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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以来江西省区域经济差异格局演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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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00—2014 年江西省 91 个县域人口经济数据，利用标准差与加权变异系数、ArcGIS 空间自相

关、Theil 指数及分解等方法分析了江西经济差异格局演变。结果表明:①绝对差异显著扩大，相对差异先扩大再缩

小。②以浙赣铁路、沪昆高速沿线为界的北高南低长期稳定，仅在南昌、新余出现高高集聚，九江和景德镇出现高

低集聚。③Theil 指数显示，尺度越小，区域差异越大。④赣北区域差异最大但逐步缩小，赣东北和赣西呈先扩大

后缩小，赣中南差异很小；一阶分解中市域和县域对总体差异贡献率分别达 65．72%和 83．85%；二阶分解中县域

的市内差异与市间差异相近，分别为 45%、40%。演变原因可概括为:自然历史条件是先天塑造力，经济结构水平是

主要决定力，区域发展政策是强大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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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区域经济差异是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1］

，威廉姆森的倒“U”型理论
［2］

、弗里德曼的中心—外围理论、赫希曼的不平衡增长理论
［3］

都认为区域经济差异总体表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适当的区

域差异有利于推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产业的空间转移，但过大的区域经济差异会削弱已经形成的区域经济分工与合作，严重的

还会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负面影响。1990 年代初，部分经济学和地理学学者开始关注我国的区域差异
［4，5］

，经济学

者主要关注α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
［6－8］

，大量实证研究对认识和解释区域趋同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框架和思路。但经济学

者往往忽略了区域间存在的空间相关性，也不考虑地理空间的尺度效应。地理学传统上关注区位与空间，重视经济发展的空间

格局，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涉及不同尺度，包括全国层面
［9，10］

、区域层面
［11］

、省域层面
［12－14］

、经济区层面
［15，16］

和市域层面
［17，18］

。

江西省作为我国典型的内陆省份和革命老区，在世界产业革命和全球化进程中受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历史文化传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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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措施等因素影响，改革开放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2000 年以来，素有“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之称的江西凭借其良好的区位

条件和发展环境主动承接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并大力发展旅游、物流等第三产业，经济迎来快速发展，综合经济实力大幅提升，

GDP 总量由 2000 年 1913．92 亿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15754．07 亿元，全省人均 GDP 由 4596 元增加到 32692 元；GDP 年均增长率

达 11．8%，人均 GDP 增长率达 11．3%。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区域差异的扩大，研究江西省区域差异的文献也逐渐增多，大致可以

按指标内容、空间尺度、研究方法分成三类。关注区域差异内容主要有经济密度
［19］

、城镇化水平
［20］

、空间可达性
［21］

、旅游规

模
［22］

、人均粮食占有量
［23］

等；研究的空间尺度主要有鄱阳湖及五大支流
［24］

、不同的地貌单元
［25］

、地市
［26，27］

、县域
［28］

等；

研究方法主要有偏离—份额法
［29］

、多指标综合法
［30］

、主成分分析法
［31］

、探索性空间分析法
［32］

。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赣

南苏区振兴、长江中游城市群等国家政策的相继出台，江西省正在全力打造“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的区域空间发

展新格局，但目前从政策空间(赣北龙头、东西两翼、苏区)研究江西省区域差异的文献较少。

本文将江西省分为赣北、赣东北、赣西、赣中南地区四大政策空间。其中，赣北即昌九、昌抚一体化地区，包括南昌市、

九江市和抚州市；赣东北即信江河谷地带，包括上饶市、景德镇市和鹰潭市；赣西包括新余市、宜春市和萍乡市(新宜萍城镇化

地区)；赣中南苏区包括吉安市和赣州市(图 1)，共 91 个县域单元。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以 2000 年以来县域人

均 GDP 为测度指标，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和多尺度分解的 Theil 指数研究江西省的经济差异。研究结果一方面能反映近年

来国家区域政策在江西省的实施情况，另一方面也为进一步优化江西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提供科学依

据。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本文选取江西省各县(市辖区、县级市)2000—2014 年 GDP、人口及人均 GDP 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指标，数据来源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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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年份的《中国区域统计年鉴》、《江西省统计年鉴》。

2．1标准差及变异系数

标准差反映样本间的绝对差异，变异系数表征样本间的相对差异，为消除总体均值对标准差的影响，有必要考虑权重问题，

采用人口加权能客观反映区域经济差异的相对变化。标准差 S 和人口加权变异系数 Cv 计算公式为:

式中，xi为 i区域的人均 GDP； 为样本均值；pi为各区域的人口数；p为区域总人口。Cv值越大，区域间的差异越大。

2．2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

地理学第一定律认为任何事物是相互联系的，距离越近，联系越紧密。探索性空间分析就是通过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对

