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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与追赶模型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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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研究了1995—2015年的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并提出了区域经济追赶模型。研究发现，自
1979年“改革开放”到2000年，东部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远远高于西部地区，中国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出现了巨大差距；然而自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东部地区，并一直保
持快于东部地区的发展速度；虽然东西部地区经济的相对差异在不断减小，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
经济指标基数太低，绝对差异还仍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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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

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繁荣。因此，研

究东西部经济差异和西部地区的追赶效应，对于缩小东西

部经济差距，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保持经济又好又快

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与均衡的理论，主要存在两种

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会越来越大，不

会趋于平衡，例如吴静芬（2008）分析了造成我国东西部经

济差距拉大的原因,提出了西部赶超东部的对策。蔡建荣

（2013）认为改革开发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东

西部差距也日益扩大，经济发展日益不平衡。杨锦英等

（2012）研究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发现西部地区虽然

取得了快速发展,但与东西部差距并未缩小，尤其是绝对

差异还在不断扩大。李猛（2011）基于人均GDP面板数据

深入分析发现，中国区域差距或者说不平衡度仍然较大，

2004年以后显现的收敛趋势能否持续尚需检验。另一种

观点认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会先增大然后缩小。例如，

潘士远等（2006）认为，如果落后区域能够遵循比较优势发

展战略，落后地区的经济可以赶上发达地区的经济，最终

区域经济差异会收敛。徐现祥等（2005）研究发现我国各

省区经济绩效差异主要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差异造成，增加

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本文

运用区域经济追赶模型预测，在基于当前东西部增长速度

假设下，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进行追

赶预测。

1 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对比分析

1.1 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静态对比

2015年，我国除港澳台地区外的27个省和4个直辖

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合计737962.46亿元。表1反映了

2015年东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情况。东部地区10个省市

国内生产总值合计377973.25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的 51.22%；西部地区 12 个省市国内生产总值合计

149933.82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32%；西部地区

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东部地区比重

的一半，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仅为东部地区的

39.66%。由此可见东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在总量上差

距十分巨大。

从东西部具体省份看，东部地区的广东省2015年实

现国内生产总值73215.62亿元，几乎占到了西部地区12

个省市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东部省市中，广东、江苏、山

东和浙江四个省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

的比重都超过了5%；西部地区没有任何一个省份的国内

生产总值超过5%。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是广东

省，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92%；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

值最高的是四川省，2015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0791.06

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17%，远低于广东省的经

济总量比重。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是海南省，

2015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773.78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

总值的0.51%；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是西藏自治

区，2015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022.12亿元，仅占全国国

内生产总值的0.14%，经济总量不及东部地区海南省的三

分之一。由此可见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

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经济总量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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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东西部地区2015年经济总量对比

东部

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河北

福建

上海

北京

天津

海南

东部合计

GDP（亿）

73215.62

70620.83

64180.72

43365.78

31421.79

26220.78

25186.64

22802.66

17184.66

3773.78

377973.25

占全国比重
（%）

9.92

9.57

8.70

5.88

4.26

3.55

3.41

3.09

2.33

0.51

51.22

西部

四川

内蒙

陕西

广西

重庆

云南

新疆

贵州

甘肃

宁夏

青海

西藏

西部合计

GDP（亿）

30791.06

19137.76

19105.14

16942.48

15834.59

13929.46

10079.34

10240.87

7388.93

2972.27

2489.81

1022.12

149933.82

占全国比重
（%）

4.17

2.59

2.59

2.30

2.15

1.89

1.37

1.39

1.00

0.40

0.34

0.14

20.32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表2反映了2015年东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情

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用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除以2015

年末常住人口计算。2015年全国（不含港澳台）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为5.32万元，用各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全

国平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反映人均经济差异。东部地区10

个省市平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11万元，是全国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的1.34倍；西部地区12个省市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为3.98万元，是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0.75倍；西

