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１－１１－１５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调整区域经济结构促进国土开发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１０ＺＤ＆０２３）；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构建中国国土空间开发新格

局”（１２ＸＮＨ２００）
［作者简 介］　年　猛 （１９８３—），男，安 徽 宿 州 人，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区 域 与 城 市 经 济 研 究 所 博 士 研

究生；
孙久文 （１９５６—），男，北京市人，中国人 民 大 学 区 域 与 城 市 经 济 研 究 所 教 授，经 济

学博士。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变化研究

年　猛 　孙久文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提　要］　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区域经济战略转变和新规划实施，中国区域空间

结构的变化，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经济活动在区域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对区域

经济增长和发展差距变动的影响。笔者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和新规划的实施打破了自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空间格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相对均衡的发展

时期。
［关键词］　空间结构；区域规划；区域差异；空间集聚与扩散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９６Ｘ （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８９－０８

一、序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从不平衡发展到协

调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我们一般把这

期间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向东

部沿海地 区 倾 斜 的 不 平 衡 发 展 阶 段 （１９７９—１９９０
年）、区域 协 调 发 展 战 略 启 动 阶 段 （１９９１—１９９８
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全面实施阶段 （１９９９年至

今）。［１］并且从２００５年至今，中央政府陆续推出了

一系列以促进区域发展为目的的新规划，通过区域

政策的实施 使 一 部 分 基 础 和 条 件 好 的 地 区 加 快 发

展，形成具有带动作用的增长极，成为宏观经济发

展的发动机。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不断演变和

新规划的实施，中国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也呈

现出新的特征。

区域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性 （或者

说经济活动具有空间结构性特征），是我们研究现

实经济无法回避的问题。离开对现实经济空间维度

的考察，就 不 可 能 完 整 地 理 解 经 济 活 动 的 空 间 集

中、产业集聚、区域经 济 增 长、城 市 化 等 现 象。［２］

本文着重从 经 济 活 动 的 空 间 集 中 和 产 业 集 聚 的 角

度，采用国家 “十一五”规划中的四大区域的划分

方法，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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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过程，并揭示其变化的规律性及其内在动力机

制。其中，四大区域的划分为：东 部 板 块：北 京、
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

东、海南、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中部

板块：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西

部板块：重庆、四 川、贵 州、云 南、西 藏、广 西、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东北板

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二、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态势

由于中国各区域资源禀赋等分布不均等，经济

发展存在 明 显 的 区 域 差 异 性。尤 其 是 改 革 开 放 前

期，中国地 区 经 济 增 长 速 度 呈 现 不 平 衡 的 增 长 态

势，但是随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适时转变，区域增

长率差异整体开始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图１）。

图１　中国四大区域ＧＤＰ增长率差异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数据计算而得。

改革开放初期 （１９７９—１９９０年），中国实施向

东部沿海地区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东部地区在政

策的支持下和本身具有的区位优势以及工业基础的

支撑下，经济增 长 速 度 远 远 高 于 其 他 区 域 （见 表

１），但是由于这期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还在处于探

索阶段，所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区域增长率差异

变动的幅 度 较 大 （见 图１）。在 中 国 市 场 经 济 体 制

的促进下，从１９９１年开始，东部沿海地区 逐 渐 拉

大了与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差距。从表１我们可

以看出，１９９１—１９９８年，东 部 沿 海 地 区 经 济 增 长

率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改革开放初期东

部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正是看到了东部地区与

其他区域经济增长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政府

开始关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从１９９９年开始，
在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