事物的空间关联模式进行识别，揭示它们的趋同或趋异分布。全局空间自相关的指标有全局 Moran' I、Geary' C 和 Getis'C 等，

本文采用全局 Moran' I 指标，取值范围为［－1，1］，绝对值越大，空间分布相关性越强，计算公式见参考文献
［33］

。统计检

验采用 Z 检验，公式为: 。式中，E(I)为期望值；Var(I)为方差。Z 值为正且显著时，表明

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Z值为负且显著时，表明存在负的空间自相关；Z值为零时，呈独立随机分布。

2．3Theil 指数及其分解

Theil 指数可度量区域差异变化，并可将区域总体差异分解为区际差异和区内差异。Theil 指数又包含 Theil 指数 T和 Theil

指数 L，前者以 GDP 比重加权，后者以人口比重加权。本文采用 Theil 指数 T即 GDP 比重加权，计算公式为:

式中，n 为区域数量；Yi为 i 区域 GDP 占全省比重；Pi为 i区域人口占全省比重。Theil 指数 T越大，表明区域差异越大。

以市为单元可将 Theil 指数 T 作一阶段分解，将全省差异分解为区域间差异与区域内差异。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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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j表示 i 区域 j 市 GDP；Yi表示 i 区域 GDP；Pij表示 i区域 j市人口；P表示 i区域总人口。假定 i 区域的市际差异

为: ，则式(3)中的 Theil 指数 TP可分解为:

式中，Yi表示 i区域 GDP；Pi表示 i区域总人口；TWR表示区域内差异；TBＲ表示区域间差异。

以县为单元可对 Theil 指数作二阶段分解，即全省总体差异分解为市内差异(TWP)、市间差异(TBP)和区域间差异(TBR)。计算

公式为:

式中，Yijk表示 i区域 j市 k县 GDP；Y 表示全省 GDP；Pijk表示 i区域 j市 k县人口；P表示全省总人口。假设 i区域的县际

差异为: ；假设 i 区域 j 市的市内差异为: ，则式(6)中的

Theil 指数 Td可以被分解为:

3 江西区域经济差异总体格局

3．1 绝对差异扩大，相对差异缩小

利用式(1)、(2)计算 2000—2014 年江西省人均 GDP 的标准差和人口加权变异系数(表 1)。从绝对差异来看，随着全省经济

发展速度的加快，综合实力有了大幅的提高；人均 GDP 的标准差和平均值逐年增大，2004 年后增加幅度明显提高，全省区域经

济绝对差异显著扩大。从相对差异来看，全省人均 GDP 的人口加权变异系数起伏波动明显，大致以 2004 年和 2009 年分成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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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图 2)。自 2000 年全省人口加权变异系数缓慢增加，在 2003 年短暂回落后急剧增加，2004 年达到峰值 0．093456；2004

年后全省人口加权变异系数逐步回落，2009 年达到最低值 0．084031，2009 年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在经历 2010 年和 2011 年小

幅上升后快速回落，2014 年达到近十五年来的最低值，区域经济的相对差异最小，区域经济总体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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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北高南低格局稳定、空间微弱相关

分别选取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和 2014 年各县域人均 GDP 来考察江西省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和演变趋势。为了消除物

价的影响，采用人均 GDP 均值以及均值加 1个和 2个标准差分成低、中、高、极高四个等次。人均 GDP 高值都位于 11 个地市的

城区，城区周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并逐步向周边递减(图 3)。按该标准划分的经济发展水平，四个年份空间格局稳定。

此外，人均 GDP 高的县域大体位于江西北部包括赣北、赣东北和赣西地区，并与东西向的浙赣铁路、沪昆高速带一致，中南部

县域人均 GDP 水平较低，北高南低格局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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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均GDP的全局自相关系数Moran'sI指数变化来看，2000—2014年江西省人均GDP的全局自相关系数Moran'sI指数2003

年以前由负转正，2003 年后 Moran'sI 指数逐年增大，相关性逐步增强，但 Moran'sI 都低于 0．1。Z－score 的变化趋势与 Moran'sI

高度吻合，前期由负转正，随后逐步增大，但都小于 1．96，表明县域人均 GDP 空间存在着微弱相关但不显著，即经济发展水平

相似的区县空间上集聚，但集聚较弱，统计上不明显(图 4)。

3．3局部点状集聚，总体随机分布

通过 ArcGIS 进一步对 2000 年、2005 年、2010 年、2014 年份各县域人均 GDP 作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并做散点图。第一象限

