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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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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江西经济发展研究院，南昌 330022） 

 
摘 要： 以长江经济带 127 个市域为研究单元，结合地统计分析及空间变差函数，以 1988、
2001 及 2012 年为研究截面，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进行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
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两极分化现象、东西差异显著，高水平区于东部地带呈片状及

散点状分布，而低水平区于西部地带形成环状集聚格局；（2）冷热点格局呈现明显的梯度推移

性，泛长三角地区形成片状热点集聚区，中部地带形成以武汉城市圈及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的

次热点区，而于西部边缘地带冷点区集聚；（3）空间变差函数显示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空

间格局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较强的空间自组织性，并在全方位呈现出波动变化格局，高值区域

具有明显的迁移现象；（4）尝试从成因层、效应层、结果层探讨区域经济格局演变机理。 
关键词： 区域经济；冷热点分析；空间变差函数；长江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F119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区域经济的各种空间形态在某个地域范围内的空间分异及其组合被称为区域经济空

间结构[1]。区域经济空间结构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早期杜能、韦伯的经典区位

理论[2]均渗透着区域空间结构的思想。上世纪中期，经济学家佩鲁的增长极理论[3]、库兹

涅茨的倒“U”型理论、赫希曼的“极化-涓滴”效应、厄尔曼的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及弗里

德曼的核心-边缘理论[4]不再局限于小尺度地区内部，而从区域间相互作用的角度探讨其空

间结构，并且着重关注区域整体空间格局及形态的演变；克鲁格曼、斯科特、藤田昌九等

引入经济学计量方法研究空间经济结构，进一步完善了空间经济理论。国内学者接收国外

先进研究成果并结合我国国情探索出一系列重要成果：陆大道院士提出“点-轴”发展理

论以及我国“沿海—沿江”经济发展的 T 型结构[5]；李小建教授总结出“点、线、面”构

成复杂空间网络[6-7]；陆玉麒教授提出区域经济增长的“双核结构”模式[8-9]，曾菊新教授

定义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三大基本特征，也即区域性、系统性及动态性[10]，顾朝林认为应

运用复杂理论判断区域所处经济空间状态并加以调控[11]，以上理论奠定了我国经济空间结

构研究的基础。近年来一批青年学者采用多种方法对不同区域的经济空间结构进行深入分

析：唐伟利用全域、局域自相关模型及变差系数对成都都市圈县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进行

分析，得出该区域空间集聚效应渐弱、区域差异显著的结论[12]；乔志霞以甘肃省为欠发达

地区样本，采用因子分析法分析市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13]；王少剑综合运用传统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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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及多水平回归分析对广东省区域经济差异级驱动机制进行深入探讨[14]；陈洪全[15]、于

婷婷分别利用经典统计方法及 DEA 分析江苏沿海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变、吉林省经济效率

格局[16-17]；赵璐对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差异研究显示区域差异存在于南—北方向上、具有缩

小趋势，并据此提出加大对安徽、湖北等地经济投入可促进我国经济的沿海-内陆双轮驱

动[18]；孙铁山发现城市群间集聚空间结构的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集聚程度间同样存

在倒“U”关系[19]。总结现有文献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研究区域扩大化，以早先的省（市）

为研究范围逐渐转变为国家重点城市群及经济带；二是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在变差系数、

泰尔指数等经典数理统计方法的基础上创新加入椭圆标准差、核密度分析法等空间研究方

法。 

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横跨我国东中西的巨型经济地带，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之

一，在全国经济格局中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区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中西部地

区城市化进程滞后，区域一体化发展尚未实现 [20]；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宏观背景下，

面临经济增长变缓、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提高长江经济带的支撑作用显得尤为迫切[21]。

从现有研究来看，对长江经济带研究集中于整体发展方向、产业转移、城市体系、人口城

镇化及空间经济联系[22]及格局特征[23-24]，而对整体辐射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热点经济带进行