略的实施下，东部与其他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差距逐

渐缩小。东 部 地 区 的 相 对 增 长 率 也 由１９９１—１９９８
年 的１．２５，下 降 到 了 “十 一 五”期 间 的 ０．９７。

２００８年开始，随 着 中 国 区 域 协 调 发 展 战 略 的 深 入

实施和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东

北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首次超过东部地区，打

破了长期以来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较快而其他地区经

济增长较慢的不平衡格局，四大区域之间的经济增

长 率 的 变 差 系 数 也 由 １９９９ 年 的 ０．１０２ 下 降 到

了０．０３６。

表１　 １９７９—２０１０中国四大区域ＧＤＰ增长率变化

年份
增长率 （％） 相对增长率 （以各地区平均增长率为１）

全国 东部 东北 中部 西部 东部 东北 中部 西部

１９７９—１９９０　 ９．１　 １０．１　 ８．１　 ９．１　 ８．９　 １．１２　 ０．９０　 １．００　 ０．９８
１９９１—１９９８　 １１．１　 １４．２　 ９．４　 １１．３　 １０．４　 １．２５　 ０．８３　 １．００　 ０．９２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　 ９．３　 １１．７　 １０．１　 １０．４　 １０．７　 １．０９　 ０．９４　 ０．９７　 １．００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　 １１．２　 １２．８　 １３．６　 １３．１　 １３．３　 ０．９７　 １．０３　 ０．９９　 １．０１
１９９９　 ７．６　 ９．９　 ８．０　 ８．１　 ８．６　 １．１５　 ０．９２　 ０．９４　 １．００
２００６　 １２．７　 １４．０　 １３．８　 １３．０　 １３．２　 １．０４　 １．０２　 ０．９６　 ０．９８
２００７　 １４．２　 １４．８　 １４．４　 １４．６　 １４．３　 １．０２　 ０．９９　 １．００　 ０．９９
２００８　 ９．６　 １１．４　 １３．７　 １２．３　 １２．６　 ０．９１　 １．１０　 ０．９８　 １．０１
２００９　 ９．２　 １１．２　 １２．７　 １１．６　 １２．５　 ０．９３　 １．０６　 ０．９７　 １．０４
２０１０　 １０．３　 １２．８　 １３．５　 １４．０　 １３．７　 ０．９５　 １．００　 １．０４　 １．０１

说明：由于地区与全国统 计 数 据 口 径 的 不 一 致 以 及 可 能 存 在 的 误 差 等 原 因，各 地 区 ＧＤＰ增 长 率 并 不 一 定 等 于 全 国

ＧＤＰ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０９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三、新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区域经济

活动的空间结构变化

（一）区域整体经济 活 动 及 工 业 空 间 分 布 的 新

趋势：从集聚到扩散

　
①　本文用克鲁格 曼 空 间 基 尼 系 数 来 衡 量 我 国 整 体 经 济 活 动 及 其 产 业 地 理 集 中 的 演 化 趋 势。计 算 公 式 为：Ｇｉｎｉｉ ＝
１

２　Ｎ２　Ｓｋ∑
Ｎ

ｉ∑
Ｎ

ｊ
Ｓｋｉ －Ｓｋｊ 。式中，Ｇｉｎｉｉ 表示空间基尼系数；Ｎ 为地区总数；Ｓｋ 表示行业ｋ在各 地 区 间 的 平 均 份 额（在 本 文，ｋ

指ＧＤＰ）；ｉ和ｊ分别表示两个不同的地区；空间基尼系数值在０－１之间变化，取值为０，表示经济活动或产业分布完全均衡，若
取值为１则表示该产业或经济活动完全集中在一个地区。

“十一五”期 间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中 国 工 业

的空间分 布 呈 现 出 扩 散 的 趋 势，地 理 集 中 度 也 由

２００６年的０．４７６下降到２０１０年的０．４４２，降 幅 达

７．２％。在工业活动扩散化趋势的影响下，中 国 整

体经济活动也从２００６年开始打破以往经济活动不

断集聚的趋势，开始呈现出空间扩散的特征 （见图

２）。［３］［４］

图２　１９７９—２０１０年中国整体经济活动及其

产业地理集中①演化趋势

资料来源：通过中经网、国 研 网 数 据 库 和 《新 中 国 五

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计算得出。

结合图３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工业发展的空间

格局呈现出明显的 “北上西进”的新趋势，即工业

开始由东部地区向东北和中西部转移。由于工业化

进程还远未结束，中国整体经济活动也 “跟随着”