(HH)代表高值区域被高值邻居包围，称为“扩散型”；第二象限(LH)代表低值区域被高值邻居包围，称为“过度型”；第三象

限(LL)为低值区域被低值邻居包围，称为“低速增长型”；第四象限(HL)为高值区被低值区域邻居包围，称为“极化型”(表 2)。

研究期仅出现高高集聚和高低集聚类型，高高集聚即扩散型区县与相邻区县发展水平都较高，空间差异小呈正相关，分布在南

昌市区和周边南昌县和新建县，2010 年后新余市区及辖县分宜显现高高集聚。高低集聚即极化型区县发展水平高，而相邻区县

经济发展水平低，空间差异大呈负相关，分布在北部的九江和景德镇市区。过度型区县本身发展水平低，而相邻区县发展水平

高，空间差异大呈负相关。低速增长型区县与相邻区县发展水平都较低，空间差异小呈正相关；低低集聚和低高集聚在研究区

没有显现。90%县域空间上不相关，处于随机状态。

4 Theil 指数多尺度经济差异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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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尺度越小，经济差异越大

利用式(3)计算不同空间尺度的 Theil 指数，发现区域间、地市间和县域间的 Theil 指数大小明显不同，区域经济差异存在

明显的空间尺度效应。总体上，县域间＞地市间＞区域间(图 5)，区域间、地市间区域经济差异比较小，以县域为空间单元的区

域经济差异最大；经济差异波动明显，两个特殊年份为 2004 年和 2009 年，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测度的结果一致。

4．2基于市域、县域经济差异显著不同

通过 Theil 指数测度的经济差异的最大优点在于区域单元的分解性。为了进一步考察不同组分的贡献，按“龙头昂起、两

翼齐飞、苏区振兴”可将江西省分为赣北、赣东北、赣西、赣中南四大区域，通过式(4)计算出基于市域和县域四大区域的 Theil

指数。总体上，以市域为单元，相对经济差异为:赣北＞赣东北＞赣西＞赣中南，唯有赣西地区在 2008 年后出现剧烈波动(图 6)。

江西省四大区域的差异变化不同，赣北起伏波动较大，2002 年、2007 年达到峰值 0．061821 和 0．061117，区域经济相对

差异最大。2002 年前江西省赣北的经济差异一直在增大，2002—2007 年先降后升，2007 年后一直在降低，这与江西省着力打造

南昌市为核心增长极，推动昌九、昌抚一体化密切相关。江西省赣东北内部差异缓慢扩大，赣西则差异明显扩大，但 2011 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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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峰值 0．053707 后急剧减小，这与新余光伏产业与萍乡煤炭产业占较大比重有关，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两大产业衰退

缩小了赣西的内部经济差异。赣中南为山地丘陵，地域面积广大、行政单元多、经济实力和水平相对均衡，相对经济差异一直

很小。2012 年国家大力支持革命老区建设，实施“苏区振兴”战略，经济基础较好的县域迎来了更快发展，区域差异呈现扩大

趋势。

与市域单元相比，以县域为单元的江西省四大区域差异明显，Theil 指数明显增大，平均数值由 0．028858 扩大到 0．080445，

接近 3 倍。总体上，赣北＞赣东北＞赣西＞赣中南，且波动较小说明县域间的经济差异相对稳定(图 7)。2004 年赣北的县域差

异在达到峰值 0．153942 后逐步缩小，这与赣北以市域为单元的江西省区域差异在 2007 年后逐步缩小出现的时间上有所不同。

2011 年后以县域为单元的四大区域相对经济差异同时缩小，唯有赣中南在 2010 年开始逐步增大，2013 年后才出现下降，这与

国家出台实施“苏区振兴”战略密切相关，区域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但相对差异逐步扩大。

4．3Theil 指数多尺度差异贡献

本文以市域为单元进行 Theil 指数的一阶段分解，将江西省的区域差异分解为四大区域间和四大区域内两部分，利用式(5)

计算出相应的 Theil 指数。四大区域之间的差异总体比较平稳，而区域内差异走势与总体差异基本一致，区域内部差异是促成

全省总体差异的主导力量，以市域为单元的四大区域内差异对全省总体差异平均贡献率为 65．72%(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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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以县域为单元进行 Theil 指数的一阶分解，表明江西省四大区域内部差异对全省总体差异平均贡献率为 83．85%，区

域内部差异与全省总体差异走势高度一致(图 9)，其中赣北内部差异对四大区域内部差异贡献最大达 60%，而赣东北、赣西、赣

中南区域内部差异差别很小，贡献率最低。

利用式(6)和式(7)，以江西省县域为单元进行 Theil 指数的二阶段分解，表明各地市内部的差异对全省区域经济差异的贡

献率要大于地市之间的贡献，但差别不大，市内差异与市间差异近乎相等，分别为 45%、40%。市内差异在 2004 年出现峰值 0．065405

后逐步缩小，而区域间差异最小且比较平稳(图 10)。

5 经济差异格局演变因素简析

区域经济差异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在同一空间的叠加，自然历史基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本底，强大的历史惯性奠定了区域经

济的基本面貌；经济结构水平决定了区域在劳动空间分工和产业产品价值链的区段位置，唯有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强大的区

