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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测度区 域 经 济 差 异 的 变 量 指 标!运 用 基 尼 系 数 和 塞 尔 指 数

定量评价了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 差 异 总 体 水 平 与 变 化 特 征!主 要 表 现 为 区 域 总 差 异

扩大的同时!苏南’苏中与苏北三大区域 之 间 的 差 异 和 县 域 之 间 的 差 异 不 断 扩 大#在 此 基 础

上!分析了历史发展 基 础’经 济 区 位 条 件’区 域 发 展 策 略’产 业 结 构 转 换’乡 镇 企 业 发 展’

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发育程度等%个因素对 江 苏 省 区 域 经 济 差 异 及 其 变 化 的 影 响!并 引 用 国 外

的区域分离系数方法!定量比较了它 们 的 主 次 关 系&分 析 结 果 表 明"市 场 发 育 程 度’产 业 结

构转换和区域发展策略是造成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最主要因素&
关 键 词"区域经济差异#成因#区域分离系数#江苏省

文章编号":$$$9$;L;$!$$%%$#9$"<I9:!

:!引言

!!自:<%L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江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省区之

一!但其省域内部差异日益显著!已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由于国内外学者采取区域经

济差异测度的指标’方法’研究的基础单元和选择的历史时段各不相同!所得的结论也不

尽相同&如罗扎尔和范芝芬分别运用人均工农业总产值指标!测度江苏省区域差异变化!
罗扎尔认为在!$世纪L$年代江苏省农村县域之间的差异在扩大*!+!而范芝芬对所有市县

进行分析!却发现差异在缩小*I+#蒲英 霞 等 利 用 江 苏 省:<%L"!$$!年 县 域 人 均&V+数

据!借助’0V*全局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认为江苏省县域经济空间差异在总体上呈

现缩小趋势*#+!等等&另外!部分学者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差 异 的 原 因 及 其 动 力 进 行 了 探

讨!如龙国英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政策变化对江苏省区域差异变化影响较大*;+#张

落成等认为自然条件与区位’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水平和国家宏观政策的制约是江苏省

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主要因素*"+#魏也华等则认为引起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主要有 (自上

而下)’(自下而上)和 (外部推动)的三种动力*%+!等等&这些成果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基

础!但国内外学者更多偏重于对区域经济差异的成因进行定性分析!较少进行定量比较&
而区域经济差异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何判断它们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大小!
并明确其主次关系!这对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协调与有序发展

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从定量评价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总体水平与变化特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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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探讨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成因!并运用区域分离系数对这些成因进行综合定量比较!
以确定引起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其变化的最主要因素&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研究区域

!!:<%L"!$$I年间!江苏省的行政区划有很大调整!:<<"年以来增设了泰州和宿迁两

个地级市!并撤销:$个县 $市%’I个区&为此!本文以江苏省现有"%个市 $地级市市

区%县 $含县级市%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对以往的县市相关数据进行整合!如将撤销的

县 $市’区%合并到现在相应的地级市市区!并结合地理分区方法!将江苏省划分为苏南

$宁’镇’苏’锡’常%’苏中 $扬’通’泰%和苏北 $徐’淮’连’盐’宿%三大区域以

及城市 $:I个地级市市区%与农村 $;#个县域%两大区域#在时序段上!选择了:<%L"
!$$I年!"年的连续时间序列!以减少短期波动的影响!准确反映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

演变轨迹&

#"#!数据来源

!!为了使各个面积大小’人口多少不等的地理区域具有可比性!采用地理区域的人均变

量指标来衡量区域经济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是区域在某一时期创造财富或获得财富的综合

能力!通常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5+%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V+%来衡量*L+&因此!
本文选取:<%L年可比价的人均&V+ $:<<!年以前为人均&5+%作为分析区域经济差异

的变量指标!文中所有数据来源如下"$:%江苏省乡镇企业局编制的 -江苏乡镇企业年鉴

:<<I’!$$I.$南京大学出版社’方志出版社%#$!%江苏省统计局编制的 -江苏对外经济

统计大全:<;!Q:<<:和:<<$Q:<<".$南京大学出版社%#$I%江苏省统计局编制的 -江

苏五十年.和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的!$$$"!$$#年 -江苏统计年鉴.&

#"$!分析方法

!!近年来随着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有关评估区域差异的统计方法也越来越多!但使用

