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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特征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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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情况 

    各大区在地域面积、人口规模上存在较大差异。从地域面积上看，大西北地区最大，地域３９８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大陆）的４

１．４２％；东部沿海地区最小，地域２１万平方公里，占２．１４％。从人口规模上看，西南地区人口最多，２００１年，人口２４

６１１万，占全国的１９．２８％；大西北地区人口最少，人口５８００万，占４．５４％。从人口密度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人口最为

稠密，２００１年，人口密度为６６０人／平方公里；大西北地区人口最为稀少，人口密度为１５人／平方公里。 

    经济总量与结构 

    １．经济总量（见表二） 

    ２．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人口分布 

    （１）第一产业在西南地区的比重最高，２００１年，其增加值占西南地区ＧＤＰ的２２．１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东部沿海

地区的比重最高，其增加值分别占东部沿海地区ＧＤＰ的５０．５５％和４０．６６％。 

    （２）西南地区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最高，２００１年，第一产业就业占西南地区就业总量的６２．７５％；东部沿海地区第二产业

的就业份额最高，为３２．０５％；东北地区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最高，为３３．１６％。 

    （３）虽然从增加值份额来看，各大区第一产业已退居次要位置，其份额均小于相应地区的１／４，但是，从就业份额来看，各大区

第一产业仍居于首要地位，其份额无一例外地高于相应地区的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其中，有５个地区接近或超过５０％，分别

是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 

    （４）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最高，２００１年达５２．１％；西南地区城市化水平最低，为２６．８％。前者比后者高２５．３个百

分点。 

    （５）各大区城市化任务相当艰巨。城市化水平接近或超过５０％的只有３个地区，分别是东北、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除此之

外，所有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均在４０％以下，有些地区甚至不足３０％。 

    基础设施 

    １．交通运输设施 

    （１）北部沿海铁路交通基础设施状况最好，２００１年每１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铁路２５公里；其次为东北和长江中游地

区；最差的是大西北地区，铁路密度仅为２公里／千平方公里。 

    （２）以线路密度为标准，南部沿海公路交通基础设施状况最好，２００１年每１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公路５３６公里；其次

为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线路密度超过４００公里／千平方公里；最差的是大西北地区，公路密度仅为４８公里／千平

方公里。 

    （３）东部沿海内河航运状况最好，水网密度高，每１０００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有内河航线１７７公里；其次为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

地区。 

    ２．城市基础设施 

    （１）各大地区自来水使用人口占城镇人口的比重都不是很高，比重最高的大西北地区也只有６３．９９％的水平；经济发达的北部

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分别只有６３．２６％、６１．７２％和４７．４３％的水平；水平最低的是西南地区，比重只有４

５．４４％。 

    （２）各大区煤气、天然气和石油气使用人口的比重都比较低，比重最高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水平也不足６０％。 

    （３）从相对水平上看，东北、东部沿海、长江中游地区工业废水处理设备的负荷较重，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地区的负荷较轻；除南

部沿海地区外，其他各大区工业废气处理设备的负荷都比较接近。 

    （４）总的来看，各大区城市基础设施都不充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任务依然非常艰巨。 

    对外开放 

    （１）无论从进出口状况还是从利用外资状况来看，南部沿海地区开放程度都最高，对外依赖程度也最大。２００１年，南部沿海地

区进出口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４０．４２％，进口占４１．８０％，出口占３８．９０％，实际利用外资占３７．３０％，实际利用外

商直接投资占３５．１９％；进出口依存度为１１０．４４％，进口依存度为５９．６３％，出口依存度为５０．８０％，实际利用外

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３３．４８％，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３０．３２％。 



    （２）沿海三个地区即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开放程度显著地高于其他地区。按开放程度高低排序，则南部沿海先于东部

沿海，东部沿海又先于北部沿海。 

    （３）如果从进出口和外资利用占全国的比重看，大西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程度最低。２００１年，大西北地区进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仅

为０．８４％，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仅为０．３１％，与开放程度最高的南部沿海地区有着天壤之别。如果从进出口依存度看，

则长江中游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最低。２００１年，长江中游地区进出口依存度７．３６％，进口依存度３．９９％，出口依存度３．３

７％，和南部沿海地区相差１０３．０８、５５．６４和４７．４３个百分点。 

    市场规模与居民消费 

    １、市场规模（见表三） 

    ２、居民购买能力（见表四） 

    ３．生活条件 

    反映居民生活条件的指标很多。这里选择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万人医疗机构病床床位数对各大区的生活条件进行了比较。比

较表明，大西北地区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最多，２００１年，达３１．１平方米；长江中游地区城镇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积最

少，为２２．１平方米，比大西北地区少９米。东北地区万人拥有的医疗机构病床床位数最多，２００１年，为３７张；西南地区万人

拥有的医疗机构病床床位数最少，为２０张，比东北地区少１７张。 

    发展能力与经济活力 

    １．投资和财政能力 

    （１）东部沿海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最大。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前８个月，东部沿海地区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占同

期全国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均高于其他地区，分别为２１．２９％、２１．２３％和２２．９６％；大西北地区最小，上述三个时期

的比重分别为４．３２％、４．５４％和５．２１％，比东部沿海地区小１６．９７、１６．６９和１７．７５个百分点。 

    （２）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而论，沿海三地区的投资能力强于其他地区。在沿海地区中，东部沿海地区的能力强于北部沿海地区，北

