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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地理学与经济 学 的 重 要 研 究 领 域&文 章 以 中 国 地 级 及 以 上 城 市 为

区域分析单元对;&&&"!$$=年间中 国 区 域 经 济 增 长 及 其 差 异 进 行 了 考 察&首 先 基 于’G,及

其变化与人均’G,水平!对各城市区域经济增长类型进行划分并分析了不同类型城市的区域

差异性#其次!对中国各城市’G,增长进行了空间和因素分解&研究发现!一些经济相对衰

落的省区中仍然存在经济相对崛起的城市!且 一 个 城 市 的 经 济 规 模 在 所 属 省 区 的 序 位 变 化 在

很大程度上能够反 映 其 在 全 国 的 经 济 规 模 序 位 的 变 化#资 本 要 素 对 于 中 国 各 城 市 第 二 产 业

’G,增长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但是城市在实现资本拉动驱动下的经济增长 的 同 时!资

本的产出效率并没有提高&我国十五期 间!各 城 市 第 二 产 业 专 业 化 程 度 的 普 遍 降 低!表 明 劳

动力要素对第二产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

关 键 词"城市#区域差异#经济增长#因素分解

文章编号";$$$:$#%#$!$$%%$#:;$=%:;;

;!引言

!!区域经济发展及其差异问题一直是地理学家’经济学家’以及政府等社会各界所关注

的课题&在理论研究方面!自!$世纪初期起!有关研究就层出不穷,;""-!大体可概括为

区域趋同论’区域趋异论和区域阶段发展论,%-&其中主要的有扩散效应理论’累积性因果

循环理论’经济增 长 理 论 以 及 倒 V型 理 论 等 等&而 国 内 相 关 的 实 证 研 究 更 是 广 泛 而 深

入,&!;$-&研究内容上!有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研究,;;-!也有 对 区 域 包 括 经 济’社

会’生态等多方面在内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或水平的差异研究,;!-!还有对区域竞争力的差

异研究,;<-#研究尺度上!就中国而言!分析单元以东中西三大地带’省级行政单位,;=!;#-

以及县域,;>-为主!也有的是对某个省份内各城市进行区域差异分析#研究方法上!大致

可归纳为各种评价指 数!如 基 尼 系 数,;"-’变 异 系 数,;%-’塞 尔 $PM7A4%指 数,;&-’综 合 熵

$’(%指数,!$-’艾肯森 $+9TADI3D%指数,!;-等等!并利用其中一些指标的特性!进行以

区域分解,!!-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差异时空变化的研究&

!!从有关区域经济差异的海量文献可以看出!这一主题的研究是丰富而深厚的!许多学

者对该领域也进行了综述 性 归 纳 和 总 结,!<"!#-!但 是!该 领 域 的 研 究 依 然 存 在 不 足 之 处&
上世纪%$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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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进行了验证,!>"!&-&还有 的 利 用PM7A4指 数 和 基 尼 系 数 等 区 域 差 异 评 价 指 数 进 行 分 解&
这些研究对于理解区域差异及其规律非常重要!然而!它们不足以提供区域差异的解释!
且不同研究方法对研究结果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在对中国经济增长差异机制的解释上!
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时间段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但大部分研究注重从经济投入

要素的角度分析!尤其是全要素PO,增长分析!研究方法上主要运用计量经济学的理论

和方法!选取一些影响区域 经 济 发 展 的 指 标 作 为 分 析 变 量!进 行 相 关 和 回 归 分 析,<;"<<-&
另外!在区域尺度上!大部分区域差异研究所采用的区域分析单元以沿 海 内 陆’三 大 地

带’省域’县域为主!以城市作为区域单元进行动态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绝大多数

经济地理学家认为!城市是区域发展的核心!我国的区域增长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以核心

城市为中心的增长特征&因此!本文旨在以城市这一中观区域尺度从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及

变化来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并通过采用一种新的因素分解方法!来解剖’G,增

长的差异!试图找出影响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差异的主要或关键因素!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解

析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数据与研究方法

!"#!数据

!!本研究以行政界线相对稳定的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包括市辖县%作为区域分析单

元!分析时段为;&&&"!$$=年&考虑到行政区划变动所带来的数据连续性问题!以及指

标数据的可获取性!分析样本按照;&&&年中国行政区划选取了除拉萨以外的!<&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其中!东中西部城市数量分别为;$"!&!!=$!分别占总数的==5%S!<%5#S!