不同的方法!造成测度区域经济差异大小及其变化趋势的研究结论也不统一&最常见的是

有权重或无权重的变异系数 $.1%法’基尼系数法和&’ $&FCFN>3?AFG’CPN2WE8%指标

分类法!特别是塞尔指数法 $TEF?3-CGF\%*<+&本文选取基尼系数和塞尔指数两种差异系

数!作为测度区域差异的研究方法!分别见公式 $:’!%#差异系数的值愈小!代表着区

域的不均衡程度愈小&基尼系数是以每个单元的平均值分别作为标准!先计算所有单元对

这一标准的加权偏差值!然后对这些加权偏差值再加权求和!最后除以整个区域 平 均 值

$$%的!倍*:$+#塞尔指数具有把整体差异划分成组内与组间差异的特性 $公式I’#%!通

常用于将区域总差异分解成各个不同部分的差异!来比较不同分类对区域总差异的贡献和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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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是)各 市 县 的 人 均 &V+!!为 全 省 的 人 均 &V+!?$")%为)市 县 的 人 口

$$)%占全省人口比重!1为市县单元的个数!;为组数!A/为区域之间差异!B/ 为区

域内部差异&

!!根据 ‘>3KE等的相关研究*::+!塞尔指数中的区域之间差异和区域内部差异能进一步

组合成一个反映区域之间相对分离的衡量,,,区域分离系数 $0FW>N>P?2C?CGF\%!计算公

式如下"

!D2; +EF%;/32D$2/21%G32D$=1%/EFB; $;%

!!式中!!D2; 为区 域 分 离 系 数!EF%;!EFB;分 别 代 表 区 域 之 间 差 异 和 区 域 内 部 差 异!

2代表所有区域的总人口!21 表示所有区域中人口最小区域的人口数量&区域之间差异

和区域内部差异在特定时段内不同的表现!决定了不同分类区域之间的空间分离是增大还

是缩小!而通过相同基本单元分类的区域分离系数值大小的比较!能够揭示区域系统内经

济差异的空间变化特征*::!:!+&

I!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特征

$"!!区域经济总差异扩大

!!根据公式:和!的计算结果!发现塞尔指数和基尼系数两种差异测度方法所得的改革

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总差异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表:!图:%!即:<%L":<LI年 间!
区域经济总差异缩 小#:<L#":<<I年 间!区 域 经 济 总 差 异 急 剧 扩 大#:<<#":<<<年 间!
区域经济总差异变化趋于平缓!且呈下降趋势#!$$$"!$$I年间!区域经济总差异又反

弹扩大!且在!$$I年塞尔指数和基尼系数均达到最大值$4:I"和$4#!"!分别为:<%L年

的:4LI和:4!<倍!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总差异呈现扩大态势&

图:!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演变趋势$:<%L"!$$I年%

S?D4:!TNFCGKP2FZ23ZF=FCP2@NFD?2C>3FH2C2=?H
?CFc7>3?P8?C6?>CDK7WN2Z?CHF$:<%L"!$$I%

!图!!三大区域差异的分解 $:<%L"!$$I年%

!S?D4!!VFH2=W2K?P?2C2@?CFc7>3?P?FK>P

!PENFF9NFD?2C>33FZF3K$:<%L"!$$I%

$"#!苏南"苏中与苏北三大区域间差异扩大

!!由公式I和#!将江苏区域经济总差异分解成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

及其各自区域 内 部 的 差 异 $表:!图!%&在:<%L"!$$I年 间!区 域 经 济 总 差 异 经 历 了

(下降Q上升Q再下降Q再上升)过程&同时!苏南’苏中与苏北三大区域间之间差异急

剧扩大!塞尔指数从$4$!L增大到$4$LL!它对区域经济总差异的贡献份额逐步提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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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演变及分解 #!OGY!#88$年$#比重!Z$