多视角、长时间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借助空间计量模型及地统计

分析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厘清区域经济差异，为长江经济

带经济建设提供依据，对促进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及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意义。 

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将长江经济带空间范围

划定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 11 省市，

本文以此作为研究范围。考虑到研究单元的层级一致性及空间连续性，选取 110 个地级城

市及 16 个自治州，并将湖北省仙桃、潜江、天门 3 个直管县级市归并为一个地市研究单

元，最终选定 127 个市域作为基本研究单元。选取 1988、2001、2012 年作为研究时间断

面，人均 GDP 为测度指标，研究数据来源于 1989-2013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2  研究方法 
1.2.1 Mann-Kendall 法 
    Mann-Kendall 法作为非参数统计检验方法，以其不受样本分布异常值影响的特点，广

泛应用于时间序列数据[25]。并通过时间序列{ }nxxxx ...3,2,1 计算得出统计值 iUF 和 iUB ，若

曲线 UF 或 UB 值大于 0，表明总体呈上升态势，小于 0 则相反；突变点是指 UF 及 UB 两

条在 0.05 显著性水平直线间出现交点，此交点对应的时间则为序列中突变开始的年份[26]。 
1.2.2 Getis-OrdGi 指数 
    Getis-OrdGi 指数用来揭示空间地域中较显著的高值簇及低值簇，也即识别区域中冷热

点区的空间分布，常用于区域空间格局演变研究 [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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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jW 为其空间权重，空间毗邻为 1、不相邻则为 0。 )( iGE 和 )( iGVar 分别 iG 为的数

学期望和方差。若 )( iGZ 值为正且显著，表明空间单元 i 周围数值较高，为区域中的高值

簇（热点区）；若 )( iGZ 值为负且显著，该单元则判定为低值簇（冷点区）[29]。 

1.2.3 空间变差函数 
变差函数是描述区域变量的结构性及变异性的地学手段，已逐步成为挖掘地理现象分



 

布规律和结构分析的有效方法[30]。假设 )(xZ 为某一区域化的随机变量，并满足本征假设

和平稳假设，h为两样点的空间相隔距离，在空间位置 ix 和 hxi + 处的实测值分别为 )( ixZ
和 )( hxZ i + )](,...,2,1[ hNi = ，那么变异函数 )(hγ 的计算公式为[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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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hγ 为变差函数；h为样本空间距离； )(hN 为抽样间距为h时的样点对总数； )( ixZ
和 )( hxZ i + 分别是 )(xZ 在空间位置 ix 和 hxi + 的实测值。 

分维数与形状分维数有本质区别，属于一个随机分维数，计算方法为： 
4 22 ( ) Dh hγ −=  

式中：分维数 D为双对数直线回归方程中的斜率。分维值的大小表示变差函数曲线的

曲率，其值越大，说明空间异质性越高 [32]。 

2  结果与分析 
2.1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划分 

给定显著性水平 α=0.05，利用 1988-2012 年长江经济带人均 GDP 年增长率作为时间

序列数据，用以突变节点检测，并绘制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图 1。由图可知，UF
和 UB 曲线的交点位置位于 2001 年左右（突变点），自 1988 年至 2000 年 UB>UF，长江经

济带人均 GDP 增长率表现为持续上升趋势；2000 年至 2012 年 UF>UB，人均 GDP 增长率

显现出波动下降态势；因此本研究选取 1988、2001 及 2012 年为研究时间节点。 

 
图 1 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发展阶段划分 

Fig.1 The divis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 of city  

at the Economic Belt of the Yangtze River 
 

2.2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分析 

2.2.1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水平空间格局演变 
以 1988、2001 及 2012 年长江经济带各市域人均 GDP 数据，按人均 GDP 平均值的

50%、100%、150%、200%，依次将长江经济带市域划分为低水平发展区、中低水平发展

区、中高水平发展区和高水平发展区[33]，得到图 2，以此反映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的