;>5"S!各指标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 1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并以各省统计年鉴作为这

些资料中数据缺失的补充&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及差异分析采用’G,以及人均’G,作为分

析指标&为排除价格因素的干扰!本文中’G,均按照基年即;&&&年价格换算&

!"!!研究方法"""因素分解

!!本文采用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简称)(/G%国土统计与指标工作小组 $P7HHA93:
HA@419@9AI9AFI@DL.DLAF@93HIVDA9%在进行区域增长分析时所采用的方法&!对区域经济

$’G,%增长差异从空间和要素两个方面进行分解&

!!本文首先对各城市’G,增长差异进行了空间分解&即将各城市’G,占全国比重的变

化分解为两个空 间 层 次!即 城 市 $全 市%所 在 省 区 的 ’G,占 全 国 的 比 重 变 化 和 该 城 市

’G,占其所在省份比重的变化!具体公式如下"

*4D$372"+.372%̂ *4D$372"+.372+%j*4D$372+.372% $;%

!!其中!"表示某样本城市#+表示"城市所在省份&

!!其次!为进一步剖析各城市经济增长差异!本文对各城市’G,变化进行了因素分解&
按照)(/G国土统计与 指 标 工 作 小 组 的 方 法!各 区 域’G,比 重 的 变 化 可 分 解 为 六 个 方

面!每个方面用一 个 能 反 映 区 域 经 济 绩 效 的 影 响 因 素 的 指 标 来 表 示!如 分 解 公 式 $!%’

所示!这六方面的具体含义分别为资本产出率$372".I"%’劳均资本存量$I".8"%’产业

&

’

参考)(/G与中国关于区域发展政策的合作项目文件 *VDL7HI9@DLADE*7EA3D@4’H3Z9M+&作者为)(/G国土统

计与指标工作小组组长2ADF7Df318A7fA@和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1978M@DK7A47H&

根据372"^
372"
I" R

I"
8"R

8"
1"R

1"
G2"R

G2"
2" R2"

!两边取对数!再对时间求差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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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化程度$8".1"%’就业率$1".G2"%’工作年龄人口比率$G2".2"%以及人口$2"%&

*4D$372"%#*4D
372"
I$ %"

E*4D
I"
8$ %" E*4D 8"1$ %" E*4D 1"

G2$ %" E*4D G2"2$ %"
E*4D2"

$!%

!!其中!"表示 第"个城市!*表示所研究时段内的数值变化!I 为固定资产总值#8
为制造业人口#1为就业人口#G2 为工作年龄人口 $;#">=岁%#2为总人口&

!!由于 $!%式中的固定资产总额 $各产业固定资产之和%以及所关注年份的工作年龄

人口数较难获得!同时考虑到数据可获性与连续性问题!结合中国实际!需要对以上分解

模型进行修正&修正模型如下"

*4D$372"%#*4D
372"
I$ %"

E*4D
I"
8$ %" E*4D 8"1$ %" E*4D1"2$ %" E*4D2" $<%

!!式中!"表示 第"个城市!*表示所研究时段内的数值变化!372代表第二产业的国

内生产总值#I 为工业总资产!本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这一指标来表示#

8 为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数#1为城市就业人口数!本文用单位就业人员与私营及个体就

业人员的总和表示#2为全市 $包括市辖县%总人口&公式 $<%的意义在于!它将区域

372变化分解成了具有实际内涵的五个因素的贡献!这五个因素分别是资本产出率’劳

均资本存量’第二产业专业化程度’就业率以及人口增长率&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类型及其区域差异

6"#!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类型

!!图;和图!分别表示;&&&"!$$=年间各城市’G,和人均’G,增长态势&横轴分别

为基年即;&&&年’G,占全国比重和人均’G,水平&!纵轴分别为;&&&"!$$=年’G,比

重和人均’G,变化&从图;可以看出!从’G,大小及其增长速度上看!我国城市’G,
增长呈现出四种不 同 增 长 类 型!它 们 分 别 对 应 于 图;中 的 四 个 象 限&第 一 象 限 的 城 市!

