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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区域经济差异的地区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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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借助锡尔指数, 将1997年-2006年的湖南区域经济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和区域间差异, 得出结论:湖南区域经济差异

的关键在于区域间的差异, 尤其以湘东地区最为严重, 而区域内部差异也以湘东地区内部占的比重最大。根据湖南地区间经济

的差异提出应注重宏观经济政策的公平, 运用产业政策促进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

地区的经济合作来促进湖南区域经济向均衡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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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 世界经济发展一直呈现出两极化, 富的愈富, 穷的愈穷, 如何解决区域性差距未来将是全世界都要面对的一

个难题。不可否认的是, 要实现各区域平衡性发展, 就必须经历区域的非均衡发展, 就必须由一部分先发展的地区带动欠发达

的地区, 但是各区域的差距也不能过大, 过大的经济差距将影响世界和谐, 降低区域间的经济合作的层次, 既阻碍发达地区经

济的进一步发展, 也不利于欠发达地区经济的起飞。非均衡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达到平衡发展, 也就是我国一项基本的政

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就广东省的情况来讲, 发展较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潜力巨大, 该地区的经济

实力将继续稳步增长；而广东的其他欠发达地区由于缺乏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些基本要素, 可能陷入“贫困性增长陷阱” , 最终

将阻碍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这也违背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五个统筹”和“和谐社会” 的重要思想。因

此, 如何缩小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 如何利用好发达地区现有的经济优势去帮助欠发达地区, 政府应采取何种措

施才能协调好各个地区间的经济发展等等问题, 已经成为湖南省最高决策层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目前已有若干文献对湖

南经济的区域差异进行研究, 但都一直未对湖南的经济差异进行更深层次的分解研究, 未能解释各地区之间以及内部差异对湖

南经济的整体差异的影响。因此, 本文拟从地区的角度, 利用常用的锡尔指数法对湖南区域经济差异进行分解, 找出导致经济

差异的主要因素。 

一、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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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基础 

按发展阶段的适用性, 非均衡发展理论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时间变量的, 主要包括循环累积因果理论、不平衡增长

理论等。另一类是有时间变量的, 主要以倒“ U” 理论为代表。 

(1)无时间变量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随着经济的发展, 在某种“自我累积” 的循环机制作用下, 区域经济差距的长期轨

迹将趋于发散, 呈现“贫者越贫、富者越富” 的“马太效应”。其代表性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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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说等等。限于篇幅, 本文只介绍缪尔达尔

(Myrdal)的“累积因果循环理论”。1957 年缪尔达尔(Myrdal)在《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 

结构理论, 利用“扩散效应” 和“回波效应” 概念, 说明了经济发达地区优先发展对其他落后地区的促进作用和不利影响, 提

出了如何既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带头作用, 又采取适当的对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 以缩小区域间发展水平差异。 

(2)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1958 年赫希曼(Hirschman, A.O.)在《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提出了不平衡增长理论。他认

为, 区域经济进步并不同时出现,而一旦出现, 巨大的动力将会使经济增长围绕其进一步集中, 区域经济差异是增长本身不可

避免的伴生物和条件,增长极的增长动力来源于核心企业家善于发挥聚集经济的优势和“动态增长气氛”。与缪尔达尔提出了“扩

散效应” 和“回波效应” 相对应, 赫希曼也提出了“涓滴效应” 和“极化效应” 的概念。他认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 极

化效应应占主导地位, 区域差异会逐渐扩大;但从长期来看, “涓滴效应”占有主导地位, 会缩小区域差异。 

(3)有时间变量的威廉姆森倒“ U” 理论。1955 年库兹涅茨(Kuznets)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均》一文中提出收入分配的

倒“U” 字型理论。受其启示, 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 O.)通过实证分析方法, 利用24个国家的横截面数

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提出区域经济差距的倒“U” 假说。结果发现, 从纵向看,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 区域之间的经济

差距将逐步扩大, 但经过一段时期, 区域差异将逐渐保持平稳, 当经济进入成熟期以后, 区域差距最终将会趋于缩小;从横向

看最发达国家和最贫穷国家的区域差距较小, 而中等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差距却是最大。由此, 无论是从纵向看还是从横向看, 

区域差距都呈现出先扩大(发散)后缩小(收敛)的趋势。 

2、研究方法 

目前, 常用的地区分解方法主要有锡尔指数和方差分解两种, 本文将采用锡尔指数法对湖南经济差异进行分解。锡尔指数

是由锡尔(Theil)在1967年根据信息熵理论提出的, 故称锡尔指数。它可以有效地反映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 其值越接近0, 分