空间格局及其演化。 
    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1988、2001 及 2012
年三个时间断面下市域人均 GDP 低于区域平均水平的市域均维持在 80 个以上，占据全区



 

域市域总数的 63%以上，处于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地位。从高、低层级水平市

域来看，三个时间断面下高水平市域由 19 个增长至 25 个，而低水平市域也由 22 个增长

至 25 个；高低水平市域个数的相继增加表明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两极分

化趋势，市域人均 GDP 的总体离散程度扩大，导致市域经济差异的增大。 
长江经济带高水平市域呈片状及散点状分布格局。三个时间断面下，泛长三角地区形

成稳定的高水平集聚区，其空间结构逐步由带状向面状转变，扩散作用明显增强；而在中

西部地区高水平市域呈现出散点状分布且空间分布不稳定，区域内西双版纳州、玉溪市、

昆明市、攀枝花市、宜昌市、成都市、十堰市、武汉市、阜阳市、长沙市、新余市、南昌

市等市域均在不同时间断面下成为高水平区；发展至 2012 年，区内行政所在地市域基本

成为高水平区，泛长三角地区高水平区逐步扩散至皖江城市带、中部地区形成武汉、长沙、

南昌三足鼎立的高水平格局，而在西部地区仅成都、攀枝花成为高水平市域，而重庆市仅

为中高水平区。结合库兹涅茨的倒“U”型理论深入分析可以得到，三大经济地带分别处

于倒“U”型的不同发展阶段：西部经济地带基本处于起步阶段，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

市域经济差异维持较低水平的均衡，区域内核心市域的极化和扩散作用较弱；中部经济地

带总体处于倒“U”型左侧的快速上升阶段，武汉市、长沙市、南昌市对周围市域的极化

作用加快；东部经济地带整体处于倒“U”型右侧的下降阶段，以上海市为核心的泛长三

角地区经济扩散作用显著，泛长三角地区区域经济向区域均衡方向发展。 
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发展东西差异显著。长江经济带高水平市域在长三角地区形成片

状发展，而低水平市域在西部地区集中连片分布、尤其以贵州省内低水平市域呈现环状集

聚格局；东部及中部地区基本实现中低水平以上区域的连片发展。整体上看，长江经济带

市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推移特征，也即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由沿海向内陆逐步形成

由高到低的梯度发展状态。 

 
图 2 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演变 

Fig.2 The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city 
at the Economic Belt of the Yangtze River 

 
2.2.2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热冷点空间格局演变 

以人均 GDP 为变量，计算出三个时间断面下的长江经济带各市域单元 Getis-OrdGi 指
数，并用 Natural Breaks（Jenks）法将 Gi 指数由高至低分为 4 类，得到长江经济带经济经

济发展冷热点演化图 3。 

 
图 3 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发展热冷点格局演变 



 

Fig.3 The spatial pattern evolu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ot and cold spots of city 
at the Economic Belt of the Yangtze River 

 
长江经济带经济热点区整体空间格局存在明显的变动特征。从热点分布的空间结构来

看，除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圈层结构外，在 1988 年还出现了以昆明及宜昌为核心的热

点圈层结构；而冷点区分布的空间结构则以片状为主，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贵州全域、

川西、川南及区域边缘地区。 
    长江经济带区域热冷点格局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推移性。长三角地区成为研究期内稳固

的经济发展热点区，而在中部地区形成以武汉城市圈及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的次热点区，

西部地区次冷点区形成团状分布、冷点区集聚明显；整体来看，长三角地区梯度推移能力

明显增强，东部及中部地区次冷点区基本形成覆盖。 
从次热点以上区域的变迁来看，1988 年该类型区域集中分布在泛长三角地区及湖北、

云南等省域范围内；2001 年经济次热点以上区域在泛长三角地区呈现出明显扩张，而以武

汉为核心的城市圈逐步形成次热点区，昆明集聚区及宜昌集聚区退出热点区域；2012 年，

区域内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热点-次热点扇形扩散区、以武汉为核心的团状次热点区及以长