’G,比重大且增长相对较快 $高于各城市平均水平%#第二象限的城市!’G,比重小 但

增长高于平均水平#第三象限的城市!’G,比重小且增长相对较慢 $低于平均水平%#第

四象限的城市!’G,比重大但增长相对较慢&从图!可以看出!与’G,增长态势不同!
中国各城市人均’G,增长幅度与人均’G,呈显著的同向变动关系&即人均’G,越高!
其增长也越快!反之亦然&这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越具经济增长活力!而那些

落后地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低!加上增长速度较慢!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城市的经济差

距&因此!从人均’G,水平及增长幅度上看!我国城市’G,主要呈现 两 种 不 同 增 长 类

型!即"人均’G,水平及增长幅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城市 $位于第一象限%#城市人

均’G,水平较低且增长相对慢的城市 $位于第三象限%&

!!因此!综合以上对中国城市’G,以及人均’G,的考察!我们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划

分为以下五种主要增长类型&分别是"$;%0G $4@HE7@DLL‘D@?AF%增长型&即’G,总

量大’人均’G,水平高且增长快&如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深圳’苏州等#$!%1G
$I?@44NC9L‘D@?AF%增长型&即城市’G,总量不大!但增长快&如呼和浩特’包头’中

山等# $<%0-1 $0@HE7’G,!-AEM’G,87HF@8A9@!143ZEH3Z9M%增 长 型&即 城 市

&图;和图!的数值均经过标准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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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城市’G,增长态势 $;&&&"!$$=年%

OAE5;!GAI9HANC9A3DI3_8H7_7F9CH7FA9A7IN‘’G,
@DLFM@DE7AD’G,$;&&&:!$$=%

图!!中国城市人均’G,增长态势 $;&&&"!$$=年%

OAE5!!GAI9HANC9A3DI3_8H7_7F9CH7FA9A7IN‘’G,87H
F@8A9@@DLFM@DE7AD’G,87HF@8A9@$;&&&:!$$=%

’G,总量大’人均’G,水平较高!但增长相对较慢的城市&如大庆’重庆’福州’石家

庄等#$=%100 $1?@44’G,!03Z’G,87HF@8A9@!0@EEADE%增长型&即’G,总量较小’
人均’G,水平较低且增长缓慢的 城 市&如 三 亚’金 昌’铜 川’鹰 潭’石 嘴 山’七 台 河’
防城港’张家界’新余’辽 源’榆 林’鹤 岗 等& $#%1-0 $1?@44’G,!-AEM’G,87H
F@8A9@!0@EEADE%增长型&即’G,总量较小且增长缓慢!但人均’G,水平相对较高的城

市&包括克拉玛依’海口’盘锦’乌鲁木齐’玉溪等&

!!从整体上看!我国大部分城市增长类型属于0G型和100型!两者共;"&个!占城

市总量的"=5%&S $如表;所示%&北京’上海’天津等这些经济规模大’经济发展水平

高且相对增长快的0G型城市!属于发展最优的城市!是带动中国’G,整体增长的主导

力量&而相比之下!一些经济规模小’经济发展水平低且增长相对滞后的100型城市也

大量存在!总数达;<$个!超过了城市总量的半数&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城市经济增长两

极分化的态势较为明显&
表#!不同类型的城市数量及典型城市

$%&"#!$’(*30&(4125)/)(-=)/’+)22(4(*/>41=/’/.7(-

0G型 1G型 0-1型 100型 1-0型 总计

城市数量 =& !< !$ ;<$ ;" !<&

所占百分比 !$i#$S &i>!S %i<"S #=i<&S "i;;S ;$$S

典型城市

北京’天津’

上海’深圳’

广州’苏州’

杭州’无锡等

呼 和 浩 特’包

头’中 山’德 州’

聊城等

大 庆’重 庆’福

州’石家庄等

三 亚’金 昌’铜

川’鹰 潭’张 家

界’辽源等

克 拉 玛 依’海

口’盘 锦’乌 鲁

木齐’玉溪等

UU

6"!!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类型的区域差异

!!图<显示了我国不同城市经济增长类型在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区域分布&由图<可以看

出!经济增长态势最优的0G型城市和经济增长态势最差的100型城市具有明显的东中

西区域分异特征&发展态势最优的0G型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占全部0G型城市数

量的%$S#中部0G型城市约占;>S!而西部的0G型城市仅有成都一市&中西部城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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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类型的区域分布

OAEC5<!*7EA3D@4EH3Z9M9‘87IAD7@I97HD!