%&’"!![:1.:)7)2,&2;;)*17@1/+,+12106)4+12&.)*1217+*+2)\5&.+,+)/+2]+&24/50617!OGY,1#88$

年份

总差异 三大区域间与各自内部差异及其占总差异的比重 城乡内部差异与城乡间及其占总差异的比重

基尼 塞尔 苏南 苏中 苏北 区域间 城市 县域 城乡间

系数 指数 差异 比重 差异 比重 差异 比重 差异 比重 差异 比重 差异 比重 差异 比重

:<%L $4II$$4$%#$4$:!:"4%:$4$:::;4:#$4$!II$4%#$4$!LI%4#:$4$$L::4!#$4$:"!:4:L$4$;$"%4;L

:<%< $4I!;$4$%!$4$:$:I4I#$4$:::;4#%$4$!#I!4%%$4$!LIL4#!$4$$L::4;:$4$:<!"4;!$4$#;":4<%

:<L$ $4II"$4$%%$4$$<:!4$$$4$:!:;4";$4$!;I!4#$$4$I:I<4<;$4$$<::4%;$4$!:!"4":$4$#L":4"#

:<L: $4I:%$4$"L$4$$<:I4$%$4$:::"4;!$4$!!I:4<<$4$!"IL4#!$4$$L::4<<$4$:%!;4!!$4$#!"!4L$

:<L! $4I$:$4$":$4$$L:!4#<$4$:::L4$#$4$!$I!4I;$4$!II%4:!$4$$%::4;L$4$:;!#4%$$4$I<"I4%:

:<LI $4!<#$4$;L$4$$%:!4:;$4$:$:"4;$$4$!$I;4##$4$!:I;4<:$4$$%::4#:$4$:;!;4!!$4$I%"I4I"

:<L# $4!<L$4$":$4$$":$4I#$4$$<:#4"I$4$:<I:4L<$4$!"#I4:#$4$$%::4I$$4$:LI$4!%$4$I";L4#!

:<L; $4I::$4$"<$4$$%:$4$!$4$$L:!4:I$4$!$!L4"$$4$I##<4!#$4$$L::4##$4$!#I#4#$$4$I%;#4:;

:<L" $4I$!$4$";$4$$" L4<$ $4$$L:!4;I$4$:<!<4%%$4$I!#L4L:$4$$L::4;L$4$!II"4::$4$I#;!4I:

:<L% $4I$;$4$""$4$$" L4#L $4$$L:!4%#$4$:<!L4<:$4$II#<4LL$4$$%:$4L$$4$!"IL4;%$4$I#;$4"I

:<LL $4I$%$4$"%$4$$" L4%# $4$$L::4"L$4$:<!L4:"$4$I#;:4#!$4$$%:$4#<$4$!<##4$:$4$I$#;4#<

:<L< $4I$%$4$"L$4$$" L4%! $4$$L::4I<$4$:<!L4":$4$I;;:4!L$4$$%:$4:;$4$I$#I4I"$4$I!#"4#<

:<<$ $4I:"$4$%#$4$$" L4!# $4$$L::4#!$4$!:!%4<!$4$I<;!4#I$4$$%:$4:I$4$I!#I4L:$4$I##"4$"

:<<: $4II#$4$L;$4$$% L4!L $4$:::I4#"$4$!!!;4"!$4$#;;!4"I$4$$<:$4!"$4$#$#"4"I$4$I%#I4::

:<<! $4I%%$4:$L$4$$< L4%; $4$:: <4%$ $4$!#!!4I"$4$"#;<4:<$4$:: <4<: $4$":;"4"I$4$I"II4#;

:<<I $4#$%$4:!I$4$$< %4!% $4$:! <4I" $4$!"!:4$$$4$%%"!4I%$4$:I:$4<I$4$%L"I4!"$4$I!!;4L:

:<<# $4I<L$4::"$4$$% "4!! $4$:$ <4$" $4$!I:<4<L$4$%;"#4%I$4$:!:$4I$$4$%<"L4$"$4$!;!:4"#

:<<; $4IL!$4:$"$4$$% "4"; $4$$< L4L" $4$!I!:4<%$4$"""!4;!$4$:!:$4<#$4$%:""4"<$4$!#!!4IL

:<<" $4IL#$4::$$4$$% ;4<L $4$:I::4IL$4$!;!!4!L$4$"""$4I%$4$:I::4;$$4$"<"!4<!$4$!L!;4;L

:<<% $4IL:$4::$$4$$% "4LI $4$:$ <4!; $4$!"!#4$$$4$"";<4<:$4$:!:$4<;$4$"<"!4;$$4$!<!"4;#

:<<L $4I%L$4:$L$4$$% "4%! $4$:$ <4#; $4$!#!!4#%$4$""":4I"$4$:!::4!!$4$"%"!4:;$4$!<!"4"I

:<<< $4I%%$4:$%$4$$% "4L! $4$:$ <4!# $4$!#!!4#"$4$""":4#<$4$:!:$4L"$4$"%"!4I"$4$!<!"4%L

!$$$ $4ILI$4::$$4$$% "4#I $4$:: <4LI $4$!#!:4%L$4$"L":4<"$4$:: <4%! $4$%$"I4#$$4$I$!"4L%

!$$: $4IL"$4::I$4$$% "4I! $4$:: <4%! $4$!#!:4$I$4$%:"!4<#$4$:: <4<L $4$%:"I4:$$4$I$!"4<:

!$$! $4#$#$4:!!$4$$< %4"I $4$:! <4<# $4$!I:L4%<$4$%%"I4"#$4$:! <4L# $4$%<"#4;<$4$I:!;4;%

!$$I $4#!"$4:I"$4$$< "4L% $4$:: %4L; $4$!<!:4$$$4$LL"#4!%$4$:I <4I$ $4$<:""4"%$4$II!#4$#

图I!城乡总差异的分解 $:<%L"!$$I年%

S?D4I!VFH2=W2K?P?2C2@7NO>C9N7N>3
?CFc7>3?P?FK$:<%L"!$$I%

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其次是苏 北 地 区 内 部 差

异!但它对区域经济总差异的 影 响 作 用 相 对

减弱#苏南地区内部 差 异 逐 步 缩 小!对 总 体

差异 的 贡 献 份 额 最 小!从:"4%:R急 剧 减 小

到"4L%R!基本可忽略#苏中内部差异变化

不大!影 响 区 域 经 济 总 差 异 的 作 用 也 相 对

减弱&

$"$!县域之间差异扩大

!!由公式I和#将江苏省的区域经济总差

异分解成城市内部$城市之间%’农村内部$县

域之间%与城乡之间的差异 $表:’图I%&在

:<%L"!$$I年间主要表现为县域之间差异的

急剧 扩 大!塞 尔 指 数 从$4$:"逐 步 增 大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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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并从:<<:年起!超过了城乡之间差异!占据了主要地位!到!$$I年它对区域总

差异的贡献份额已达到""4"%R&与此 同 时!城 乡 之 间 差 异 逐 步 缩 小!塞 尔 指 数 从:<%L
年的$4$;$缩小到!$$I年的$4$II!但仍高于城市之间的差异!它对区域经济总差异的

贡献和影响逐步减弱!从:<%L年的"%4;LR!缩小到!$$I年的!#4$#R&城市之间差异

最小!但有上升的 趋 势!塞 尔 指 数 从:<%L年 的$4$$L!增 大 到!$$I年 的$4$:I&因 此!