株潭为核心的带状次热点区的“三足鼎立”空间结构。 
2.2.3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格局演化的空间变差分析 

变差函数的拟合模型对地理变量空间变异性和空间相关性可以得到很好表达。为考察

3 个时间断面下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演化机理，本文以人均 GDP 作为区域化变

量赋给每个市域单元的几何中心点。将采样步长设定为 12.32 km，计算 1988、2001 及 2012
年人均 GDP 的空间变差函数，选用拟合优度最高的模型，并对其进行克里金插值，最终

采用拟合结果分别计算 3 个年份各方向上的分维数，得到表 1、2。 
 

表 1 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格局变差函数拟合参数 

Tab.1 Parameters of variogram model on spatial pattern of economy 

at the Economic Belt of the Yangtze River 
年份 最优模型 拟合优度(R2

) 变差系数(C0/C+C0) 变程（a） 块金值（C0） 基台值(C0+C)
1988 Spherical 0.866  0.772  6.290  204000 895000 

2001 Spherical 0.660  0.578  3.140  12700000 30080000 

2012 Spherical 0.649  0.500  3.750  255000000 510100000 

 
最小二乘法拟合的空间变差模型显示 3 个时间断面下的球状模型拟合较好，拟合优度

均在 0.64 以上，说明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较强的空间自

组织性。 
由块金值及基台值均呈急剧上升趋势，1988 年的块金值由 204000 迅速增长至 2012 年

的 255000000，增长 125 倍；而 2012 年的基台值相对于 1988 年增长了近 57 倍，长江经济

带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的不均衡衡性增强；变差系数反映块金方差占总空间异质性变

异的大小，其由 1988 年的 0.772 下降至 2012 年的 0.5，说明在整体空间格局演化中，市域

经济的差异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扩大，作用于整个空间尺度由随机成分引起的空间差异在逐

步上升。变程可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相关距离。1988-2001 年，长江经济带区域经

济发展的变程由6.290急速下降至3.140，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整体由集聚逐步走向相对均衡；

而 2001-2012 年，区域变程由 3.140 小幅上升至 3.750，这是由于高水平区分布的地域集聚

性十分显著。 

 

 



 

表 2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变差函数分维数 

Tab.2 Fractal of variogram on spatial pattern of economy  

at the Economic Belt of the Yangtze River 

年份 
全方向  东-西 东北-西南 南-北  西北-东南 

D R2  D R2 D R2 D R2  D R2 

1988 1.810  0.787   1.811 0.415 1.760 0.838 1.862 0.577  1.987  0.000 

2001 1.939  0.405   1.490 0.474 1.914 0.216 1.899 0.465  1.669  0.318 

2012 1.935  0.559   1.544 0.612 1.921 0.334 1.883 0.619  1.827  0.161 

 
由分维数可知，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在全方位上表现为波动变化格局，三个时间

断面下，其值分别在 1988 及 2001 年分别达到最低的 1.810 和最高的 1.939，说明在全方向

上的均值程度在 2001 年达到最高，但由空间自相关所引起的结构分异于 1988 年达到最高，

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中观尺度上；从各方向的分维数来看，在三个时间断面下东北-西南

的值几乎都是最大且逐步增强，拟合优度普遍不高，表明东北-西南方向经济发展的空间差

异逐步缩小；在东-西、西北-东南方向上均呈现出先降后升态势，显示出长江经济带区域

经济发展在这两个方向上的空间差异呈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而在南-北方向上，分维值则

呈先升后降格局，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在南北方向上体现为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 
图 4 显示：在经济空间格局演化中，长江经济带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地势格局，形