?ALL47@DLZ7I97HDH7EA3DI3_/MAD@

多属于100增长类型&其中中部

100型城市有>>个城市!占中部

城市总数的";5"S!西 部 的100
型城市有!"个!占西部城市总数

的>"5#S!中西部100型城市占

全国100型 城 市 的"!S&此 外!
东部地区 也 存 在 一 定 数 量 的100
型 城 市!约 占 东 部 城 市 总 数 的

<=5>S!由此 看 出!东 部 地 区 内

城市 经 济 增 长 两 极 差 异 也 较 为

明显&

!!此外!我国城市经济增长在省际之间以及省内也存在较大差距&表!统计结果表明!
一些省区的城市增长类型趋同!例如内蒙古’甘肃以及安徽省&但相当一 部 分 省 份 如 江

苏’广东’河北等的城市增长类型分异明显&此外!各省之间主要城市增长类型也不尽相

同&从不同增长类型城市的数量可以清楚的看到!浙江’江苏和广东等东部城市以及内蒙

古的大部分城市发展最具活力!广西’云南’江西等省区的城市发展并不乐观&而那些具

有相同城市经济增长类型的省区!也并不意味着其增长机制的相同&事实上!许多属于相

同经济增长类型的城市其增长的驱动因素是不同的&例如!属于1G增长类型的呼和浩特

市’榆林市’西宁等这些西部城市!主要是由于近些年来国家对能源需求的增加带动了当

地能源产业的发展!从而拉动区域经济的迅速增长!而同样类型的珠海’中山等城市则更

多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表!!不同经济增长类型城市在各省的分布 %#@@@!!AA:&

$%&"!!9)22(4(*/>41=/’/.7(-125)/)(-)*(%5’741G)*5(%#@@@?!AA:&

省市区

’G,增长相

对快$比重

上升%城市数

’G,增长相

对慢$比重

下降%城市数

城市经济增长类型

0G 1G 0-11001-0
省市区

’G,增长相

对快$比重

上升%城市数

’G,增长相

对慢$比重

下降%城市数

城市经济增长类型

0G 1G 0-11001-0

北京 $ ; * 河南 # ;$ * *

天津 ; $ * 湖北 ; ;$ * *

河北 ; ;$ * * 湖南 ; ;! * *

山西 ! # * 广东 & ;! * * *

内蒙古 # $ * 广西 $ & *

辽宁 % > * * 海南 ; ; * *

吉林 < # * 重庆 $ ; *

黑龙江 ; ;; * * 四川 < ;; * *

上海 ; * 贵州 ! ; * *

江苏 & = * * 云南 $ < *

浙江 ;$ $ * * 陕西 ; " * *

安徽 ! ;! * 甘肃 ! < * *

福建 < > * * 青海 ; $ *

江西 > ; * 宁夏 ! ; * *

山东 ;# $ * * 新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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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

:"#!中国城市V9I增长的空间分解

!!按公式 $;%!我们将城市’G,占全国的比重变化分解为城市所在省区占全国的比重

变化和该城市’G,占所在省区比重的变化!亦即将城市在全国经济规模序位的变化看作

是城市在所属省的经济规模序位变化和该省在全国的经济规模序位变化的贡献之和&如表

<所示!’G,增长幅度最大和最小的城市!’G,占全国的比重与其所在省区占全国的比

重变化基本一致&然 而!所 研 究!<&个 城 市 中!两 者 变 化 不 一 致 的 城 市 大 量 存 在&如

;&&&到!$$=年间!有;#<个城市’G,比重上升!#;个城市其所在省占全国’G,比重呈

现下降趋势#相比之下!’G,比重下降的%>个城市中!有=<个城市占其所在省区’G,
却有所上升&因此!在那些经济增长相对全国水平较慢的省区即经济相对衰落的省区中!
仍然存在经济增长相对较快即经济相对崛起的城市&

表6!城市V9I比重变化与其所在省区V9I比重变化之比较 %#@@@!!AA:&

$%&"6!F107%4)-1*&(/=((*5)/)(-%*+/’()44(-7(5/)G(741G)*5(-)*/(40-125’%*>(12V9I-’%4(

位次 城市
*4D372"+.

