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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省际比较的陕西经济发展质量分析

钟卫国

２００９年的陕西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多重冲击和严峻挑

战下，经历了本世纪以来最为艰难的一年。２００９年的陕西，

积极贯彻落实中央一揽子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全力以赴保增

长，实现了经济形势的整体回升向好，全年全省 ＧＤＰ完成

８１８６．６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３．６％，经济总量跃居四西 （陕
西、山西、江西、广西）之首。然而，阶段性的成就无法掩饰

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局，如何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才是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西部乃至全国经济强省的关键所在。本

文通过对反映经济发展及发展方式的几个重要经济指标的省际

对比分析，试图梳理出困扰陕西经济强省建设的一些核心因

素，以求为廓清陕西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提供有益思路。

一、陕西经济发展规模分析

虽然由于ＧＤＰ （国内生产总值）只统计国民财富的最终

成果，不统计中间消耗与损失，并因此导致大量急功近利的短

期行为而被广泛诟病，但作为目前最权威的国民财富统计手

段，其地位还无法被其他统计手段所颠覆。因此ＧＤＰ也就成

了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与质量的首要硬指标。陕西省由于得益于

陕北资源开发与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建设，ＧＤＰ增长速度近五

７０６　经济建设研究◆

2



年来一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不断缩

小，ＧＤＰ占全国的比重从２００５年的２．１３％提升到了２００９年

的２．４４％，五年提升了０．３１个百分点。同时陕西人均 ＧＤＰ
也达到了２００９年的２１７３２元，为全国平均２５１２０元的８６．
５２％。２００９年末陕西省常住人口为３７７２万人，是全国年末总

人口１３３４７４万人的２．８３％。假设未来陕西人口在全国的比重

不发生变化，那么按照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０９年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

每年提高０．０６２个百分点预测，陕西要达到和其人口相适应的

经济规模及其比重，还需要经过６—７年的不懈努力，即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达到当时的全国平均水平。

表１：２００９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ＧＤＰ与人均ＧＤＰ排序

省、市、

自治区

人均ＧＤＰ ＧＤＰ 人口

人均

（元）
位

次

总量

（亿元）
位

次

总数

（万人）
位

次

人均ＧＤＰ相当于

全国比重（％）

全国 ２５１２０ ３３５３５３ １３３４７４ １００

上海 ７７５５６ １ １４９００．９ ８ １９２１．３２ ２５ ３０８．７４

北京 ６８７８８ ２ １１８６５．９ １３ １７５５ ２６ ２７３．８４

天津 ６２４０３ ３ ７５００．８ ２０ １２２８．１６ ２７ ２４８．４２

浙江 ４４３３５ ４ ２２８３２ ４ ５１８０ １０ １７６．４９

江苏 ４４２３２ ５ ３４０６１．２ ２ ７７２４．５ ５ １７６．０８

广东 ４０７８４ ６ ３９０８１．５９ １ ９６３８ ２ １６２．２４

内蒙古 ４０２２５ ７ ９７２５．７８ １５ ２４２２．０７ ２３ １６０．１３

山东 ３５７９６ ８ ３３８０５．３ ３ ９４７０．３ ３ １４２．５０

辽宁 ３４８９８ ９ １５０６５．６ ７ ４３１９ １４ １３８．９３

福建 ３３０５１ １０ １１９４９．５３ １２ ３６２７ １８ １３１．１６

８０６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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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 ２６３１９ １１ ７２０３．１８ ２２ ２７３９．５５ ２１ １０４．７７

