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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本文以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变迁为视角,分析了建国以来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演变, 探讨了

在区域经济战略及其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经济活动在国土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趋势, 以及这种趋势对区域经

济增长和发展差距变动的影响。作者认为,随着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深入实施, 中国国土开发开始呈现

� 集中均衡式�空间开发战略,中国经济活动在国土空间上的� 大分散、小聚集�将成为一种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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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大致经历

了沿海与内地的两大部分格局, 东、中、西三大地带格局

和东、中、西和东北四大板块的空间格局。本文着重从经

济活动在国土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的角度, 以区域经济

政策的变迁为视角, 探讨建国以来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

局的演变, 以揭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整体经济活动变

化的规律性及其内在动力机制, 为构建全面、协调、可持

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供依据。

� � 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演变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1950- 1952)

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年时期, 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

时期。在这三年期间, 中国工业建设的重点是东北工业

基地,其次是华东和华北。到 1952 年, 这三个区域集中了

全国GDP 的60. 72% ; GDP全国排名前五位的省市区全部

属于沿海地区,分别是江苏、山东、辽宁、河北和上海。沿

海地区以其占全国不到 1�8的国土面积,三年基本建设投

资累计占比达到 53% 以上, 1952 年 GDP占到了全国经济

总量的 50%以上,此时沿海地区人均 GDP 约为内地人均

GDP的 1. 5倍。

(二)� 一五�至� 五五�前期( 1953- 1978)

从� 一五�计划时期开始,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

制下, 中国国土空间开发的基本特征是资源配置向内地

倾斜, 对内地进行重点建设。但是由于受到诸多经济和

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中国这种均衡式国土开发战略 ,并没

有导致经济活动的空间分散化 (图 1)。根据这一时期国

土开发侧重点的不同,大致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图 1 � 1952- 1978 年中国经济活动( GDP)

地理集中� 的演化趋势

� � 资料来源:通过中经网、国研网数据库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

资料汇编(剔除了西藏和海南)计算得出。

1. � 一五�计划时期( 1953- 1957)

根据国内外的时代背景, 从国防安全和改变工业布

局在全国各地区适当分布工业生产力作为主要原则, � 一

五�计划强调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内地。

� 一五�期间, 中国经济建设主要是进行以苏联援建

的 156个大型项目为中心、694 个大中型建设项目配套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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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工业体系的建设。其中, 156 项苏联援助项目中, 内

地安排了 118项, 约占全部项目的 4�5, 沿海地区约占 1�5;

694 个大中型建设项目中, 内地约占 68% , 沿海为 32%。

从整个国土空间上看, � 一五� 期间的工业投资布局

是比较分散的。这种向内地倾斜的均衡式投资布局, 直

接导致了� 一五�期间的经济活动出现地理分散化趋势

(如图 1) ,同时, 这时期的人均实际 GDP 变差系数整体呈

现下降的趋势(如图 2) ,说明中国省际人均 GDP 差距出现

逐步缩小的趋势。沿海地区 GDP 比重从 1953 年的

53� 29% ,到� 一五� 时期结束的 1957 年下降到 52% ; 同时

沿海地区 1953年人均 GDP 是内地的 1. 76 倍, 至 1957 年

下降到 1. 68 倍。可见, � 一五�时期向内地倾斜的均衡发

展战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区域经济差距,但并未改变

中国发达的沿海地区和落后的内地地区的国土空间格

局。

2. � 二五�和调整时期( 1958- 1965)

1958至 1965 年期间,中国经济建设经历了� 二五� 时

期和调整时期,由于当时发展战略的影响, 中国经济活动

的国土空间变动趋势波动较大(见图 1)。

由于� 一五�时期向内地倾斜的经济建设战略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了沿海地区工业优势的发挥,毛泽东在�论十

