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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用城市经济效率指标 ,定量分析了江西省11 个地级市的城市经济效率 , 总结其地域分异规律 , 并对城市经济效率特征进行了
分析 ,得出了该省城市经济效率与城市规模相关的结论。最后就提高全省城市经济效率的目标提出了若干对策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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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the application of urban economic efficiencyi ndex , inthis article the urban economic efficiencies of elevencities in Jiangxi Province wer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and regional difference regulation of urbanefficiencies was concluded . Throughfurther research , it can be that , in Jiangxi ,the ur-
ban efficiencies had something to do with urban scale . In order to i ncrease urban efficiency , some advices on urban development strategy were given.
Key words  Urban economic efficiency ;Difference ;Jiangxi Province

  杭州大学人口研究所王嗣均教授在研究城市过程中, 提

出了一个城市整体效率的指标体系[ 1] , 他认为: 城市效率可

以理解为城市单位投入( 人力、物力、财力) 在单位时间内( 如

1 年) 创造或增值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价值量, 也可以从

减少损耗的角度理解为城市创造或增值单位价值量的物质

产品和精神产品所耗用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城市运

行效率的高低对城市未来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而作为区

域核心的城市, 其效率高低自然也会影响区域未来的发展 ,

城市有了高效率, 才能产生高效益, 才能使城市内部资金积

累加速, 产业规模扩大, 才会增大城市的辐射力和吸引力, 带

动区域的发展。笔者运用王教授提出的城市效率的分析方

法, 对江西省11 个地级市的效率进行分析、评价。

1  城市经济效率指标的选择及计算方法

考虑到城市是第二、三产业的主要载体以及城市效率的

主要内涵, 王教授提出了6 项经济指标来衡量城市效率。指

标1( A1) , 市区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市区总人口和非农业人口

的平均值之比, 该指标反映了城市人均第二、三产业产值, 单

位为万元/ 人。指标2( A2) , 市区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建成区

面积之比, 该指标揭示了城市单位面积用地投入的效率, 单

位为亿元/ km2 。指标3( A3) , 市区第二、三产业产值与市区自

然科学技术人员之比, 该指标衡量了一个城市的科技力量 ,

单位为万元/ 人。指标4( A4) , 市区工业百元资金提供的利

税,该指标很好地描述了城市资金的 利用效率, 单位为

元/ 100 元。指标5( A5) , 市区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耗电量, 单

位为( kW·h) / 万元。指标6( A6) , 市区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的

耗水量 , 单位为 m3·h/ 万元。

以上6 项指标, 前4 项是正向指标, 数值越大 , 效率越

高; 后2 项是逆向衡量的指标, 数值越小, 效率越高。前4 项

分别是以人口、用地、科技力量和资金来衡量 , 第5、6 项则以

资源消耗来衡量。

假设每项指标数值最高的城市得分为100 分, 最低的城

市得分为50 分, 介于其间的指标按间隔比例来打分, 对于以

上6 项指标的得分可以采取“无纲量化标准处理”的方法: 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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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向指标( 越大越好) , 计算公式为 : 得分= [ ( Xi - min) /

( max - min) ] ×50 + 50 。②对于逆向指标( 越小越好) , 计算公

式为: 得分= [ ( max - Xj) / ( max - min) ] ×50 + 50 。式中 , Xi 为

正向指标所具有的数据( i = 1 ,2 ,3 ,4) ; Xj 为逆向指标所具有

的数据( j = 1 ,2) ;max 为指标系列中的最大值;min 为指标系

列中的最小值。

各项指标的权重根据其反映城市效率的程度确定 , 指标

1 的权重为0 .5 , 其余各项指标的权重都为0 .1。

为了客观地表现事物的真实性 , 笔者采用2 年数据运算

然后再取其平均值, 即采用2001、2002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中江西省城市资料, 运用以上的指标体系对江西省11 个