河北 ２４２８３ １２ １７０２６．６ ６ ７０３４．４ ６ ９６．６７

重庆 ２２９１６ １３ ６５２８．７２ ２３ ２８５９ ２０ ９１．２３

湖北 ２２４３３ １４ １２８３１．５２ １１ ５７２０ ９ ８９．３０

陕西 ２１７３２ １５ ８１８６．６５ １７ ３７７２ １７ ８６．５２

黑龙江 ２１６６５ １６ ８２８８．０ １６ ３８２６．０ １５ ８６．２５

山西 ２１５４４ １７ ７３６５．７ ２１ ３４２７．３６ １９ ８５．７６

宁夏 ２１４７５ １８ １３３４．５６ ２９ ６２５．２ ２９ ８５．４９

河南 ２０４７７ １９ １９３６７．２８ ５ ９９６７ １ ８１．５２

湖南 ２０２２６ ２０ １２９３０．６９ １０ ６４０６ ７ ８０．５２

新疆 ２００３９ ２１ ４２７０ ２５ ２１３０．８１ ２４ ７９．７７

青海 １９４５４ ２２ １０８１．２７ ３０ ５５７．３ ３０ ７７．４４

海南 １９１６６ ２３ １６４６．６０ ２８ ８６４．０７ ２８ ７６．３０

四川 １７３３９ ２４ １４１５１．３０ ９ ８１８５ ４ ６９．０３

江西 １７１２３ ２５ ７５８９．２０ １９ ４４３２．１６ １３ ６８．１７

安徽 １６３９１ ２６ １００５２．９ １４ ６１３１ ８ ６５．２５

广西 １５９２３ ２７ ７７００．３６ １８ ４８５６ １１ ６３．３９

西藏 １５２９５ ２８ ４４１．３６ ３１ ２９０．０３ ３１ ６０．８９

云南 １３５３９ ２９ ６１６８．２３ ２４ ４５７１ １２ ５３．９０

甘肃 １２８５２ ３０ ３３８２．３５ ２７ ２６３５．４６ ２２ ５１．１６

贵州 １０２５８ ３１ ３８９３．５１ ２６ ３７９８ １６ ４０．８４

从全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与经济规模来看，２００９年

陕西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均排全国第１７位，人均ＧＤＰ则排到第

１５位 （见表１）。如果陕西经济能在未来１２—１３年继续保持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年的增势，每年将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提高０．０６２
个百分点，在人口比重不变的情况下，人均ＧＤＰ在２０１６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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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达到全国平均水平，２０２２年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１５％，
跻身全国人均ＧＤＰ前十位，实现经济强省建设的硬指标。这

些则需要在继续深化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保持陕北跨越

发展势头的同时，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及关中—天水经济区建

设的机遇，形成促进关中率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在陕南通

过绿色产业链的深化寻求实现突破发展的产业增长点，这样才

能为陕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二、陕西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分析———消费

宏观经济学认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于消费需求、
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三个方面，它们通常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

的 “三驾马车”，理想的国民经济增长动力布局应是消费、投

资、出口协调拉动。其中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是市场商品旺

销和经济活跃的根本力量，消费需求增长及其结构变化，会引

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

长点，实现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其在三大需

求中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最为平稳、持久，是国民经济保持

持续稳定较快增长的内在因素，因此被称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

力。目前衡量消费需求的主要经济指标就是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从全国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直偏

低，说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欠缺。当然，和全国相比

较，陕西则更逊色：
一是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ＧＤＰ的比重极低，一直比全国

平均水平低３—４个百分点，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从２００６
年至２００９年４年中，陕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分别为：１．９９％、２．０２％、２．０８％、２．１５％，
平均每年仅提升０．０４个百分点。同期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７０．１％、７１．２％、７３．３９％、７６．２１％，
平均每年提升１．５３个百分点。依此速度，假定人口比重维持

２．８３％不变，陕西要达到和其人口比重相适应的社会消费品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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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总额和人均，即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还需要１７年的努力奋

斗，这和ＧＤＰ及其人均可以６—７年就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形成

了巨大的反差。这一方面说明陕西城乡居民未能充分享受经济

高速增长的福祉，也说明陕西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

不协调，更说明陕西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极为不足。

表２：２００９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与人均排序

省、市、

自治区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人均 （元） 位
次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相当于全国平
均 水 平 的 比 重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占ＧＤＰ比重
（％）

位
次

全国 ９３９１ １００ ３７．３８

北京 ３０２５５．８４ １ ３２２．１８ ４４．７５ ２

上海 ２６９２３．５７ ２ ２８６．７０ ３４．７２ １９

天津 １９７９２．４５ ３ ２１０．７６ ３２．４１ ２６

浙江 １６６４４．７９ ４ １７７．２４ ３７．７６ １１

广东 １５４５１．０９ ５ １６４．５３ ３８．１０ ８

江苏 １４８６７．１１ ６ １５８．３１ ３３．７２ ２１

辽宁 １３４５８．２１ ７ １４３．３１ ３８．５８ ６

山东 １３０５４．５０ ８ １３９．０１ ３６．５７ １３

福建 １２３５４．５４ ９ １３１．５６ ３７．５０ １２

内蒙古 １１７８８．７２ １０ １２５．５３ ２９．３６ ２８

吉林 １０７９４．９５ １１ １１４．９５ ４１．０６ ４

湖北 １０３６４．３５ １２ １１０．３７ ４６．２０ １

黑龙江 ８８９１．２７ １３ ９４．６８ ４１．０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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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８６７０．９０ １４ ９２．３３ ３７．９７ １０

