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喀斯特山地区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 
——以贵州省为例 

 

姚晨 魏媛 胡海洋 

（贵州财经大学资源与环境管理学院；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区域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贵州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经济

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由于贵州欠发达和欠开发的省情，省内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差异，区域

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能源供给日益紧张。因此以贵州省为例研究区域内部经

济差异问题及其原因，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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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差异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全国各区域之间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的非均

等化现象。区域经济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保持适度的区域经济差

异对落后地区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以及资源合理流动都有积极作用，但是，如果区域经济差

异过大，就会导致一系列失衡问题，进而对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危害。贵州是喀斯特山

区省份，近年来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经济发展迅速，全省经济总量已经有了明

显提升，但由于省内各个地区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等条件的不同，贵州省内区域经济差异逐渐

凸显。在当前国家实施黔中经济区开发和贵安新区建设的背景下，正确分析贵州省区域经济差

异，对贵州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实现后发赶超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一、贵州省经济发展现状 

贵州省由于地理、历史、民族的原因，经济发展较慢，发展程度较低，致使贵州的经济十

分落后。2013 年贵州人均 GDP 在全国各省市区排名倒数第一，人均 GDP 只有 3 710.78 美元，

仅占排名第一的天津市人均 GDP 的两成；从就业结构上来看，贵州的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比全国

平均水平高了近 15 个百分点；从城市化发展水平来看，贵州现状的城市化水平只相当于全国

2004 年的城市化水平。总的来说，贵州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二、贵州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原因 

(一)贵州省区域经济差异 

帅亮乾通过对贵州省各地区人均 GDP 差异及各地区中心城市 GDP 总值差异进行测度后，发

现各地区人均 GDP 及各地区中心城市 GDP 总值的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均显现扩大趋势。王兵运

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贵州省内各个地市进行分类分析，并将贵州省内各地区划分为三类：贵



阳市属于第一类地区，是全省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六盘水市和遵义市属于第二类地区，各个经

济指标相比于贵阳市约低 1～2 倍，同时具备自身发展必须的经济要素，对外部要素的依赖较

低；贵州省内其他地区属于第三类地区，是贵州省经济塌陷地区，区域经济差异巨大，这些地

区也是造成贵州省经济总体落后的主要原因，协调发展任重道远。 

(二)贵州省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 

1.区位条件与自然条件的差异。区位条件与自然条件的差异是形成区域经济差异的客观因

素。贵阳市作为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强大的区位优势，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加工制造业，形成了结构互补性强、技术关联性高的城市群；六盘水

市则利用自身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发展资源开采及加工型产业，经济发展势头也很强劲；省

内其他地区则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人才和资金缺乏等种种原因，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扩大了贵州省内区域经济的差距。 

2.政策方面的差异。贵州省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心在贵阳，政策的倾斜为贵阳的发展创造了

有利的环境，特别是贵阳高新技术开发区和贵安新区的成立，使贵阳市在争取政策、吸收外资

和先进技术等方面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经济得到飞速发展；毕节市作为“贵州科学发展的

试验田”和“生态文明的示范区”，也得到了很大的政策扶持，有力的推进了毕节地区新型工

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等进程，发展势头良好；而其他地区比如黔南、黔西南、铜仁地区

等则由于政策扶持少，发展速度缓慢，区域经济差异严重。 

3.产业结构的差别。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获得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主要归功于它拥有有利

的产业结构。因此，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的不同将直接决定其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以 2011 年

为例，省内发达地区贵阳(三次产业结构之比为 6.5∶46.7∶46.8)、六盘水(7.2∶58.5∶34.3)

产业集中在工业，而且第三产业也相对比较发达，产业结构比较合理，而省内落后地区比如铜

仁地区(38.2∶26.1∶35.7)、黔南地区(27.2∶41.3∶31.5)，农业所占比重都过大，工业基础

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4.人口素质的差别。总的来看，贵阳市和遵义市因为高校发展良好，人口素质较高、人力

资源相对丰富，具有较强的学习意识和创新精神；而黔南地区作为传统的少数民族聚集区，人

口素质偏低，思想封闭，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贵州省内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路径选择 

由于省内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因此必须结合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有针

对性地选择合适的区域协调发展路径。 

1.第一类地区协调发展路径选择。以贵阳市为代表的第一类地区，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

，一方面要注意继续充分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利用人力资源相对丰富和国家政策扶持的因素

，继续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又要带动省内其他地区经济发

展，利用其他地区自然资源及文化资源多的特点，启动这些地区资源开采及文化旅游产业的发

展。 



2.第二类地区协调发展路径选择。以遵义市、六盘水市为代表的第二类地区，自然资源比

较丰富，同时在劳动力、资本、技术方面也有一定基础。考虑到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依然不高

、带动性不强的现实，在协调发展的过程中，主要还是依靠支柱产业和特色产业要加快自身的

建设发展，缩小自身与贵阳市的差距，同时要注意协调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

可持续发展。 

3.第三类地区协调发展路径选择。贵州省内第三类地区基数大，基础差，是提高贵州总体

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对于这些地区，摆脱贫困是他们的首要目标，具体来说，就是逐步缩小

与省内其他地区各项经济指标的差距，在人均 GDP、GDP 总量等指标上面，争取用十至十五年

的时间，提高到与贵阳相差两倍左右。第三类地区多属于少数民族聚集区，人才、资本、技术

都比较稀缺，而且生态环境脆弱，不适宜发展重工业产业，要实现协调发展主要还是要依靠自

身文化旅游和自然资源旅游产业带动，在开发旅游资源的同时，注意配套设施的协同发展，将

旅游区开发成及旅游、购物、吃住一体的综合服务区。这样由点及面才能实现经济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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