配越接近均等, 其值越大,则收入差异越大。其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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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为i县市GDP, Y为全省GDP, Pi为i县市人口, P为全省总人口, Pi/p为人口权重。对锡尔指数的分解可以分为两个阶

段的分解, 一阶段分解是将湖南省的总体差异分解为东中西三大区域间的差异（ BRI ）和三大区域内部的差异 )( WRI 之和，其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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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为i地区GDP, Yij为i地区中j市GDP, Y为全省GDP, Pi为i地区人口, Pij为i地区j市人口, P为全省总人口。 

二阶段分解是将湖南的总体差异分解为三大区域差异、三大区域内部差异和城市内部差异。城市内部差异由于城区与各县

区之间的经济差异非常明显, 不利用于我们从整体上研究湖南经济差异, 本文将不采用二阶段分解, 主要采用一阶段分解, 区

分湖南的总体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3、数据样本和区域的划分 

鉴于以前研究的基础及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将研究的时间定为1997年到2006年10年时间, 既分析了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中国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湖南区域经济差异造成的原因, 又研究了中国加入WTO以后整体经济环境发生根本性改变以后湖南省区域差

异发生的变化, 可以说是对湖南省内区域经济差异现状的比较全面的一个整体把握。为了研究的方便和更好地研究湖南省区域

差异的现状, 并参考传统的地理划分方法, 笔者把湖南省划分为湘东经济区、湘西经济区和湘中经济区三大区域来研究。湘东

地区包括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阳和郴州, 该区域除了拥有湖南省的省会长沙以外, 还有湖南经济最为活跃的几个城市, 

据2006年的最新统计资料, 湖南GDP前七名的城市中有六个是属于这个区域, 经济活动特别活跃。湘西地区包括怀化、张家界和

湘西自治州, 该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但是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排在全省的最后几位, 尤其是张家界和湘西自治州两个城市

与湖南其他地区经济差距很大, 2006年长沙市的GDP是张家界市的14倍。湘中地区包括常德、益阳、娄底、邵阳和永州,除了常

德经济发展水平可以位列湖南省第三以外, 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都处于湖南的中下。此三大区域作为湖南省内的高层次的

区域单元, 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异, 能很好地反映湖南经济的地域性差异。 

二、经济差异的地区分解 

1、锡尔指数及其分解 

根据前面提到的锡尔指数的公式, 计算出1997年-2006年的湖南省的锡尔指数及其分解出来的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部差异, 

结果如表1和图1、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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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南省的总体经济差异的走势看, 湖南的经济差异在逐步扩大, 锡尔指数从1997年的0.15 增加到2006 年的0.24, 增长

了大概60%, 湖南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现象越来越明显。虽然在2004 年有一个小幅度的下降,但是总体趋势仍然是上升。将经

济差异分解为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 可以明显看出, 湖南经济差异的关键在于三大区域间的经济差异, 它的贡献率一直在

62% -64%之间, 即湘东、湘中和湘西地区的不均衡发展是湖南省经济差异存在的主要原因。从图1可以看出, 湖南经济差异的主

要带动力量为区域间的差异, 它的变动曲线与湖南省总体的差异变动区域基本吻合, 都是在2000年和2004年发生小小的波动, 

而区域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的影响一直变化很小, 保持极度缓慢的增长趋势,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区域内的差异也一直在37%

左右。 

2、区域间差异分解 

在分解总体差异后, 我们将区域间差异(IBR)进行细分, 分解为湘东、湘西和湘中三大区域分别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 并可

了解它们变动的情况, 计算结果见表2和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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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湖南三大区域的差距及其贡献率来看, 在1997 年-2006年这十年期间, 区域间的锡尔指数从0.09 增至0.15, 增幅达到

68%左右, 增幅大于总体增加幅度。其中湘东的贡献率在34% -47%左右, 为区域间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在1997 -1999年和2000 

-2004年处于两个相对稳定的阶段, 变化幅度不大, 只是在1999年和2004年以后出现一个突然的增长, 2004年以后区域间差异增

加幅度明显。特别是在2006年, 除了湘东对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提升10%以外, 其他湘西和湘中两个区域对区域间差异的贡献率

