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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赤水河流域经济发展差异实证研究
*1

周春芳

(遵义师范学院黔北文化研究中心,贵州遵义 563006)

【摘 要】:通过运用不同的指标测度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各市县(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差异｡研究发现:贵州赤水

河流域的 8 个县市(区)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且极为不均衡,呈现单极增长；流域内各市县(区)的城镇化水平不高,均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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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经济是指依托江河,发挥流域水资源承载､航运和景观生态等功能的经济活动,以实现流域经济均衡发展的目标｡但因上

下游之间存在资源禀赋差异,以及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导致流域内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和经济发展整体效率不高｡目前关于流域

经济不平衡问题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且较多关注长江流域,关于赤水河流域的研究极少｡鉴于此,本文拟从空间维度对贵州赤

水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研究,以期为推进“赤水河生态经济示范区”创建,促进赤水河流域生态建设和区域合作提供决策

参考｡

1 贵州赤水河流域概况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是长江干流上游的一级支流,全长 436.5 公里,是以生态保护为主,基本上保持原生态的河流,

是三峡库区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享有“美酒河”､“生态河”等美誉｡整个赤水河流经云南､贵州和四川三个省,其中贵州省境内

流域面积为12222平方公里,占59.8%,涉及七星关区､大方县､金沙县､遵义县(播州区)､仁怀市､桐梓县､习水县､赤水市等8个市县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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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贵州赤水河流域经济发展特点

2.1 流域各市县(区)城镇化水平较低

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的经济活动效率,代表着自然经济向城市社会化生产转变的程度｡2015 年贵州省城镇化率为

42.01%,全国城镇化率高达 56.1%｡赤水河流域的 8个市县(区)的城镇化水平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大方县､金沙县､桐梓县和习

水县的城镇化率小于贵州省平均值｡其中桐梓县的城镇化率最低,仅为 29.91%,比贵州省平均水平低 12.10%｡流域内城镇化水平相

对最高的是遵义县,为 46.66%,比桐梓县高 16.75%,但低于全国城镇化水平 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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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流域各市县(区)产业结构不合理

从表 1可以看出,贵州赤水河流域上游七星关区､大方县虽然工业化起步较早,但最近几年开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缩减煤电

行业等资源消耗型产业规模,大力发展旅游业等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5%､42%,成为七星关区､大方县的主导产

业｡流域内其他市县(区)的产业发展则都以第二产业为主导,尤其是仁怀市,其第二产业的比重占GDP的比重高达66%,其中酿酒业

是仁怀市工业中的支柱产业｡

2.3 流域各市县(区)经济发展不平衡

人均GDP这一指标常用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从表1可以看出,贵州赤水河流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是仁怀市,2015年

其人均 GDP 为 91483 元,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约为全国人均 GDP 的 1.83 倍；流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是桐梓县,2015 年其

人均 GDP 仅为 23859 元,比全国人均 GDP 低 52.27%｡贵州赤水河流域内其他市县(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 贵州赤水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化研究

为探究贵州赤水河流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化程度,本文采用变异系数和基尼系数两个指标进行量化研究｡

3.1 变异系数

变异系数是指研究区域各县市(区)的人均 GDP 值变异程度,是各区域数值的标准差与平均数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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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各县市(区)的人均 GDP 平均值,Xi 为各区域人均 GDP 值,n-1 表示自由度,n=8｡

根据2015年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各市县(区)的人均GDP指标值,求出变异系数值为0.62,说明贵州省赤水河流域8个县市(区)

的人均 GDP 偏离平均值的程度较高,各县市(区)经济发展差异不均衡｡

3.2 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于 20 世纪初提出后,就经常用作衡量社会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指标,反映区域间的分配差异｡基尼系数值为 0～1之

间,基尼系数越接近 1,说明区域间的分配越不均衡｡

（1）将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各县市(区)的人均 GDP 按从大到小排序,分别计算各县市(区)人均 GDP 占的比重｡

（2）计算流域内各县市(区)的基尼系数: ,其中 ｡

根据 2015 你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各县市(区)的人均 GDP 值,求出基尼系数为 0.23,在 0.2～0.3 期间,分配比较平均｡

从变异系数指标看,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内的 8 个县市(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但从基尼系数指标看,流域内各县市(区)

的社会收入分配比较平均｡究其原因,流域内除仁怀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他县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整体都落后,

县市(区)的收入水平都较低｡

4 结论与对策

贵州省赤水河流域内8个县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差异,整个流域内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为不均衡,呈现单极增长,仁

怀市的人均 GDP 远远超过全国水平,但其他县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均落后于全国水平｡同时,整个贵州省赤水河流域的城镇化水

平低下,都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对此,需采取相关措施,改善当前赤水河流域的经济发展状况｡

4.1 依托“赤水河生态经济示范区”的创建,大力发展特色生态经济

一是根据贵州赤水河流域的区域特点,结合贵州的山地农耕条件,调整农业种植结构,打造“互联网+现代农业”,大力发展现

代高效生态农业｡二是依托贵州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加快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大力开发休闲旅游､康养旅游以及

文化旅游等多种旅游新业态新产品,打造全域旅游产业；三是依托赤水河流域的交通枢纽以及产业集群的优势,整合物流资源,构

建高效的物流服务中心,同时重点推进批发､零售､会展等行业发展,大力推进商贸､物流等服务业的发展｡

4.2 合理布局,分区域发展重点优势产业

贵州省赤水河流域的上游,其生态环境脆弱,同时承担着保护赤水河流域生态环境的重责,该区域可通过采用现代种植技术,

发展特色生态经济农业；中游区则以仁怀的茅台酒为龙头,整合为集约化酱香型酒企业集团,大力发展循环工业,建设全国优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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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生产基地；下游依托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自然景观资源,特有的珍稀药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和健康养老产业｡

4.3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保障赤水河流域经济持续发展

为了保护赤水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障赤水河流域的水质,流域上游既需要增加投入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同时也放弃发展就

有良好经济效益的产业,因此,需要中下游为上游损失予以生态补偿,从而保障流域内整体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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