态由相对均衡的经济发展格局逐步沿海内陆的二元化结构再过渡到较为均一的格局、且高

值区域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明显的迁移现象，主要体现 1998 年区域东中西部均出现明显的

“峰状柱体”；2001 年的“峰状柱体”则迁移至东部地区，在区域中西部仅出现两大低矮

的“峰状”结构，一定程度上表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增长极的凸显；2012 年东部地区的

“峰状柱体”进一步提升，而在西部地区的“峰状”结构进一步压缩，表明在区域经济在

增长极发展方面差异逐步拉大，而区域中部地区的“峰状”体虽未得到明显提升，但其空

间范围明显扩大且逐步与东部上“峰状柱体”逐步相连，一定程度上表明中部及东部经济

发展核心增长极的扩散作用得到明显释放；1988-2012 年，区域低谷带范围逐步缩小，空

间分布上集中分布在区域西部地区及中西部两大“峰状”体间的区域。 
区域经济等值线显示：1988 年，西部“峰状柱体”对外扩散较为均衡，其等值线呈同

心圆状向外扩展；而在中部地区增长核心的“峰状”结构对外扩展方向上明显不均，其“峰

体”的西南方向比东部明显密集，其主要原因是中部增长极对其以西地区扩展较慢，而同

时受东部核心“峰体”相互影响，形成东中两大核心“峰体”的“鞍部”格局；东部核心

“峰体”的等值线最为密集，其原因主要是长三角地区市域众多，高水平市域呈集聚分布

格局形成。2001 年，东部核心“峰体”等值线进一步加密，而中部及西部核心“峰体”等

值线逐步趋于稀疏，表明以上海为核心的东部地区市域整体经济发展加快，进一步拉大了

三大地区核心增长极的差距，而中西部地区整体区域均衡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东部

及中部地区之间出现了一条明显的低谷带，即为陈传康先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所最先提出

的“京汕低谷带”。2012 年，中部核心“峰体”进一步抬升，皖江城市带已基本融入长江

三角洲地区，等值线在中西部地区分布稀疏，其均衡发展趋势进一步凸显。 
 



 

 
图 4 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变差函数演化（Krig 插值图） 

Fig.4 Evolvement of variogram on spatial pattern of economy  

at the Economic Belt of the Yangtze River 

 

2.3 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结构演化机理分析 

区域经济格局演变是多种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通过对长江经济带区域总体发展态势

及其经济空间格局演变的深入分析，总结影响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因素主要有自然及人

文因素，共同对区域发展产生扩散与集聚效应，并形成不同区域发展模式，最终驱动区域

发展态势的形成，而区域发展的总体态势又反作用于经济空间结构的各个影响因素（图 5）。 

 
图 5  经济空间结构演化机理与区域发展作用关系 

Fig.5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evolution mechanism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ction relation 

 
2.3.1 成因层 

长江经济带地域广阔，区域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地带差异性，影响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因

素繁多，作用机制复杂多样，总体划分为自然及人文因素，两者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共同促进区域发展效应的显现。  
(1) 资源禀赋与自然环境     
自然是人类生存的基础，自然资源及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其中自

然资源的地域组合及开发利用状况、自然环境中地形与气候因素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结构影

响显著。长三角地区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形平坦开阔，利于开展经济活动，使其形成

片状高水平集聚格局，并逐步向皖江城市带深入扩散。西部地区大多处于高原、山地地形



 

区，由于地形阻隔经济往来较少，大多处于低水平区，而出现点状高水平区则是由于攀枝

花、六盘水等资源型城市驱动。 
（2）交通区位与全球化水平     
区域交通发展在极大程度上促进区域间经济联系，交通枢纽及轴线对人口及产业集聚

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东部地区由于其经济优势，逐步加大对交通基

础设施的资金投入，不断加密高速、铁路路网，连海连江、积极参与国际贸易，最早受到

经济全球化影响导致其经济发展格局在研究期限内任一时间断面下均显示为热点区。武汉

由于其“南北居中、江海交汇”的优越地理位置，作为我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立体交通枢

