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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以湖南省 122 个县（市、区）为基本研究单元，选取 1995、2000、2005、2010、2016 年 5 个

时间截面，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探析湖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演变规律和变化趋势。研究表明：①湖南区域经

济处于集聚发展阶段，发展水平趋同性集聚较为明显。②湖南经济发展高值区主要分布在长沙、株洲和湘潭，其发

展较快；低值区分布在湖南西部及西南部边缘县市，其发展速度缓慢。基于研究结论及资源禀赋等地区优势，文章

提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优化发展建议：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重点建设长株潭城市群，培育岳阳、怀化二次增长极和

张家界旅游的增长极，着力完善湘东京广发展主轴，扩大湘北长沙、株洲、湘潭城市群发展的轴心，积极推动湘南

开放，湘西开发，以岳阳、郴州、怀化作为促进区域开放的重要节点，积极构建新的开放模式，促进湖南区域经济

全面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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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我国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学术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崔功豪、魏清泉、胡兆量等人深入分析了区域内经济

要素，探讨了经济要素的相对区位关系、分布形式，明确了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关系[1]。曾菊新赞成上述学者的观点，并

对区域特点和区位组合概念进行了全面阐述，明确指出经济活动中各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影响人类社会经济活

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空间结构，不同的空间结构，形成了不同的空间组织关系，受地域因素影响比较明显[2]。陈才等对前人的

研究进行了总结，全面描述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组合特点，在探讨空间组合构成要素方面，把要素分为中心、外围和网络三部

分[3]，并对三者关系进行了详细阐述。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由四部分构成的，第一个是资源开发部分，即空间结构；第二是人类

经济活动；第三是空间实体之间的元素流动；第四是空间实体的等级尺度
[4]
。魏心镇从自然、社会和经济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区

域经济空间结构的特点，认为应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这一概念，一是自然基础，二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上述两点因素共同构

                                                        
1作者简介：赵立平（1975-），男，湖南澧县人，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与生态管理。E-mail:zlp6968@163.com。

蒋淑玲（1972-），女，湖南衡阳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财务管理与会计理论。E-maill:ncbird@126.com。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17YJC840006）;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专项重点课题

（16ZXB05）;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 2019年度课题（XSP19YBC193）;湖南工学院“三个一批”人才支持计划

（ZY20171008）;湖南工学院“双一流”建设重大培育项目（201709）。 



 

 2 

成社会经济，以此为前提加以进一步划分，其主要包括地理、技术、产业、资源、管理结构与社会文化等层面[5]。王铮从以下几

个方面解释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具体内涵：一是资源构成，二是人类活动场所核载量，三是产业区位空间分异和组织关系[6]。

丁四保分别从三个方面探讨了人类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表现：一是聚集的经济点，二是扩散的经济面，三是生长的经济链，三

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区域经济空间结构[7]。 

针对区域空间结构模式，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陆大道提出了“点—轴”理论模式。他认为，中国应采取“T”字形国

土开发战略，在沿江沿海地区布局经济发展区，实施区域经济战略[8]。随后，他还进一步探讨了点轴系统理论、空间系统形成机

理[9-11]。叶大年从地理构造的角度，根据对称性理论详细探讨了城市空间分布问题，他认为，各大城市的发展，可以遵循地理对

称原则，让城市呈现出格子状发展[12]。特别是大中型城市，可以按照靶形分布的模式，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陆玉麒从多个

方面分析了港口城市和中心城市之间的联动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双核型”空间结构
[13]
，他认为，在沿海沿江地带，这

种空间结构非常普遍，应用前景比较广阔，已经具有很多成功的案例[14]。刘宪法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梯度发展战略、T字型开

发战略，明确了两者的利弊，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菱形发展战略，他认为，可以借助于交通和能源线路，结合区域状况、资

源禀赋状况，构造菱形网络状区域开发格局，对城市进行综合性开发[15]。除了上述模式之外，还有其他学者针对城市区域开发

提出了多种模式，比如中心辐射模式、“弗”字网络空间结构等。 

湖南省是内陆省份，针对该省的空间结构战略开发，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郑伯红指出，湖南省应分为三个经济发展

圈，一个是长沙、株洲、湘潭的核心圈，另一个是中南部的内环圈，第三个是西部的外环圈。各圈有自己的特点，应采用相应

的开发模式。分别为网络式、点轴式、增长极开发，三种模式齐头并进，推动湖南省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崛起[16]。陈国生等

认为，湖南省当前经济发展状况比较稳定，但区域差别比较明显，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集中度高，二是非均衡增长，此种状