大关系�一文中论证了发展沿海对内地的促进作用,指出

� 真想建设内地, 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 由此, � 二五�

时期前三年沿海地区基本建设投资占比由� 一五�时期的

47%上升到 55. 5% , GDP占比也由 1957 年的 52% 左右上

升到 1960 年的 55% ,经济活动又呈现向沿海地区集聚的

趋势,省际区域经济差距也呈扩大趋势。

图 2� 1952- 1978年中国省际人均

实际 GDP相对差距变化

资料来源:中经网、国研网数据库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

汇编(剔除了西藏和海南)。

注:人均实际 GDP 加权变异系数,是以 1952年为基期使用各

省(市、自治区)人均 GDP 指数进行缩减后,按人口进行加权计算。

但是,在� 二五�的后期, 受到 1958 年中国制定的社会

主义建设� 总路线�的负面影响, 出现了违背经济发展规

律的� 大跃进� 和中苏等国际政治关系紧张的影响, 从

1961年� 二五�的后期至 1965 年三年调整期结束, 内地累

计基本建设投资占比下降到了 44. 2% , GDP 占比也下降

到了 50. 8%。

3. � 三五�至� 五五�前期( 1966- 1978)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 鉴于中国周边形势的变化, 出

于备战的需要, 国家决定在� 三五� 计划时期将集中在大

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工厂转移, 加快三线 � 建设, 建立战略

后方,强调建立地区独立的工业体系。

根据这一精神, � 三五�计划明确提出, 把国防建设放

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 逐步改变工业布局。� 四五�计

划则提出建立各自为战、大力协同的经济协作区。三线

建设的主要目标是要在三线地区建立一个工农结合、为

国防和农业服务的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建设的主要原

则是� 靠山、分散、隐蔽�即� 山、散、洞� ; 建设的主要内容

是把沿海地区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 大

力发展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根据� 三

五�计划的安排, 在计划期内, 向三线地区投资 360 亿元,

占总投资额的 42. 2% ;全国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 西南、

西北、中南地区的项目数高达 60. 2%。实际上, �三五�期

间累计向三线地区投资 482. 43 亿元, 占基本建设投资总

额的 52. 7% ,整个内地建设投资为 611. 15 亿元,占全部基

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66. 8% , 沿海投资为 282. 91 亿元, 占

30� 9%。

到� 四五�时期,三线建设的重点开始转向豫西、鄂西

和湘西(即� 三西�地区) , 同时向� 三线� 地区投资的强度

有所减缓。这五年期间, 沿海地区累计基本建设投资比

重由� 三五�时期的 30. 9% 上升到了 45. 6%。其中, � 三

线�地区基本建设累计投资额为 690. 98 亿元, 占全国基本

建设投资总额的 41. 1% , �较� 三五�时期下降了 11. 6%。

随着70年代中期, 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对外关系

的改善, � 五五�前期( 1976- 1978)中国区域经济布局由内

地向沿海逐步转移。其中, 1977 和 1978 年的两次大规模

的原材料和电站设备的引进所产生的新项目主要布局在

东部沿海地区。在两批引进的 47 套主要成套项目中, 布

局在东部沿海地区有 24 个, 占 51% , 内地占 49%。同时

沿海地区累计基本建设投资占到了投资总额的 52. 7% ,

较� 三五�和� 四五�时期都有了较大的增长。

综合以上分析, 1978 年以前, 中国先后实施了重点建

设沿海和东北地区以及向内地倾斜、均衡发展的国土开

发战略,使得中国基本建设投资重点向内地布局, 尤其是

� 一五�和� 三线� 建设时期, 大批的工程建设项目投向内

地,改变了建国初期中国工业分布严重不均衡的局面。

首先,初步建立了中国的工业体系, 改变了建国初期

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格局。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

之前,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指引下, 中国工业技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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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有了极大的提高, 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大力进行经济

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工业基础; 同时, 在� 一五�和三线建设

时期,中国投资重点向内地倾斜, 改变了建国初期中国工

业主要集中在沿海的格局, 加快了内地工业的发展, 使内

地的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

其次, 1953- 1978 年实施的向内地倾斜、均衡式开发

战略, 并未改变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和相对较为落后的

内地两大块的空间格局, 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区域经

济差距。由图 1 知, 中国经济活动的集中度从 1952 年的

0�34下降到了 1978 年的0. 33, 降幅并不明显, 沿海和东北

地区仍然是中国经济活动的主要集中区。但是,从图 2 我

们可以看到 , 1952- 1978年, 中国的整体区域经济差距呈

现出下降的趋势,同时沿海与内地的人均实际 GDP相对差

距也呈现下降的趋势,说明这种均衡式的国土开发战略提

高了中国落后地区的发展水平, 缩小了区域经济差距。

最后, �一五�时期以来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 虽然对

于改善中国产业空间格局和促进内地经济发展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但是却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世界的发