372

*4D372"+.

372+

*4D372+.

372
位次 城市

*4D372"+.

372

*4D372"+.

372+

*4D372+.

372

; 阜阳 $5>;" $5>;> $5$$! !!& 宜宾 U$5$>! U$5$>$ U$5$$;

! 马鞍山 $5!"$ $5!>% $5$$! !<$ 三亚 U$5$>% U$5$#; U$5$;>

< 娄底 $5!!$ $5!<$ U$5$;$ !<; 开封 U$5$"" U$5$%< $5$$>

= 蚌埠 $5!;> $5!;= $5$$! !<< 十堰 U$5$"& U$5$#> U$5$!<

# 玉溪 $5;&" $5;"< $5$!= !<= 江门 U$5$%; U$5$%> $5$$=

> 包头 $5;&$ $5;;< $5$"" !<# 佳木斯 U$5$%" U$5$"! U$5$;#

" 濮阳 $5;%> $5;%$ $5$$> !<> 长春 U$5$%& U$5$"" U$5$;<

% 赤峰 $5;%! $5;$# $5$"" !<" 东莞 U$5;$$ U$5;$= $5$$=

& 云浮 $5;"" $5;"< $5$$= !<% 呼和浩特 U$5;;! U$5;%& $5$""

;$ 巢湖 $5;"< $5;"; $5$$! !<& 西宁 U$5;>< U$5;!$ U$5$=<

!!数据统计的结果还表明!城市’G,比重的变化!主要贡献来自于该城市’G,占所属

省区比重的变化!而非所属省区整体’G,占全国比重的变化&这意味着!大部分城市的

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其自身城市经济 $’G,%的增长!即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并非 依 赖

所属省整体在全国经济地位的提高&在那些’G,比重变化与其所在省区占全国比重变化

同向变动的城市中!城市’G,占其所在省比重变化的贡献程度 $即*4D’G,AW.’G,W%相

对多数 都 超 过 了 所 在 省 份 的 ’G,占 全 国 比 重 变 化 $即 *4D’G,W.’G,%的 贡 献 程 度&

;&&&到!$$=年!在;#<个’G,增长相对较快的城市中!有;=$个城市在省内也是相对

增长较快的!而它们中的#;个城市所在的省区!’G,占全国的比重却相对下降!这表明

这些省区的’G,增长相对滞后!但却不乏’G,增长在全国范围内相对较快的城市&这一

城市’G,与其省区’G,变动关系也同样反映在’G,增长相对缓慢的城市上&在%>个

’G,占全国比重下降的城市中!"=个城市’G,占其所在省区的比重也呈现下降的趋势!
即大部分城市如果相对全国增长较慢!那么它们在其所在的省区中也是经济增长相对落后

的城市&由此可见!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城市在全国的经济规模序位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其

在所属省区经济规模序位的变化!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城市’G,占全国比重上升 $或下

降%!并不能表明其所属省区的’G,比重也是上升 $或下降%的!而更大可能是这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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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所属省区的经济规模序位是上升 $或下降%的&

:"!!中国城市V9I& 增长的因素分解

!!由于研究可获数据的限制!本部分研究仅针对第二产业’G,增长进行因素分解&事

实上!!$世纪&$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差异主要来自第二产业增长的差异,<=-&

!!模型 $<%计算和统计的结果显示!&;5>S的城市的资本生产率 $372.I%对’G,
增长起着负面作用&起负面 作 用 的 还 有 二 产 专 业 化 程 度 $8.1%!表 现 在%&5#S的 城 市

中&这表明我国大多数城市第二产业’G,增长并不归功于资本产出率 $372.I%和专业

化程度 $8.1%的提高!相反!这两个因素对绝大多数的城市二产’G,的增长产生了负

面的影响&相比之下!&>5!S的城市其劳均资本存量 $I.8%对城市第二产业’G,的增

长产生了明显的正面效应!同样起贡献作用的还有人口 $2%的增长率!&$5;%S的城市

都呈现出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共同增长&而就业率 $1.2%变化对城市二产经济增长的影响

没有显著的一致性!起正效应和负效应的城市大约各占一半&

!!因此!从整体上看!这五个因素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所产生的主要效应和影响程度是

