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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其成因，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6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湖南省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经济发

展差异进行定量研究，提出了协调湖南城市经济发展差异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湖南省；经济差异；主成分分析；定量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区域个性、差异分析及区域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研究的经典内容。近年来，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

问题日益突出，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有逐年加大的趋势。区域经济差异过大，不仅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有可能

成为引起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应引起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重视。 

湖南省地处我国中部地区， 是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及联结东、西部地区的重要桥梁和纽带， 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

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湖南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已经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

如何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湖南省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极核， 最为直接

地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态势， 是区域经济研究者关注的焦点， 因此， 本文以湖南省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主

成分分析法， 定量分析湖南城市经济发展差异， 期望对湖南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 湖南省城市经济发展差异的主成分分析 

1.1 构建指标体系 

结合湖南省城市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本着科学性、可比性、典型性、可获取性的基本原则， 选取 3 类 8个单项指标构成

湖南省城市经济发展差异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其中，人均 GDP（X1）、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X2）、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

（X3）， 用来反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实力和产业结构高度；非农业人口（X4）、社会消费零售总额（X5）反映城市化水平

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 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占 GDP 比重（X6），反映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投资环境；电信业务收入（X7）、

货运总量（X8）， 反映城市科技信息网络水平和城市与外界的联系程度， 上述指标体系能够客观、科学地反映湖南省城市经济

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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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数据来源与标准化 

（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取。指标数据来源于2006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具有较高的可信度。选取长沙、株洲、湘潭、衡

阳、邵阳、岳阳、常德、张家界、益阳、郴州、永州、怀化、娄底等13个地级市（湘西州吉首市为县级市人口、经济规模偏小，

因此，此处未作比较）作为研究样本，进行比较研究。 

（2）原始数据的标准化。原始数据标准化的方法很多， 主要运用极差值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X、Xmax、Xmin、X′分别代表原始数据初始值、最大值、最小值和标准化值。 

1.3 主成分分析过程 

因子分析法就是用少数几个因子来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 以较少几个因子反映原始资料的大部分信息的统计学

方法。利用因子分析技术，对2005年的数据矩阵进行处理， 根据其特征根分布特点（碎石图），可判断选取3个主因子比较合

适，其累积方差达到90.567%，能够解释全部信息量的近91%。 

利用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各个成分的特征根、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见表2）和主成分载荷值（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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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主因子———经济综合实力。第一主因子特征值达到3.420， 贡献率达到42.746%，该因子与人均GDP、城市固定

资产投资额、非农业人口、人均电信业务收入、货运总量呈高度相关性。它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经济的综合发展实力，因此，可

以把它归纳为经济综合实力。 

（2）第二主因子———投资环境。第二主因子贡献率达到30.306%， 该因子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占GDP 比重、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呈高度相关性。它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和商业情况，因此，可以把它归纳为投资环境。 

（3）第三主因子———产业结构高度。第三主因子贡献率达到 17.515%， 该因子与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呈高度相关性。

它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经济的产业结构水平，因此，可以把它归纳为产业结构高度。在表 3 的基础上，可计算出第一、二、三主

成分在各城市经济发展的得分， 再按照三个主成分的贡献率即可得出综合得分（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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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湖南省城市区域经济差异特征 

（1）城市区域经济差异显著。长沙作为湖南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优势相当突出，从主成分综合得分来看，长沙（1.922）

与排在最后一位的永州（-0.428） 相距甚远，即使与排在第二、三位的株洲（0.131）、湘潭（0.142）差距也相当显著。 

（2）从地理空间分布格局来看，呈现出“湘中＞湘东＞湘西” 的城市经济发展格局。经济发达城市主要集中在湘中地区， 

经济较发达地区集中在湘东地区， 而经济欠发达城市主要集中在湘西地区。 

2 湖南省城市经济发展差异的类型划分 

依据综合得分可以把湖南省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经济发达、经济较发达和经济欠发达3 个基本类型（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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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经济发达类型 

该类型包括长沙、株洲、湘潭和岳阳四座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主成分综合得分均大于 0，远高于其他城市。长沙作为省会

城市其经济极化作用相当明显，而株洲、湘潭是三线建设中重要的工业中心城市，岳阳作为湖南的新兴工业城市，近些年来社

会经济增长相当明显。2005 年四城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 1 

658.372 亿元、1 554.373 亿元、889.273 亿元、868.227 亿元， 分别占全省 13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38.35%、38.62%、40.98%、