工业的分布呈现出由东部地区向北部环渤海区域和

东北地区以及中西部地区转移扩散的新趋势。中国

的整体经济布局正在由过去各种经济要素和工业活

动高度向东部地区集聚的趋势，逐步转变为由东部

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扩散的趋势，表

明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效果开始逐步显现，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重要 “转折”期。

图３　中国四大区域工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与 “十五”期 末 相 比，截 至 “十 一 五”结 束，
东部地区工 业 增 加 值 所 占 全 国 比 重 由５９．７％下 降

到５２．９％，降幅 达 到６．８个 百 分 点；东 北 地 区 只

上升了０．２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提升了

２．９和３．７个百分点。对于这种产业转移，可以从

以下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一方面是，随着中国区域总体发展战略的深入

实施，在国家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支撑下，东北和中

西部地区的投资增长明显加快。

另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随着产业向东部沿

海地区尤其是向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不断聚集，导

致各种生产要素成本大幅度提升，土地、能源等供

应趋于紧张，资源和环境承载力不断下降。同时，
由于东部地区大部分企业属于外向型制造业，在欧

美等国家陷入美国 “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萎

靡不振的 “泥沼”的背景下，这些外向型企业面临

外部需求大幅度减少并且短期无法恢复的局面。在

面临外部需求萎缩、内部要素成本上升以及一些东

部沿海省份为了加大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力度，东

部地区纷纷提高市场准入门槛，由此导致一部分劳

动和资源密集型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并且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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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在政策和资金上的全

方位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投资环境得到

了较大的改善，也吸引了东部地区一些企业向该地

区转移。
（二）服务业的集中化趋势及其影响

“十一五”期间，随着工业由东部向其他区域

扩散转移，东部地区ＧＤＰ占全国比重由２００５年的

５５．５％下降到５３％，降 幅 仅 为２．５个 百 分 点，而

同期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降幅为６．８个百

分点。可见，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转移并未改变东

部地区依然是中国经济活动中心的地位，这主要得

益于服务业不断向东部地区集聚。［５］

从１９９２年开始，随着中国社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体制的确立，服务业开始加速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

（见图４），虽 然２００８年 美 国 “次 贷 危 机”引 发 的

全球金融危机对东部地区的现代服务业产生了一定

的冲击，但它没有改变中国服务业活动整体向东部

地区集聚 的 趋 势。２０１０年，东 部 地 区 服 务 业 增 加

值占全 国 比 重 为５８．３％，较１９９２年 增 长 了１０．２
个百分点；中部和西部地区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国比

重分别为１６．９％和１７％，较１９９２年 分 别 下 降 了

１．９个百分点和４．６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则下降了

３．７个百分点，达到７．８％。
可见，服务业已经取代工业成为东部沿海地区

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这也是东部地区产业结构不

断高级化的必然进程。由于东部地区已经进入了工

业化后期，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是东部地区经济转

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重要内容，也是东部地

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增长点，而中国整体服务

业向东部地区集聚的趋势，为 “东部率先发展”的

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顺利实施提供了现实基础。
（三）资源配置的新变化

１．主要规划的区域分布。２００５年以来，特别

是从 “十一五”末期开始，中央政府批准或批复了

较多的区 域 规 划，其 中 出 台 的 国 家 层 面 的 区 域 规

划，主 要 包 括 两 类：一 类 是 “综 合 配 套 改 革 试 验

区”规划，一类是 “国家战略层面区域规划”。
由表２可以看出，近期批准或批复的区域规划

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可见东部沿海地区依然

是目前中央政府通过区域规划或区域政策调控的主

图４　中国四大区域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国比重的变化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要区域。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

