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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地区经济差距及变化趋势实证分析 
 

蓝晓宁  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至 2012 年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全国排名第四，

但地区经济差距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使用极差、标准差、变异系数、RHL值和泰尔指数等指标分析浙江地区经济

差距及变化趋势，认为 1990 年以来，浙江省地区经济差距较大，并且处于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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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浙江省经济快速发展，1979—2012年浙江省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 12.7%，2012年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达 34 

665.33亿元，仅次于广东省、江苏省和山东省，全国排名第四，占全国 GDP近 7%。浙江省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分别是 1 667.88亿元、17 316.32亿元、15 681.13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 2%、7.3%、9.4%。 

虽然浙江地处东部沿海，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省内陆腹地(衢州、金华、丽水)与沿海地区(宁波、杭州、温州、台州、嘉

兴等)之间却存在着较严重的经济差异，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态势。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例，2012年浙江省内最高的是杭州

市 111 758元，最低的是丽水市 34 132元，还不到杭州的 1/3。可以看出，浙江省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差距。因此，对

浙江地区经济差距及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对实现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基础 

关于经济差距的研究，可分为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与非均衡发展研究两大方面。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研究方面，在新古典

理论的基础上，主张在区域内部或区域之间平衡分配生产力，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发展经济学中的均衡增长理论被

广泛应用于区域均衡发展问题的研究，如莱本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命题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

均衡陷阱”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和平衡增长理论。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研究方面，典型的有缪尔达尔提出的累积

循环因果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弗里德曼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此外，还有点轴开发理论、

弗农等人的梯度转移理论、霍依曼的经济基地理论、威廉姆森的倒“U”型理论。 

关于经济差距及其变化趋势研究，主要是以面板数据为基础计算各时间点的地区经济差距指标值，通过指标值的纵向比较，

判断该地区经济不平衡的变化趋势状况。目前常用的经济差距评价指标有极差、标准差、变异系数、RHL值和泰尔指数等指标，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1.极差 R 

R=Ymax-Ymin 

极差 R，反映指标变化的最大绝对幅度。式中，Ymax为经济水平最高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Ymin为经济水平最低地区的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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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差σ 

 

标准差σ，反映各个指标的离散程度，各地区的经济差距越大，标准差也越大。式中，Yi是地区 i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是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n是地区的个数，下同。 

3.变异系数 c 

 

变异系数是在标准差的基础上，为了剔除因每组样本基数不同而造成的影响，以平均数作除数计算得出。 

4.RHL值 

RHL=Ymax/Ymin 

RHL值，反映测量指标的最大相对变化幅度。 

5.泰尔指数 I 

 

泰尔指数，最初由数学家 Shannon. C. E和 Wiener. N所建立，由于荷兰著名经济学家 H. Theil于 1967年利用信息理论

中的熵概念来计算收入的不平等性，在经济分析及预测领域最早引入泰尔指数，所以经济学上又称为 Theil指数。泰尔指数的

数值越小，表明地区间经济的不均衡程度越小，反之则表明地区间经济的不均衡程度越大。泰尔指数作为衡量区域收入差距(不

平等程度)的重要统计指数，得到了广泛应用。式中，Yij是第 i地区第 j地的生产总值，Y是全地区的生产总值，Nij是第 i地区

第 j地的人口，N是全地区的人口。 

 

三、实证分析 

本文以 1990—2012年浙江省 11个地级市地区生产总值、户籍人口、人均生产总值计算衡量地区经济差距的各类指标，数

据来源于浙江省及各市的统计年鉴，计算结果(如表 1所示)。 

表 1  浙江省地区经济差距及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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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可以看出，1990—2012年间浙江省人均 GDP的极差、标准差数值逐年上升；变异系数在 1994年稍微下降，随后波

动性持续上升；PHL值在 2000年达到最大值 4.0511，随后缓慢下降；泰尔指数在 1992年下降为 0.0149，随后波动性上升。 

不难看出 1990—2012年浙江省地区经济差距较大，并且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极差从 1990年的 2 208元上升到了 2012年的

82 933元，标准差从 1990年的 661.5106上升到了 2012年的 27 307.5861，变异系数从 1990 年的 0.3179上升到了 2012年的

0.39，泰尔指数从 1990年的 0.0189上升到了 2012年的 0.0268。 

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可以大致分解为以下几阶段：第一阶段，1979—1990年，该阶段以“轻、小、集、加”和工业化为主，

基本上是一个外延扩大和粗放增长的过程。第二阶段，1991—1997年，该阶段以个体、私营、股份经济为主的民营经济快速发

展，实现了浙江经济的高速增长。另外，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出现了专业化产业区，形成了具有产业集群雏形的“块状经

济”。但基本上还是延续了外延扩大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产业层次和技术水平不高，企业规模较小，自主创新和产业竞

争能力较弱。第三阶段，1998—2003年，该阶段农业多种经济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城市化不断推进，但新兴产业

和服务业发展缓慢，企业经营和自主创新能力不高，民营经济有待创新提高。第四阶段，2003 年以来，浙江省积极参与长江三

角洲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发展浙江的块状特色产业优势，发挥浙江生态与山海资源优势，发展海洋经济。 

 

四、结论与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位，但是 1990—2012年浙江省地区经济差距

较大，并且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其中沿海地区与内陆腹地、城市与农村的经济差距较大。为缩小经济差距，浙江省应进一步统

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沿海地区与内陆腹地应进一步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鼓励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腹地合作

开发建设和产业转移，同时支持内陆腹地发展特色产业和生态旅游，建设绿色农业基地，还应加大对内陆腹地的财政支持力度，

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城乡之间应进一步协调发展，应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促进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发展，提高

其公共服务能力、吸纳就业能力等，同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农业人口转移，促进城乡要素资源自由均衡配置，加快城乡

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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