展趋势和中国的基本国情, 从而导致了既没有达到沿海

与内地经济发展水平均衡和中国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

又由于人为地抑制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使东部沿海

地区丧失了与世界经济同步发展的机遇, 拉大了中国与

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差距。据统计, 1965- 1978 年

间,中国国民收入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由 10. 1 倍

扩大到 16. 2 倍;与日本的差距由 0. 4倍扩大到了 6. 9 倍;

与联邦德国的差距由 0. 7 倍扩大到 4. 2 倍。�

� �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的

演变

� �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历了不均衡开发到相对均衡

开发的国土空间开发战略的转变。根据经济发展思潮的

重大变革和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的转变, 我们把这时期

中国国土空间开发战略的转变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图 3 � 1979- 2010 年中国经济活动( GDP)

地理集中的演化趋势

资料来源:由中经网、国研网数据库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

料汇编(包括大陆 31个省市自治区)计算得出。

(一) 1979- 1998年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

由图 3 可以看出, 1979- 1998年期间, 中国的经济活

动在空间上呈现出不断聚集的趋势, 并且中国的经济发

展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梯度

差异,因此, � 七五�计划时期中国政府按照地理位置和经

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将全国划分为东、中、西三大经济地

带,并以此作为国家确定国土开发重点和生产力布局优

先次序的依据。

1.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阶段( 1979- 1990)

1979- 1990年, 中国国土开发的重点向东部沿海地区

倾斜,以实现全国经济整体的发展。1979 年中央确定在

广东、福建两省利用其临近港澳和台湾的区位优势 ,加速

经济发展,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4 个经济特区。

到1990年,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4 个经济特区的工农业

总产值达282. 5 亿元, � 约为建区前 1979 年的26倍, 特区

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探索了一条成功的发展之

路。

� 六五�计划期间( 1981- 1985) ,中国国土开发重心继

续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一方面, 东部地区固定资产累

计投资占全国比重为 54. 7% ,超过了中西部之和; 另一方

面,国家继续在沿海地区设立开放经济区, 进一步支持沿

海地区经济发展。1984 年, 中央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

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

州、广州、湛江和北海 14 个沿海开放港口城市,扩大地方

权限, 给予这些地区在外资项目审批权、财税、信贷等优

惠政策和措施,经济活动进一步向东部地区聚集。

� 七五�( 1986- 1990)计划首次提出了全国经济区域

� 三大地带�的划分 , 并进一步突出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

展的地位。1987年, 党中央提出加快沿海地区发展战略,

强调沿海地区要按照� 两头在外� , 即原材料在外和市场

在外,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原则, 统筹考虑和调整沿海地区

进出口商品结构, 以及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的方向与重

点,使沿海地区更多地利用国外资源、资金和技术, 开展

多元化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 同时,加强沿海与中西部

地区的横向经济联系, 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1988

年3 月, 国务院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 ,将天

津、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广西的 153 个市

县实施对外开放 ;同年 5 月, 国务院设立了海南岛经济特

区,同时开放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等 140 个市县。至

此,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港

口城市和沿海经济开放区在内的沿海开放地带。

1988年 9月 , 邓小平提出了� 两个大局�的思想: � 沿

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 , 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

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的发展, 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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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 发展

一定的时候 ,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

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

2.区域协调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战略的启动阶段

( 1991- 1998)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发

展差距不断扩大,中国政府从�八五�计划( 1991- 1995)时

期开始重视区域间的协调发展。1991 年在�关于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

中首次提出� 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 , 并

且认为� 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中

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此

后,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1992 年 8 月, 国务院决定将沿

江、沿边、内陆省会城市实施开放, 先后开放了重庆、岳

阳、武汉、九江、芜湖五个长江沿岸城市, 哈尔滨、长春、呼

和浩特、石家庄 4 个边境沿海地区省会城市, 太原、合肥、

南昌、郑州、长沙、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 11 个

内陆地区省会城市。同年 10月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中针

对中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 提出� 充分发挥各地

优势, 加快地区经济发展, 促进全国经济布局合理化� , 并

指出: � 应当在国家统一规划指导下, 按照因地制宜、合理

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促进地区经

济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 � 但是, 这种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思想的提出并未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差距: � 八五�时期

东部沿海地区社会固定资产累计投资占比高达 64. 9% ,

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也高于� 七五�时期东部投资占比;

