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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湖南省 14 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运用变异系数和空间自相关法等方法，实证测算了 2005—2014

年湖南省各地级市外向型经济的区域差异特征。结果表明：①出口贸易区域内呈现由分散向集中转变的态势，而实

际利用 FDI 在各市之间呈扩散发展趋势；②湖南省外向型经济区域存在显著差异，长株潭城市群为主要开放阵地；

③不同区域之间的对外开放度差距逐年缩小但依旧较大，湖南省的开放度水平整体得到了提高；④湖南省各地级市

的对外开放度存在较强空间自相关性，出现空间集聚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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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经济全球化趋势渐成
［1-4］

，跨境经济合作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5-10］

。我国对开放型经济的研

究与对外开放同步进行，在开放发展的大背景下，我国抓住历史机遇，提出“一带一路”开放发展战略，开始大力提高对外开

放力度，利用可靠的国际经济环境，发展对外经济交流，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2001 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市场经

济基本框架逐步建立，一手引进外资技术，一手出口产业产品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对外开放方式被确立
［11］

。随着开放发展在经济

发展中地位的提升，开放发展模式不断优化，国内学者对于区域开放发展和国际贸易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我国对于开放发展的

研究迎来了首轮高峰期。学者们已经从国际环境
［12］

、国内边境地区
［13］

、内陆区域间和区域内部
［14］

等不同视角对我国发展外向

型经济的条件、现状、空间分异、影响因素进行了多层次研究。采用的方法有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空间自相关法、TOPSIS

模型评价法，通过这些数理方法对我国发展外向型经济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些有效的政策建议
［12-17］

。

然而，已有的理论和研究大多数还是停留在某一省份或全国等宏观角度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动态研究层面，鲜有对区域内部

各城市外向型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分析和趋势演化研究，对于某一省份对外开放布局的测度更没有形成体系。因此，在理论和数

据支撑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从湖南省内部 14 个地级市出发，利用变异系数和地理集中度测算出湖南省外向型经济区域之间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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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差异，再使用空间自相关法以对外开放度为基础对湖南省对外开放度的空间格局现状进行分析。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自 2005—2015 年《湖南省统计年鉴》和各地级市政府 2005—2014 年国民经济社会经济发展统计公报，并对湖

南省和各地级市的实际利用外资、进出口额、总产值等方面的数据进行了整理。

1.2 研究方法

1.2.1 变异系数

为了测度湖南省区域外向型经济差异的时间演变趋势，选取变异系数测量总体外向型经济差异，它是指标标准差与平均值

比值的百分比，V 值的大小代表着差异的大小和集聚性的高低。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V 是变异系数；S是标准差； 是平均值。

1.2 地理集中度

又称地理集中指数，是衡量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对外开放在地域上集中程度用地理集中指数来表示。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G 为地理集中指数，用来反映要素在湖南省各市的集聚性；xi为第 i 个地区要素值；T 为整个湖南省总的要素值；n

为 14。G 值体现集聚性，越强的积聚性说明 G 值越高，相关要素分布越集中，G 值越接近 100；反之，集聚性越弱，均衡性越

高，则说明相关要素分布越分散，G 值越接近于
［18］

。

1.3 对外开放度

对外开放度依据外资和外贸依存度的算术平均值测度。各地级市的对外开放度计算公式如下
［1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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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空间自相关

邻近空间区域单元的空间相关性常采用空间自相关来检验。一般常用 Moran's I 值进行检验。其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xi 为区域 i 的对外开放度值； 为开放度均值；s2
是开放度数值方差；n 为研究市域总数；Wij 是空间权重矩阵（若

空间相邻则为 1，否则为 0）。全局 Moran 指数 I 的取值在（-1，1）之间
［22-23］

。

2 外向型经济区域差异的特征

2.1 出口贸易区域内呈现分散逐渐集中的态势

2005—2014 年期间，湖南省出口贸易变异系数呈现周期波动变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公式（1）、（2）可以得