始于东部地区，经过３０多年快速发展，东部绝大

部分地区已经或即将进入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调整

期，由区域经济发展周期规律可知，东部沿海地区

若不明确合理发展方向和适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

升级，就有 可 能 由 发 达 区 域 因 膨 胀 而 沦 为 萧 条 区

域；另一方面，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其经济总量依然

占据了全国的 “半壁江山”，东部沿海地区无论是

萧条还是衰退对整个中国的发展都会产生极大的负

面影响，因此，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经济发

展陷入困境，依据中国整体发展的要求，批准并实

施东部沿海地区部分区域规划，有利于这些区域顺

利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从而继续带动中国整

体经济的进一步增长。［６］

２．投资空 间 分 布 的 变 化。由 表３可 以 看 出，
从１９９９年开始，东部沿海地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占全国比重不断下降，而其他三大地区的投资额

占全国的份额则不断提升。从投资增长速度来看，
“十一五”时期，中部、西 部 和 东 北 地 区 投 资 增 长

较 “十五”期间明显加快。中部地区５年累计完成

投资１９８　０８４亿元，年均增长３１．６％，比同期全国

投资增速高６．１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为１９７　７５８亿

元，年均增长２８．２％，比同期全国投资增速高２．７
个百分 点；东 北 地 区 达 到９７　６１３亿 元，年 均 增 长

３２．９％，比同期全国投资增速高７．４个百分点；东

部为４０８　７６７亿元，年均增长２０．１％，低于全国投

资增速５．４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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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１年中央政府批准或批复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区域规划

区域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区域规划

东部

《上海浦东新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 （２００５年６月）、 《天 津

滨海 新 区 综 合 配 套 改 革 试 验 区》
（２００６年６月）、 《深 圳 综 合 配 套

改 革 试 验 区》（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义乌市 国 际 贸 易 综 合 改 革 试 点》
（２０１１年３月）

《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 关 问 题 的 意 见》、 《关 于 进 一 步 推 进 长 江

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区 改 革 发

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

区的若干意见》、《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黄河三

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意见》、《国务院关于

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 心 和 国 际 航 运 中

心意见》、）、《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

划》、《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

东北
《沈阳经济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２０１０年４月）

《辽宁沿海经济带 发 展 规 划》、 《中 国 图 们 江 区 域 合 作 开 发 规 划 纲 要———以 长

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 地 区 等 老 工 业 基 地 振

兴战略的若干意见》

中部

《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为全

国资源节 约 型 和 环 境 友 好 型 社 会

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２００７
年１２月）、《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

济综 合 配 套 改 革 试 验 区》 （２０１０
年１２月）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皖 江 城 市 带 承 接 产 业 转 移 示 范 区 规 划》、 《长 株

潭城市群区域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

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

西部

《成渝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 （２００７年６月）、 《重 庆

两江新区规划》（２０１０年８月）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 《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 《广西北部湾

经济区发展规划》、《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成渝

经济区区域规划》、《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 社 会 又 好 又 快 发 展 的

若干意见》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文件整理。

可见，目前中国已经形成四大区域投资协同发

展的局面，这种相对协调的区域投资格局，也成为

东部地区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向东北和中西部转移的

推动力。

表３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中国四大区域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占全国比重的变化 （％）

　时间

地区　

１９９９
年

“十五”

时期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东部 ５６．９　５４．９　５１．３　４８．９　４６．６　４４．５　４１．９
东北 ８．５　 ８．６　 １０．２　１０．８　１１．７　１１．５　１０．１
中部 １７．１　１７．３　１８．７　１９．９　２１．０　２１．９　２６．１
西部 １７．６　１９．２　１９．９　２０．４　２０．８　２２．２　２１．９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计算。

３．劳动力就业空间分布的变化。虽然 东 部 地

区近几年面临着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放缓以及

工业化进程 带 来 的 生 态 环 境 遭 到 破 坏 等 一 系 列 问

题，但是相比较其他三大区域，东部地区仍然是中

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社会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
因此，尽管从１９９９年开始中国政府陆续推出了西