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仅为东部地区的55.86%。由此可见东西部地区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十分巨大，东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比西部地区高3.14万元，高出了79.03%。
表2 东西部地区2015年人均GDP对比

东部

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河北

福建

上海

北京

天津

海南

东部平均

人均GDP
（万）

6.70

7.05

7.92

5.77

5.66

6.70

10.29

10.50

10.98

4.11

7.11

比全国平均

1.26

1.32

1.49

1.08

1.06

1.26

1.93

1.97

2.06

0.77

1.34

西部

四川

内蒙

陕西

广西

重庆

云南

新疆

贵州

甘肃

宁夏

青海

西藏

西部平均

人均GDP
（万）

3.72

3.96

3.98

4.40

4.31

4.54

3.79

3.91

3.15

4.41

4.19

3.07

3.98

比全国平均

0.70

0.74

0.75

0.83

0.81

0.85

0.71

0.74

0.59

0.83

0.79

0.58

0.75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1.2 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动态对比

从1995—2015年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

在这期间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也呈现出了一定的规

律性（见图1）。2000年国家宣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前，我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从高位下

滑，但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要快于西部地区；“西部大

开发”战略实施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再次提升，且西部地

区经济增长率回升速度要快于东部地区；2004—2005年，

“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经济的促进作用开始显现，西部

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首次超过东部地区；2005—2015年，

西部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东部地区；特别在2013-2015

年，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一致时，国家又适时

地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西部地区的

开放与发展，相信未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会高

于东部地区。

图1 1995—2015年东西部GDP增长率

虽然近十多年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东部地

区，东西部地区经济总量的相对差异在不断缩小，但东西

部地区经济的绝对差异却呈现快速扩大趋势。1995年东

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9846亿元，西部地区的国内生

产总值为10588亿元，东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

差异为19258亿元，东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差

异 为 2.82 倍 ；2015 年 东 部 地 区 的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为

377973.25亿元，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49933.82亿

元，东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差异为228039.42

亿元，东西部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差异为2.52倍。

20年间，虽然东西部地区经济总量的相对差异从2.82倍

缩小到2.52倍，但东西部地区经济总量的绝对差异却从

19258亿元上升到了228039.42亿元，绝对差异上升了11

倍。

图2 2000—2015年东西部人均GDP增长率

虽然近10多年来，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速度快于东部地区，东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

差异在不断缩小，但东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

差异却呈现快速扩大趋势（见图2）。2000年东部地区的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9万元，西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为0.48万元，东西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

差异为0.71万元，东西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

差异为2.44倍；2015年东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7.11万元，西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3.98万元，东

西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差异为3.13万元，东

西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差异为1.79倍。15

年之间，虽然东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差异从

2.44倍缩小到1.79倍，但东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绝对差异却从0.71万元上升到了3.13万元，绝对差异上升

经 济 实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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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4.23倍。

由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西部经济的发展速度

快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呈现出追赶趋势，东西

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在不断的缩小。但由于

西部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经济指标的基数太低，东西部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仍然在不断加大。

2 西部地区经济的追赶分析

2.1 追赶模型的建立

假设东部发达地区第0期的经济水平为Y0，经济发展

速度为a，则东部地区第t期的经济水平Yt= Y0*(1+a)t；假设

西部落后地区第0期的经济水平为X0（X0<Y0），经济发展速

度为b（b>a），则西部地区第t期的经济水平Xt= X0*(1+b)t。

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第t期经济水平的绝对

差异为Dt：

Dt=Xt-Yt= X0*(1+b)t-Y0*(1+a)t （1）

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第t期经济水平的相对

差异为Et：

Et=Xt/Yt=[X0*(1+b)t]/[Y0*(1+a)t] （2）

当t=0时，有E0=X0/Y0（E0>1），得 X0=E0*Y0。

将X0=E0*Y0代入式（1）得：

Dt=Xt-Yt= X0*(1+b)t-Y0*(1+a)t =E0*Y0*(1+b)t-Y0*(1+a)t

Dt+1=Xt+1-Yt+1=E0*Y0*(1+b)t+1-Y0*(1+a)t+1= E0*Y0*(1+b)t*

(1+b)- Y0*(1+a)t*(1+a)

