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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DI 指数的湖北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方向及成因 

王 毅 1,2 陆玉麒 1,2*1 丁正山 1,2 余茂军 3 车冰清 1,2 

(l．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2．江苏省地理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协同创新中心，江苏南京 210023; 

3．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安徽合肥 230000) 

【摘 要】：以人均 GDP为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的变量指标，利用尺度方差、总体差异测度指数、区域特定方向差

异指数对 2000～2014年期间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表现的最佳尺度、方向性及原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
①
县级尺度

方差最大，市级次之，区级最小，即尺度越小，尺度方差越大，县级尺度的区域经济差异对湖北省区域经济总体差

异的贡献率最大；
②
2000～2007 年，湖北省区域经济总体空间分异程度不断增大，2007 年以后逐渐缩小；

③
湖北省

县级尺度水平经济差异的主要方向是中心与外围之间，中心与外围的差异以 2007 年为分界点呈先增大后缩小的趋

势，沿江轴带与内陆的差异总体上趋于缩小，核心与边缘的差异趋势与中心与外围基本相同；
④
历史基础、经济区

位是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产生和扩大的重要直接驱动力，经济全球化水平是重要的外在推手，区域发展策略的调整

有助于缩小区域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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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差异是地理学研究和区域发展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
［1］

。选择最佳尺度对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测度，并识别区域经济差异

的主要方向和原因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促进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区域差异问题己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个热点，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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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对中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了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3个方面：
①
不同尺度地域单元经济差异的定量计算。多以省、市、

县为样本，采用多种尺度，利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区域分散系数等多类传统的差异测度指数对我国不同区域经

济差异性进行定量测度和实证研究
［2-5］

。
②
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格局演化。随着 GIS 的发展，学者们开始将空间分析方法应用到

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当中，从而更加全面的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动态，如利用 ESDA分析、地统计分析、核密度估计、空间

马尔科夫链等
［6-9］

。
③
区域经济差异形成的机制。主流研究范式是结合区域实际和已有研究成果，选取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若干

因子，采用线性回归、分位数回归、地理加权回归等回归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对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进行分析和解释
[10-12］

。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在区域经济差异的现状格局、时空演化、动力机制等方面取得众多研究成果，但是极少有学者对区

域经济差异表现的最佳尺度和方向性进行研究，这会对判断区域经济差异总体形势的准确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以

湖北省为研究对象，以 2000～2014 年为时间序列，首先利用尺度方差确定湖北省经济差异表现的最佳尺度，然后构建经济总体

差异测度指数，对湖北省经济总体差异进行测度，接着利用区域特定方向差异指数识别湖北省区域经济空间差异的主要方向，

最后基于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方向对成因进行分析和解释。一方面基于中心－外围结构视角，研究湖北省内区域经济差异的主

要方向及成因，丰富了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视角，进一步印证和拓展了非均衡区域发展理论；另一方面，探析湖北省区域经济

差异的方向及成因有助于正确认识湖北省经济格局特征与演变过程，把握区域经济的走向，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发展政策提

供参考。 

1 研究方法与研究区概况 

1.1尺度方差 

尺度方差可将区域经济的方差按照尺度等级系统的水平进行逐步分解，不同尺度水平的尺度方差的大小反映了不同尺度的

差异对区域整体经济变异性贡献份额的高低
［1.13]

，因此采用尺度方差可以确定相对最佳的空间尺度来分析区域经济差异。本文将

研究尺度分为 3个层次，即区级、市级和县级，各层次水平的尺度方差为： 

 

式中：SVα、SVβ、SVγ称分别为区级、市级和县级层次上的尺度方差； 为不同尺度上的平均值；i、j、kij 气分别是α层次

上的单元数、第 i个α层次单元中所包含的β层次上的单元数、第 ij个β层次单元中所包含的γ层次上的单元数。 

1.2总体差异测度指数 

很多学者采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等来分析区域经济的总体差异，但它们的基本原理与计算方法存在差异，

故它们对区域差异的测度可能出现不同的走势队
[14,15]

。因此，本文将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和阿特金森指数这 3个传统的测度指数

进行整合，构建新的区域经济总体差异测度指数（GDI)，以求更加全面的揭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分异的变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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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分别计算 3个差异测度指数
［14]