出 2005—2014 年间出口贸易额在湖南省的地理集中指数和变异系数（表 1），从而揭示湖南省出口贸易区域差异的演化情况以

及集中或扩散程度。

表 1 2005—2014 年湖南省出口贸易变异系数和地理集中指数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变异系数 1.54 1.42 1.44 1.49 1.58 1.58 1.32 1.51 1.52 1.56

集中指数 47.89 45.3 45.74 46.71 48.76 48.65 46.22 47.08 47.34 48.25

资料来源：根据《湖南省统计年鉴》（2006—2015 年）计算。表 2～表 3 同。

表 1 的结果表明，湖南省出口贸易变异系数由 2005 年的 1.54 降低到 2006 年的 1.42，2006 年的 1.42 增加到 2009 年的

1.58，2010 年的 1.58 降低到 2011 年的 1.32，2011 年的 1.32 增加到 2014 年的 1.56，说明 2006—2010 年湖南省出口贸易

的差异在不同区域之间不断增大，2010—2011 年其区域差异变小，2011—2014 年其区域差异又呈现增大的趋势。而 2005—2014

年期间出口贸易额的地理集中 2005—2010 年期间湖南省出口贸易在区域内呈现分散逐渐集中的态势，至 2009 年和 2010 年集中

程度达到峰值，2010 年后，逐年在各地区扩散。出口贸易属于区域的经济活动和区域内外要素流动的一种表达形式，根据区域

增长极理论和梯度转移理论，经济中心即增长极能够产生极化、扩散效应，其经济技术、劳动力等方面的先进性会吸引外向型

经济活动不断向其集聚，而在周边地区由于各种条件上的差距，导致进出口贸易在地区间产生差异，所以 2006—2010 年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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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贸易差异扩大，同时贸易活动也在这些经济、技术、劳动力条件较强的地区集聚。2010 年这种集聚到达峰值，增长极地区

各种成本有所上升，而在出口贸易中存在一些对劳动力、土地成本、技术等相对较高的要求。技术含量低的企业受到其他地区

优惠政策和日益改善的基础设施的吸引，开始向其他地区发展并继续开展对外贸易，使得出口贸易在各地扩散。伴随着增长极

地区的高科技产业产品附加值不断提升，出口贸易总量上占据绝对优势，导致这些地区的出口贸易强于其他地区，变异系数在

2011—2014 年再次扩大，同时周边地区形成的一些新兴产业，为了利用增长极地区的高科技和高素质劳动力，向增长极地区集

聚，地理集中度也再次扩大。

2.2 实际利用 FDI 在各市之间呈扩散发展趋势

利用公式（1）、（2）对湖南省 2005—2014 年实际利用 FDI 的变异系数和地理集中度指数进行了计算（表 2），从而揭示

湖南省实际利用 FDI 的相对差异和在各地区集中化程度的变化状况。

表 2 2005—2014 年湖南省实际利用外资变异系数和地理集中指数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变异系数 1.55 1.65 1.63 1.59 1.56 1.52 1.36 1.44 1.38 1.36

集中指数 48.01 50.11 49.73 48.88 48.33 47.46 46.78 45.69 44.48 44.14

表 3 2005—2014 年湖南省对外开放度情况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外贸依存度 0.074 0.077 0.079 0.078 0.052 0.061 0.061 0.06 0.061 0.069

外资依存度 0.026 0.027 0.027 0.025 0.023 0.021 0.02 0.02 0.021 0.023

对外开放度 0.05 0.052 0.053 0.052 0.037 0.041 0.04 0.04 0.041 0.046

根据表 2数据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国际经济环境和湖南省的对外开放的环境，2005—2014 年湖南省实际利用 FDI 变异系数