Dt+1- Dt= E0*Y0*(1+b)t*b- Y0*(1+a)t*a

令Dt+1- Dt=0，有E0*(1+b)t*b= (1+a)t*a，得t=log(E0*b/a)(1+

a)/(1+b)：

当t<log(E0*b/a)(1+a)/(1+b)时，Dt+1> Dt绝对差异增大；

当t>log(E0*b/a)(1+a)/(1+b)时，Dt+1< Dt绝对差异减小；

又因为t= logE0
(1+a)/(1+b)时, Dt=0，绝对差异为0。

所以证明绝对差异先增大后减小，最后可达到区域经

济均衡。

将X0=E0*Y0代入式（2）得：

Et=Xt/Yt=[X0*(1+b)t]/[Y0*(1+a)t]=E0*[(1+b)/(1+a)] t

因为有a>b,所以有[(1+b)/(1+a)] t<1，得Et为 t的单调减

函数。

又因为t→+∞时，[(1+b)/(1+a)] t→0，得Et→0，则必有

Et=1的时刻。

所以证明相对差异Et会不断缩小并等于1，最终能达

到两个区域经济均衡。

2.2 西部经济总量追赶预测

当前阶段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东部，但在发

展水平上远远落后东部。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差

异虽然在持续减小，但绝对差异处于快速上升阶段。东西

部地区何时才能够实现均衡发展？

本文选取2015年为第0期，当年东部地区GDP总量

约为37.8万亿，西部地区约为15.0万亿，两地区的绝对差

异为22.8万亿，相对差异为2.52倍。从2006年（含）开始

西部地区GDP增长速度快于东部地区，选取这近六年的

增长速度作为增长经验数据，东部地区的年复合增长率为

13.3%，西部地区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6.6%。
表3 东西部GDP总量（万亿）追赶预测