部大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地区依然是劳

动力流入的 主 要 区 域 （见 图５）。与１９９９年 相 比，

２０１０年东部地区劳动力总就业占全国比重增加３．３
个百分 点，达 到３８．２％；中 西 部 地 区 则 分 别 下 降

１．５个 百 分 点 和１．３个 百 分 点，达 到２７．３％和

２７．７％；东北地区则下降了０．５个百分点，劳动力

占全国比重为６．８％。

图５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中国四大区域劳动力总

就业占全国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计算。

从工业劳动力就业的区域空间分布来看，东部

地区工业劳动力就业占全国比重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呈

现下降趋势，中西部地区工业劳动力占全国比重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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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０６年开始逐年增加，而东北地区则不断呈现

下降的态 势 （见 图６）。东 部 地 区 工 业 劳 动 力 就 业

呈现下降的趋势，一方面是因为其部分工业尤其是

制造业向中西部进行转移的同时，也转移了部分的

工业 劳 动 力，这 也 是 中 西 部 地 区 工 业 劳 动 力 从

２００６年开始逐 年 增 长 的 主 要 原 因；另 一 方 面 是 因

为东部沿海 地 区 在 外 部 需 求 环 境 不 断 恶 化 的 背 景

下，其部分外销型制造业企业逐渐转型为内销型企

业，这样的转型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减

少就业规模方面。［７］而东北地区工业劳动力就业逐

年下降的趋势说明东北地区老工业的振兴还面临着

很大的困难。

图６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中国四大区域工业

劳动力就业占全国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计算。

由图７我们可以发现，东部地区服务业劳动

力就业占全国的比重呈现上升的趋势，而其他三大

区域的服务业劳动力比重则逐年下降。这与服务业

增加值的空间分布高度吻合，服务业活动不断向东

部地区集聚的同时也促使东部地区劳动力市场规模

的扩大，从而弥补了东部地区由于工业向中西部地

区转移而对 劳 动 力 市 场 规 模 的 减 少 效 应。２０１０年

东部地区服务业劳动力就业占全国比重为４１．２％，
比１９９９年增加２．９个百分点，而同期的中 部 和 西

部地区服务业劳动力就业占全国比重分别下降了２
个百分点和０．２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则下降了０．７
个百分点。

四、新规划实施以来中国区域

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

随着中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格局被打破、整

图７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中国四大区域服务业劳动力

就业占全国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计算。

体经济活动呈现出新的空间格局以及产业转移呈现

出新的特征，中国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在不断发

生变化。
从图８可 以 看 出，１９７９—１９９０年，中 国 四 大

区域人均ＧＤＰ之间的相对水平基本保持不变。但

是从１９９１年开始，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推动之

下，东部地区与其他区域人均ＧＤＰ相对水平开始

不断扩大，而其他三个区域人均ＧＤＰ相对水平都

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其中东北地区降幅最大，人均

ＧＤＰ相对 水 平 从１９９０年 的１１５下 降 到２００６年 的

９７，中西部地区人均ＧＤＰ相对水平则基本保持不

变。随着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以及新规划的实施，从

２００６年开始，四大区域之间人均ＧＤＰ差距开始呈

现逐年缩小的趋势，其中东部地区人均ＧＤＰ相对

水平逐年下降，而其他三大区域人均ＧＤＰ相对水

平则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图８　中国四大区域人均名义ＧＤＰ相对水平

说明：各板 块 的 相 对 水 平 是 以 各 地 区 平 均 水 平 为

１００计算而得。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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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省际相对差距 来 看，从２００３年 以 后，中 国