 

 

 

式中：Χi．是第 i 个县的人均 GDP；μ为县域单元 GDP 均值；η为县的个数。：ε是一个与差异值灵敏度有关的参数，取

值范围大于 O,ε越大，则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权重越大，本文计算时ε值取 0.5
[16］

。 

1.2.2构建区域经济总体差异测度指数（GDI) 

在对以上所求 3个指数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经济总体差异测度指数（GDI)，即 GDI=f(CV,T,A)，在兼顾计算快捷

和避免主观确定权重的前提下，利用几何平均法对上述 3个指数进行运算，求得湖北省各县域单元经济总体差异指数： 

 

式中，CV＇、T＇、A＇分别是变异系数、泰尔指数、阿特金森指数的标准化值。 

1.3区域特定方向差异指数（PDI指数） 

PDI指数是地理学领域特定方向的区域差异测度新方法
[17]
。它首先将研究区域划分成不同的组别，在此基础上，计算区域的

组间差异、探索区域差异的主要方向、反映区域格局的反转情况，进而体现出区域的空间性和不可移动性等特征
[1］
。该方法在

测度需要比较的“高一低”两组地区之间的空间差异程度与变化情况方面具有很大应用潜力。PDI指数由组间所有数据的差异和

组间平均差距共同组成，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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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DI(w）为带人口加权的区域特定方向差异指数；xi与 yi．分别表示组 X 与组 Y 内第 i 个区域人均 GDP；f(xi)为与为

f(yi)分别表示组 X 与组 Y 内第 i 个区域的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f(xi)）与 f(yi)分别为组 X 与组 Y 内第 i 个区域的人口占

组 X总人口与 Y组总人口的比重；μ表示区域人均 GDP均值；n与 m分别为组 X内与组 Y内区域单元的个数；q为大于零的任意

值，当 q 小于 1，则权重更倾向于低水平发展地区，反之倾向于高水平发展地区，本文 q 取 0.8.因为低于人均 GDP 均值的县域

占据多数。 

1.4区域分离系数 

区域分离系数是对泰尔指数关于区域之间差异和区域内部差异的进一步组合，以此来反映区域之间相对分离的程度，通过

比较相同基本单元分类的区域分离系数值的大小，能够揭示区域系统内济差异的空间变化特征。计算公式为： 

 

式中：SEPr为区域分离系数；ICbr:,ICwr分别代表区域之间差异和区域内部差异；P代表所有区域的总人口；Pk表示所有

区域中人口最小区域的人口数量。区域分离系数越大表明该因素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作用越强，区域分离系数扩大则表明该

因素对区域经济差异具有促增作用
[10]
。 

1.5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湖北省位于中国中部偏南、长江中游地区，素有“九省通街”之称，在国家空间格局中起着“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关

键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积极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湖北省经济得到较快发展，成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

一。但湖北省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已基本形成了“核心-边缘”或“中心-外围”区域经济结构，并且湖北省内部县域类型多样，

因此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研究价值。基于此，本文以湖北省 77 个县域为研究单元，包括 13 个省辖市区（12 个地级市，1 个自

治州）,63 个县（市）和 1 个林区，以县域人均 GDP 为基础数据，分析 2000～2014 年湖北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的变化

特征。在计算尺度方差时，依据相关文献
[18～20]

，本文将湖北省划分为 5个区：鄂东北、鄂东南、鄂西北、鄂西南和江汉平原（图

1a）。计算 PDI 指数时，本文所指核心区是武汉城市圈，包括武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 9 个

城市，其余为边缘地区；沿长江轴带包括沿长江的 7 个地级市以及巴东县，其余为内陆地区；中心区包括武汉市、仙桃市、潜

江市、天门市、孝感市辖区、黄冈市辖区、黄石市辖区、咸宁市辖区、鄂州市、汉川市、嘉鱼县、大冶市、云梦县和应城市，

其余为外围地区（见图 1b）。本文所涉及数据来自《湖北省统计年鉴》（2000～201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2014

年）以及部分市、县、区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同时为消除价格变动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