纽，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依托优越的交通区位，经济扩散效应显著，促使武汉都市圈形

成次热点格局。西部地区地形封闭、基础设施投入资金不足等原因导致交通方式等级低、

路网稀疏，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技术、资金、市场等要素难以进入，使其长期处于经济发

展的冷点区。 
（3）产业结构与科技创新     
产业结构不仅表示各产业间比例关系，同样反映技术水平与经济效绩的分布态势，产

业结构是影响经济空间结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多样、集约化，第三产

业比重较大、产品附加值高，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单一，主要以低端产品加工及资源开采

为主，造成东部核心“峰体”抬升，西部地带“峰体”下降，其差异化发展趋势进一步凸

显。技术创新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长三角及长株潭、武汉都市圈依靠微电子、信息网

络等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促使长江经济带形成串珠状条带经济格局。 
（4）政策导向与开发历史     
国家政策是引导长江经济带格局演变的作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先沿海、后

内陆”的梯度发展战略，直接导致了长江经济带内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梯度推移性，

两极分化现象、东西差异显著格局。开发历史为经济发展的“起跑线”，历史基础较好的

地区往往成为区域发展的“领跑者”，金陵（南京）、临安（杭州）等地为我国古代著名商

贸城市，以其良好的历史基础条件至今依旧为长江经济带区域发展的高值区，并且成为长

江经济带三大增长极之一，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 
2.3.2 效应层 

区域发展效应主要有扩散效应与集聚效应。其中扩散效应表现为核心区与周边地区进

行资金、技术、产品等交流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武汉市作为中部重镇扩散作用显著，

带动武汉都市圈城市经济逐步迈向高水平区，显示出以武汉为核心的圈层扩散结构，并且

区域中部地区的“峰状”空间范围明显扩大，一定程度表明中部经济发展核心增长极的辐

射扩散作用得到明显释放、区域内进一步融合发展。集聚效应表现为产业与经济活动在空

间上集中，特大城市以其优越的区位条件成为引力中心，吸引各地劳动力、资源等要素促

进城市的不断扩大，长江经济带显现出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及成渝城市群三大增长极

为核心的经济格局。 
2.3.3 结果层 
    通过集聚与扩散效应建立有机联系、相互作用，当前长江经济带已经形成以上海、武

汉、重庆等特大城市为点，长江为纽带的点-轴发展模式，以及以东部地区为核心、中部地

区为次核心、西部地区为边缘的核心-边缘渐进发展模式，两种发展模式共同组成现今长江

经济带串珠状条带经济空间格局。未来区域发展态势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区域一体化发展，

导致区域整体繁荣昌盛；二是区域差异性扩大，区域不稳定性增加导致区域整体衰落。研

究显示长江经济带空间差异正逐渐扩大，厘清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变机制，廓清区域经济

差异显得尤为迫切。应充分利用区域比较优势，统筹各要素间相互作用，建立多种经济发

展模式的有机联系，逐步优化区域空间结构，促使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结构系统朝着正确

的方向和目标发展。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 127 个市域为基本研究单元，依据 Mann-Kendall 统计量曲线选取

1988、2001、2012 年作为研究断面，人均 GDP 为测度指标，结合冷热点分析、空间变差函

数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进行深入分析，结果如下： 

（1）区域内市域发展水平总体呈现出两极分化现象、东西差异显著。高水平区于东

部地区呈片状及散点状分布，而低水平区在西部地区形成环状集聚格局，区域整体经济发

展呈现出明显的梯度推移性；泛长三角地区形成稳定的高水平集聚区，并向皖江城市带及

中部地区扩散，而西部地区经济尚处起步阶段难以形成高水平区。 
（2）长江经济带冷热点格局呈现梯度推移性，热点区空间格局变动明显，以昆明-宜

昌、鄂西、长三角为核心的点状热点集聚区演变为泛长三角片状集聚区；冷点区则稳定分

布于中西部的边缘地区，中部地区则形成以武汉城市圈及环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的次热点

