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评价—基于区域差异

的综合分析 

刘丽娟（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昆明 650106） 

【内容摘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和提升区域经济竞争能力的重要手段。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长江经济带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程

度，对于我国经济建设全局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以实证的方式对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情况进行研究，对长江带经济

发展差异进行综合分析，并给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 区域经济差异 发展协调 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长江经济带自东向西连接着我国沿海和内陆，覆盖了超过五分之一的国土，总人口约为6 亿。2013 年我国长江经济带所覆

盖的11 个省市的GDP 总量接近于26 万亿元，占我国GDP 总量的41.2%。有专家预测，到2020 年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所创造的

GDP 总量将占到全国GDP总量的50%。 

2015 年7 月28 日华东师范东大学和长江经济带研究会共同发布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协同发展能力指数”。有关研究

人员认为：该指数聚焦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相互之间的影响能力和对外服务能力，城市的组织能力、对外服务能力和联系强度的

综合评价，具体表现为城市区域协调发展的控制力、影响力和辐射力。研究指出，长江经济带在发展的过程中上海毫无疑问在

协同发展中处于龙头地位；而处于中部地区的武汉、长沙、南昌相互独立，还没有形成合力（李治国，2015）。研究显示长江

经济带不同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还十分低，实现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仍需要长期努力。文中对长江经济带经济协调发展

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当前长江经济带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现象。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必须从加强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优化区域产业布局、打破行政壁垒、形成统一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等方面着手。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一）长江经济带概述 

长江经济带覆盖有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十一个省市，总面积约为205万

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均已超过全国的40%。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在发展的过程中两大战略金融核心区域：江北嘴、陆家嘴

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我国最具影响力和与国际经济关联密切的金融中心。2014 年9 月12 日国务院制定出台了《关于依托黄金水

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长江经济带的长远发展，打造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支撑，是我国政府谋划中国经济新

棋局做出的既有利于当前又助于推动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长江经济带的主要任务是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功

能，在长江经济带建立起立体交通走廊，创新驱动长江经济带进行产业调整和产业升级，创新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新机制，推

动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转型实施的新区域开放开发战略。我国长江经济带的战略定位是建

设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推动长江经济带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协调发展；建设沿海、沿江全面推进的对内外开放地

带。 



 

（二）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指标 

1. 全距。全距也被称之为极差，受到了最大值和最小值的影响。如果设某一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 ymax，ymin，那

么这时全距的计算公式如下： 

 

2. 标准差。标准差也被称之为方差，是统计中测度指标离散程度经常使用的指标。可以假设 i 地区的指标值用 yi 表示，

用 y—表示各个地区指标的平均值，地区数使用 N 表示，那么标准差可以使用以下公式进行计算： 

 

（三）区域经济的相对差异描述指标相对差异指的是测度各总体单位变量值与对应值之间的相应关系。在统计学领域，相

对差异指标具体指的是相对极差、不平衡差以及变异系数和Theil指数四种。 

1. 相对极差。相对极差具体指的是极差的相对值，具体指的是在相同时间内同一类指标当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间的比率，

如果所得到的比值接近于零则表明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十分小，反之则表明区域之间的差异较大。文中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

设 ymax、ymin 为某变量之间的最大值与最小值，那么相对极差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2. 不平衡差。计算中所得到的不平衡差越是接近于 0，则表明区域之间的发展越是接近于平衡，如果所得到的数据越是大，

则表明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性越大。将某一变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用 ymax、ymin进行表示，那么不平衡差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如

下： 

 

3. 标准差系数。标准差系数主要指的是标准差和与其相对应的平均数的比值，主要是用来表示总体各单位标志值之间的离

散程度的相对指标。通过计算获取的系数越小就表明数据离散度越小，得到离散系数越大，则表明离散度也越大。文中设 S 为

变量的标准差，y
—

表示变量的平均数，那么变异系数则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进行表示： 

 

4.Theil 指数。文中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使用 Theil 进行衡量，通过计算最终得到的指数越小则表明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的程度低，得到指数越高则表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度越好。为了方便进行研究，利用 Yi 表示 i 区域的人均 GDP， Y 代