:<%L":<<$年间!江苏省区域经济总差异主要为城乡之间差异!:<<:"!$$I年间主要为

县域之间差异&

#!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成因分析

!!影响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很多!涉及自然’人文’社 会 等 各 个 方 面#一 般 而

言!自然条件的变化比起人文条件’社会条件的变化要缓慢得多!其作用在区域发展过程

中逐渐弱化!且自然条件更多地是通过人文’社会因素来间接影响区域差异&因此!我们

主要从人文与社会等方面因素分析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形成及其变化的原因&

>"!!影响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因素

!! $:%历史发展基础&任何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特征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现实的生

产力都是对以往生产力的继承和发展!区域的发展离不开原有的基础!区域经济历史发展

基础的差异!往往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现实差异的重要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前!由于许多

的历史因素的作用!江苏省就存在较大的省内差异*;+#自然环境的变迁!特别是黄河夺淮

破坏了整个淮河下游的水道系统!并多次变迁泛滥!旱灾和洪灾不断!在广大苏北与部分

苏中地区形成许多沙荒和盐碱地!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频繁的战乱进一步破坏了长江

以北和淮河流域的经济发展!迫使许多人口迁移到长江以南!加大了苏南地区人口密集程

度!人地关系矛盾日趋突出!导致许多农村富余劳动力脱离农业而转向从事手工制造’商

图#!:<%L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S?D4#!&N2KKC>P?2C>3WN2G7HP

WFNH>W?P>$:<%L%

业贸易和服务业&:<世纪中期!民族资本家

在无 锡’南 通’苏 州 和 常 州 等 地 纷 纷 建 厂!
大大 地 推 进 了 这 些 地 区 近 代 工 业 的 发 展#

:<#<年江苏的工业主要集中在沪宁铁路沿线

的无锡’常州’苏州和 南 京 等 地 及 沿 江 的 南

通!其 他 广 大 地 区!几 乎 是 一 片 (工 业 荒

区)!工 业 分 布 上 的 不 平 衡 性 十 分 突 出*:I+#
在!$世纪%$年 代 未!苏 南’苏 中 与 苏 北 三

大经济区实 际 上 形 成 了 (轻!重!农)的 区

域分工格 局*:#+&江 苏 省 各 县 市:<%L年 的 人

均&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人均&5+"#!<
元%的地理单元 $图#%!除金湖外!全部为

地级市市区和苏南县市!即明 显 存 在 着 地 级

市市区高于县域!苏 南 高 于 苏 中!苏 中 高 于

苏北的区域差异特征&改革开放初始时苏南的发展起点明显高于苏中和苏北!这使得苏南

可以依靠良好的物质基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而原本物质基础条件

较差的苏中和苏北在经济发展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表明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不是一

种突发现象!而是长期历史沉淀形成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差异长期累积的结果#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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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区域差异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

!! $!%经济区位条件&对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区位反映一个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空间

联系*L+&区位对感受现代世界工业化进程的差异是导致发展差距的根源*:;+!尤其是在改

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区位的优劣将导致开放次序与程度的差异!并导

致其他经济增长因素的差异!促使了区域经济差异的形成&苏南距现代中国经济实力最强

的上海市较近!一直受到大上海的强劲辐射!而且地处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两大轴 线 $长

江’沿海%的交会处!水陆空交通便利!经济区位最为优越#苏中邻近省会城市!毗邻经

济发展水平高的苏锡常地区!经济区位较为优越#而苏北一方面远离经济中心 $上海’南

京等地%!接受中心辐射所产生的经济带动作用微弱!另一方面与其接壤的除本省经济水

平一般的苏中外!其他相连区域均为安徽’山东与河南等省的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区位最

差&优越的经济区位为苏南经济加速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并将区位优势转化为 经 济 优

势!而经济发展又为苏南区位优势的发挥和区位条件的进一步改善提供了有力支持!它们

相互作用!滚动发展!使苏南’苏中与苏北三大区域间的差异不断扩大&

!! $I%区域发展策略&在改革开放初期 $:<%L":<LI年%!尚有计划经济体制与平均

分配主义的残余影响!江苏省为解决区域生产力布局的不平衡!改变落后地区的面貌!实

施了区域平衡发展战略!从而缩小了区域差异&随着国家对外开放和沿海发展战 略 的 推

进!江苏省为了提升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L#年提出了 (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

展苏北)的区域发展战略!把苏南作为重点发展地区!重点投资!重点建设&:<L;年苏

南又作为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设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全部实行了对外开放!包