年增长

a=13.3%

b=16.6%

绝对差异（万亿）

相对差异（倍）

t

东部（万亿）

西部（万亿）

0

37.8

15.0

22.8

2.52

5

65.4

29.8

35.6

2.20

10

122.0

64.1

57.9

1.90

15

227.8

138.2

89.6

1.65

20

425.3

297.9

127.4

1.43

25

794.1

642.1

152.1

1.24

30

1482.6

1383.8

98.8

1.07

32

1903.2

1881.3

21.9

1.01

33

2156.4

2193.6

-37.3

0.98

经过数据预测（见表3），发现东西部地区GDP总量的

绝对差异开始会慢慢增大，到第25年后增加到最大，为

152.1亿元，然后会快速减小，第32~33年之间达到0，说明

东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达到相等。相对差异会从现在的

2.52倍下降，第32~33年之间下降到1，说明东西部地区的

经济总量达到相等。

2.3 西部人均GDP水平的追赶预测

由于 GDP 总量受区域人口数量的影响，研究人均

GDP水平的赶超模型更有意义。本文选取2015年为第0

期，当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为7.11万元,西部地区为3.98

万元，两地区的绝对差异为3.13万元，相对差异为1.79

倍。从2006年（含）开始西部地区人均GDP增长速度快于

东部地区，选取这近六年的增长速度作为增长经验数据，

东部地区的年复合增长率为11.9%，西部地区的年复合增

长率为16.3%。
表4 东西部人均GDP（万元）追赶模型的数量预测

年增长

a=11.9%

b=16.3%

绝对差异（万元）

相对差异（倍）

t

东部（万元）

西部（万元）

0

7.1

3.9

3.1

1.79

2

8.4

5.1

3.3

1.66

4

10.5

6.9

3.7

1.53

6

13.2

9.3

3.9

1.42

8

16.5

12.6

3.9

1.31

10

20.7

17.0

3.7

1.22

12

25.9

23.0

2.9

1.13

14

32.4

31.1

1.3

1.04

15

36.2

36.1

0.1

1.00

16

40.6

42.0

-1.5

0.97

经过数据预测（见表4），发现东西部地区人均GDP的

相对差异开始会慢慢增大，到第7年后增加到最大，为3.9

万元，然后会快速减小，第16年达到0。相对差异会从现

在的1.79倍下降，第16年下降到1倍。剔除了人口数量因

素后，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能更快赶上东部地区，这是因为

人均GDP初始相对差异较小，同时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

人均GDP增长率差距大于GDP总量增长率差距。

3 结论

本文通过对东西部地区年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分

析，构建了经济追赶预测模型，从西部经济总量和西部人

均GDP水平追赶预测发现：

（1）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落后，经济指标基数较低，在国

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西部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东

部地区，且一直保持快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西部

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东西部地区的经济相对差异在不

断的缩小，但由于西部地区经济指标基数远低于东部地

区，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预测认

为，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

内还会不断扩大，当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绝对差异开始

经 济 实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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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八省区R&D投入效率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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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运用 2008—2015 年 R&D 投入面板数据，借鉴随机前沿分析法（SFA）对我国民族八省区的研
发投入效率进行分析，并进一步与国内科技创新综合能力进行对比。研究发现：我国民族八省区的人员和资金
投入产出效率有所差异，而且人员的投入产出弹性更大，每增加1%R&D人员全时当量的投入，专利申请授权量
就会增加0.57个百分点；但是要素投入量在一定范围内才会有效提高研发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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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科技实力越来越成为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的衡量标

准。对我国而言，各地区的科技创新驱动能力对经济发展

至关重要，而且民族地区的科技创新效率对于缩小区域差

异有着重大意义。

R&D研发经费和人员投入是科技创新的关键要素，

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其深入研究。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

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学者们纷纷将对于R&D投入的研究

延伸至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关系上。Aghion等（2009）研

究了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三者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在这

些关联中系统理论方法具有适应性。Freeman和 Soete

（2009）发现有组织的R&D活动可以实现很多社会和经济

目标，同时实现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不断增长，现代商业的

竞争也越发依赖科技创新。多数研究者在发现R&D会带

来技术变革，并促进经济发展后，与经济增长相关的文献

都对R&D投资展开大量实证分析。如龚六堂（2013）运用

我国31个省份从1998—2009年的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

型，以此考察了R&D在规模和结构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

影响颇大。他们认为R&D会因规模不同对我国经济增长

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不同部门的R&D支出对经济增

长的作用也不同，并且建议R&D重点资助规模较小、发展

前景较好的高科技企业。唐德祥（2008）认为R&D是技术

创新的核心，而技术创新又是影响技术效率的根本因素。

经过研究发现，R&D对于技术效率存在积极影响，比较

东、中、西部地区的技术效率，发现地区间的差距呈扩大趋

势。建议采取制度设计等激励措施，引导对R&D的长期

投入，更好发挥R&D对经济增长和组织进步的促进作

用。因此我国各地加大对R&D投入，以求带来经济效率

持续快速增长。

本文选取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内蒙古、宁夏、新疆、西

藏、广西以及少数民族种类较多的省份云南、青海和贵州

八个省区，利用 SFA 方法对这八省区 2008—2015 年的

R&D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分析，以测量八省区研发投入的

效率。同时与国内R&D平均投入产出及其平均效率相比

缩小时，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就能很快赶上东部地

区。

（2）2006年西部地区发展速度首次超过东部地区，且

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才出现了比东部地区快3.3%的

增长，在更长的时间周期里，不可能一直保持下去，实际上

近三年西部地区的增长率比东部地区只快1%左右。如果

保持1%的增长领先，实现东西部经济总量均衡发展大约

需要100年的时间。东西部地区要实现均衡发展可能需

要的实际周期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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