同时,随着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市场

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差距逐渐

扩大,东部地区 GDP占全国比重由 1991 年的 54%上升到

1995年的 59% ,全国整体经济活动水平在国土空间上也

呈现出加速集聚的趋势。

199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 九五�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从� 九五�时

期开始� 要更加重视支持内地的发展,实施有利于缓解差

距扩大趋势的政策,并逐步加大工作力度, 积极朝着缩小

差距的方向努力�。1997 年 9 月, 中共十五大报告又进一

步阐述了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战略思

想。� 九五�前期( 1996- 1998) , 国家对中西部援助力度明

显加大, 中西部地区累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比

重也由� 七五�时期的 35%上升到 37% , 这也导致了东部

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差距没有继续扩大。

综合以上分析, 1979- 1991 年期间, 在向东部沿海地

区倾斜的国土开发战略下, 中国的经济活动呈现向东部

集中的趋势,同时东部地区 GDP 占全国的比重也不断地

增加。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集聚作用不断增强, 这期间

中国人均实际GDP 省际绝对差距呈现逐渐扩大趋势 (图

4) ,但是省际人均实际 GDP 加权变异系数呈现出下降的

趋势(图 5) ,说明中国省际人均实际GDP 相对差距呈现出

逐步缩小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 在改革开放初期, 东

北、华北、上海等一些高收入地区和老工业基地经济增长

不景气, 而此时广东、浙江、福建等中低收入地区经济的

迅速增长, 导致中国省际人均实际 GDP 差距呈现缩小的

趋势。

图 4� 1979- 2010年中国省际人均实际

GDP绝对差距变化

资料来源:由中经网、国研网数据库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

料汇编(剔除了西藏和海南) 数据, 以 1952年为基期进行价格指

数缩减后计算得出。

1991- 1998年期间 ,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启动

阶段。尽管这个时期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了区域差距的不

断扩大会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经济政策支援的力度不

够,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 各种经济要素进一步向东部地

区聚集,经济活动在空间上也呈现出加速集聚的趋势。

由图5 可以得出,经济活动整体向东部进行集聚的过程并

未导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以实际 GDP为衡量的区域经济

相对差距扩大, 这主要是因为东部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集

聚了大量的中西部人口 , 这种人口的迁移在一定程度上

缩小了区域间的差距。从 1991- 1998 年间, GDP年均增

速排名前五位的全部集中在东部地区,即福建、浙江、广

东、江苏和山东, 且年均增速均超过 10% ; 而 GDP 增速后

五位全部是中西部地区, 分别是陕西、宁夏、贵州、黑龙江

和青海,且增速全部低于 10%。这直接导致了, 中国省际

间人均实际 GDP绝对差距在不断扩大。

图 5� 1979- 2010年中国省际人均

实际 GDP相对差距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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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由中经网、国研网数据库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

料汇编(剔除了西藏和海南) 数据, 以 1952年为基期进行价格指

数缩减后计算得出。

注:沿海与内地的相对差距系数= (沿海指标值- 内地指标

值)�沿海指标值* 100%。

(二) 1999- 2010年中国国土开发空间格局

为促进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和构

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从� 九五� 计

划期末,中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财政、投资等政策支持

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的步

伐,进一步加强了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支持, 先

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

战略。

1. 1999- 2010 年中国国土开发战略的主要历程

1999年 3 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西

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

十条意见, 同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

西部大开发战略。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

五年计划纲要�又进一步强调了� 十五�期间( 2001- 2005)

要�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之后, 2002 年11 月, 党的十六

大报告正式提出了� 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

整和改造�。接着, 2003年 10 月,在国务院出台的�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