表全区内的 GDP，Pi 为为 i 区域人口数，P 代表这一区域的人口总数。那么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对 Theil 指数进行计算： 

 



 

文中利用 Yij 表示第 i 区域中第 j 市的 GDP，Pij 表示第 i 区域中的第 j 市的人口，计算公式为： 

 

（四）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现状分析在对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以长江经济带区域人均

GDP 作为反映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主要指标，对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情况进行研究（见表1）。 

 

为了能够以更加形象的方式反映出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程度，根据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情况绘制成图，分别如图1、图2 和

图3 所示。 

 

1. 绝对指标测度。通过对图1、图2的分析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的人均GDP全距从2002 年的5622 元逐渐上到2014年的32817 

元，增长了27195 元，标准差从2002 年的1261 元逐渐增长到2014年的7660 元，增加了6399 元，这表明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

中绝对差异比较大。2002-2004 年间，长江经济带绝对差异增长比较明显。而在2002-2012 年间长江经济带绝对差异十分明显，

上升的速度比较稳定。2004-2005 年间的绝对差异比较小，并且其上升的速度也比较慢。2012-2014 年间的绝对差异明显增加，

增长的速度比较快。由此可得知，长江经济带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比较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十分明显。 

2. 相对指标测度。通过对图3 的分析可以看出，2002-2004 年长江经济带人均GDP 的不平衡差在0.65 左右，2005-2006 年



 

长江经济带人均GDP 不平衡差为0.62，2007-2008 年长江经济带人均GDP 不平衡差为0.66 左右，2009-2012长江经济带人均GDP 

不平衡差在0.7 附近，2013 年、2014 年长江经济带人均GDP 不平衡差分别是0.68 和0.67。由此，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2002-2014 

年整体人均GDP 差距较大，并且长江经济带从2002-2012 年人均GDP 总体拉大的同时，从2013-2014 的发展趋势来看人均GDP在

一定程度上有所缩小。但是，从整体上来看，长江经济带不平衡值仍旧比较大，这反映了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

不协调现象。 

通过对图3 的分析还可以得出，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标准差系数和不平衡差系数的波动基本上保持一致。标准差系数在

2002-2004 年在0.39 左右，2005-2006 年在0.36 附近，2007 年为0.39，2008-2012 年处于0.42 附近，2013、2014 年分别是

0.40、0.40， 这表明在2002-2014 年， 其中在经历了2002-2006 年的降低之后，2006-2012 年整体处于上升阶段，2012-2014

年整体有所降低，这表明随着长江经济带经济建设区域间的差距有逐步降低的趋势，区域发展协调成都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

是在总体上长江经济带的区域经济发展仍旧处于不协调状态。从Theil 的发展趋势方面看，其发展的主要趋势与不平衡差和标

准差系数大致相似，总体趋势在经历了下降上升后，总体趋势区域下降。从图3 中的数据可以得出2012 年后Theil 指数持续降

低。这表明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差距在持续下降，但是从整体上看Theil 指数整体上还比较大，这表明长江经济带在区域经济发

展的过程中，区域差距明显存在，区域经济的不协调程度整体上还是比较大。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原因分析 

长江经济带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依旧处于不协调状态的原因错综复杂，就主导因素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区位条件 

区位因素的不同是经济发展存在差异的根源。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占据长江入海口的地理优势，能够与海外形成密切的经

济联系，可以充分利用国外资源、资本、技术与市场等要素，加之该地区沿海与沿江轴线的交汇处，两轴线在产业、政策与资

源等方面的优势在此处得到综合发挥，推动了地区经济的迅猛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境内高山林立，沿江开发难度相对较大，且

起步较晚，百废待兴，与东部地区有明显的经济差距。此外，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也不容忽视，东部地区经济发展会辐射到

中部地区，加之地形优势的存在，决定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要高于西部地区。 

（二）历史基础 

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差异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现实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东部地区为西方列强贸易与

资本输出的主要集中地，这为当地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外，东部地区是旧中国金融机构、重要工厂与其他经济设施的主

要建设区域，对我国经济命脉起到了垄断作用，就连早期铁路建设的两次高潮也都集中于东部，这就决定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

