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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２００１年中国共产党江西第十
一次代表大会以来，江西的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也取得了
巨大的成就。但也必须看到，江西与国内发达省份相比
依然还有很大的差距，江西区域经济的发展依然面临着
许多困难。在新的形势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和
内涵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何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
区域发展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江西的经济发展水平，是
摆在江西的理论和实践部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要做
好这个课题，一个前提条件是对江西的区域经济发展状
况要有充分而准确的认识。本书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
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县域经济差距、居民收
入差距、产业结构区域特点、农村经济结构演变、区域经
济增长机制和外商投资与承接产业转移等八个方面对江
西区域经济和对外开放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期读完
本书，能让读者对江西区域经济有一个比较全面而系统
的了解。

本书的贡献在于：

１．对江西区域经济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２．全书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运用了丰富的统计数
据来进行分析，以指导实践为目的，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
议。

３．本书把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以定量研究为
主。



　　４．本书还对以往研究江西区域经济还没有涉及的领域（如昌九工业走廊的发
展、各地区产业结构的分析等内容）首次进行了分析。

５．就对外开放对我省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定量分析。
本书适用于经济理论工作者和政府实践部门参考阅读。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笔者所带的２００７届及２００８届本科毕业生们，在数据的

查阅、计算等方面提供了帮助，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对商学院、教研室领导、老师
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也深表谢意。最后，还要感谢赣南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的资助。

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还有一些纰漏，恳请读者谅解并提出宝贵意
见。

肖晓军

２００９年４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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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江西区域经济发展
差距的演变与结构分解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是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差距的研究是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兴起的，在研究的时间跨度上，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的文献主要是针对改革开放初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
期到９０年代中期两个时间段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变化进行描述。不同
的空间研究对象得出的同一时间段的区域经济发展情况也不一样。杨大利
（１９９５）采用县级农村经济的统计资料研究中国省内地区差异的变迁，发现在

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０年期间，大多数省份的省内经济差异在进一步扩大。林凌
（１９９６）在东南沿海内部、新兴工业地区（东南沿海）与老工业地区（天津、辽宁）、
东西部三个空间层面上，通过ＧＤＰ增长在空间上的分布和人均ＧＤＰ两个指标
的比较描述，发现东南沿海省内差距呈扩大趋势，老工业区ＧＤＰ增长速度低于
新兴工业区，东西部差距进一步扩大。Ｂｊｏｒｎ（美国）等（２００１）选取１０个省份研
究１９８８～１９９５年期间城市收入差异和相关收入变化情况，发现在这些样本城市
中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然而，宋学明（１９９８）的研究却认为中国地区间的人均收
入从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呈现的是收敛性。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知道，改革开放
初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这一时间段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从不同的空间尺度
（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陆）来衡量，时间和空间尺度越小，差异的显著性越大，而
从中国这个经济整体来看则呈现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收敛的态势。

进入２１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热
点问题，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新的研究除了分析区域差异演变情况之外更
注重差异结构和形成原因的深入分析。在空间划分上，李国平和范红忠（２００３）
突破农村与城市、沿海与内陆的传统区域经济差异研究分解，把我国的区域经济
差距分解为东部核心发达区域和全国其他区域之间以及两大区域内部各自的差
距，从生产集中、人口分布与地区经济差异的关系探讨了我国区域差距的原因。
在时间段上，郭金龙和王宏伟（２００３）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进行了区域间资本流动
与区域间经济差距关系的分析，说明了资本流动与东中西部差距的关系。贺灿
飞和梁进社（２００４）则在时间和空间上做了比较完整的研究，测量了１９５２～２００２
年中国区域经济地带间、地带内和省际差异以及改革开放后典型年份的各省区



内部地区经济差异程度，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差异随时间波动明显，省际差异自改
革开放以来呈现Ｕ型变化态势，但地带间差异则持续上升；东部沿海和西部省
区内的地区差异较大，而中西部省区内差异较小。至此，我们可以发现，对中国
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有较全面的发展。①