处理。 

2 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及其方向 

2.1尺度方差及其贡献份额 

利用公式（1）、（2）、（3）计算出湖北省经济发展水平在区级、地级和县级 3个层次上的尺度方差，结果见图 2a。由图

2a 可知：
①
2000～2014 年期间，区级、地级和县级 3 个层次的尺度方差变化态势基本相同，均表现出整体扩大的趋势；县级尺

度方差在波动中有微弱增加，增幅较小，从 2000年的 0.0521增加到 2014年 0.0780，市级尺度方差和区级尺度方差变化趋势非

常相似，在 2008年以前持续增长，2008年达到一个峰值，2008年以后略有下降后又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市级尺度方差由 2000

年的 0.026 2增加到 2014年 0.050 4，区级尺度方差由 2000年的 0.015 6增加到 2014年 0.035 9。
②
从 3个层次尺度方差的横

向比较来看，区级尺度方差最小，市级居中，县级最大，这说明尺度越小，尺度方差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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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尺度方差进行分解，以确定各尺度方差对湖北省总体经济差异的贡献率，结果表明（图 2b):2000～2014年期间，县级尺

度方差对湖北省经济总体差异贡献率最大，基本都在 50％左右，市级尺度方差的贡献率次之，一直都保持在 30％左右，区级尺

度方差的贡献率最小，基本都低于 20％。这表明，尺度越小，该尺度区域经济差异对总体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率越大。通过以

上分析，可以认为县级尺度的区域经济差异对总体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率最大，所以县级尺度水平的区域经济差异最值得研究。

因此，本文后面对湖北省经济差异的分析都是基于县级尺度进行。 

2.2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和演变 

利用公式（4）～（7）计算出 2000～2014年湖北省区域经济总体差异测度指数（GDI)，以此来分析湖北省区域经济总体空

间分异程度。结果表明（图 3):2000～2014年湖北省区域经济总体差异测度指数出现波动性变化，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倒 U

型）。具体而言，2000～2007 年，GDI 指数总体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表明同时期湖北省区域经济总体空间分异程度不断增大，

2007 年 GDI指数达到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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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原因是各县域单元经济发展的历史基础、经济区位、交通条件等存在差异，因此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率会产生空间分异，

并且这种分异随时间的推移具有一定的累积性。2007年以后，GDI指数开始缓慢下降，湖北省区域经济总体空间差异逐步缩小。

主要原因是受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湖北省的部分传统工业受到冲击，导致经济发展整体比较缓慢，相对差异减小；此

外，随着“武汉城市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和“湖北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等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

武汉-恩施、武汉-十堰动车组的开通，湖北省各市县之间经济联系强度加大，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相对差异逐步

缩小。区域经济总体差异测度指数对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态势进行了揭示，但它只是一个纯统计学概念和指数，仅利用

GDI 对旨数测度区域经济差异可能会将区域的空间性、方向性和不可移动性等空间属性忽略，导致分析结果不能完全体现区域经

济格局的变化和区域经济差异产生的原因。因此本文将采用区域特定方向差异指数护 GDI 指数）对湖北省县级尺度经济差异的

具体方向进行探析，从而更加准确的解剖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 

2.3区域经济空间差异的方向及其强度 

利用 PDI 指数的前提是对区域进行分组，本文将湖北省经济差异方向分为 3 组：武汉城市圈核心区和边缘地区（核心与边

缘）、沿长江轴带和内陆地区（沿江轴带与内陆）、市中心区和外围地区（中心与外围）。在合理分组的基础上，利用区域特

定方向差异指数（PDI指数）对湖北省县级尺度水平经济差异的方向及其强度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图 4)：
①
在变动趋势上，中心与外围的差异为呈先增大后缩小的趋势，波动性较大，以 2007年为节点，2007 年

以前 PDI 指数在波动中不断上升，区域差异不断增大，2007 年以后差异开始逐步缩小。沿江轴带与内陆的 PDI 指数基本都维在

0.34 左右，区域差异的变化比较稳定，但差异总体趋势是缩小的，说明随着全省交通的条件的完善，沿江轴带与内陆地区的差

异在逐步消失。核心与边缘的差异在 2009 年以前处于微弱上升的趋势 2009 年以后开始缓慢下降，说明随着“鄂西生态文化旅

游圈”战略的开展，其与核心区的差异开始缩小。
   
3组差异的横向比较上，2000～2014年期间中心与外围的差异一直最大；2008

年以前，沿江轴带与内陆的差异在大于核心与边缘的差异；2008 年以后，核心与边缘的差异超过了沿江轴带与内陆的差异上升

到第二位。这说明湖北省县级尺度水平经济差异的主要方向是中心与外围之间。 



 