括投资’财税和外资外贸等方面的空间偏爱政策!使苏南的地方政府与企业拥有更多的财

政自主权!多种渠道吸引资金!从而拉动了苏南经济的快速发展!进一步扩大了与苏中与

苏北之间的差距&为了扭转省内区域差距扩大趋势!:<<#年江苏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区

域共同发展战略!并实施 (徐连经济带)建设’(淮北脱贫致富)和 (海上苏东)开发等

系列举措*:#+!从而抑制了区域差异扩大的趋势&!$$!年江苏省委’省政府又提出了新一

轮沿江开发战略!进一步加快了沿江地区的经济发展&随后在!$$I年又提 出 了 (三 沿)
战略 $沿沪宁线’沿江和沿东陇海%!其中沪宁线和沿江均集中在苏南与苏中!导致区域

差异仍然显著!且从!$$$年来又呈扩大的态势&国家和省级政府的宏观政策是一种特殊

的工具性 (资源)!本身就包含着一种特定的先发权!特别是政府的直接投入更表明其行

政行为的取向!反映了决策者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意图或目标!即区域发展采取平衡还是不

平衡的方式*:"+&从:<%L"!$$I年江苏省各县市人均累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分布来

看!明显存在市区高于县域’苏南高于苏中与苏北的空间不平衡 $图;%!这与国家和省

级政府的宏观政策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与执行密切相关&因此!区域发展策略 $政策

力%是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 $#%产业结构转换&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产业结构由简单到复杂’由

低级到高级的不断演进过程&因此!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

过程!也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同时!一个区域产业结构的状况和转换能力!不仅

决定其在区际分工中的地位!而且对区域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具有重大作用*:%+&产

业结构的转换能力是指产业结构适应市场变化和保持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而向

高级化调整’演进的可能性条件&区域产业结构转换能力较强!反映了该区域产业结构的

综合素质较高和发展潜力较大*:L+&!$$I年江苏省各县市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综合指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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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全省平均水平 $大于:4$$%的县市共有!I个 $图"%!除盐城’靖江’海门’扬州’泰

州和南通 外!全 部 为 经 济 发 达 的 苏 南 县 市#而 综 合 指 数 不 足 全 省 平 均 水 平 一 半 $小 于

$4;$%的县市有!I个!除宝应和兴化外!全部为欠发达的苏北县市!各县市产业结构转

换能力的差异比较明显!而经济发展水平高’综合实力雄厚的区域!其内部推动产业结构

适时调整和顺利升级的能力也比较强!区域产业结构具有促进当地经济全面发展的综合优

势&因此!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强弱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其变化产生着重要影响&

图;!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L"!$$I%

S?D4;!S?\FG>KKFPK?CZFKP=FCP

WFNH>W?P>$:<%L"!$$I%

图"!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综合指数 $!$$I%

S?D4"!.2=W2K?P?ZF?CGF\2@?CG7KPN?>3
KPN7HP7NF>CGKE?@P$!$$I%

!! $;%乡镇企业发展&由于区域历史背景与地理区位等条件的不同!江苏省乡镇企业

的发展极不平衡 $图%!表!%&苏北在解放以来一直利用当地丰富的农矿资源!以发展工

矿业和农业为主!对轻工业发展的投入较少&这种以重工业和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制约了改革开放后乡镇工业的发展*%+!!$$!年第一产业占&V+的比重高达!%4:IR!远

高于苏南 $#4#%R%和苏中 $<4<<R%&而苏南由于商品经济和农村工业化萌芽的时间早’
程度深!在对外开放意识’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等方面明显强于苏中与苏北!且邻近上海

市!其乡镇企业成为上海的传统产业转移’技术与产品扩散的主要地区&!$$!年人均乡

镇工业总产值与增加值分别达到#%$L"元和:$;I$元!远高于苏中与苏北!乡镇企业发展

的不均衡也是造成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形成并扩大的主要因素之一&

表#!苏南"苏中与苏北的乡镇工业比较

%&’"#!P17@&6+/1210,1L2/(+@+2;5/,6+)/+2/15,()62%7+;;.)&2;216,()62@&6,/10]+&24/5

乡镇工业因子 全省 苏南 苏中 苏北

:<%L年人均乡镇工业总产值 $元% :$% !!I ::L #!

