2 4
.

3 7 10 8 8% 4
.

03 % 6 2 8% 2 7 3% 8 9 4% 1 2哪石

中间组上限 5 5 6 3
.

8 6 3 8 8
.

3 8 17 4 9
.

06 1 9注O% 8 0
.

4 7% 40
.

7 8 % 1 1
.

4 1妈么 28
.

7 8% 1
.

7 8%

中间组下限 月9 8 2
.

4 3 346
.

22 16 3 6
.

87 1 3
.

66 % 7 8沸5% 3 7
.

64 % 10
.

1 3% 24
.

3 1% 1
.

13%

其中
,

K = 87
.

% % > 85 %
。

说明指标的选取是可

行的
,

评价的结果是可靠的
。

在上表的基础上
,

参考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现

状
,

将西部 12 个省
、

市
、

自治区划分为先进
、

中等和落

后三大类型
。

如下表
:

量上看
,

它们之间的发展可以说是显著不平衡的
。

地区 得优指标数 得中指标数 得差指标数

重 庆 7 1 1

J万人.`盆

76内蒙古

676
ù勺OD2222

,1,1

0
. 口1

20

扭一川夏西西一肃南藏海州四新一宁陕广一云西甘青贵先进类型

中等类型

落后类型

四
、

初步分析和结论

分析上面的数据和测度结果可 以得 出一些 有

意义的结论
:

(一 )根据各指标的得优情况
,

总体上看
,

西部 12

省区
,

先进类型区和落后类型区各占 5个
,

先进类型

区内重庆
,

内蒙古 9个指标中得优就达到了 7个
,

而与

此相对的是
,

在落后类型 区内贵州
、

西藏不但没 有

得优指标
,

而且 9个指标中得差指标分别就达到了8
、

7个
。

中等类型区内
,

只有两个省区
,

相对来说数目也

显得比较少
。

所以可以说
,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差异十分显著
,

从空间来看
,

大体呈现从东到西
,

从

北到南的降序排列
。

(二 )具体到各个类型区
,

在先进类型区内
,

重

庆
、

内蒙古可 以划分为最先进组
,

其余三省 区划分

为先进组
,

但两组之间的差距并不大
,

因此
,

先进类

型区内
,

各
,

省区发展 比较平衡
。

在中等类型区内
,

陕

西得 中指标是最多的
,

在这些指标 中
,

很多都距离

得优指标的上限不远
,

发展潜力很大
。

广西的指标

的情况
,

也是按优 ( 4 )中 ( 3) 差 ( 2) 顺序排列的
,

潜力

也很明显
。 ,

在落后类型区内
,

西藏
、

贵州可以划分为

最落后组
,

其余三省 区划分为落后区 ;从各指标数

五
、

政策建议
面对已划分的西部不同经济类型区经济发展水

平的显著差异
,

要实现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和可

持续发展
,

关键就在于怎样促进落后地区发展
,

缩小

地区差距
、

实现跨越式发展
。

对于不同类型区域
,

应

该采取不同的对策
,

以达到效益优先
,

兼顾公平的原

则
。

最近
,

西部各省市区都纷纷提出了要实现跨越

式发展
。

所谓跨越式发展
,

就是指在一定历史条件

下
,

一些地区
、

一些产业在某些特定时期的高速发

展
。

通常是后发地区对先发地区超常规的赶超行为
。

然而实现跨越式发展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

只有量变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

才能实现真正的跨越
,

而同时跨越式发展也是一个中长期过程
。

因此对经

济水平发展呈现显著差异的西部各省市区来说
,

在

实现跨越这个目标上更要因地制宜
、

量力而行
,

任何

急于求成都是不可取的
。

(一 )对于先进类型区内的各个省市
,

相对于西

部其他省市来说
,

经济基础较好
,

区位优势也 比较明

显
,

实现跨越的条件也更充分
,

因此可以考虑率先实

现跨越式发展
。

在实现这一跨越中
,

主要采用市场经

济的机制和办法
,

辅之以非市场性的优惠政策和倾

斜政策
。

在政府的协调
、

组织
、

动员下
,

放手让企业

干
,

特别是要重视民营企业的发展
,

这一类型区与

中
、

东部地区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民营经济发展水平

上
,

调动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并努力推进市场经济的

发展
,

是这一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
。

(二 )对 于中等类型区内的两个省区
,

其实与先

进类型区的差距也不是很大
,

而且在经济总规模上
,

还占有优势
,

应注重其潜力的开发和后发优势的积

蓄
,

为跨越式发展创造 良好的条件
。

如陕西
,

建国初

期
,

陕西是国家重点建设地区之一
,

改革开放后的建

设和发展
,

使陕西逐步建立了门类 比较齐全
、

基础雄

厚
、

拥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区域工业经济体系
,

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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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二元经济格局
,

