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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背景下新疆区域发展
不均衡测度及其动态分解

———基于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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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测度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及动态分解研究，可以发现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５年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

平呈“缩小—扩大—缩小”的变动趋势；新疆五大子区域中，除天山南坡产业带外，其他区 域 不 均 衡 水 平 均 呈 现 整 体 下 降

态势，新疆１５个地州市不均衡水平也均呈下降态势；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变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聚集度的变化，而人口

聚集度变化在缩小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上的作用在不断增强。要实现在核心区建设中的区域均衡发展，新疆应实施“人

口向北聚集、产业向南聚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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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区域发展不均衡却成为困扰中国

经济社会的重大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地区差距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一直在扩大，并迅速形成了“三大

阶梯、三大高地、三驾马车、三大病灶”的差异化格局［１］。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中国内陆，经济发

展受限，虽然有相关政策扶持，但与其他省份相比，其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同时，由于不同区域间

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以及风俗文化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新疆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丝绸之路经

济带”战略提出后，新疆作为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对内连接广大内地腹地，对外与哈萨克斯坦、俄罗

斯等８个国家接壤，地理位置尤为关键，因此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这对新疆而言，是一个千载

难逢的机遇，但区域发展不均衡严重阻碍了新疆各区域之间良性经济关系的形成与发展，损害了新疆整

体经济效率。民族、宗教的多样性以及特殊的地缘政治使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影响超越经济层面，上
升为事关民族团结、边境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问题。为维护社会稳定、积极配合核心区建设，新

疆急需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为此，本文测度了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５年间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并

对其进行动态分解，据此探讨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进程中如何实现区域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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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由来已久，在对地区发展不均衡水平进行测算时，早期学者多选用反映离

散程度的指标，如离差、变异系数等指标。覃成林、张华等（２０１１年）将中国新划分为东、中、西及东北四

大区域，利用人口加权变异系数测算并分解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变化过程，发现区域间产业发展水

平的差异是差距产生的深层原因，且２００４年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由增转降的拐点［２］。秦放鸣、焦

音学（２０１６年）通过将新疆划分为“天山北坡经济带”“东疆地区”等五大子区域，测度了人口加权变异系

数并进行分解发现，新疆区域经济发展仍呈现严重不均衡状态，其成因由区域内的不平衡转变为区域间

的不平衡［３］。还有学者借 鉴 衡 量 不 均 等 程 度 的 指 标 来 度 量 区 域 差 距，如 基 尼 系 数、泰 尔 指 数 等 指 标。

Ｒｏｚｅｌｌｅ（１９９４）通过分解基尼系数认为，我国农村地区逐步进入工业化是１９８４年—１９８９年间东部地区

间经济发展差异增大的主要原因［４］。王炜、罗守贵（２０１４年）以人均ＧＤＰ为分组基准，测度并比较了我

国三大区域间、各省之间的基尼系数，发现中部地区发展不平衡水平在缩小，而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不平

衡水平在扩大［５］。徐建华、鲁凤等（２００５年）通过使用Ｔｈｅｉｌ指数的嵌套分解法及小波分析法，从时间、
空间两个维度研究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提出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间差异一直在扩大，东部地

区区域内差异在扩大而中西部区域内差异相对较小［６］。彭文斌、刘友金（２０１０年）使用多层次分解的泰

尔指数探析了我国东中西三大子区域的经济发展差距，得出我国各省间相对发展率差距较大，三大子区

域间经济差距也呈逐年增大趋势［７］。王淑娟、王笳旭（２０１５年）使用Ｔｈｅｉｌ指数衡量了新疆区域经济发

展差距，得出１９９０年—２０１２年间新疆总体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倒“Ｕ”型变动趋势［８］。
综上所述，现有学者大多从经济发展角度研究区域不均衡发展问题，在测度指标上多选用变异系数

和泰尔指数等，然而，这些指标仅能从静态的角度来测度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水平，缺少动态视角，更缺

少空间含义。本文将人口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从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视角来研究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

问题，不仅测算了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及其变动趋势，而且还从动态与空间两个角度解析了新疆区

域发展不均衡问题。

图１　人口与经济集聚的非协同演进过程

二、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机理解析

从人口与经济分布角度看，区域发展不均衡表现为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均衡，即某一区域容纳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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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人口，但却未能获得相应的经济份额，或者是拥有较多的经济份额却未聚集相应的人口。人口与经

济分布的不一致性越高，该地区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越大。依据新经济地理理论，具有区位、政策等优