况应该采取点轴开发模式，才能实现经济的稳步前进，均衡发展[17]。熊鹰、陈伟、唐健雄、段献、陈国生等针对湖南空间优化

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有的是从区域经济差异角度进行分析，有的是从区域协调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除了上述

研究，还有许多学者是从长株潭城市群、3+5城市群的角度进行研究，此方面的研究并不广泛，生成的理论成果有限[18-22]。针对

湖南区域空间结构模式，学术界关注度比较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分析，但是针对引发空间结构变化的原因、空间结构变化的

状况、对策和未来趋势等方面的研究内容非常有限，研究成果寥寥无几。本文以湖南省为研究对象，以县域为基本的研究尺度，

更加细致、具体地找出湖南省经济空间结构内在演变规律，以便对今后湖南省提出改善战略，全面建立与开发区域经济体系，

这对其一带一部发展战略的实现能够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1 湖南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演变分析 

1.1空间自相关分析 

对于某一空间变量的观察值进行检验，并和相邻空间的观察值进行比较，分析两者之间的关联，称之为空间自相关分析。

如果两者之间值同时高或同时低，说明空间正相关，反之则为空间负相关。本文选择了两个指标来进行空间自相关测度。 

1.1.1全局 Moran'sI指数 

在统计计量分析的 Pearson相关系数基础上形成了全局 Moran'sI指数，该指标能够对区域内空间分布特点、变化状况进行

测度衡量。通过计算 I系数对此进行判断，其实质是标准化的空间自协方差。 

该系数值在 0与±1之间变化，当 I=0时，变化是具有随机性的。如果 I>0，那么体现为正向关联性，空间分布较为集中；

如果 I<0，那么体现为负向关联性，空间分布差异性较为明显。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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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空间要素在单元 i 与 j 的观察值大小用 xi和 xj表示，其平均值用 xˉ表示；相邻权重用 Wij来表示；空间单元总数用

N来表示。 

在给定显著性水平条件下，如果验证结果体现为明显正值，那么就表示其区域经济发展较为统一，体现为较高或者较低水

平的集聚情况；如果验证结果体现为明显负值，则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周边范围差异较大。 

1.1.2Geary'sC指数 

其取值一般在 0～2之间，大于 1、等于 1、小于 1分别表示负相关、不相关、正相关，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空间要素在单元 i与 j的观察值大小用 xi和 xj表示；相邻权重用 Wij来表示；空间单元总数用 n来表示。 

1.2空间联系统计分析 

1990 年代初期，Getis 等多位学者共同研究表明，Gi(d)可用于表示空间统计量指标，能够计算得出单元 i 在与单元 j 保持

d宽度时，其相关空间统计量的大小。其公式可表示为： 

 

式中：观察单元数量用 n 来表示；单元 i 的观察值大小用 xi表示；对称空间权重矩阵用{Wij}来表示。此外，倘若单元 i 在

与单元 j宽度小于 d时，Wij=1；反之则等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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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可以分析发现，Gi(d)的统计量大小可同时适用于正、负效应当中。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提出假设 H0:Gi=0加以验证，主要采取的是 t检验法。Z(Gi)为正值，就证明单元 i被较大值包围，反

之则被比较小的值包围。 

2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湖南省行政区域内的县域单位，此次研究共选择了 122 个县域单位作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湖南省统

计年鉴，包括 1995、2000、2005、2010、2016年 5年数据，研究断面时选取了人均 GDP作为研究指标。受到行政范围变动影响，

部分县出现了新增和合并等现象，本文采取原属行政区的均值作为研究对象。 

此次空间统计量指标计算过程，选取 DPS(Data Processing System）数理系统分析软件，设计了电子表格，每一个县市区

样本均显示在内，包括行政单位的经度和纬度、相应观测值，然后选中待分析数据，借助于该软件中的相关功能，对空间布局

进行分析（表略）。 

3 湖南省区域经济总体空间集聚分析 

表 1显示，1995—2016年，其时间断面的横跨面积较大，Moran'sI的系数值均为正数，同时根据 Z-score检测结果来看，

其正偏离波动明显，证明其结果是具有可信度的。由此可以看出，湖南省区域经济的发展现状非常乐观，从县域单元视角进行

观察，20 年间湖南省的经济处于集聚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在空间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连片集中的格局，发展水平偏高

的聚集在一起，发展水平偏低的也聚集在一起。同时 Moran'sI数值不断变大（表 1），说明这种聚集状况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

而是聚集程度不断增强。结合这一地区 20年间的人均 GDP变化趋势（表 2）进行分析，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经济发展速度和 Moran'sI