 7 

 

3 区域经济差异的成因分析 

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受诸多因素影响，对此众多学者己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分析
[1,6～10]

。综合己有研究成果，结合湖北省社

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以及对湖北省区域经济空间差异的方向的分析本研究将影响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形成及其变化的因素归结

历史基础条件、经济区位条件、经济全球化水平和区域发展策略 4个方面。 

3.1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3.1.1历史发展基础 

区域的发展离不开原有的基础，任何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格局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10]
。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形成和变化

也有其内在的历史基础，不同的历史发展基础，其经济发展的起点 

和速度就会存在差异。武汉市是湖北省省会，历史悠久，早在民国时期汉口高度繁荣，被誉为东方芝加哥，武汉三镇综合

实力曾仅次于上海，位居亚洲前列。以武汉为中心，包括其周围的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孝感市辖区、黄冈市辖区、黄石

市辖区、咸宁市辖区、鄂州市等地区具有良好的历史基础，经济发展起点高，因此它们可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走上快速发展的

轨道而成为“中心”，而湖北省其他地区因其经济历史基础相对薄弱，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而成为“外围”。历史发展基础对区

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还具有一定程度的累积性，中心地区历史基础良好，在技术、资金、人才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居于统治地

位，而外围地区在发展上依赖于中心区，如不采取措施统筹二者的发展，随时间的推移，中心区经济将更加发展壮大，而外围

地区发展将处于更加不利地位。 

3.1.2经济区位条件 

经济区位的优劣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经济区位的不同会引起其他经济增长因素的差异，从而促使了区域经济差异

的形成。这里的经济区位主要包括交通条件和对外经济联系两方面。交通运输条件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区域的可进入性，是区域

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武汉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历来有九省通街之称，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综合交通枢纽，经济区位

最为优越，经济发展水平最高。而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孝感市辖区、黄冈市辖区、黄石市辖区、咸宁市辖区、鄂州市等

地区地处平原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公路、铁路乃至水路运输也较为便利，这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石。武汉作为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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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的省级增长极，是发展的引擎，与周围地区经济联系密切，会对它们产生强劲辐射和空间外溢效应，从而推动其经济

快速发展。而湖北省其他地区，尤其是鄂西北和鄂西南，多处于山地丘陵地区，交通条件相对较差，且远离增长极武汉，武汉

对它们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因此经济区位条件是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加剧的直接动力之一。 

3.1.3经济全球化水平 

区域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支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资和外贸也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重要

的驱动因素。在中心-外围结构中，以武汉为首的中心区在基础设施、科教文卫、人才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其吸引外资与对外

贸易能力明显优于外围地区，外资和对外贸易的区域差异，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的空间不平衡。 

FDI常被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全球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以 2013 年的 FDI为例，全年湖北省实际利用外资总计 688847万美元，

其中超过 90％的都分布在中心区，外围地区占比不到 10％。大量的 FDI流入湖北省中心地区，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发展，而边缘

地区获得的 FDI相对较少，FDI分布的不平衡激化了中心地区与外围发展的差距。因此，经济全球化水平也是湖北省区域经济差

异形成并变化的重要原因。 

3.1.4区域发展政策 

区域发展策略是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重要推手。良好的政策环境能使区域资源得到合理配置，促进区域之间加强经济合作，

从而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湖北省的政策环境在各个区域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武汉市是湖北省省会，早期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

的相关政策时会优先考虑武汉市，重点投资，重点建设，从而拉动了武汉以及周边县市的快速发展，也拉大了中心与外围之间

的差距。为了抑制了区域差异扩大的趋势，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湖北省提出了“武汉城市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

和“湖北长江经济带新一轮开放开发”等战略，实施了武汉至恩施、武汉至十堰动车、神农架机场、武当山文化旅游复扩建项

目等一系列工程措施。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湖北省区域差异扩大的趋势，是 2008年以后中心与外围差异不断缩小的重要

原因。固定资产投资额也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固定资产投资是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驱动力，但同时也是政府调整经济发展结构