既有广大的

贫穷落后地区和开发程度很低的地区
,

如陕北 80 %

的县都是贫困县
,

又有经济比较发达的中心城市
,

特别是省会西安
。

因此
,

当务之急在于主动调整农

业和农村经济结构
,

利用人才优势
,

在农业生产中
,

广泛应用新技术
,

提高科技含量
,

努力改善二元经

济的格局
。

(三 )对于落后类型区
,

大多分布在少数 民族聚

居地区
,

地处边睡
,

经济基础十分薄弱
。

要实现跨越

式发展
,

一条重要的途径在于
,

充分利用优惠政策

和倾斜政策
,

因地制宜
、

积极主动的建立合理 的产

业结构
,

促进经济和生态系统的 良性循环
。

而仅仅

依靠国家的项目投资
,

而又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基础

的支持
,

并不能促进地 区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

因

此
,

要形成有一个活力的产业结构
,

其着眼点就在

于开发 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上
,

开发利用与治

理保护有机结合
,

既发挥资源优势
,

又达到生态资

源的保护
。

为此
,

首先要重视生态农业的建设
,

立足

于当地农林牧资源
,

积极发展投资少见效快 的重点

轻纺工业
,

逐步推进其他工业和第三 产业
,

与此 同

时也要抓好优势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 ;其次重视促

进边境贸易的发展
。

边贸已成为边境地区重要的经

济
、

财政支柱
,

具有
”

利国
、

富民
、

睦邻
、

安邦
”

的重要

地位和作用
。

提高边贸层次的主要手段就在于
: 扩

大政府投资
,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教育 ; 重点

发展具有 比较优势的生物资源开发产业 ;改善创业

环境
,

发挥边境口 岸在经济发展中的增长极作用 ;

通过加强服务功能
,

实现 口岸管理规范化
、

法制化 ;

着力培育市场体系
,

采取政策激励手段鼓励沿海发

达地 区向边境 口岸进行产业转移 ;最后要发展高附

加值特色产业
,

如西藏
、

青海可以发展高寒地 区绿

色植物和珍贵药材
,

保护和发展珍稀药源动物
,

发

展 以自然景色秀美
、

气候条件宜人
、

人与自然和谐

一体为主要特色的旅游业等等
。

(四 )不同类型区在实施跨越式发展过程中
,

要

重视 区际间利益的协调
,

合理分工
,

联合发展
,

以达

到西部地区经济整体跨越的最终 目标
。

由于长期的僵硬的行政区域管理系统人为地把

经济活动束缚在按行政隶属关系的条块之中
,

造成

条块分割
、

互不配合
,

物资
、

技术
、

资金
、

信息等各种

流通渠道不畅
,

使区域分工缺乏必要的条件和保证
。

这就是区域分工
、

区域联合开展不起来的组织根源
。

改革开放后
,

特别是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
,

这一状况有所改变
,

但情况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

阅读

西南 6省区市的
”

十五
”

规划我们会发现
,

这一区域各

个地方确定需要加快发展的产业
,

存在严重的雷同

现象
。

如在资源型产业和传统产业方面
,

6省区市都

将旅游业列为需要加快发展的产业
,

有4个省 (区
、

市 )分别将医药
、

食品列为需要加快发展的产业
,

有 3

个省 (区
、

市 )分别将能源
、

建材列为需要加快发展的

产业
。

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
,

除了西藏
,

其他 5个省区

市都把电子信息和生物工程列为需要加快发展的产

业
,

有 4个省 (区
、

市 )分别将环保列为需要加快发展

的产业
,

有两个省 (区
、

市 )将新材料列为需要加快发

展的产业
。

一般来说在资源优势
、

主导产业
、

生产力发展水

平比较类似和接近的地区
,

单干的思想比较强烈
,

联

合的愿望比较淡薄
。

但实际上这样的区域之间的联

合也同样是必要和有利的
。

一方面
,

类似不等于相

同
,

彼此之间还是有或多或少的差异
,

同样有互补的

作用
,

另一方面
,

此类地区有一些共同的优势
,

也会

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
。

因此
,

把重点放在联合解决共

同性问题上
,

把联合深人到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中
,

通

过水平分工
、

发挥综合优势
,

各方面都能得到好处
,

并提高联合各方在地域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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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41 页 ) 的整合及调控
,

提高社会群体对社会变

革的心理判断和承受能力
。

一要加强民主法治思想

宣传教育
,

扩大主导政治文化 的影响
。

民主法治思

想是我 国现阶段政治思想的主干
,

在政治文化整合

中起着核心作用
。

我们应该顺应经济全球化 的趋

势
,

通过各种形式扩大民主法治思想的宣传教育
,

提高全社会的民主法律意识
,

要把民主法治思想宣

传纳人宣传媒介
、

各级学校教育
、

文化 出版部门
、

各

级干部W T O 培训班的工作 日程
,

使之真正成为我国

现阶段政治文化的主流
。

二要扩大政治沟通渠道
,

调解政治心理
。

政治心理具有影响政治行 为
、

制约

政 治变革
、

影响政治稳定等功能
,

对社会政治实践

有重大的反作用
。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 中
,

由于社会

深层次矛盾更加集 中
,

社会问题 日益突出
,

人们的

政治心理呈现非常复杂的甚至失衡的状况
。

我们应

当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拓宽政治沟通渠道
,

比如

完善政治协商对话制度
、

完善基层民主 自治
、

完善

舆论表达和监督制度等
,

实现政治心理的合理调控
。

三要依法限制非法的政治宣传活动
。

政治文化属于

意识形态的范畴
,

不能用强制力去实行调控
。

但是
,

对于那些非法政治宣传活动
,

在任何社会中都要通

过法律工具依法加以 限制
。

特别是在加人W T O 后
,

对我国的舆论环境要提高忧患意识
,

必要时要依法

限制非法的政治宣传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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