系数同向运动，几乎在同一个发展态势上，说明湖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初级和中级阶段，空间聚集特征非常明显，随着经济的持

续发展，各要素在聚集程度上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进一步加剧。 

表 1全局 Moran's I指数计算结果 

年份 全局 Moran's I指数 
随机分布假定 

p 
方差 Z-score 

1995 0.390 0.056 7.078 0.000 

2000 0.312 0.039 8.196 0.000 

2005 0.488 0.055 8.971 0.000 

2010 0.537 0.055 9.920 0.000 

2016 0.555 0.056 9.997 0.000 

 

表 2 1995-2016年湖南省人均 GDP 

年份 
人均 GDP

（元） 
年份 

人均 GDP

（元） 

1995 3359 2006 12192 

1996 3963 2007 14942 

1997 4420 2008 18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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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4667 2009 20579 

1999 4933 2010 24897 

2000 5425 2011 30103 

2001 6120 2012 33758 

2002 6734 2013 37263 

2003 7589 2014 40635 

2004 9202 2015 43153 

2005 10606 2016 46382 

 

分阶段来看： 

(1)1995年，Moran'sI系数为 0.390,2000年则为 0.312，两者之间相差并不大，说明 1995—2000年，湖南省区域经济聚集

程度并不明显，虽然有小幅聚集的状况，但是发展速度缓慢，连片聚集程度不高。究其原因，虽然我国从 1970年代末已经开始

了改革开放，但是改革开放的重点是沿海城市，湖南省地处内陆，开放程度远远低于沿海城市，经济整体发展速度比较缓慢。

再加上湖南省历史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省，产业动力存在一定局限性，区域化经济的差异性并不显著，整体表现为稳定发展趋

势。 

(2)2000—2005 年，Moran'sI 系数上升至 0.488，与 1995 年相比，提升了 43.6%，说明改革开放成果显现，省域经济空间

集聚度明显增强。究其原因，国家当时实施了“十五”计划，开通了京珠、石长等重要干线，均经过湖南省，在全面开发战略

的带动之下，湖南省为了迎接经济辐射，加快开发了京广和京珠沿线地区，特别是长沙市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在实现“一

点一线”战略目标上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力。 

(3)2005—2010 年，Moran'sI 系数继续攀升，说明湖南省区域经济空间集聚度在进一步增强。长株潭地区经济一直以来比

较发达，以此为龙头，在“一点一线”的带动之下，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这一地区的 2005 年的 GDP 几乎占到全省的 62.1%。湘

西地区开发速度也在进一步加快，随着多条高速公路建设的完成，湘西地区内部差异不断增大。 

(4)2010—2016年，Moran'sI系数为 0.555，达到历史最大值。这 5年间，长株潭地区经济飞速发展，两型社会建设取得了

显著成效，国家为此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湖南省的经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最典型的就是长株潭地区，区域要素流动速

度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水平持续提高，预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湖南省空间极化现象会进一步加剧，空间集聚发展将

成为一种态势。 

4 经济空间冷热点演变分析 

为验证全局 Moran'sI 系数对以上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定性，采用 Geary'sC 系数对结果进行检验。根据计算分析能够看

出，从 1995年开始之后的十年时间里，Geary'sC系数值不足 1，时间维度越大，其偏离幅度也越大，这就证明湖南省高、低发

展水平的集聚程度进一步加深，但是在 1995—2000年，该系数变动幅度不大，2000年之后该系数变动幅度比较大。从整体上看，

Geary'sC 系数虽然也有一定的变化，但是变化的幅度不大。说明湖南省高值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低值区经济相对落后，发

展速度缓慢。 

表 3 Geary's C系数计算结果 

年份 Geary'C系数 随机分布假定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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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差 Z-score 

1995 0.497 0.075 -6.665 0.000 

2000 0.496 0.169 -2.990 0.001 

2005 0.419 0.084 -6.895 0.000 

2010 0.365 0.088 -7.223 0.000 

2016 0.381 0.074 -8.363 0.000 

 

通常，根据全局 Moran'sI 指数以及和 Geary'sC 系数 2 个指标，来对区域空间格局集中程度加以考量。不过这一分析方式

很难准确描述其演变过程，为此，本文引进 Getis-OrdGi空间关联指数，判断省域内部经济的空间格局演变规律，了解前一变化

的过程，能够更好地对区域集聚状况进行考察。Getis-OrdGi系数检验值越大，说明样本呈正向分布，被显著正的值包围，集中

区周围均是高水平的正值，这一地区是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反之，如果区域空间均被低水平较小的值包围，说明这些地区经