若干意见�文件中, 提出了振兴东北地区的指导思想、原

则、任务和政策措施; 为统筹区域整体协调发展, 2004 年 3

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首次提出促进中部地

区崛起。至此,中国全面协调的区域发展战略初步形成。

2006年 3 月,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第十九章� 实施区

域发展总体战略�中强调� 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 振

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鼓励东部

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健全区域协调互动

机制,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 同时, 为深化实施中国

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 十一五� 规划从国土空间角度将中

国大陆区域划分四大板块,即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

2. 1999- 2010 年中国国土开发战略的实施效果

( 1)从集中到扩散: 中国经济活动的新趋势。1999-

2005年,中国经济活动空间上呈现集中的趋势, 而在� 十

一五�时期中国的经济活动的集聚水平不断降低, 整体呈

现一种扩散趋势。中国整体经济活动并没有因此呈现向

中西部扩散的趋势, 相反, 经济活动进一步向东部地区聚

集。如表 1,从� 九五� 期末到� 十五� 计划结束, 东部地区

GDP占全国比重由 52. 8% 上升到 55. 5% ; 东北地区 GDP

占全国比重由 9. 9%下降到 8. 6% ; 中部地区由 19. 5% 下

降到 18. 8% ;西部地区由 17. 9%下降到 17. 1%。

究其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一方面, 国

家对中西部优惠政策的倾斜力度不够, 其中,东部地区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比重由 1995 年的 56. 9%下降到

2005年的 53. 1% ,只下降了 3. 8% ; 而期间其他三个板块

投资比重上升不大 , 其中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投资比重

上升了 0. 8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投资比重上升了 2. 2个百

分点。另一方面, 虽然形成了全面协调的区域发展总体

战略,但是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提出相对较晚 ,特别

是中部崛起战略在� 十一五� 期间才真正进入实施的阶

段,再加上区域政策实施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因

此,从� 九五�期末至� 十五�计划结束,这期间是中国区域

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形成阶段。

� 十一五�期间,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全面启动 ,国家

对中西地区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大。2006- 2010 年,东部地

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占全国比重为 45. 7% , 自改

革开放以来首次降到 50% 以下; 东北地区累计占比为

10� 9% ,中部为 22. 2% , 西部为 21. 2% , 均高于� 十五� 时

期。同时,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进一步向纵深推

进、国务院批准或批复的一系列改革试验区和区域规划

和东部地区由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而不得不进行

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西部地区获得

了极大的发展机遇, 2010 年,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

国的比重为 53. 0% ,比 2005 年下降 2. 5个百分点;中部地

区、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 19�7%、

18� 7% ,分别比 2005年提高 0. 9和 1. 6 个百分点, 东北地

区基本持平(见表 1)。因此, � 十一五�期间, 中国的经济

活动在空间上呈现分散化的趋势, 中国的经济布局由过

去的各种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高度向东部沿海地区集

中,逐步转变为由东部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扩散, 表

明中国区域发展进入了�转折�时期。

表 1 � 1999- 2010 中国四大板块占全国比重的变化( % )

时间

地区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东部 52.8 53.4 53. 9 54. 4 55. 2 55. 3 55. 5 55. 5 55. 1 54. 1 53. 8 53

东北 9. 9 9. 9 9. 7 9.5 9.1 8.7 8.6 8.5 8. 4 8. 5 8. 5 8. 6

中部 19.5 19.2 19 18. 8 18. 5 18. 8 18. 8 18. 7 18. 9 19. 2 19. 3 19. 7

西部 17.9 17.5 17. 4 17. 3 17. 2 17. 2 17. 1 17. 3 17. 6 18. 1 18. 3 18. 7

� � 资料来源:根据中经网、国研网数据库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

料汇编计算而得。

(2)形成了四大板块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从 GDP

增速来看, � 十一五�时期, 东部地区 GDP平均增长速度比

� 十五�时期加快 0. 1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加快 2. 1 个百分

点,西部地区加快 2. 4 个百分点, 东北地区加快 2. 6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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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从投资增速来看, 随着各项区域性政策的逐步落

实,中部、西部和东北投资增长加快, 比重提高。西部地

区5 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97758 亿元, 年均增长

28� 2% ,比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 2. 7 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 5 年累计完成投资 198084 亿元, 年均增长 31.