会承担起我国工业基础的主要内容。然而，中西部地区长期从事农产生产，工业与第三产业发展速度缓慢，薄弱的工业基础与

落后的制造业发展决定了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由此可知，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长期发展的

产物。 

（三）基础设施条件 

基础设施条件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保障。东部地区的交通运输能力与电力生产及供应能力在整个长江经济带__

有着明显优势，中西部地区难以与之匹敌，这成为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条件。此外，东部地区经济的发达决定其有足

够的财政能力进行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在此背景下，经济发展环境势必会越来越好，地区经济的发展亦会提速，因而进入一

种良性循环。反之，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既无先天优势条件，又无经济发展与财政资金支撑，有限的基础设施改善能力

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制约，因而陷入了恶性循环。这种“马太效应”的存在致使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协调。 



 

（四）市场条件 

市场条件的优劣直接决定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市场容量广阔，轻工业投资比重高，快速的发展决定

了大量日用消费品在全国市场上的主体地位，加之该地区接近亚太经济圈，拥有广阔的东南亚等市场，提升了自身的经济发展

水平。中西部地区虽然大中型企业比较多，但多以军工企业为主，资源型原材料工业数量少，程度与层次也比较低，很难满足

市场的现代需求。此外，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限制了中西部地区市场容量的扩大，区位因素的存在增加了其与国际市场的联系

难度，致使两地市场条件相对较差，发展速度难以提升。 

除此之外，产业布局与投资导向、政策条件以及人力资本条件等同样是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难以协调的原因。长期的

经济发展差异使得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在经济结构与产业层次上存在明显不同，这种不同反过来又会影响其经济发展速度、投资

效益与经济决策；自20 世纪80 年代始，我国实行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并制定了一些投资与优惠政策，对长江经济带来说就是

加强东部地区投资，政策倾斜推动了东部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相应地也加剧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不协调程度；中西部

地区虽然劳动力丰厚，但素质普遍不高，致使两地区产业多以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为主，竞争力不强，加之人才外流现象

严重，区内培养的高素质人才多向东部与沿海发达地区倾斜，阻碍了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进步与经济发展，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

更加不协调。值得注意的是，长江经济带三大地区初期的差异更多的来源于区位与政策导向，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基础设

施条件、产业布局以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带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影响则变得更大。 

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建议 

首先，加强区域基础设施建设。长江经济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完善的基础设施仅存在于经济带东部经济发展程度比较

发达的地区，而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参差不齐。由于行政区划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缺

乏统一的规划，这严重影响了长江经济带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因此，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不仅要加快中西部地区

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要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统一规划。 

其次，要优化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优化长江经济带产业布局，可以避免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产业同构的现象，

避免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内部产业之间的无序竞争，要发挥区域内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所具有的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

产业，实现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共同促进长江经济带经济的快速发展。 

再次，加强高素质人才培养，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过程中，必须依靠高素质人才作为支撑，培养高素

质人才，推动地区经济发展。长江经济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推动，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必须依

靠专业高素质人才。区域间竞争逐步演变成以经济实力较强的中心城市及周边城市紧密结合的城市群间的竞争（邹琳、曾刚、

曹贤忠，2015）。在我国长江经济带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长江经济带东部地区劳动力素质比较高，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由于

高素质人才流失严重，导致人才的综合素质整体较低，这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长江经济带在推动经

济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推动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 

最后，打破区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的自由流动，缩小经济差距。长江经济带的进一步崛起与协调发展，最

根本的就是要创建跨省市的协调机制（鞠立新，2015）。由于受到行政区域划分的影响，使长江经济带在发展的过程中长期处

于割据的状态之下。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推动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前，各地政府已经逐步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使长江经济带的一体化发展水平有所提高。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当前长江经济带还没有形成内部协调统一发展、外

部统一竞争的发展环境。因此，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的快速发展，要加快推动内部实现一体化进程，实现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内

门户开放、市场准入，确保长江经济带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共同参与到市场分工和市场竞争中，促进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

资金资本的自由流动，使长江各区域能够在竞争中发展，通过发展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实现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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