势的地区对其他地区的产业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进而形成产业集中，使该地区的聚集经济得到迅速发

展，从而带动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入，并产生规模经济，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流入、规模经济的

产生会进一步强化该地区经济的集聚；但由于人口流动壁垒的存在，地区人口集聚水平往往低于经济集

聚水平，在此情况下，该地区发展不均衡现象开始出现，并逐步演化。这一过程可以用人口与经济集聚

的非协同演进来反映，如图１所示。
图１上部分反映了某地区人口份额和经济份额的变化趋势，下部分则以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的偏

离度大小（即ＳＹ—ＳＰ）间接反映该地区发展不均衡水平的变动趋势。在初始阶段（阶段Ⅰ），该地区由于

资源、区位等优势导致产业不断集聚并形成规模经济，使经济份额不断上升，从而该地区逐渐成为发展

的中心区。中心区的形成使本地市场效应发挥作用，吸引更多的产业入驻该地区，这促使生产配套设施

更加完善，运输成本降低，进一步引发聚集经济。产业的增多可以吸引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向该地区流

动，使该地区人口份额不断增加，而劳动力的集聚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诱导产业继续向该地区

集聚，使经济份额不断增加下去，但由于人口流动壁垒等存在，人口集聚速度往往慢于经济集聚速度，映
射到图１上部分，ＳＰ 曲线的斜率小于ＳＹ 曲线的斜率。此时，地区发展不均衡现象开始出现，且随着人

口与经济集聚的非协同演进，不均衡水平逐渐增大，映射到图１下部分，ＳＹ—ＳＰ 表现为值向Ｂ点移动，
当ＳＰ 曲线的斜率与ＳＹ 相等时，该地区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最大。随着该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流入

速度会大大增加，而在资源不可流动的假设下，过多的产业集聚会形成生产上的外部不经济性，引起市

场拥挤效应，使经济份额增速放缓，映射到图１上的阶段Ⅱ，该地区不均衡水平逐渐下降。当处于Ｆ点

时，该地区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大致持平，映射在图１下部分的Ｃ点，即该地区不均衡将稳定在Ｃ点的

较低水平（如阶段Ⅲ所示），但却不会消失。这主要因为，一方面该地区在基础设施、生活环境等方面仍

优于其他外围地区，人口将继续流入；另一方面由于生产上的外部不经济性等，该地区产业向周边扩散，
随着经济的加速发展，产业扩散速度加快，当产业扩散速度与产业集聚速度相等时，该地区经济份额达

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而人口份额的增加及经济份额的下降使该地区不均衡水平再次呈现扩大趋势。

三、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的测度

选取新疆１５个地州市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５年的人口数据及地区生产总值数据作为原始数据，数据来源

于历年《新疆统计年鉴》及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口普查相关数据。综合考虑地理、历史等因素以及

新疆“十二五”规划对经济区域的划分，将新疆１５个地州市分为五大子区域①：天山北坡经济带、东疆地

区、西北疆地区、天山南坡产业带和南疆三地州，其中天山南坡产业带和南疆三地州属于南疆地区，其余

地区属于北疆地区。
（一）度量指标

从人口与经济分布 匹 配 角 度 出 发 构 造 出 三 个 衡 量 新 疆 区 域 发 展 不 均 衡 程 度 的 指 数（张 车 伟 等，

２０１３）：Ｒ指数、Ｍ指数和Ｖ指数，其中Ｒ指数反映了单个地区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水平，Ｍ 指数和Ｖ指

数则反映了空间整体的不均衡水平，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Ｒ指数：Ｒｉ＝
人均ＧＲＰｉ
人均ＧＲＰ ＝

ＧＲＰｉ
ＰＯＰｉ
ＧＲＰ
ＰＯＰ

＝ＧＲＰｉＧＲＰ ×
ＧＲＰ
ＰＯＰ ＝

ＳｉＹ
Ｓ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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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天山北坡经济带包括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东疆地区包括哈密地区和吐鲁番地区；西北疆地区

包括伊犁州直属县市、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天山南 坡 产 业 带 包 括 阿 克 苏 地 区 和 巴 音 郭 楞 蒙 古 自 治 州；南 疆 三

地州包括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式 中，Ｒｉ表示ｉ地区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水平，ＳｉＹ 表示ｉ地区占整个区域的经济份额，ＳｉＰ 表示ｉ地区占

整个区域的人口份额。Ｒｉ的取值范围为［０，∞），当指数小于１时，表明该地区人口份额大于经济份额，此
时该地区人均ＧＲＰ水平低于整个区域平均水平，该地区为经济发展较慢区域，且Ｒ指数越小，该地区区