地级市效率进行打分 , 再取其平均值, 结果见表1 。

  表1 江西省城市效率得分统计

城市 2000 年得分 2001 年得分 平均得分 类别

南昌 92 .95 93 .70 93 .32 Ⅰ

九江 82 .24 81 .99 82 .11 Ⅱ

萍乡 79 .86 78 .39 79 .13

景德镇 76 .29 77 .44 76 .86

赣州 72 .10 71 .83 71 .97 Ⅲ

新余 68 .38 70 .77 69 .58

抚州 64 .11 65 .18 64 .64 Ⅳ

上饶 63 .70 63 .52 63 .61

鹰潭 62 .87 62 .86 62 .86

吉安 62 .57 61 .43 62 .00

宜春 58 .86 59 .36 59 .11

 注 : 据2001 、2002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江西省数据加工整理[ 2 - 3] 。

2  结果与分析

2 .1 城市效率得分悬殊, 区域差异大  南昌市在所有城市

中得分遥遥领先, 平均得分最高( 93 .32) , 而宜春市得分则最

低( 59 .71) , 最高得分是最低得分的1 .6 倍。按分值大小, 可

将这11 个城市分为4 类: 第1 类, 得分在90 分以上的高效率

城市, 只有南昌市 ; 第2 类, 得分在75 分以上的较高效率城

市, 包括九江、萍乡、景德镇; 第3 类, 得分在69 分以上的一般

效率城市 , 包括赣州、新余 ; 得分在69 分以下的低效率城市 ,

包括抚州、上饶、鹰潭、吉安、宜春。

2 .2  城市效率地域分异规律 江西省的城市效率在区域空

间上表现为 : 赣北高于赣南, 赣西高于赣东, 赣北、南高于赣

中( 图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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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北高于赣南。南昌是江西省的省会城市, 是江西省的