整体上呈现出波动减小的态势。2005 年实际利用 FDI 的变异系数为 155%，至 2014 年减小到 136%，个别年份存在波动现象，2005

—2006 年和 2011—2012 年均有所增加，最高达 165%，说明湖南省各市之间实际利用 FDI 的相对差异在这 10 年期间呈波动减小

变化。从表中可以看出地理集中度指数和变异系数变化的波动趋势一致，说明湖南省实际利用 FDI 在各市之间呈扩散发展趋势。

3 对外开放度空间格局的演化特征

3.1 对外开放整体水平呈现向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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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公式（3）计算出 2005—2014 年期间湖南省对外开放度（表 3），反映了 10 年间湖南省对外开放度的变化趋势。从总

体上看，湖南省历年的对外开放度正在逐步扩大。加入世贸组织后，2005—2009 年湖南对外开放度正在以每年平均 2%左右的速

度增加。而在 2009 年，由于全球的金融危机，湖南省进出口贸易受到较大影响，直到 2010 年才表现为有所回暖的趋势，相比

2009 年对外开放度增加 10.8%。而在 2012 年，全球金融危机并未完全消退，受到其影响，湖南省对外开放度和外贸依存度又出

现小幅度回落。2013 年以后，全球经济缓慢复苏，湖南省商务厅出台一系列促进外贸的政策，对外开放呈现明显的向好态势，

整体快速增长，2014 年同比增长 12.2%。

3.2 对外开放度空间格局表现不均衡

选取 2005、2010 和 2014 年 3 个年份各地级市的对外开放度作为指标，利用 ArcGIS10.3 软件并运用自然断点分级法，呈

现湖南省各个地级市的对外开放水平的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分级显示各地级市的对外开放程度，全省 14 个地级市共划分为 3

个层次：高开放度地区（对外开放度≥5%）、中等开放度地区（对外开放度介于 2%~5%）、低开放度地区（对外开放度＜2%），

如图 1。

2005—2014 年湖南省各市之间开放发展都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从湖南省范围来看，对外开放发展水平表现不均衡，主要集

中在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城市群经济核心区。2005 年属于高开放度地区的市洲一共有五个，分别是：长沙市、株洲市、湘潭

市、娄底市、湘西州。到 2010 年，由于全球经济的复苏，湖南对外开放度也相应的有所回升，周边市的对外开放度在长株潭城

市群等高开放度地区的带动下也有所提升。到 2014 年，全省 82.35%的市（州）为中等开放度和高开放度地区，开放度水平得到

较大提高，其中提高较大的有：邵阳市、永州市从低等发展地区发展成为中等开放度地区，郴州市从中等地区发展成为高开放

度地区。

3.3 对外开放空间水平由集聚变为均衡

通过ArcGIS10.3软件，运算得到湖南省2005—2014年对外开放度的全局Moran指数，显著性水平P 值及标准化统计量Z 值，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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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5—2014 年湖南省对外开放度全局 Moran 指数

年份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全局 Moran 值 0.298 0.358 0.236 0.286 0.472 0.391 0.35 0.368 0.318 0.333

Z 值 1.984 2.209 1.98 1.961 2.823 2.873 2.182 2.187 2.013 2.113

P 值 0.049 0.027 0.044 0.043 0.005 0.033 0.029 0.029 0.044 0.035

根据表 4 的结果，分析得到：2005—2014 年湖南省对外开放度的全局 Moran 指数都为正，并且可以明显看到其 Z 值都大于

1.96，P 值都小于 0.05，结果表明各年份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由此得知，湖南省对外开放度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从

全局 Moran 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湖南省对外开放度的空间相关呈现较明显的变化。2005—2009 年期间，特别在 2009 年对外开

度的 Moran 指数达到最大值。而 2009—2014 年期间，对外开放度的 Moran 指数表现为先降后升，湖南省的对外开放由集聚变为

均衡。

通过 2005、2010、2014 年三年湖南省对外开放度的 Moran 散点图更进一步分析局部空间的差异性（图 2）。

由图 2 可以得到，2005 年各个地级市的 Moran 值分布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的个数占总体的比重为 64.29%；2010 年各个地