!$$!年人均乡镇工业总产值 $元% :<I$! #%$L" :;L$< :$!I:

!$$!年人均乡镇工业增加值 $元% #$#! :$;I$ I!;" :<$$

:<%L"!$$!年人均乡镇工业总产值相对发展率 : !4## $4L! $4;I

:<%L"!$$!年人均乡镇工业利税总额相对发展率 :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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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人均乡镇工业总产值 $!$$!%

S?D4%!(7PW7P2@P2BCKE?W?CG7KPN?FK

WFNH>W?P>?C!$$!

图L!经济全球化指数 $!$$!"!$$I%

S?D4L!&32O>3?A>P?2C?CGF\$!$$!"!$$I%

!! $"%经济全球化水平&自!$世纪%$年代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

实施以来!外资和外贸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最为明显的外部影响因素*:<+&江

苏省作为我国东部沿海倾斜发展的重点地区之一!在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方面存在明显的

区域不平衡#苏南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科技实力较强!文化和教育水平较高!并拥有大

量的熟练劳动力’稠密的高等级交通网络和比较便利的出海条件等!其吸引外资与对外贸

易能力明显优于苏中与苏北&:<%L"!$$I年全省累计实际利用外资总额L$$4$:亿美元!
其中近L#4#;R分 布 在 苏 南!苏 中 与 苏 北 仅 占L4LLR和"4"%R#其 中!外 商 直 接 投 资

$SV-%最多的苏州市区是最少的泗洪县的LL<4%$倍&!$$I年苏南进出口总额为:$!"4%!
亿美元!分别是苏中 $L$4"L亿美元%与苏北 $!<4I:亿美元%的:!4%I和I;4$I倍&以

!$$!与!$$I年两年外资和外贸两个指标的平均值计算的全球化指数来看!苏南各县市的

全球化指数远高于苏中和苏北 $图L%!三者的比值为L4!$k!4%;k:!即越是全球化的影响

程度大的地区!经济越发达&SV-和对外贸易的这种区域差异!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的空间

不平衡#因此!经济全球化水平的差异!也是促使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形成并扩大的重要

原因&

!! $%%市场发育程度&区域市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其基本功能是区域经济发展

过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区域市场发育水平是市场经济制度下!区域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区域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活跃程度也可以

通过其商品的购买和销售状况进行观察*!$+&!$$!"!$$I年江苏省各县市平均人均社会商

品零售额明显呈现南高北低’市区高于县域的空间格局 $图<%!苏南’苏中与苏北的比

值为#k!k:&:<%L"!$$I年间!苏南所有县市的进出口总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和&V+占

全省的比重分别由""4;"R’I%4"LR和#L4:%R扩大到<$4I!R’;%4L!R和":4!#R!且

进出口总额’商品零售额和&V+所占份额呈同方向的增长变化!主要因为苏南地区利用

沿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借助 (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机制!率先推进了市场化

改革!地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其市场发育和活跃程度明显优于苏中与苏北!对经济

增长的差异有显著的促增作用&因此!区域市场发育程度 $市场力%也是引起江苏省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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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差异扩大的重要因素&

图<!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 $!$$!"!$$I%

S?D4<!T2P>3NFP>?3K>3FK2@H2CK7=FN

D22GKWFNH>W?P>$!$$!"!$$I%

图:$!区域经济差异成因比较 $:<%L"!$$I%

S?D4:$!.2=W>N?K2C2@@>HP2NK?CNFD?2C>3
FH2C2=?HG?KHNFW>CH8$:<%L"!$$I%

>"#!区域经济差异成因的定量比较

!!区域差异的成因是复杂多元的!而定性的分析又难以确定各个成因对区域经济总差异

形成及其变化的影响大小&为了进一步确定以上%个因素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及其变化