不同的&包含 资 本 存 量 信 息 的 资 本 生 产 率 $372.I%和 劳 均 资 本 存 量 $I.8%对 城 市

’G,增长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因素 $如表=所示%!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目

前在城市这一尺度上!资本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依然非常重要!即资本对经济的拉动作

用明显&但是!从因素对城市’G,增长的影响效果看!资本生产率 $372.I%和劳均资

本存量 $I.8%所产生的主要效应却是相反的&绝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增长都伴随着劳均

资本存量的增加!说明在我国十五期间各城市为实现经济增长而加大投资力度的努力是较

有成效的&然而!经济增长伴随着资本产出率的下降!即单位资本的投入所对应的经济产

出呈现减少的趋势!这说明资本投资的效率仍然是不高的!投资的增量对实际经济产出产

生了负向影响!这可能与第二产业资本自身的结构包括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具体构成!
以及资本运作和管理效率’生产技术水平等其他外界因素有关&本文在城市尺度上对资本

产出率的分析结果 与 一 些 经 济 学 者 在 其 他 更 为 宏 观 的 时 空 尺 度 的 研 究 结 果 相 一 致,<#!<>-!
他们在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时!认为由于过度投资!大量资本沉淀在生产能力过剩的领

域!使得中国的资本生产率在近些年来出现了持续的下降态势!过度的投资同时也减弱了

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制约 着 经 济 的 高 速 增 长,<"-&一 些 学 者 还 认 为!国 有 经 济 部

门比重的下降和外资的增加有利于城市的经济增长,<%!<&-&可见!资本构成及产出效率对

城市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

!!与资本生产率和劳均资本存量相比!二产专业化程度’就业率以及人口增长率虽然对

城市二产’G,增长的影响程度较小!其中二产专业化程度与人口所产生的效应呈现出一

定的规律性&大多数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都带来了经济规模的扩大&但是!城市的经济增

长却伴随着二产专业化程度的下降!这表明我国十五期间!大多数城市在实现二产经济的

增长过程!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水平并没有提高!其经济增长中的人的作用相对资本而

言还较小!且劳动力比重的降低反而对’G,增长起着积极的作用&因此!我国各城市在

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普遍存在朝着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方向转变的趋向!劳

动力要素对第二产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

!!此外!本文对不同类型城市的因素分解结果进行了考察 $如表=所示%&由表=可以

&本节 $即=5!%’G,均指第二产业’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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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各因素对中国各城 市 第 二 产 业’G,增 长 的 贡 献 作 用 是 不 同 的&0G型 和1G型 城

市!其第二产业’G,的增长主要受资本产出率和劳均资本存量的双重影响!其他三类城

市!主要是劳均资本存量的贡献&作为经济规模大’发展相对较快’发展水平较高的0G
型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深圳等以及经济规模较小但发展速度较快的1G型城市如呼

和浩特’包头’九江’合肥等其劳均资本存量的增长在五个因素对’G,增长的作用中贡

献最大!资本产出率的降低对’G,的增长虽然起着较大的负向影响!但不足以抵消劳均

资本存量的正向贡献!劳均资本存量贡献绝对数值"*4D$I.8%"大致为资本产出率$"

*4D$372.I%"%的一半&说明!0G型城市和1G型城市的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本的投入有

很大关系!然而当中许多城市的资本产出效率并不理想!资本的产出率对’G,增长起着

较大的负面影响&经济发展处于最劣势的100型城市!劳均资本存量的变化对’G,增长

的负向影响在所有类型城市最为显著&数据结果显示!在五个因素中!劳均资本量的增加

对’G,增长的各100型城市平均贡献值达到#=S!资本产出率减少的 贡 献 为!!5#S&
因此!大量而低效的资本投入与城市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有重要的相关性&

表:!不同类型城市各因子对V9I增长的贡献程度 %#@@@!!AA:&

$%&":!U22(5/122%5/14-1*V9I>41=/’214+)22(4(*//.7(-125)/)(-)*F’)*%%#@@@?!AA:&

各因子对’G,增长

起重要影响的城市

数量百分比

资本产出率

$372.I%

劳均资

本存量

$I.8%

二产专业

化程度

$8.1%

就业率

$1.2%

人口

$2%

$主要%正.负效应 U j U j.U j

0G型城市 <%5%S &;5%S !5$S >5;S $5$S

1G型城市 <$5=S &;5<S =5<S %5"S $5$S

0-1型城市 !$5$S &#5$S ;$5$S ;$5$S $5$S

100型城市 ;#5=S &=5>S <5;S $5%S $5$S

1-0型城市 #5&S >=5"S ;;5%S $5$S #5&S

!!’G,增长相对较缓慢但人均’G,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0-1和1-0型城市!除了资

