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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研究 

周 延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本文首先对浙江区域经济进行区块划分，然后对浙江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状和成因进行分析，最

后提出了缩小浙江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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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块划分 

区块划分是区域经济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长期来，浙江有关部门和有关学者主要按市(地)划分进行区域发展研究，其特

点是充分照顾到了行政区划的完整性，较易为各方面接受，工作量也较少。但这一划分显然较粗.不免淹没了大量细节，导致无

法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且由于同一市地的县市之间，自然经济条件差别很大，按这一状况汇总，有可能导致加总数据失真。 

出于分析和研究的方便，在这里借用卓勇良研究员的划分方法，以县为单位把浙江区域经济划分为 5个区块。 

浙江区域经济的 5个区块划分如下(详见表 1-1)： 

 

⑴环杭州湾地区； 

⑵浙中盆地； 

⑶温台沿海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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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浙西南山区； 

⑸浙西北和浙东山区。 

这一划分的特点，在于充分考虑到了各地的自然地理区位特点和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形成的经济区状况。

更重要的是在数据加总时，不致因为个别市县经济指标的畸高畸低，导致加总数据不能准确反映面上情况。不足之处是打破了

以市(地)为单位的行政区划格局，且个别县市较难进行准确划分。 

二、区域间人均 GDP 绝对差距 

人均 GDP①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宏观指标。人均 GDP高表明该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反之，则说明经济发展缓慢。图 1-1显

示 2000—2009年五大区域的人均 GDP时间序列图(X轴表示年份.Y轴表示人均 GDP.单位：元)。 

 

从图 1-1中可看出.五大区域人均 GDP的绝对差距出现逐年扩大之势。历年人均 GDP在五大区域中的排名依次为环杭州湾地

区、温台沿海平原、浙中盆地、浙西北和浙东山区以及浙西南山区。人均 GDP 最高的环杭州湾地区和人均 GDP 最低的浙西南山

区绝对差值由 2000 年的 15629 元扩大到 2009 年的 52716 元，是 2000 年绝对差值的 3.37 倍。总之，区域人均 GDP 绝对差距逐

年增大.两极分化严重，且有恶化的趋势。 

三、区域间人均 GDP 差距的综合分析 

人均 GDP 的标准差 s 和变异系数 v 是研究区域非均衡的基本指数。标准差测量绝对非均衡，变异系数测量相对非均衡；变

异系数越大，则说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差异程度越大，区域间的非均衡性就越大。 

表 1-2列出了 2000-2009年人均 GDP的标准差 s和变异系数 v。 

从绝对差距看.浙江的区域经济绝对非均衡总体呈逐年扩大趋势。五大区域的人均 GDP标准差 s 从 2000年的 5064元增大到

2009年的 17471元，而全省 11个市间的人均 GDP标准差 s则从 2000年的 5191元增大到 2009 年的 17374元。从人均 GDP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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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的变动速度看，区域差距增大的速度呈波动起伏趋向。2000-2001年、2002-2004年以及 2005-2008年五大区域间标准差的增

长幅度较大，2003 年和 2004 年分别达到 18.1%和 20.9%。2001-2002 年、2004-2005 年以及 2008-2009 年增长幅度较小，2009

年减小到 2.5%。 

 

从相对差距看，浙江的区域经济发展亦呈差距扩大趋势。区域间的变异系数呈平稳起伏趋势，且历年五大区域间的变异系

数均大于全省 11 个市之间的变异系数，说明五大区域间的经济发展非均衡大于 11 个市之间的经济发展非均衡。五大区域间的

人均 GDP 变异系数从 2000 年的 0.394 增大到 2001 年的 0.414，2002 年减小到 0.410，2003 年后开始逐年增大，2008 年最高达

到 0.436，2009年略为减少到 0.429。从 2000年到 2009年，五大区域间最小变异系数为 2000年的 0.394，最大变异系数为 2006

年和 2008年的 0.436，中间偶有反复，但是相对差异整体呈逐步扩大的趋势，说明浙江的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已比较严重。 

四、影响浙江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因素 

引起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原因有很多，涉及自然、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本文通过对浙江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综

合分析，结合具体情况，主要从耕地资源、交通区位、人口与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构、外商投资这六个因素来进行

分析。 

本文将运用回归分析法对浙江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成因进行定量分析，从而来评估以上 6 个因素对浙江区域经济非均衡

发展影响的大小。以浙江省五大区域为评价单位，引入 2000-2009年的各区域人均 GDP为因变量(Y)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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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2000-2009年各区域人均耕地面积(X1)、人均客运量(X2)、各区域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X3)、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X4)、

二、三产业产值比(X5)、人均实际利用外资金额(X6)来分别反映耕地资源、交通区位、人口与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产业结

构、外商投资。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RSquare 为 0.977，故该模型是有效的。t分布的双尾显著性概率(Sig.)除自然条件外都小于 0.05，因

而可以认为除自然条件外其它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交通区位、人口与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的

皮尔森相关系数分别为 0.859、0.899、0.962、0.889，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以上因子对区域经济发展有明显促进作用；

产业结构的皮尔森相关系数为-0.388，说明二、三产业产值比与区域经济发展呈负相关，这也可以间接认为第三产业逐渐成为

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加大。 

用逐步回归方法建立的多元回归模型为： 

Y=0.167X2+0.226X3+0.616X4-0.031X5+0.034X6           (1-1) 

因变量 Y与自变量(X2、X3、X4、X5、X6)之间调整后的 RSquare 为 0.973，反映它们之间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其中交通区位、

人口与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的 t统计值分别为 3.216、3.863、6.954，因而可以认为它们的标准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这表明了

交通区位、人口与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是导致浙江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主要因素，而外商投资和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非均

衡发展影响较小，耕地资源对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无明显作用。 

五、缩小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相关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对缩小浙江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1)大力发展欠发达地区科技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把科技教育作为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导力量，促进科技、教

育同经济的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需求对科技进步的导向作用，真正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精神贯彻下去，促进科技成

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为此，必须着眼于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素质，积极发展各级各类教育，特别是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

进一步提高各级各类专业人才拥有量，充分发挥现有人才的作用，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

上来。 

(2)鼓励区域合作，增大发达区域对欠发达区域的支持力度。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人才匮乏是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缓慢的

基本原因。为此.应结合扶贫计划的实施，通过省政府的宏观调控，鼓励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联合与协作，增大发达区域对

欠发达区域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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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技术转让与人才双向流动机制。既选派人才密集地区的优秀人才到欠发达区域进行技术扶贫，又鼓励欠发达区域的人

员到发达区域学习先进的管理方式、思想观念和现代市场意识。 

采取发达区域对欠发达区域的“对口”支援模式，通过长期合作，最终实现区域共同富裕。 

在发达区域筹资，建立欠发达区域开发资金，用于欠发达区域的基础实施建设、优势资源开发与加工增值，延长产业加工

链，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项目建成后再按各区域提供资金比例返回部分原材料与初级产品，达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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