以上的研究大多都是以我国东中西部地带或以省份为基本的区域尺度单元
来进行研究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问题的，而从对我国省内的地区差距状况
的角度研究，为地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也是目前研究的一个热
点，但目前只有较少的省份研究得比较充分，如广东、江苏等。江西虽然在区域
经济差异上不如广东省珠三角、粤北山区、东西两翼那么突出，也不如江苏的苏
南、苏中那么强烈，苏南地区之间反差巨大，但是由于受各地区自然资源、原有经
济发展基础、地理区位、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
几年来，江西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加大、区际发展不平衡问题也逐渐显现。党的十
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协调区域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而要协调区域发展的基础性
前提是揭示区域发展差距的演变态势，探求其原因，最终才能找到科学的协调政
策和措施。目前，已有若干文献分析了江西省内区域差距的现状及其变动趋势，
并经验性地探索了其差距形成的原因，相应地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如俞勇军等
（２００４）②、舒长根等（２００１）③。但他们的研究都未能全面、系统地揭示江西区域
经济差距的演变状况以及差距的空间来源，故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
研究。

第一节　江西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时序演变特点

一、江西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时序演变特点
（一）衡量指标与分析方法
县域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环节，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作

为农业大省的江西，县域包括了广大的农村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９３．３％。

２００５年江西省８０个县（市）创造出的国内生产总值为２２５４．９亿元，占全省的

６４．４％；创造的农业增加值为５８６．６亿元，占全省的７６．２％；城乡人口总数３５３３
万，占全省总人口的８１．９％，因此它们发展的好坏决定了全省总体的发展状况，
它们发展水平的平衡状况关系到全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最终成果。
故本文首先将通过计算一系列反映区域经济差异的指标，来动态定量地研究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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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卢丽春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研究综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２）
俞勇军等．江西省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研究．人文地理，２００４（３）
舒长根等．江西经济区域差异分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１（３）



西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序演变特点。在衡量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选择上，

人均ＧＤＰ是一个比较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水平和富足程度的最佳近似值，且由
于我国采用国际上通用的ＳＮＡ体系以后，其是一个最为容易获得的统计指标，

因此，尽管目前不少学者提出单一的ＧＤＰ指标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但仍被广泛地使用，本文采用人均ＧＤＰ指标，在数据的价格处理上，有不
少学者认为采用可比价还是当年价计算对地区差距比较的影响不大，又因为所
获得的数据均为当年价格数据，故本研究采用当年价。为了得出的结论既可以
相互验证，又可以从不同角度较全面地揭示江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
的动态变化特点，本文将采用国际国内通用的绝对差异、Ｔｈｅｉｌ系数、基尼系数、

ＲＨＬ值、变异系数（ＣＶ）等多个指标来对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江西８０个县（市）

区域经济差距的时序演变特点进行分析，计算结果见表１－１。
表１－１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江西县域经济总体差距的时序演化

年份 绝对差异（元） ＲＨＬ值 基尼系数 Ｔｈｅｉｌ系数 变异系数（ＣＶ）

１９９０　 １６３２　 ７．５１　 ０．１６５２　 ０．０２６１　 ０．３３７０

１９９１　 １６９８　 ５．２０　 ０．１６２０　 ０．０２５０　 ０．３３５８

１９９２　 ２３７４　 ６．８８　 ０．１８３２　 ０．０３０４　 ０．３６４４

１９９３　 ２５８８　 ４．６２　 ０．１８１２　 ０．０２５８　 ０．３３１２

１９９４　 ３３９８　 ４．９６　 ０．１７６２　 ０．０２１４　 ０．３３０９

１９９５　 ４２３９　 ４．７３　 ０．１６６２　 ０．０２０３　 ０．３３０５

１９９６　 ５０４８　 ４．９６　 ０．１６８７　 ０．０２１４　 ０．３３２５

１９９８　 ５１７５　 ６．９３　 ０．１８７６　 ０．０３０５　 ０．３５６３

２０００　 ６２１８　 ６．２１　 ０．１８１３　 ０．０２９８　 ０．３４１５

２００１　 ６２９６　 ５．９６　 ０．１７８９　 ０．０２８１　 ０．３３０１

２００２　 ６９３７　 ５．７８　 ０．１８９６　 ０．０２８８　 ０．３２９５

２００３　 ７６６９　 ５．２９　 ０．２０６１　 ０．０３０５　 ０．３４１５

２００４　 ８７５７　 ５．１０　 ０．２０９３　 ０．０３０６　 ０．３４９７

２００５　 １２７３２　 ５．７３　 ０．２３０８　 ０．０３７４　 ０．３７７８

２００６　 １７２１９　 ６．６１　 ０．２４７５　 ０．０４１１　 ０．４０３３

２００７　 ２３３８２　 ７．７８　 ０．２５１０　 ０．０４５９　 ０．４３１２

　　（二）江西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时序演变特点分析
根据上表，可以对江西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变化特点作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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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绝对差异的时序变化分析
绝对差异是指人均ＧＤＰ最高的县与人均ＧＤＰ最低的县之间的差。反映的