域 发展的不均衡水平越大；当Ｒ指数大于１时，表明该地区经济份额超过了人口份额，且人均ＧＲＰ水平

高于整个区域平均水平，则该地区为经济发展较快区域，且Ｒ指数越大，则表明该地区区域发展不均衡

水 平越大；当Ｒ指数等于１时，表明该地区人口份额与经济份额相等，人均ＧＲＰ水平等于整个区域平均

水平，则该地区为协调发展区域；当地区Ｒ指数越接近于１时，表明该地区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越小。

Ｍ指数：Ｍ＝∑ｉ｜ＳｉＹ－ＳｉＰ｜
式中，Ｍ取值范围为［０，２］，当 Ｍ＝０时，表明人口与经济分布完全匹配，也就是说各地区拥有相同

的经济份额与人口份额，该区域均衡发展；当 Ｍ＝２时，表明人口与经济分布完全不匹配；即经济与人口

完全集中到不同的两个区域，该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当 Ｍ指数越接近于０时，表明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

配度越小，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水平也越小，当 Ｍ越接近于２时，表明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匹配度越大，区

域发展的不均衡水平也越大。
根据标准差的计算方法得到指数，它反映的是该区域空间整体的不均衡程度。Ｖ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Ｖ 指数：Ｖ＝ ∑ｉ（ＳｉＹ－ＳｉＰ）槡 ２

（二）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测度结果分析

１．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整体测度

通过 Ｍ指数和Ｖ指数的计算公式得到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５年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演变趋势图（见图

２）。由图可知，Ｍ 指 数 和 Ｖ指 数 的 波 动 趋 势 基 本 一 致 且 大 致 可 以 分 为 三 个 阶 段。第 一 阶 段 为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２年，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呈现下降趋势，其 Ｍ指数和Ｖ指数分别由０．７７和０．２１下降到

０．７３和０．１９；第二阶段为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８年，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整体呈现波动中上升趋势，其 Ｍ
指数和Ｖ指数分别由０．７３和０．１９上升到０．７９和０．２０，这主要因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北疆地区

借助其与内地联系更紧密的区位优势，其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拉大了与南疆地区间的发展差距；第三阶

段为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５年，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呈波动中下降趋势，其 Ｍ 指数和Ｖ指数分别由０．７９
和０．２０下降到０．６６和０．１５，因为这一时期，国家为缩小新疆南北疆区域差距，实施“对口援疆”计划，
重点对南疆多个地区进行援助，使南疆地区经济份额上升，另一方面，自治区政府鼓励南疆地区多余的

劳动力人口转移，南疆地区人口份额下降，这一升一降使区域不均衡水平下降。综上可以看出，新疆区

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呈先下降，然后波动中扩大，再波动中缩小的态势，尤其是２０１１年之后 Ｍ 指数和Ｖ
指数呈现一致稳定的下降趋势，这意味着２０１１年后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正逐步收敛。

图２　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５年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演变趋势图

２．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地区测度

使用上文构建的三个描述区域发展不均衡程度的指数，描述２０００年以来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变动

情况。通过计算新疆五大子区域的Ｒ指数可以得出，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５年，天山北坡经济带和东疆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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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指数始终大于１且均呈下降趋势，分别由２．３２和１．３７下降到１．９１和１．２６，说明天山北坡经济带和

东疆地区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都在下降，但天山北坡经济带的Ｒ指数始终较大，说明其不均衡水平仍

较大；西北疆地区和南疆三地州的Ｒ指数始终小于１且均呈上升趋势，分别由０．７１和０．３０下降到０．
８３和０．３２，说明西北疆地区和南疆三地州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也在下降，但南疆三地州不均衡水平较

西北疆地区大；天山南坡产业带的Ｒ指数处在０．９９～１．１１之间，说明其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较低。

图３　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１５年新疆五大子区域和１５个地州市的Ｒ指数

通过计算新疆１５个地州市的Ｒ指数可以得出，２０００年，新疆１５个地州市中Ｒ指数大于１的有７
个，其中有６个属于北疆地区，这些地州市也是新疆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克拉玛依市的Ｒ指数最大，
为７．７０，说明克拉玛依市的经济产出相对规模远远大于人口相对规模，其次是乌鲁木齐市和巴州，Ｒ指