济发展状态不理想，为低水平发展模式，短期内很难改变。根据上述分析，如果经济发展水平在同一层次上，可以用上述指标

检验区域经济的空间集聚分布状况，根据计算结果，然后按照聚类分析法，对区域空间进行分类（图 1）。 

第一，湖南省经济发展热点区主要包括长沙、株洲和湘潭，在断面上呈现出高簇值集中区。研究期内，这里经济发展非常

迅速，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并且经济活跃程度高，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而湖南的西部、西南部边缘县市，比如古丈、保

靖、龙山、永顺、城步、绥宁等，属于冷点区，这些地区长期以来发展速度缓慢，经济活力不足。从整体上看，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湖南省各地区差异较大，这种格局多年以来没有改变，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湖南省不断强化“一点一线”格局，特别是

“一点”成为核心，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 

第二，从经济热点迁移动向来看，长株潭核心城区早在 1995年就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区，在持续发展过程中，其辐射能力

逐步加大，促进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周边的县市在 2010年的时候已经主动承接了核心地区的经济辐射，长株潭所有的行政

辖区发展速度均比较快。2016 年，常德武陵区、张家界永定区、衡阳雁峰区等区县迅速崛起，进入了发展经济速度较快城市之

列，一度成为经济热点区，这一区域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向南扩张比较明显，扩张力量比较强，向北扩张程度明显比较弱。

岳阳、郴州和衡阳部分中心城区，多年以来都属于经济发展的热点区，但是对周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明显，扩张作用没有得到

充分彰显。 

第三，从经济发展较热区域的分布来看，湖南省已经形成了三大经济发展热点区，一是沿长株潭中心城区分布，二是市州

的中心城区，三是矿产资源丰富的县城。 

第四，湖南省经济发展冷点区域，呈现出片状成长布特征，分布在热点区和较热点区域之中，湖南的东北部和南部是早期

的冷点区域，湘中地区经济随后得到了快速发展，因此冷点区域逐渐蔓延到湘西、湘西南。 

第五，1990—2009 年，湖南省的经济冷点区域布局和范围基本上没有变，湖南西部、南部和中部地带，均属于冷点区。之

所以经济欠发达，原因在于这里交通不便、地形崎岖，再加上没有重大的区域政策扶持，单靠自身的能力，难以突破瓶颈实现

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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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95、2000、2005、2010、2016年湖南经济发展冷热点变迁图 

第六，从单个样本分析空间对于经济的影响，比如长沙县，1990—2009 年其空间关联指数从 2.6152 上升到 6.0756，上升

的幅度非常明显。古丈县，1990—2009年空间关联指数分别为-1.8106、-1.8083，其绝对值和长沙县相比，两者差值分别为 4.4250、

7.8839。说明两个县经济差距在不断拉大。这种情况在保靖、龙山和新化等地也非常普遍，这些地区地形崎岖，交通不便，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市场非常闭塞，经济实力较差，发展前景并不乐观。从 1999年开始，国家为此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经济状

况有所好转，但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落后的局面每年都在增大，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成为湖南省经济的一大特点，其马太效应

越来越显著。 

第七，岳阳、常德属于距离较近的样本，这两个地区自然条件好、经济区位适当，因此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和这两个地

区相近的益阳，虽然条件基本相当，但是经济却远远落后于上述两个地区，1979年，岳阳和益阳人均收入不相上下，分别为 380

元和 371 元，但是，2009 年二者的人均收入相差非常显著，岳阳为 24543 元，而益阳只有 14071 元，前者超过后者 74%，究其

原因，益阳虽然先天条件比较好，但是产业结构转换速度慢、定位不准，再加上长沙经济剥夺的影响，让益阳光彩逐渐淡去，

发展速度明显滞后。 

第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冷热点迁移地区，就是张家界。从 1990年代初期起，该地区为冷点经济发展地区，在湖南省

的经济梯度中，张家界地区处于最低层，是经济最冷地区。2000 年，张家界市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已经过渡到热点区，随

后发展态势一直保持，热点不断提升。主要是由于国内市场经济的良好发展以及人均收入、消费水平的提升，推动了该地区旅

游经济的发展，随着旅游资源深度开发、市场需求进一步加大，张家界成为我国著名的景点，对当地经济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除了张家界之外，衡阳的南岳区也属于此类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南岳风景区早在 1979年就被批为对外开放区，1982年被

定为国家一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之后成为湖南省重要的旅游经济开发区之一，这里旅游资源极其丰富，经过一系列的开发和发