是全省最发达的县与最落后的县之间的差距情况，从下图１－１可以看出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来，我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是在不断扩大的，这表明江西最
富和最穷的两类县的差距在快速拉大，绝对差距增长最快的是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０５
年，分别比上年增长了３６．７％和４５．４％，最慢的是２００１年，只增长了１．５％。从
处于人均ＧＤＰ最高和最低两端的县市变化来看，全省最高一位和最后一位总是
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最高一位依次是宜丰县、修水县、樟树市、贵溪市，最低一位
依次是铜鼓县、广昌县、浮梁县、都昌县。

图１－１　江西绝对差距变化柱状图

２．ＲＨＬ值的时序变化分析

ＲＨＬ值是人均ＧＤＰ最高的县与人均ＧＤＰ最低的县之间的比值，即人均

ＧＤＰ最高的县与人均ＧＤＰ最低的县的倍数。这也是一个反映全省最发达县与
最落后的县之间的差距情况的一个指标，其变化规律我们可以从表１－１中的计
算结果看出，为了更直观地反映出其变化规律，我们还绘制了图１－２。

图１－２　江西县域经济ＲＨＬ值变化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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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１－２我们可以看出，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江西县域经济的ＲＨＬ值
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两大周期，一是从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间，差距由大变小，再由
小变大；二是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间，差距由大变小，再由小变大。２００７年江西县域
经济的ＲＨＬ值达到了最高值（７．７８），江西县域经济发展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３．基尼系数的时间序列变化分析
基尼系数也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可以采用

分组或不分组两种方法来进行计算。这里我们采用不分组的方法来计算。首
先，将江西８０个县（市）按其人均 ＧＤＰ的大小由低到高排列（Ｙ１≤Ｙ２≤Ｙ３…

Ｙｎ），然后分别计算出各地区人均ＧＤＰ占全省各县人均ＧＤＰ总和的比重ｙ１＝

Ｙｉ／Ｙ，Ｙ＝∑
ｎ

ｉ＝１
Ｙｉ。那么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Ｇ＝２ｎ
（ｙ１＋２ｙ２＋３ｙ３＋…＋ｎｙｎ）－ｎ＋１ｎ

且有：ｙ１≤ｙ２≤ｙ３≤…≤ｙｎ，ｙ１＋ｙ２＋ｙ３＋…＋ｙｎ＝１
计算结果见表１－１，我们可以根据表１－１中的数据绘制出江西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以来县域经济的基尼系数折线图。
从图１－３我们可以发现基尼系数具有如下的特点：一是从总体上基尼系数

是在不断增大的，但是其数值还是相对较小，处于警戒线（０．４）以内，说明江西县
域经济发展的差距还是在相对合理的水平；二是从其变化来看，基尼系数从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经历了从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的增大，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的减小和１９９７
年以来的持续增大这样三个明显阶段；三是在２０００年以来，江西县域经济发展
的差距有加速扩大的趋势，基尼系数年均增长６．２％，其中２００５年比上年增长
了１０．３％，到２００７年远远超过了以前差距最大的年份。

４．变异系数的时序变化分析
变异系数也是一个反映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的一个常用指标，其计算

公式是：

ＣＶ＝１Ｙ
∑
ｎ

ｉ＝１
（Ｙｉ－Ｙ）２

槡 Ｎ
式中Ｙｉ为全省各县（市）的人均ＧＤＰ，Ｙ 为各县（市）人均ＧＤＰ的平均值。

Ｎ为县（市）的个数。
从变异系数的变化来看，见图１－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也基本上是经历了一

个增大，减小，再增大的变化阶段（除１９９８年的波动外），变异系数上升较快的年份
有１９９２年（８．５％），１９９８年（７．２％），２００５年（８．０％）；下降较快的年份有１９９３年
（－９．１％），１９９５年（－４．４％），２０００年（－４．２％）。变异系数的变化趋势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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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江西县域经济发展差距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在迅速地扩大，到２００７年已远远超
过了以前差距最大的年份。

图１－３　江西基尼系数变化折线图

图１－４　江西变异系数变化折线图

５．Ｔｈｅｉｌ系数的时间序列变化分析

Ｔｈｅｉｌ系数也是一个反映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的一个常用指标，其计算
公式是：