集聚区。 
（3）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具有较好的连续性和较强的空间自组织性，

块金值及基台值均显示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增强；变差系数反映作用于整

个空间尺度由随机成分引起的空间差异在逐步上升；变程表明区域经济发展经历由集聚逐

步走向相对均衡，最终呈现高水平区的地域集聚的。 
（4）分维数显示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在全方位呈现出波动变化格局，东-西、西

北-东南方向上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呈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东北-西南、南-北方向上

分别显现出逐步缩小、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长江经济带整体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地势格局，

形态由相对均衡的经济发展格局逐步沿海内陆的二元化结构最终过渡到较为均一格局；区

域经济等值线分布呈现西部地区呈同心圆状向外扩展，东部核心峰体等值线最为密集且向

中部核心峰体进一步抬升，区域均衡发展趋势进一步凸显。 
（5）从成因层、效应层、结果层探讨区域经济格局演变机理，发现影响长江经济带

经济空间结构因素复杂多样，资源禀赋与自然环境、交通区位与全球化水平、产业结构与

科技创新、政策导向与开发历史等因素共同驱动区域发展；地区间通过集聚及扩散效应建

立有机联系，促进区域内部资源合理配置及生产要素流通，推动长江经济带串珠状条带经

济空间格局形成；而区域发展的总体态势又反作用于经济空间结构的各个影响因素，区域

发展格局的三级层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基于研究结果为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发展提出建议：重点培育中西部经济增长极，利用

增长极带动区域发展，缩短东西差距，促进区域一体化；突破行政边界效应，健全利益补

偿机制，形成全区域、多元化、深层次的区域协作体系；打造内通外联的高效立体交通网

络，推进经济要素合理流动及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对比现

有研究成果，本文得出长江经济带经济格局呈现两极分化现象、东高西低的经济地势格局、

泛长三角地区形成高水平集聚区的结论与冯兴华[23]等对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格局研究中

“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具有两极分化趋势、经济发展地域差异性显著、热点分布以长

三角为圈层核心” 结果相一致，证明本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可信性；曾浩[24]等认为“长江

经济带市域经济差异呈现扩大后缩小态势，与威廉姆斯的倒 U 型理论相吻合”，本研究在

此基础上对其理论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带分别处于倒“U”型不同阶段，

且区域经济发展在东-西、西北-东南方向上空间差异呈先扩大后缩小的趋势，东北-西南、

南-北方向上分别显现出逐步缩小、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所得结论一定程度上丰富现有研

究成果。但考虑到数据的获取难性及文章篇幅限制，本研究未能构建系统反应经济发展水

平的指标体系，仅以人均 GDP 单一指标对长江经济带经济格局演变分析，从多指标、全

方位的探讨区域经济格局演变是将来研究深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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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pplied the geostatistics and variogram, and 127 cities as the 
research unit, analysis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Economic 
Belt of the Yangtze River, with 1988, 2001, and 2012 as the research time section. This 
study result shows that: (1) The lev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howing a 
polarization phenomenon,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in east and west, and the 
high level area distributed in patches or dots in the eastern region, and the low level 
area form a pattern of rings agglomeration in western region. (2) Cold-spots and 
hot-spots spatial pattern showed obvious gradient variation, hot-spot distributed in 
patches in the Pan Yangtze River Delta, the central region formed the core of the hot 
sub-spots in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and Changsha Zhuzhou 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of the cold spots agglomeration in the edge of western region. (3) 
The variogram shows that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ends 
to be continuous and self-organized in the Economic Belt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fluctuation pattern, high value area has obvious 
phenomenon of migration. (4) It is try to explore that mechanism of economic 
structure evolution in the region from the formation, effect and the resu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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