和平衡区域发展重要手段。2000 年湖北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1421.55 亿元，而武汉市为 461.93 亿元，占比 32.5%，即近 1/3

的湖北省固定资产投资都给了武汉；到 2014 年，湖北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额为 25 001.77 亿元，武汉市为 7 002.85 亿元，占比

下降到 28%，固定资产投资分配更加均衡，体现了政府政策上倾斜。 

3.2区域经济差异成因的定量分析 

以上分析是对区域经济差异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为进一步衡量它们对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产生及其变化的影响程度，在

中心区和外围区分区的基础上（中心区 15个县市，外围地区 62个县市）,采用区域分离系数对以上 4个因素进行综合定量比较。

基于县级尺度，选取 2000～2014 年的人均 GDP、外商直接投资额、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分别表征历史发展基础、经济全球化水

平和区域发展政策，以各县域质点到武汉市的距离表征经济区位条件，计算中心区与外围地区人均 GDP 的区域分离系数，结果

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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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5 可看出，2000～2014 年期间，人均 GDP、距武汉距离、外商直接投资额及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4 个因素的区域分离

系数整体均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表明这些因素对湖北省经济差异具有促增作用。湖北省区域经济发展受这 4 个因素的影响而产

生分化，经济基础良好、区位条件优越、经济全球化水平较高和享有优惠区域发展策略的地理区域与其他的地理区域逐渐分离，

出现中心-外围结构，中心区与外围区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发展关系。 

具体而言，人均 GDP 的区域分离系数长期处于最高位，并在波动中不断增加，表明历史发展基础对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

产生和变化影响最为显著，且具有促增累积效果。经济区位条件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区域分离系数居于中间位置，说明二者对湖

北省经济差异也具有重要影响；经济区位条件的区域分离系数在 2007年以前大于区域发展政策，2007年以后二者位序发生变化，

主要原因可能是“十七大”以后，国家和湖北政府越来越重视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更加关注边远地区经济的发展，并且各地交

通条件也都明显改善，各地到武汉的时间成本缩小，因此区域发展政策的影响相对加强，而经济区位条件的影响相对减弱。经

济全球化水平的区域分离系数处于最低位，说明其对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影响相对较小；可能是因为湖北省整体处于我国内陆

地区，除武汉外，经济全球化水平整体偏低，导致其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4 结论与讨论 

(1）湖北省经济发展水平在区级、地级和县级 3个层次上的尺度方差都呈微弱增加的趋势，县级民度方差最大，市级次之，

区级最小，即尺度越小，尺度方差越大；县级尺度的区域经济差异对湖北省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最大，故县级尺度水平

的区域经济差异最值得研究。 

(2)2000～2014 年期间湖北省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呈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2000～2007 年，湖北省区域经济总体空间分异程

度不断增大，2007年以后胡北省区域经济总体空间差异逐渐缩小。 

(3)3种分组情况下，中心与外围的差异以 2007年为分界点呈先增大后缩小的趋势，沿江轴带与内陆的差异总体趋于缩小，

变化幅度较小，核心与边缘的差异与中心与外围的差异大体相同，在 2009年以前处于微弱上升的趋势，2009年以后开治缓慢下

降；中心与外围的 PDI指数是 3组中最大的，因此湖北省县级尺度水平经济差异的主要方向是中心与外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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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 4 个方面，历史基础条件、经济区位条件是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产生和扩

大的重要直接驱动力，影响也最为显著，经济全球化水平是重要的外在推手，区域发展策略的调整有助于缩小区域差异，是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政策启示在于：一是积极培育壮大外围地区经济增长极，如宜昌、襄泪，发挥增长极的带动作用，

使得在湖北中西部地区形成若干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集中地，辐射、带动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二是强化带状互动的区

域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和汉江经济带建设对湖北省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努力建成多层次、多核心的城市

网络体系。三是统筹区域发展策略，尽量保证中心区和外围区在经济发展中享有公平一致的政策环境，健全区域经济发展互动

机制，加强区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外围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推进区域间协同发展。 

本文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数据缺乏将武汉市作为一个单元来进行分析，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更小空间尺度上空间的相

互作用关系。另外，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湖北省经济差异方向 3个组别的划分可进一步完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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