域发展政策才能重塑区域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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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自然历史条件是先天塑造力

江西省地势南高北低、三面环山、境内赣江、抚河、饶河、修河、信江五大水系注入鄱阳湖再经湖口汇入长江；“六山一

水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江西省地处丘陵地带，平原主要分布在北部鄱阳湖滨湖地带和赣江抚河冲击平原，河流谷地间

有盆地分布。雨热同期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使江西省的水稻种植得天独厚，农业种植历史悠久、耕作水平和效率较高，平原盆地

在农耕时代有着辉煌的历史。凭借发达的河湖水系网络，江西省占据水运时代沟通南北、连接东西的交通要道。随着现代化交

通实施的发展，江西省有着良好基础的北部平原地区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此外，赣东北和赣西有着丰富的矿产

资源，如景德镇的陶瓷、德兴的铜矿、赣西萍乡的煤炭和新余的铁矿等，这些矿区开发历史悠久，与省外经济联系密切。而江

西省中南部山地丘陵地区，受自然历史条件制约，农业种植基础较差，多以山地林地经济为主，经济基础薄弱、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成本高、经济效益低，导致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水平落后。自然历史条件塑造了江西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基本格局。

5．2经济结构水平是主要决定力

江西省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总体上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水平，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水平与周边省份差距较大。受自

然与历史条件的影响，江西省经济和人口重心一直偏居北部，大部分经济要素、企业、行业分布在北部平原地区和原有工矿城

镇地区。特别是对现代化经济影响较大的科技、教育、文化和现代金融、服务、交通物流等产业集聚于江西省北部平原，为北

部平原地区融入现代化经济，参与国际劳动分工，推动城镇化加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条件。而江西省南部丘陵山区经济

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经济结构水平比较落后。这种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水平格局是江西区域经济差异演变的决定力量。

4．3区域发展政策是强大推动力

现代经济高度融合、高度分工，产业的地域集中更加明显，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群成为城镇化的主体

形态和区域竞争的主体。由于累积因果效益的存在，江西省要发展、进位赶超，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和国家“一带一路”大战

略，江西省区域发展政策就必须发挥集聚经济效益，将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吸引布局在原有经济基础较好的北部平原地区

和交通沿线地区。江西省历届政府提出的打造昌九工业走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南昌核心增长极、昌九一体、昌抚一体等都

是以北部发展为重心，在考虑效益的基础上兼顾区域公平，当经济发展和实力达到一定水平后适时提出“苏区振兴、两翼齐飞”

的空间均衡发展战略，在空间布局上，努力实现“一群两带三区四组团”的空间格局。因此，区域发展政策是江西省区域经济

差异演变的强大推动力。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标准差与人口加权变异系数、ArcGIS 空间自相关、Theil 指数及其分解等方法对 2000—2014 年江西省不同空间尺

度的区域经济差异格局演变展开研究。主要结论为:①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江西省绝对经济差异显著扩大，而相对经济差异波动

明显，大致以五年为周期分成三个阶段，2004 年前不断扩大、2004—2009 年不断缩小、2009 年后先扩大再缩小。②县域人均

GDP 大致以东西向浙赣铁路、沪昆高速沿线为界，北高南低格局长期稳定，存在空间自相关但不显著；局部仅在南昌、新余出现

高高集聚，九江和景德镇出现高低集聚，其余 90%的县域空间为不相关性，处于随机分布状态。③Theil 指数多尺度分析表明，

尺度越小的区域差异越大，尺度效应明显。按“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分析江西省四大区域差异，以市域和县域为

单元结果一致；江西省赣北区域差异最大，但因一体化而逐步缩小，赣东北和赣西呈先扩大再缩小剧烈波动，赣中南则差异微

小。利用 Theil 指数的区域可分解性，一阶分解表明基于江西省市域和县域的四大区内部差异对总体差异贡献率分别达 65．72%

和 83．85%；二阶分解表明基于江西省县域的市内差异与市间差异对全省总体区域差异贡献相近，为 45%、40%。④江西省区域

经济差异格局演变原因可概括为:自然历史条件是先天塑造力，经济结构水平是主要决定力，区域发展政策是强大推动力。

本文按江西省空间发展战略分析了江西省赣北龙头、赣东北和赣西两翼以及赣中南苏区四大区域经济差异，并利用 Th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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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的区域可分解性考察不同尺度单元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区域经济差异是多种因素历史累积作用的结果，由于受行政区划调

整和数据获取等限制，本文未能对江西省 2000 年以前尤其是改革开放到 1999 年的区域差异展开研究，下一步争取克服撤地设

市、行政区划调整等影响，争取在定性基础上从历史自然、政府政策和区域经济结构等方面定量研究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影响

因素，以便为制定与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缩小区域差异寻求区域均衡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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