级市的 Moran 值分布在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的个数占总体的比重为 57.14%；2014 年各个地级市的 Moran 值分布在第一象限和第

三象限的个数占总体的比重为 85.71%，以上数据分析则更加说明了湖南省对外开放度在市域空间上的相关性表现为显著，而地

级市与周边的地级市也具有相对类似的集聚特征，对外开放度较低或较高的地级市则表现出空间临近的关系。

对不同时期分布在不同象限的地级市进行汇总统计，可以得到，始终分布在高高集聚区的地级市有 3 个，为长沙市、株洲

市、湘潭市。而湘西的张家界市和常德市等这两个地级市始终位于低低集聚区。邵阳市、益阳市等地一直处于被高开放度的地

区包围，所以，保持着低高集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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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实际利用 FDI 和地理集中指数两个指标的变异系数，探讨了湖南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并对湖南省对外开放

度进行测算，分析湖南省对外开放度的空间格局，从而得出以下几点结论：①湖南省对外开放度整体水平不断提高。2005—2014

年期间，地级市之间的出口贸易呈现分散逐渐集中的态势，实际利用 FDI 呈扩散发展趋势，全省对外开放整体水平逐年提高。

②湖南省对外开放度空间布局上呈现显著相关。地级市与周边的地级市具有集聚特征，临近的空间分布着对外开放度水平较高

或者较低的地级市。③对外开放度空间格局表现不均衡，但呈现由长株潭地区向周边地区扩散的趋势，由于各地市经济、技术、

劳动力条件的不同，2005 年高开放地区主要集中在以长沙为中心的长株潭城市群经济核心区；至 2014 年，在长株潭等开放度高

的地区带动下，省内中等开放度和高开放度的个数比重在湖南省市（州）达到 82.35%，开放度水平得到较大提高。

与内陆省份间开放型经济发展相同，湖南省内各市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存在等级之分，均缘起于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实施

的沿海—沿江—沿边—内陆省会城市的非均衡发展策略。而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则为构建新型开放

型经济提供了新路径。当前，湖南省应当把握机遇，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应对国际环境变化和国内发展要求，完善对外

开放战略布局加快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综合本文研究结论，认为可以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①通过建设增长极，减小区域之

间外向型经济发展差距。打造以长沙市为中心的高度开放区的先导区和以三市为核心的产业承接核心区。依托长沙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的战略，加快发展临港、临空经济，积极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将岳阳临港区打造成长江中游的重要国际港

口、物流中心和国家级保税港区，不断提升其口岸功能，建立湖南省北部增长极，打造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连接粤港澳和北部

湾经济合作区，重点建设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促进郴州建设湖南省南部增长极。加快怀化建设湖南省西部增长极，融

入武陵山经济协作区开放发展，培育现代农业、食品精加工、省际边贸物流等具有地域特色优势的开放型经济。②围绕“一带

一路”战略，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经济交流活动。湖南省应建立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全省通关一体化，完善进

出口政策。充分发挥国际友好城市的作用，加强与国际社会的经济联系，建立国际经贸合作交流平台。依托长沙市会展中心，

为省内各区域搭建国际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平台，同时鼓励各市、区参加境外国际性展会，积极拓展国际业务，进一步打开湖南

省对外开放的大门，发展多边外向型经济。③依托湖南省各市的优势产业，推动出口产业集群化发展。依托国家级新区、高新

区、经开区和产业转移承接基地等前沿开放阵地，加强跨区域区域协作，拓展外部合作空间以推进湖南开放型经济加速发展。

依托“互联网+”新技术打造境外网络销售平台，拓宽省内各区域产业产品营销渠道，充分发挥地区产业产品优势，加快培育一

批区域特色的出口品牌。④加强互联互通的开放通道建设。继续打通对接沿海和大西部的交通线路，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充分利用黄花国际机场第二条跑道，开通更多的国际航班，增强黄花机场的可达性，为湖南省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

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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