的影响程度!通过地理分区!并引用区域分离系数方法对它们进行综合定量比较&

!!同一年份江苏省区域经济总差异的大小是一定的!而不同分类所得区域之间差异的大

小则不同 $表:%#若按不同成因进行地理分区!即以每个成因为标准将全省划分成基本

单元数目相等的两类区域!计算两区域之间人均&V+的区域分离系数!区域分离系数值

扩大则表明该成因对区域经济差异具有促增作用!区域分离系数值越大表明该成因对区域

经济差异的影响作用越强&因此!综合比较各个成因为标准划分相同基本单元所得两类区

域之间人均&V+的区域分离系数大小及其变化趋势!可以定量评价这些成因对区域经济

差异影响的重要程度*!:+&

!!因此!对照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成因!进行地理分区!例如以距上海距离的远近代

表经济区位条件!将江苏省"%个县市分为两大区域!即临近上海前II名的县市为一个区

域!另I#个县市为另一区域#同理选取:<%L年的人均&5+’:<%L"!$$I年的人均累计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I年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综合指数’!$$!年的人均乡镇工业

总产值’!$$!"!$$I年经济全球化指数和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分别代表历史发展基础’
区域发展策略’产业结构转换’乡镇企业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发育程度!将江苏省分

为两类区域!即前II个县市分为一个区域!后I#个县市为另一区域!具体县市所属分区

可见图#"<&运用公式;!分别计算以上%种地理分区人均&V+的区域分离系数 $表I’
图:$%&

!!结果表明!:<%L"!$$I年间!江苏 省 沿 着:<%L年 人 均&5+’距 上 海 距 离’:<%L"
!$$I年人均累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I年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综合指数’!$$!年

人均乡镇工业总产值’!$$!"!$$I年的经济全球化指数和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这%个因

素产生分化!区域分离系数均呈现明显扩大趋势!即良好的发展基础’优越的区位条件’



%$!!! 地!!理!!研!!究 !"卷

享有优惠区域发展策略’较强的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发达的乡镇企业’发育完善的市场体

系和高水平的经济全球化的地理区域与其他的地理区域逐渐分离!表明它们对改革开放以

来江苏省的区域经济差异扩大均有促增作用#其中!沿着!$$!"!$$I年人均社会商品零

售额’!$$I年产业结构转换能力的综合指数和:<%L"!$$I年人均累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额为分类标准的区域分离系数较大!即市场发育程度’产业结构转换和区域发展策略对

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历史发展基础’乡镇企业发展和经济全

球化水平!而经济区位条件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扩大的影响相对较小&表明市场发育程

度’产业结构转换和区域发展策略是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形成并扩大的最主要因素!即市

场力’产业结构转换力和政策力是促进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形成及其扩大的主要动力&

表$!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G种分类的区域分离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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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欧向军 等"基于区域分离系数的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成因定量分析 %$I!!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人均&V+为测度指标!以县市为基本单元!运用基尼系数和塞尔指数!定

量评价了:<%L"!$$I年间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总体水平与动态变化特征&两种测度方

法所得结论一致!即:<%L"!$$I年间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经历了 (下降Q上升Q再下降

Q再上升)过程&同时!区域经济总差异明显扩大&

!!$!%通过塞尔指数的进一步地理构成分解!表明江苏省区域经济发展在城乡间差异缩

小的同时!农村内部$县域间%差异和苏南’苏中与苏北三大区域间差异急剧扩大&

!!$I%影响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是复杂多元的!主要有历史发展基础’经济区位

条件’区域发展策略’产业结构转换’乡镇企业发展’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发育程度等%个

方面&

!!$#%引用区域分离系数方法!结合地理分区!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成因进行

定量比较!研究发现市场发育程度’产业结构转换和区域发展策略是造成江苏省区域经济

差异扩大的最主要因素&

!!论文主要比较分析了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形成及其变化的原因!而没有具体分析苏

南’苏中与苏北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和城乡之间差异的成因#另外!单纯用人均&V+的

差异表示区域间经济社会差异仍然有些偏颇*!!+#对于这些不足!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从多

尺度’多方面对区域经济差异及其成因进行研究!力求对江苏省区域差异状况与成因有更

深入的剖析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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