省际人均实际ＧＤＰ变异系数开始缓慢下降，而在

“十一五”末期，这种下 降 趋 势 则 比 较 明 显 （见 图

９）。从下降 幅 度 来 看，２０１０年 中 国 省 际 人 均 实 际

ＧＤＰ变异系数比１９９９年要低９．２％，比２００３年低

１５．１％。［８］

图９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中国省际人均实际ＧＤＰ相对差距变化

说明：人均实际ＧＤＰ加权变异系数，是以１９７９年为

基期使用 各 省 （市、自 治 区）人 均 ＧＤＰ指 数 进 行 缩 减

后，按人口进行加权计算。［９］

资料来 源：中 经 网、国 研 网 数 据 库 和 《新 中 国 五 十

年统计资料汇编》。

再从省际绝对差 距 来 看，从２００８年 开 始，即

在 “十一五”末期，省 际 人 均ＧＤＰ绝 对 差 距 也 开

始呈现下降的趋势 （见图１０）。由此可见，无论是

从相对差距还是从绝对差距来看，中国区域经济发

展差距逐渐缩小的态势开始显现。如果这种态势能

够持续下去，则表明中国的区域发展由不平衡发展

进入到相对均衡发展的时期。

五、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１．新规划 的 实 施，使 自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的 中 国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空间格局被打破，“十一五”
末期，东部地区ＧＤＰ增长速度首次低于其他地区，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用开始显现。同时，区域之间

的发展差距呈现出缩小的态势，中国的区域经济发

展已经进入到相对均衡发展的时期。

图１０　１９９９—２０１０年中国省际人均实际ＧＤＰ绝对差距变化

资料来源：中经网、国研网数据库和 《新 中 国 五 十 年

统计资料汇编》以１９７９年 为 基 期 进 行 价 格 指 数 缩 减 后 计

算得出。

２．虽然近几 年 东 部 地 区 全 社 会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增速低于其他地区，而且其投资占全国比重也呈现

下降的趋势，但是其依然获得了大量的政策资源和

劳动力资源。随着新规划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指导作

用开始逐步显现，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将由过去

过多依赖外部环境的支撑向内生性、集约型的发展

方式转变。

３．整体经济 活 动 不 断 向 东 部 沿 海 地 区 集 聚 的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随着工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的转移而被打破，但是由于自１９７９年以 来，服 务

业不断向东部地区集聚的趋势并未改变，这也对东

部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提供了主要原动力，
东部沿海地区依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 “重心”。

总之，随着新规划的深入实施，中西部和东北

地区将会获得极大的增长动力，东部沿海地区也会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

级并获得新的经济增长动力，未来将形成 “集中均

衡式”的区域空间结构。

参考文献

［１］魏后凯 ．改革开放３０年中国区域经济的变迁 ［Ｊ］．经济学动态，２００８，（５）．
［２］刘勇 ．区域空间结构演化的动力机制及影响路径探讨 ［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９，（６）．
［３］Ｍ．Ａｍｉｔｉ，Ｍ．Ｗｅｎ．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Ｐ．Ｌｌｏｙｄ，Ｘ．Ｚｈａｎｇ．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Ｌｏｎｄｏｎ：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２００１．

［４］文玫 ．中国工业在区域上的重新定位和聚集 ［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４，（２）．
［５］陈建军，陈国亮，黄洁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Ｊ］．管理世界，２００９，（４）．

５９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６］张可云 ．区域规划频繁出台的背景与趋势 ［Ｎ］．中华工商时报，２０１１－０９－２２．
［７］邵敏，包群 ．出口企业转型对中国劳动力就业与工资的影响 ［Ｊ］．世界经济，２０１１，（６）．
［８］Ｊ．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１９６５，（１３）．
［９］王志江，胡日东 ．修正加权变 异 系 数：度 量 收 入 分 配 平 等 程 度 的 有 用 指 标 ［Ｊ］．数 量 经 济 技 术 经 济 研 究，２００６，

（６）．

（责任编辑：王碧峰）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ＮＩＡＮ　Ｍｅｎｇ　ＳＵＮ　Ｊｉｕ－ｗ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Ｒｅｎ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７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ｗｈｉｃｈ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
ｉｅｓ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ｔｒｅｎｄ，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ｏ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ｇａｐ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ｎｅｗ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ｈａｄ　ｂｒｏｋｅｎ　ｔｈｅ　ｕｎｅｖｅｎ　ｓｐａ－
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ｓｉ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ｄ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ｕ－
ｓｉｏｎ

６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