Ｔ＝∑
ｉ

Ｙｉ
Ｙｌｏｇ

Ｙｉ／Ｙ
Ｐｉ／Ｐ

式中Ｙｉ代表第ｉ县的总ＧＤＰ，Ｙ 代表所有县的总ＧＤＰ，Ｐｉ代表第ｉ县的总
人口，Ｐ代表所有县的总人口。

图１－５Ｔｈｅｉｌ系数和基尼系数、变异系数具有一致的变化趋势，他们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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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江西Ｔｈｅｉｌ系数变化折线图

江西县域经济差距变化的共同特征，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差距在加速扩大
的规律可以从这三个指标在２０００年以来的变化情况清楚地看出。这三个指标
与绝对差异、ＲＨＬ值指标相比包含了更多的信息，因为它们的计算涉及每一个
县，而绝对差异、ＲＨＬ值只涉及最发达与最落后的两个县。故这三个指标的相
互印证，能较正确地反映江西县域经济差距的变化状况。

二、江西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时序演变特点
（一）区域单元选择及计算结果
我省地级市由于具备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对于省内而言是区域经济政策

和区域规划的基本单位，是省内重要的行政经济区，协调其发展是我省区域经济
平衡发展的主要方面，因此，本节还利用上节一样的方法对江西１１个地级市（南
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九江市、鹰潭市、新余市、上饶市、宜春市、赣州市、抚州
市和吉安市）的经济发展差距状况进行分析。计算结果见表１－２和表１－３。

表１－２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江西１１个地级市经济总体差距的时序演化

年份 绝对差异（元） ＲＨＬ值 基尼系数 Ｔｈｅｉｌ系数 变异系数（ＣＶ）

１９７８　 ２８０　 ２．４４　 ０．１７０７　 ０．０１９６　 ０．３１８６

１９８０　 ３２４　 ２．５１　 ０．１６９４　 ０．０１８９　 ０．３０７９

１９８５　 ５８１　 ２．４７　 ０．１６４３　 ０．０１９１　 ０．２９８７

１９９０　 ９３７　 ２．２０　 ０．１３１９　 ０．０１３８　 ０．２４１８

１９９１　 ９２２　 ２．１０　 ０．１３７９　 ０．０１３０　 ０．２４７１

１９９２　 １３２０　 ２．３２　 ０．１３８０　 ０．０１７２　 ０．２５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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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２