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又是京九铁路上唯一的省会城市, 也

是江西省唯一的特大城市, 拥有其独特的经济优势。它的城

市效率在江西省一支独秀, 位于第一集团。九江是江西的北

大门, 也是长江经过江西的唯一城市, 所以, 其也拥有便利的

水陆交通。随着昌九高速的开通, 九江与南昌的交流日益频

繁, 其受南昌的辐射也日益增强 , 因此 , 九江的城市发展也很

快。景德镇是赣北的一个手工业城市 , 其瓷器闻名于世, 因

此又名瓷都。随着九景高速公路的开通, 与九江、南昌的联

系更加方便, 其间的贸易往来也日益频繁, 因此, 景德镇与九

江一样 , 城市发展也很快。

赣西高于赣东。萍乡是江西省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城市 ,

也是江西省重要的工业城市, 与湖南交界, 因此城市的经济

效率较高。新余是江西的一个钢铁城市, 也是江西重要的重

工业城市, 因此城市经济效率也比较高。

赣北、南高于赣中。赣州是江西的南大门, 南面与经济

发达的广东省接壤, 西南面与湖南省交界。随着京九铁路的

贯通, 城市建设发展日新月异, 现已发展成一个中等城市, 城

市效率比中部地区的抚州、上饶、鹰潭、吉安市高。

图1 江西省城市效率分布

2 .3 城市效率与城市规模相关性分析  一般而言, 城市规

模越大, 城市效率越高, 这种现象称为“城市规模效率梯

度”[ 1 ,4 - 5] 。但在江西省这种现象并不突出 , 城市效率列第2

位的九江, 其人口规模只列第6 位; 人口规模列第2 位的抚

州, 其城市效率只列全省的第7 位; 人口规模列全省第3 位

的宜春, 其城市效率列全省的最后一位。如果以城市非农业

人口, 城市建成区面积, 城市第二、三产业总产值之积作为城

市规模的度量 , 江西省城市的规模与城市效率相关系数为

0 .929 0 , 两者之间有高度相关性, 说明城市规模不能只以人

口规模来度量, 而应以城市非农业人口 , 城市建成区面积, 城

市第二、三产业总产值三者之积来衡量。

2 .4  城市效率离差的分析  对2000 和2001 年江西省11 个

地级市的城市效率与同年全省的均值做离差, 并进行计算 ,

结果见表2 。由表2 得到以下结论: 最发达地区与最落后地

区的差距在不断增大。从离差上看,2000 年南昌市与宜春市

的城市效率的离差为34 .09 , 而到了2001 年达到了34 .34 ; 城

市效率第一集团与第二集团的差距在不断扩大。2000 年第

一集团与第二集团城市效率的平均值的离差为13 .49 , 而到

了2001 年达到了14 .43。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江西城市经

济发展的不均衡性。

  表2 江西省城市效率离差与比率变化

城市
2000 年

离差 比例∥%

2001 年

离差 比例∥%

南昌   21 .68  30 .41  22 .20    31 .04

九江 10 .97 15 .39 10 .49 14 .67

萍乡 8 .59 12 .06 6 .89 9 .63

景德镇 5 .02 7 .04 5 .94 8 .30

赣州 0 .83 1 .17 0 .33 0 .46

新余 - 2 .89 4 .05 - 0 .73 1 .02

抚州 - 7 .16 10 .05 - 6 .32 8 .84

上饶 - 7 .57 10 .62 - 7 .98 11 .16

鹰潭 - 8 .40 11 .78 - 8 .64 12 .09

吉安 - 8 .70 12 .21 - 10 .07 14 .08

宜春 - 12 .41 17 .41 - 12 .14 16 .98

3  对策与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 江西省城市发展迅速, 到2001 年已发展

到21 个城市, 加上近1 000 个乡镇 , 使全省城镇体系的框架

初步形成, 城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 有力支持了工业化, 促进

了市场体系的形成 , 带动全省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 这一

城镇化是在卖方市场中展开的, 带有较浓的计划经济色

彩[ 6] , 走的是粗放型扩张道路, 城市化质量不高, 城市经济运

行效率低下, 发展后劲不足。因此 , 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应

逐步由效率优先的发展方式向注重区域平衡的发展方式

转变。

3 .1  制定以缩小区域城市差异为目标的区域发展政策 政

府对区域经济的干预方式主要包括直接投资和政策调控。

在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政府已不能像计划经济时期那

样, 集中财力、物力发展落后地区经济 , 这种发展方式也不利

于这些地区形成自身的城市经济发展体系。因此 , 江西在未

来的发展中, 主要通过政策进行调节。如健全区域的补偿体

系, 利用政府的转移支付, 对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利益进

行再分配 , 鼓励落后地区发展的积极性。针对江西省中部不

发达地区的具体情况, 结合各自的经济基础以及相对优势 ,

制定不同的区域发展政策。推进落后地区的所有制改革, 减

少国有经济成分的比重, 增加经济活力。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 使得区域要素与资源的流动向高效化、合理化发展。加

强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政府间的合作, 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源

调配中的积极作用。

3 .2  增加赣中北南昌的辐射力  南昌是江西省唯一的市区

非农业人口过100 万( 138 .65 万) 的城市, 是全省政治、金融、

商贸、教育、信息的中心, 工业比较发达, 经济发展迅速, 同时

也拥有便利的交通。但是由于是内陆城市, 工业起步晚 , 基

础薄弱 , 对外开放时间短, 资源也相对贫乏。与全国其他省

会城市相比, 南昌的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偏下。但南昌市

是全省科研、教学基地, 有最宝贵的人才优势 , 应该将人才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为此, 今后要加强南昌市科研院校

所和产业部门的联系,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改造传统产业, 开

拓新兴的科技产业, 逐步由资金、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技

术密集型产业过渡, 同时要大力发展商业、服务业、金融业 ,

以提高城市综合服务能力。

3 .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强化点k 轴扩散效应  区域经济

发展初期, 由于资源向少数地区集中, 导致区域间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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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平衡。由我国学者陆大道提出的点—轴理论[ 7] 是解决

这种不平衡性导致的差异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原则。目前, 江

西省已初步形成了以南昌、九江、景德镇、萍乡为中心城市 ,

以京九铁路为轴线的点—轴体系; 而且江西省内的公路交通

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效。而由省内城市经济效率的空间分

布可看出, 虽然中部的抚州地区、上饶地区、宜春地区与南昌

接壤, 但其城市经济效率仍处于全省的下游水平, 这说明了

中心城市的经济辐射力不强, 对周边城市的扩散能力有限。

因此, 政府应一方面继续加大省内公路交通网以及信息基础

设施的投资力度, 引导要素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流动 ;