41.21%， 城市经济发展绝对水平远高于其他城市，为湖南省经济中心区域。 

2.2 经济较发达类型 

该类型包括衡阳、郴州和常德。衡阳是湖南省老工业基地， 近些年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趋缓，逐渐被岳阳、常德等新兴工业

城市超越，2005 年其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市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为126.385 亿元、148.719 

亿元、66.06亿元、52.088 亿元，落后于岳阳（282.474 亿元、465.046 亿元、122.266 亿元、75.813亿元） 和常德（255.826 

亿元、215.685 亿元、74.826亿元、60.093 亿元）。作为湖南“南大门”的郴州（127.317 亿元、124.735 亿元、79.951 亿

元、61.645 亿元）借助靠近广东的区位优势， 经济发展也较为迅速，部分经济绝对指标已经超过衡阳。 

2.3 经济欠发达类型 

该类型包括怀化、张家界、娄底、益阳、邵阳、永州。该类型城市主要分布在湖南省社会经济发展较慢的西部地区。怀化、

永州分别与贵州、广西交界， 区位优势相对较差，城市规模、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偏低。截至2005 年，6 城市市辖区非

农业人口分别为23.59 万人、14.38 万人、41.87 万人、33.12 万人、28.65 万人、28.74 万人。 

3 协调湖南省城市经济差异的对策 

3.1 强化长株潭城市群辐射和带动作用 

抓住长株潭城市群获批为“两型社会国家级试验区的机遇，加快体制改革，进一步发挥其核心增长极的中心辐射作用，带

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促进湖南经济的全面发展。长株潭城市群既是湖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也是带动湖南省区域经济

快速增长的引擎， 但是目前区域经济发展规模偏小， 城市间区域经济协作机制不完善， 行政区经济的痕迹相当明显， 产业

生产、消费网络空间并没有形成，还处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初阶段， 其辐射和带动作用有限。强化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经济带

动和辐射作用的关键就在于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建立完备的协作、互动机制，明确城市的功能和产业定位， 构筑完善的城市

产业网络。长沙作为最具潜力的产业增长中心，应以第三产业为重点，加快发展商贸、金融、运输、科技、教育、文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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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等产业，着重构筑现代科教中心、商贸中心、文化中心及信息中心， 发展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 株洲作为有

基础优势的工业中心，应依托自身的交通中心地位，增创工业新优势， 重点改造提升有色冶金产业、轨道机车及车辆产业、化

工原料产业、建材产业，培育发展新材料、医药保健制品、先进制造技术和环保节能降耗等高新技术产业； 湘潭要加速传统工

业产业的优化升级， 力争建成一个新型的加工工业和精细化工工业中心，形成国内领先，且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实力的城市群， 

从而带动湖南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2 培育地方特色产业集群 

大量经验表明， 地方产业集群或地方企业集群正在推动着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国外的“硅谷”、“128”公路以及“第

三意大利”； 国内浙江省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无一例外地体现了集群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湖南省地域广阔，地理

条件千差万别，如中、北部地区为丘陵、洞庭湖平原地区，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十分有利于工农业发展， 而欠

发达地区的西部地区多丘陵、低山，交通不便、能源缺乏、工农业经济基础薄弱，但山川秀丽，少数民族集聚，旅游资源极为

丰富，因此，需针对不同区域的资源优势， 结合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 积极实施不同的区域产业集群政策， 从资金和政策

上扶持地方产业集群发展，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是缩小城市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途径， 如湘中长沙———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株洲、湘潭———重化工业、制造业集群，岳阳———石化产业集群以及大湘西张家界、吉首———旅游、微生物发酵产业集

群， 继续做大做强民族特色产业集群，构建和谐社会。 

3.3 制定适宜的城市经济发展政策 

缪尔达尔（Myrdal） 的“累积因果循环”、纳克斯（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弗里德曼（J·Friedman）的“核心

———边缘”等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学说， 固然有夸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嫌， 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不

平衡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就湖南省来说，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省情， 关键是各级地方政府如何制订适宜的区域经

济发展政策，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按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湖南各城市的经济差异很有可能

进一步加剧，湘东城市地处京广铁路沿线， 具有与经济发展的天然优势，容易与港澳、珠三角地区经济对接。因此，在经济布

局上，必须继续实行倾斜发展，走非均衡发展的道路，即把有限的投资集中到经济效益高的部门或区域， 尤其是具有较大乘数

作用的部门或区域， 从而达到规模经济和加速经济总体发展的目标。发挥长株潭城市群的区位、人才、资金、信息优势，积极

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 而在其他偏远地区则积极扶持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 实施区域差异化发展的城市经济发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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