本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之外!其二产专业化程度的降低对’G,增长的贡献相对其他城

市更为显著&从城市分类的结果看!这两类城市中如大庆$0-1型%’攀枝花$1-0型%等

城市!其第二产业’G,的增长源于石油开采’钢铁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其劳动力

的投入水平相对较低&还有一些城市如重庆’昆明’西安$0-1型%以及乌鲁木齐’兰州’
南宁$1-0型%等一些工业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中心城市!其整体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

第二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是导致二产专业化程度降低的主要原因&此外!就业率对0-1
型城市的影响较其他城市也较为显著!主要体现在那些就业率的减少带来’G,明显增加

的城市!如汕头’揭阳’肇庆’湛江等&这些东部发达城市就业率呈现明显的负增长!这

可能是因为不良的工作匹配$W3N:?@9FMADE%或工资刚性引起的地方劳动力市场低效&相对

自然禀赋而言!这种低效利用的非自然资源可以通过有效的区域政策将其调动 起 来&例

如!可以通过教育和技术培训来提高劳动力素质!并积极进行就业制度改革和更有效的劳

动力管理机构设置!来提高劳动力市场效率!促进其就业率对’G,增长的积极作用&

#!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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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城市作为区域分析单元进行区域差异变动研究是区域差异研究的重要内容&

!!经济增长的过程往往具有由点到面的空间扩展特征!城市作为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集

聚场所!通过各种联系!带动区域发展!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因此!从城市这个空间尺度

来考察区域差异可以更好地从另一方面认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

!! $!%中国城市的经济增长呈现不同类型!且在东中西地区’各省区之间及省内各城

市之间呈现分异性&

!!综合考虑各城市’G,总量与人均’G,及其变化!可以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分为五种

类型!分别为0G型’1G型’0-1型’100型和1-0型&经济增长态势最优的0G型城

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发达省市!而中西部省区的城市以经济增长态势最差的100型城市居

多#东部内部城市经济增长的两极差异明显#各省区内部的城市之间的经济增长类型也不

尽相同&

!! $<%因素分解方法为认识和理解区域经济增长及其差异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通过对各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分解得出!在一些经济相对衰落的省区中仍然存在经济

相对崛起的城市!且一个城市的经济规模在所属省区的序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其

在全国的经济规模序位的变化&对各城市第二产业’G,增长的因子分解表明!资本要素

对于中国各城市第二产业’G,增长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绝大部分城市的劳均资本

存量累积随着第二产业’G,增长而上升!但是资本产出率却呈现普遍下降的趋势!说明

我国城市在实现资本拉动驱动下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资本的产出效率并没有提高&同时!
城市二产’G,增长伴随二产专业化程度的普遍降低的趋势也较为明显!说明我国十五期

间各城市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水平并没有提高!劳动力要素对第二产业经济增长的作用

是有限的&

!!本文以城市作为区域分析单元进行区域差异研究还存在一些限制和不足&选取的人口

数据来自户籍人口统计口径!可能不能完全代表人口这一要素对城市’G,增长的 影 响!
因此!本文有关人口相关的经济增长分析有待完善&其次!由于数据可获性的限制!因素

分解方法中仅能解释第二产业’G,增长差异&另外!还有一些影响区域增长的因素在本

文的因素分解中未考虑到!如技术’物质性基础设施以及创新等&最后!本文区域单元选

取包含市辖县的整个地级行政范围!并不能完全代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范围!考虑城乡差

别的区域差异分析有待进一步加强&虽然!)(/G的因素分解方法指出了影响中国城市经

济增长及差异的重要因素!但是它对中国区域差异的解释力仍然是有限的&特别是中国城

市正呈现出明显的集聚经济!产业集聚在中国的城市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

本文尚未涉及!城市增长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的发展不平衡性与不平等性是

一个典型的多维尺度现象+,=;-!寻求更全面而准确的因素分解方法!剖析并解释中国区域

差异!是今后中国区域差异研究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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