另一方面应强化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间的经济合作 , 促进

区域间的产业分工以及不同圈层间的产业带的形成。最终

构建以九江—南昌—赣州为一级发展轴, 萍乡—宜春—新余

—抚州、鹰潭、上饶为二级发展轴, 并慢慢辐射吉安等城市的

点轴系统。以此模式加强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的经济、技术

扩散, 加快要素、资源的流动与配置, 推动区域城市产业一体

化的形成, 并达到减小江西省内城市经济效率差异的目的。

3 .4  促进赣西工矿城市可持续发展  萍乡和新余是江西的

2 个工矿城市。一直以来, 这2 个城市资金投入方向单一, 使

得城市经济结构单一化 , 城市基础条件不好, 不能发挥城市

作为经济中心的作用, 一方面城市由于本身的产业结构的原

因, 很难向周围地区实现工业扩散和转移, 带动周围经济的

发展; 另一方面城市缺乏基础设施, 很难对周围地区产生大

的吸引力。在新的形势下, 过分依赖煤炭资源会造成城市经

济的衰退。因此, 应树立新的资源优势观, 在原有较好的工

业基础上, 大力发展接续和替代产业, 着力培育现代化产业 ,

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8] ; 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 改变单一

的资源优势 , 重新构建多功能的综合资源优势[ 9] ; 在发展生

产的同时, 加强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 扩展城市功能 , 拓宽就

业渠道 , 增强城市对周围地区的吸引力。

3 .5  加强赣东地区的旅游业开发和工业发展  赣东北地区

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除了龙虎山之外, 还有三清山等。赣

东地区东与黄山相望, 南与井冈山相连 , 北与庐山相连, 在我

国东南地区旅游业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今后发展的重点

依然是旅游业。近年来 , 悄然兴起的婺源绿色旅游为赣东旅

游业的开发指明了方向。但是, 赣东地区工业落后, 仅发展

旅游业不足以加速赣东经济的发展。应在开发旅游业的同

时加速工业化进程, 立足于该地区的矿产和生物资源, 围绕

旅游业办工业、办农业, 积极发展服务于旅游业和出口的食

品加工和工艺美术业, 形成集观光、休闲、购物、文化娱乐为

一体的立体化旅游产业。发展大旅游经济, 创出品牌, 提高

服务质量, 通过大旅游业的发展带动赣东地区工业、交通运

输业、通讯业、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的发展。同时, 可以适

当发展以造纸为重点的轻工业, 在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

平衡的前提下, 发展木材加工业, 加强资源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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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投保人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 因而能够相互监督、规避道

德风险。农业合作保险组织形式易被农民接收, 各级政府应根

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积极引导建立这种模式。

3 .4  通过再保险和巨灾风险保障基金建立巨灾风险防范机

制  农业风险关联性高 , 容易形成巨灾危害, 应建立巨灾风

险防范机制。巨灾风险难以由单个保险公司承担, 通过再保

险能够使农业风险在更大空间得到分散, 提高原保险公司的

承保能力, 因此 , 我国应当由政府政策支持建立农业再保险

公司, 或制定相关政策委托中国再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

再保险保障, 同时应通过中央财政和各级政府建立巨灾风险

保障基金, 并实行规范、透明的管理。

4  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运营的配套措施

4 .1 建立健全农业保险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的《保险法》对

农业保险未作具体规定, 法律在农业保险方面几乎空白。从

长远看, 我国应当制定一部《农业保险法》明确农业保险的性

质和目标, 对农业保险的地位、经营原则、实施方式、各级政

府的职能角色等作出明确的规定 , 使农业保险参与主体的行

为有法可依, 并能避免各级政府在农业保险中行为的随意

性, 为农业保险提供法律保障。可以参考《保险法》的制定过

程, 采用渐进方式先制定一些试行条例 , 结合发展情况不断

修改、完善, 最终形成《农业保险法》。

4 .2  通过资本市场完善巨灾风险防范机制 随着资本市场

的不断发展, 应逐步完善巨灾风险防范机制。借鉴发达国家

经验, 结合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 目前发行巨灾债券较为可

行, 通过巨灾债券使巨灾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投资者, 能够

缓解巨灾风险基金的短缺、加强农业保险经营的稳定。

4 .3  加快培养农业保险人才 我国目前农业保险的从业人

员少、农业方面知识较差, 近年业务量的萎缩又使原有的从

业人员不断流失, 人才十分匮乏。短期内应对现有从业人员

进行培训, 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长远看, 应当在高校设置

相关专业或学科, 并适当扩大招生规模 , 储备人才力量, 从根

本上解决人才匮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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