部沿海地区的能力强于南部沿海地区。 

    （３）从财政能力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最强，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２１．５６％，人均地方财政收入高于其他地区，

达１２３９元。 

    （４）从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来看，大西北地区能力最差，２００１年，其比重只有２．８％。然而，从人

均财政收入的水平来看，长江中游地区最差，人均只有３００元，不足东部沿海地区的１／４。 

    （５）各地区人均财政收入均小于其人均财政支出。这说明，中央政府对各地区均有财政转移支付。从人均水平上看，大西北地区获

得的转移支付最多，达９９９元；南部沿海地区获得的最少，为２４５元。 

    ２．技术开发能力 

    （１）从专业技术人员的绝对量看，西南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最多。２００１年，西南地区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占各地区总

人数的１６．５３％。西北地区人才总量最少，２００１年，比重仅为５．１９％，比西南地区低１１．３４个百分点。由于改革以

后，民营部门的科技人才不断增多，上述人才总量分布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 

    （２）从专业技术人员相对水平看，东北地区人才最为富裕。２００１年，东北地区每万人中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２０１．

２名。人才最为匮乏的是西南地区。此项指标与前项指标似乎给了人们以相反的印象。产生这种悖论的原因是各大区人口总量存在着巨

大差异。 

    （３）北部沿海地区投入的研究与开发费用最多。２０００年，其研发费用占各大区研发费用的２８．８７％，超过各大区总费用的

１／４。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的投入也比较多。大西北地区的投入最少，２０００年，其投入只占１．５３％，不足各大区总费用

的１／５０。 

    ３．产业能力（见表一） 

    ４．商业联系能力  

    （１）长江中游地区人员往来最为频繁，大西北地区最为稀少。２００１年，长江中游地区旅客周转量占全国的比重达１８．３８％

大西北地区占４．５９％。 

    （２）北部沿海地区货物运输最为繁忙，大西北地区最为冷清。２００１年，北部沿海地区货物周转量占全国的比重达３０．５２％

大西北地区占３．５５％。 

    ３ 北部沿海地区交通工具最多，大西北地区最少。２００１年，北部沿海地区民用汽车拥有量占全国的比重达２２．５７％ 大

西北地区占４．８２％。 

    ５．经济活力 

    （１）从当前的经济活跃程度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最强，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１年，ＧＤＰ分别增长１０．８％和１０．３％；西南地

区最弱，ＧＤＰ分别增长８．２％和８．５％。 

    （２）沿海三地区的经济活跃程度强于其他地区。２０００年，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以超过１０％的速度增长；２００１

年，三地区经济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 

表一：各大区产业能力（％，２００１年）  



   

表二： 各大区经济总量（％，２００１年） 

表三：各大区市场规模（２００１年） 

表四： 各大区居民购买能力（元，２００１年） 

  
采掘业增加值 

占全国的比重

中加投入品 

制造业增加值 

占全国的比重

消费品制造业 

增加值 

占全国的比重

资本品制造业 

增加值 

占全国的比重

开发区高新技术

企业产值占全国

开发区高新技术

企业产值的比重

开发区高新技术

企业出口占全国

开发区高新技术

企业出口总额的

比重

东北 21.18 7.2 11.36 8.76 12.26 5.32

北部沿海 19.92 17.26 19.44 18.05 28.66 24.04

东部沿海 4.23 22.56 23.47 28.4 21.24 34.02

南部沿海 7.03 15.68 10.65 16.43 14.76 29.25

黄河中游 19.2 8.42 9.97 6.87 6.53 2.3

长江中游 13.06 15.06 13.52 11.43 8.2 2.24

西南 8.47 12.02 8.47 8.91 7.58 2.65

大西北 6.92 1.78 3.12 1.17 0.77 0.13

  
GDP

（亿元）

占全国 

（%）

人均GDP 

（元）

东北 10627 9.95 9935

北部沿海 19702 18.45 10869

东部沿海 21211 19.87 15617

南部沿海 15447 14.47 12852

黄河中游 10810 10.13 5731

长江中游 14111 13.22 6113

西南 11562 10.83 4698

大西北 3296 3.09 568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

易、餐饮业从业人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占全国的比重(%)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

易、餐饮业从业人数 

占全国的比重(%)

东北 4143 441374 11.02 9.15

北部沿海 7039 989495 18.72 20.51

东部沿海 7286 913982 19.38 18.94

南部沿海 6202 581570 16.50 12.05

黄河中游 3862 621597 10.27 12.88

长江中游 5392 595500 14.34 12.34

西南 4349 526506 11.57 10.91

大西北 1040 155301 2.77 3.22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 

人均纯收入

城镇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

农村居民 

人均消费支出

东北 5549.9 2364.5 4410.0 1690.2

北部沿海 7133.0 2963.0 5343.0 1863.1



东部沿海 9079.0 4303.5 6806.5 3032.5

南部沿海 9510.5 3556.2 7255.9 2556.9

黄河中游 5364.7 1939.8 4225.5 1362.8

长江中游 6005.4 2224.2 4772.9 1694.6

西南 6401.2 1809.0 5147.4 1415.3

大西北 5881.1 1604.1 4699.1 1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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