展，其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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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湖南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优化建议 

当前，湖南省经济正处于空间集聚发展阶段，中心区域将会对周边起到一定的带动作用，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湖南省的空

间极化作用会进一步加剧，空间扩散能力会进一步提升。“十三五”期间，湖南省应立足自身的优势资源，融入长江经济带，

对接粤港澳大湾区，不断加大开发力度，以点带面，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对周围地区的经济起到带动作用，从而实

现全面发展。这一发展理念的关键体现为：第一，突出核心增长极的带动作用，推动核心地区的快速辐射，引领周边地区的共

同发展；第二，适度实施区域倾斜发展战略，注重各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尽可能实现均衡发展，特别是要把不发达地区纳入开

发体系之中，给予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倾斜；第三，明确区域空间的拓展方向，构建南北经济廊道，在各种优惠政策的积极作

用下，全面促进经济建设；第四，利用交通线路、对外通道的优势，让区域经济实现再次腾飞，深化改革开放，形成经济发展

的新格局。 

 

图 2湖南区域经济结构优化图 

“开”字型空间结构模式（图 2）中，形成两纵两横的发展走向，一是一级主要发展轴——湘东发展轴（郴—衡—潭—珠—

长—岳高珠高速带），二是湘北发展轴（常—益—长—岳环洞庭湖融入长江经济带），三是湘西发展轴（张—吉—怀枝柳铁路经

济带），四是湘中发展轴（怀—娄—邵—潭—长—珠黔赣铁路经济带）。长沙、张家界、怀化、岳阳、株洲等地作为发展的重点。

结合经济分布特征与优势，明确开发的时间、顺序和重点，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此，应着力做好以下五方面工作。 

5.1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发展 

长株潭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广，是湖南经济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地带。在空间布局上，全面发展产业集群，其中主要包括湘东

制造产业集群、湘江西岸高新产业集群以及湘江生态经济集群三个产业集群。长株潭地区的各大城市要加强分工和协作，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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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布局、交通建设、市场贸易等方面要坚持走联动发展之路，提高区域综合实力。 

5.2推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绿色发展 

贯彻“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守护一江碧水，推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绿色发展。岳阳、

常德以及益阳等地都属于洞庭湖区范畴，地处湖南北部[23]，是湖南省相对发达的经济体，可以成为继长株潭城市群之后的另一

个经济核心区[24]。根据陆玉麒的双核结构理论[25]，岳阳作为门户港口城市，是洞庭湖区发展的重点城市之一，可以借助地理优

势，积极和长株潭中心城市群互通有无，实现职能、产业、交通运输、资源、定位、发展方面的互通互助互补，同时要大力整

合岳阳港口城市的运输优势，全面发展临港型和临江型产业，实现沿江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构建完善的沿江产业带，推动区

域经济的大幅度增长，实现共赢。 

5.3积极推进大湘西开发 

以怀化为中心，打造湘桂黔鄂渝边界增长极。怀化应该把自身的发展融入到西部大开发其中，充分利用自身的区位、资源

优势，整合周边经济发展的各要素，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增长，把自身打造成为湘桂黔鄂渝边界增长极，成为知名的核心城市，

然后带动周边城市的共同发展。以张家界为中心，建设湘桂黔渝鄂边区旅游中心。张家界应该加强内部旅游资源的整合[26]，积

极和省内其他旅游资源实现横向联系，主动和临近边界地区的旅游资源实现纵向合作，通过多方协作，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旅

游产品，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在旅游业的主导之下，大力提升城市品质，完善城市功能，带动周边旅游业的共同发展。 

5.4大力打造发展轴 

优先提升湘东发展轴。利用湘东发展轴与武汉经济带相接和珠三角港澳经济区接壤的优势，实现产业的纵向横向布局，加

强与两个经济区的有效联合，南段要主动和珠三角对接，开发这一地区的资源，完善农产品和矿产品加工产业。积极建设湘中

南发展轴。充分发挥其连通贯穿湘粤的地理优势，实现其东西经济交流的重要廊道作用，利用自身的资源和能源优势，大力发

展传统产业，带动整个地区经济的繁荣[27]。 

5.5优化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是开展经济活动的基础，只有在能源资源通讯和交通体系的支撑之下，经济才能得以发展。湖南省应该强化

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重视区域之间的差异性，尤其是对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要加大其基础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大资源开发与

利用的有效性。大量的实践证明，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程度，或者说交通路线的完善程度，决定轴线发展的状况。因此要把交

通建设作为核心，结合湖南省的具体情况，建立完善的向内、向外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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