都明显下降,下降幅度分别为3%和6%, 可以说湘东与其他区域的差异对区域间差异的影响不断增大, 从1999 年的56%增至73%, 

湘西和湘中的影响在2005 年以前一直较稳定, 保持在13%和29%左右, 但是随着湘东的贡献增强, 其他两个区域的影响逐步在

减弱。 

3、区域内部差异分解 

区域内部差异(IWR)可以分解为湘东、湘西和湘中三大区域内部各个城市间的经济差距, 在前面已经介绍了区域内锡尔指数, 

现在我们把它分解为三部分, 见表3和图4。 

从表3可以看出, 湖南区域内部的差异的关键影响因素是湘东地区内部的差异, 其对区域内部锡尔指数的贡献率在2006年

达到了84%, 而湘西和湘东两个地区分别仅为2% 和14%。从图4种可以明显看出, 区域内锡尔指数与湘东的区域内锡尔指数十分

的接近, 而且两者的变化趋势也基本吻合, 并与整体锡尔指数的变动较相似。其他两个区域内部的差异基本上没发生变化, 湘

中的经济差异还有逐步变小的势头,各城市的间的差距在不断变小。湘东地区作为湖南最为发达的地区, 其经济差异对全省总体

差异的贡献率一直在1/3左右, 其原因一方面是湘东在全省的经济地位最为突出, 故其内部差异必然会对全省总体差距构成更

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则是湘东地区本身内部差异比其他地区都大, 尤其是长沙与其他城市相比较, 差距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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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结与建议 

当前还没有湖南地区差异分解研究的专业性文章, 本文采用一阶段锡尔系数分解方法把湖南经济差异分解为湘东、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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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三大区域间的差异和三大区域内部的差异, 这对于湖南经济的整体认识有所帮助。本文通过定量测度发现区域间差异的变

化对于全省整体区域差异变化的影响较区域内部差异显著得多, 成为全省整体区域差异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中, 湘东经济差异

对区域整体差异的影响远比湘中、湘西部显著, 而湘西则较湘中更不明显。综合上述的三项经济差异分析, 我们既可以得到湖

南省经济宏观上的结论, 也能理解下一级行政单位的经济发展大致状况。从总体上来讲, 湖南省在亚洲金融风暴以后, 经济有

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各城市间的经济差距仍在不断拉大, 湖南省经济的整体腾飞还任重道远。从各城市的发展角度来看, 湖南

省各个地带的城市发展带有典型的“俱乐部趋同” 倾向, 湘东地区逐渐拉开了与湘西、湘中的经济差距, 区域间的经济差异在

总体差异中的比重逐渐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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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也要发挥好湘中、湘西地区的一些优势和特色, 如

张家界的旅游资源, 并加大对它们的扶持力度, 以使这两个地区跟上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步伐。区域经济差异的动态演变过程和

形式是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 因此当前如果一味地片面强调三大区域间的差异, 对于缩小湖南整体区域差异可能

并不会起到如期的功效, 应在此基础之上真正重视各区域间的差异, 由此制定出相应的、更为得力的政策和措施, 使湖南区域

经济朝均衡化方向发展。本文根据湖南经济差异地区分解的结果, 提出一些针对性的建议。 

1、注重宏观经济政策的公平。湖南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应把握公平的原则, 而不应该过多的对发达地区倾斜, 忽视落后地

区的发展。目前, 湖南省欠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湘中、湘西地区, 宏观经济政策的扶持应以湘中、湘西地区为主, 以避免区域

经济发展的差距日益扩大。 

2、运用产业政策, 促进地区经济结构的调整。现阶段广东省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地区差距扩大与结构趋同并存, 

结构趋同不仅造成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导致地区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按照斯密的古典绝

对优势理论和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 专业化分工能够带来资源空间配置和产业布局的高效率。因此各地必须利用产业政策, 

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基础建设不仅是我省经济发展的“瓶颈”, 同样也制约着广大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 加快交通、

通信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落后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 可以提高落后地区的土地级差效

益, 改善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由于落后地区的自身财力十分有限, 不可能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因此, 必

须想方设法多渠道筹集资金, 不仅要继续完善已有的如“以路养路、以桥养桥” 的筹资办法, 还要争取国外机构、财团加入到

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中来, 造就良好的投资环境。 

4、加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合作。欠发达的湘中、湘西地区要主动与湘东地区合作, 寻求高质量的合作方式。区

域间的合作是不同地区从自身利益出发, 依据价值规律与社会分工要求和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 合理配置资源, 充分发

挥地区优势的协同行为。如果能够恰当地利用湘中、湘西地区的土地资源、环境资源、水资源及其他资源, 有可能克服在相同

地区不断增加投资引起的边际效益递减, 使湘中、湘西地区由于投资的拉动得到更多的经济效益。湘中、湘西地区应该根据自

身的优势积极谋求与发展一批与湘东地区互补的产业, 充分发挥自己市场潜力大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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