6% ,比同期全国投资增速高 6. 1个百分点;东北地区 5 年

累计完成投资 97613 亿元, 年均增长 32. 9% , 增速比� 十

五�时期平均增速高 13. 1个百分点, 比同期全国投资增速

高7�4 个百分点; 东部地区 5 年累计完成投资 408767 亿

元,年均增长 20. 1% ,增速比� 十五�时期高 0. 3个百分点,

比同期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 5. 4 个百分点。可见,

� 十一五�时期,中国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快速发展, 区域

间的协调性明显改善, 并且区域投资结构呈现了东、中、

西、东北地区投资协同发展的局面, 总体上形成了四大板

块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

( 3)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如图 6, 从 1999-

2005年, 除了东北地区人均实际 GDP 相对水平呈现下降

趋势外, 其他板块的人均实际 GDP相对水平则是一种平

稳的趋势;而在� 十一五�期间, 除东部地区人均实际 GDP

相对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外, 其他区域人均实际 GDP相对

水平都在持续上升。说明以人均实际 GDP 相对水平衡量

的中国四大板块之间的差距, 自� 十一五�期间呈现缩小

的趋势。

图 6� 1999- 2006年中国四大板块

人均实际 GDP相对水平

注:各板块的相对水平是以各地区平均水平为 100计算而得。

从省际差距来看, 从 1999 - 2005 年中国人均实际

GDP省际相对差距呈现小幅上升的趋势; 从 2006 年开始,

中国省际人均实际 GDP相对差距呈现下降的趋势, 尤其

是2010年, 中国省际人均 GDP加权变异系数较 2009年大

幅降低。不难看出, 2010 年中国人均实际 GDP省际相对

差距之所以大幅下降, 是因为当年的省际人均实际 GDP

的绝对差距也呈现大幅下降的趋势。

� � 三、结论

通过上面对中国建国以来国土开发空间格局演变的

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总体上看, 从� 一五�时期至改革开放之前, 中国

实施的向内地倾斜、均衡布局的国土开发战略, 只是导致

工业布局的分散化 , 并没有改变沿海与内地这种经济水

平存在明显差异的空间格局。改革开放之后, 从向沿海

地区倾斜的国土开发战略到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

的深入实施,中国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从存在明显梯度

差异的东、中、西格局到目前形成的东部、东北、中部和西

部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

2. � 十一五�时期, 中国整体经济活动自改革开放以

来首次呈现出从集聚到扩散的转变, 区域间差距也呈现

出缩小的趋势, 表明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实施的

效果开始显现,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到了相对均衡协

调发展的时期。随着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国家政策支持

中快速发展,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的

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布局更趋于� 集中均衡� ,未来将形成

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3.自 2006 年以来, 以人均 GDP 衡量的中国区域差距

出现了明显缩小的趋势 , 表明中国的区域发展已经进入

了相对均衡发展的时期。导致 2006 年以后中国区域发展

差距缩小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

战略的深入实施,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在获得国家政策支

持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二是沿海地区受到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和自身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的压

力,迫使东部沿海地区不得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加速了沿海部分产业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进行转移; 三

是人口迁移的影响,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依靠其经济发达、

适宜生活等优势, 吸引了其他地区的人口向东部地区迁

移,这也会缩小区域间的差距。

注:

� � 本文用克鲁格曼空间基尼系数来衡量中国 GDP 地理集中的

演化趋势。计算公式为: G ini i=
1

2N 2SK �
N
i � N

j | Sk
i - Sk

j |其中,

Ginii 表示空间基尼系数, N为地区总数,�Sk 表示行业 k在各

地区间的平均份额(在本文, k指 GDP) , i和 j 分别表示两个

不同的地区;空间基尼系数值在 0- 1之间变化,取值为 0, 表

示经济活动或产业分布完全均衡,若取值为 1则表示该产业

或经济活动完全集中在一个地区。

� �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 �毛泽东文集�第 7卷,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25页。

� � 一线地区主要指位于东部沿海省份和地处西部边疆的前线

地区;三线地区主要指中国西部山区省份 (包括四川、贵州、

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 )和中部省份的后方地区(包括

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 ,共 13个省区;二线地区

指介于一、二线之间的中间地带,一般指京广铁路沿线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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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地区。其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

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 �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 ,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553页。

� � 刘国平:�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发展的比较� ,湖南人民出版

社 2000年版,第 180页。

� �根据国家� 七五�计划提出的划分标准,东部地区为:辽宁、河

北、天津、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广

西;中部地区: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安徽、江西、湖南、

湖北、河南九个省;剩余十个省市为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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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Land Developmen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 R. China: A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economic changes

Sun Jiuwen & Nian Meng

Abstract: In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anges in China� s regional economic policy,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land development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 s Re-

public of China, discuss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strategy and policy,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 and diffusion trend of China� s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the affect ion of this trend on the

change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gap, the author believed that, with the depth of

the implementat ion of China� s regional overall development strategy, China� s land development started to

present � concentrated balanced type� space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 big diffusion, small concen-

tration� of the China� s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land space will become a new pattern.

Key words: land development; regional policy; regional differences; spat ial concentrat ion and dif-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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