年份 绝对差异（元） ＲＨＬ值 基尼系数 Ｔｈｅｉｌ系数 变异系数（ＣＶ）

１９９３　 １７７１　 ２．４１　 ０．１７５０　 ０．０２２１　 ０．３２８２

１９９４　 ２７０６　 ２．５２　 ０．１８０１　 ０．０２４８　 ０．３４５５

１９９５　 ３９０２　 ２．９４　 ０．１９５３　 ０．０３１９　 ０．３６９８

１９９６　 ５２４４　 ３．２７　 ０．２００３　 ０．０３５６　 ０．３９１５

１９９７　 ６２８９　 ３．４９　 ０．２０４１　 ０．０３９２　 ０．４１１６

１９９８　 ６９１４　 ３．７６　 ０．２１１３　 ０．０３９８　 ０．４３３０

１９９９　 ７４６６　 ３．７７　 ０．２１３７　 ０．０４１０　 ０．４３６８

２０００　 ７２２９　 ３．５４　 ０．２０５０　 ０．０３９２　 ０．３９５５

２００１　 ８０２５　 ３．５８　 ０．２１１７　 ０．０４１８　 ０．４０９６

２００２　 ９０２８　 ３．５６　 ０．２２１４　 ０．０４４７　 ０．４２４９

２００３　 １０３９８　 ３．５７　 ０．２３０３　 ０．０４７３　 ０．４３４６

２００４　 １２４５１　 ３．６０　 ０．２３６４　 ０．０４９９　 ０．４４５２

２００５　 １６２６０　 ３．６５　 ０．２４０８　 ０．０５２２　 ０．４５９３

２００６　 １９０４９　 ３．６９　 ０．２４３２　 ０．０５２８　 ０．４６２８

２００７　 ２２２３２　 ３．７０　 ０．２５６４　 ０．０５４６　 ０．４７５２

表１－３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江西１１个地级市经济总体差距变动率

年份
绝对差异

增长％

ＲＨＬ值

增长％

基尼系数

增长％

Ｔｈｅｉｌ系数

增长％

变异系数

增长（ＣＶ）％

１９８０　 １５．７　 ２．９ －０．８ －３．６ －３．４

１９８５　 ７９．３ －１．６ －３．０　 １．１ －３．０

１９９０　 ６１．３ －１０．９ －１９．７ －２７．７ －１９．０

１９９１ －１．６ －４．５　 ４．５ －５．８　 ２．２

１９９２　 ４３．２　 １０．５　 ０．１　 ３２．３　 ３．１

１９９３　 ３４．２　 ３．９　 ２６．８　 ２８．５　 ２８．８

１９９４　 ５２．８　 ４．６　 ２．９　 １２．２　 ５．３

１９９５　 ４４．２　 １６．７　 ８．４　 ２８．６　 ７．０

１９９６　 ３４．４　 １１．２　 ２．６　 １１．６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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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１－３

年份
绝对差异

增长％

ＲＨＬ值

增长％

基尼系数

增长％

Ｔｈｅｉｌ系数

增长％

变异系数

增长（ＣＶ）％

１９９７　 １９．９　 ６．７　 １．９　 １０．１　 ５．１

１９９８　 ９．９　 ７．７　 ３．５　 １．５　 ５．２

１９９９　 ８．０　 ０．３　 １．１　 ３．０　 ０．９

２０００ －３．２ －６．１ －４．１ －４．４ －９．５

２００１　 １１．０　 １．１　 ３．３　 ６．６　 ３．６

２００２　 １２．５ －０．６　 ４．６　 ６．９　 ３．７

２００３　 １５．２　 ０．３　 ４．０　 ５．８　 ２．３

２００４　 １９．７　 ０．８　 ２．６　 ５．５　 ２．４

２００５　 ３０．６　 １．４　 １．９　 ４．６　 ３．２

２００６　 １７．２　 １．１　 １．０　 １．１　 ０．８

２００７　 １６．７　 ０．３　 ５．４　 ３．４　 ２．７

　　（二）江西省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时序演变特点分析

１．绝对差异的时序变化分析
绝对差异这里是指人均ＧＤＰ最高的地级市与人均ＧＤＰ最低的地级市之间

的差。反映的是全省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与最低的市之间的差距情况，从１９９０年
以来除了１９９１（－１．６％）和２０００（－３．２％）这两年有很小的缩小外，其他的年份
都在持续地增加，从图１－６也可以看出绝对差距是在不断扩大的，其中在１９９２
～１９９７年以及２００１至２００７年这两个时期是差距扩大最为迅速的时期。

图１－６　江西地级市经济发展绝对差距变化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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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ＲＨＬ值的时序变化分析

ＲＨＬ值是人均ＧＤＰ最高的地级市与人均ＧＤＰ最低的地级市之间的比值，
即人均ＧＤＰ最高的地级市与人均ＧＤＰ最低的地级市的倍数。这也是一个反映
全省最发达地级市与最落后的地级市之间的差距情况的一个指标。从图１－７
我们可以看出，ＲＨＬ值在经历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缩小之后（１９９０年比１９８５年缩
小了１０．９％），在整个９０年代都是持续地上升，而在２０００年下降之后（－６．
１％），之后的年份一直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水平。

图１－７　江西地级市经济发展ＲＨＬ变化折线图

３．基尼系数、变异系数、Ｔｈｅｉｌ系数的时序变化分析
无论是从表１－３，还是从图１－８，我们都可以发现，反映江西地级市经济发

展差距的基尼系数、变异系数、Ｔｈｅｉｌ系数三个指标都几乎具有同样的变化趋势，
江西地级市经济发展差距一直在持续扩大，到２００７年时差距已经超过了以往任
何时期的最高值。从发展阶段来看，江西地级市经济发展差距在经历了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缩小之后，９０年代和２０００年以后江西地级市经济发展差距在持续扩
大，期间只有２０００年的短暂减小，其基尼系数、变异系数、Ｔｈｅｉｌ系数分别比上年
减少了４．１％、４．４％、９．５％。这种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是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
政策具有很强的偶合性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江西各个地区的发展机会相对比较
均衡，而９０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开始开放沿江和省会城市，江西各个地区由于所
处的地理位置不同，面临着不同的发展机遇，省会城市南昌、沿江城市九江便优
先发展起来，地区间的差距也就开始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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