山西 ８１９５．８１ １５ ８７．２７ ３８．１４ ７

河北 ８１９５．３０ １６ ８７．２７ ３３．８６ ２０

湖南 ７６７０．５４ １７ ８１．６８ ３８．０ ９

陕西 ７１５７ １８ ７６．２１ ３２．９８ ２３

四川 ７０３５．６８ １９ ７４．９２ ４０．６９ ３

河南 ６７６８．７２ ２０ ７２．０８ ３４．８３ １８

海南 ６１８５．９６ ２１ ６５．８７ ３２．４６ ２５

广西 ５７４６．９１ ２２ ６１．２０ ３６．２４ １４

安徽 ５６６１．６９ ２３ ６０．２９ ３５．０９ １６

江西 ５６０５．３９ ２４ ５９．６９ ３２．７４ ２４

新疆 ５５２８．４１ ２５ ５８．８７ ２７．５９ ３０

宁夏 ５４２７．３８ ２６ ５７．７９ ２５．４３ ３１

西藏 ５３９８．７５ ２７ ５７．４９ ３５．４８ １５

青海 ５３９１．５３ ２８ ５７．４１ ２７．７９ ２９

甘肃 ４４８８．８２ ２９ ４７．８０ ３４．９８ １７

云南 ４４８７．１１ ３０ ４７．７８ ３３．２５ ２２

贵州 ３２８３．９７ ３１ ３４．９７ ３２．０３ ２７

二是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ＧＤＰ的比重在全国排位落后于人均ＧＤＰ排位。（见表２）其中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排１８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ＧＤＰ
比重排２３位。因此，在陕西２００９年１３．６％的经济增速中，
投资的贡献起了主导作用。２００９年陕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额达６５５３．３９亿元，增速为３５．１％，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２６９９．６７亿元的２．４３倍，是其增速１９．７％的１．７８倍。同时，
出口对陕西经济增长的贡献则很低。按照国民经济核算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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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ＧＤＰ的增量为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三部分增量之和，出

口需求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体现为净出口额的多少，只有当

出口大于进口时，才能保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陕西

的ＧＤＰ按２００９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６．８３：１折算，约为

１１９９亿美元，当年的商品进出口额为８４．０１亿美元，其中出口

额为３９．８５亿美元，逆差４．３１亿美元，外贸依存度只有７．０１％，
出口依存度只有３．３２％，远低于全国４４．９６％的外贸依存度和

２４．４７％的出口依存度。考虑到陕西经济的外向型程度在未来

因地处内陆并不能大幅度提高，因此未来支撑陕西经济增长的

实际上只有投资和消费两驾马车，在政府主导的投资需求无法

也不可能长期大幅增长的情况下，保证陕西经济持续稳定较快

增长的主要也是根本途径就是千方百计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消

费水平。
三、陕西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分析———收入

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 《就业、利

息和货币通论》 （１９３６年）一书中提出了 “绝对消费函数理

论”，第一次把消费与收入水平联系在一起，从宏观经济学的

角度明确地把消费支出作为收入水平的函数，并且用平均消费

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这些概念来说明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在实践中不断对凯恩斯的理论修订和完善，
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佛里德曼，用 “持久收入假设”：
即人们的收入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暂时收入，一部分是

持久收入 （能够保持三年以上的收入），只有持久收入才能影

响人们的消费，就是说，消费是持久收入的稳定的函数。进一

步完善了收入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分析。事实也验证了消费函数

理论的正确性，通过利用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陕西省居民收入、消

费和经济增长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居民消费与收入存在高度的

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高达０．９９以上；同时居民消费与经

济增长也存在高度正相关关系，其相关系数达０．９８，表明收

３１６　经济建设研究◆

8



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消费需求，而居民消费需求则是经济

增长的根本动力。
目前，不仅陕西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一个及其严

峻的现实问题，就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不协调，
即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偏低。本文以各省市自治区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人均ＧＤＰ中的比重为

依据，对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 “含金量”进行了排序，

表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 “含金量”———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序

省市

自治区

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及排序

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占人均ＧＤＰ

的比重及其排序

人均可支配
收入 （元） 排序 人均ＧＤＰ

（元）
占人均ＧＤＰ

的比重 排序

人均可支配收 入
是全国平均水 平
比重

全国 １７１７５ ２５１２０ ６８．３７％ １００％

上海 ２８８３８ １ ７７５５６ ３７．１８％ ３０ １６７．９１％

北京 ２６７３８ ２ ６８７８８ ３８．８７％ ２９ １５５．６８％

浙江 ２４６１１ ３ ４４３３５ ５５．５１％ ２２ １４３．３０％

广东 ２１５７４．７２ ４ ４０７４８ ５２．９５％ ２４ １２５．６２％

天津 ２１４３０ ５ ６２４０３ ３４．３４％ ３１ １２４．７７％

江苏 ２０５５２ ６ ４４２３２ ４６．４６％ ２６ １１９．６６％

福建 １９５７７ ７ ３３０５１ ５９．２３％ ２０ １１３．９９％

山东 １７８１１ ８ ３５７９６ ４９．７６％ ２５ １０３．７０％

内蒙古 １５８４９ ９ ４０２２５ ３９．４０％ ２８ ９２．２８％

辽宁 １５７６１ １０ ３４８９８ ４５．１６％ ２７ ９１．７７％

重庆 １５７４９ １１ ２２９１６ ６８．７３％ １２ ９１．７０％

广西 １５４５１ １２ １５９２３ ９７．０４％ ３ ８９．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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