数分别为２．６０和２．０３；南疆地区的５个地州市中，有４个地州市的Ｒ指数小于１，说明南疆地区经济发

展普遍缓慢，其中，和田地区的Ｒ指数最小，仅为０．２５。２０１５年，新疆１５个地州市中Ｒ指数大于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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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８个，有７个属于北疆地区，其中，克拉玛依市的Ｒ指数仍然最大，但其值下降为５．１８，说明克拉玛依

市区域发展仍极不均衡，但其不均衡水平在下降。其次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Ｒ指数为１．８５，相对于

２０００年来说其指数也呈现下降趋势；南疆地区的５个地州市中，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州及和田地

区的Ｒ指数仍小于１，但与２０００年相比，除和田地区外，其余３个地州市的Ｒ指数均呈上升趋势，说明

这３个地州市不均衡水平在下降。
根据国家发展经验，按照不均衡水平的区间可将区域进行分类：Ｒ指数值处于０．９～１．１区间内的

地区为高度均衡地区，０．８～１．２区间内的地区为中度均衡地区，０．７～１．３区间内的地区为低度均衡地

区。图３刻画了新疆五大子区域和１５个地州市的Ｒ指数分布，图中两条线１之间的带状区域为高度均

衡区间，线１与线２之间的两个带状区域为中度均衡区间，中间的虚线是完全均衡线。可以看出，天山

北坡经济带和东疆地区处在中度均衡区间的上边界之外，且天山北坡经济带偏离程度更高；天山南坡产

业带处在高度均衡区间内；南疆三地州处在中度均衡区间的下边界之外；西北疆地区向中度均衡区间移

动。因此，若以中度均衡为标准，天山北坡经济带和南疆三地州不均衡程度较高，东疆地区和西北疆地

区次之，而天山南坡产业带不均衡程度较低。从动态角度看，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５年五大子区域和１５个地州

市的Ｒ指数均呈向完全均衡线靠拢的态势，说明新疆区域不均衡程度整体呈现下降态势。

四、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的动态分解

（一）度量指标

为研究新疆区域不均衡变动的动态机制，尝试着将区域发展不均衡分解为经济聚集度和人口聚集度变动

的影响。Ｒ指数是一个分数且不涉及正负号问题，因此可以进行分解。对Ｒ指数进行全微分，将其分解为经

济聚集效应Ａ与人口聚集效应Ｂ，以解析新疆区域不均衡变动成因，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经济聚集效应：Ａ：Ａ＝ １
ΔＲ·ＳＰΔＳＹ

·１００％

人口聚集效应：Ｂ：Ｂ＝ ＳＹ
ΔＲ·Ｓ２ＰΔ

ＳＰ·１００％

式中，ΔＲ、ΔＳＹ、ΔＳＰ 分别为考察期内Ｒ 指数、经济份额、人口份额的变动情况，ＳＹ、ＳＰ 为期初经济

份额与人口份额。经济聚集效应Ａ表示经济份额的变动对区域不均衡水平变动的解释，人口聚集效应

Ｂ表示人口份额变动对区域不均衡水平变动的解释，因此，经济聚集效应Ａ和人口聚集效应Ｂ 可以用

来研究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变动的成因。
（二）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动态分解结果分析

１．新疆整体经济聚集与人口聚集过程对比

图４　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５年新疆人口与经济聚集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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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口与经济分布角度出发，区域发展不均衡来自于人口聚集与经济聚集的不一致性。用基尼系

数简单度量新疆１５个地州市人口与经济聚集程度（见图４）。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５年，新疆经济聚集度整体

呈现增强趋势，其 基 尼 系 数 由０．３７增 长 到０．４５，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２年，新 疆 经 济 聚 集 度 基 本 保 持 不 变，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６年，经济聚集度保持较快增强趋势，２００８年以后经济聚集度呈现“稳中有降”趋势；人口

聚集度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程度很小，其基尼系数由２０００年的０．３８下降到２０１５年的０．３６。通过以

上可以看出，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５年，新疆的人口聚集程度与经济聚集程度的变动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导

致了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的变化。

２．新疆五大子区域不均衡变动分解

通过上 文 新 疆 区 域 发 展 不 均 衡 变 动 情 况 可 知，新 疆 区 域 发 展 不 均 衡 共 经 历 三 个 阶 段：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８年以及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５年。根据这三个阶段计算新疆五大子区域的经济聚集效

应Ａ和人口聚集效应Ｂ，将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变动进行分解，结果如表１所示。需要说明的是，当经

济份额变动方向或是人口份额变动方向与Ｒ指数变动方向不一致时，经济聚集效应或人口聚集效应为

负值。
表１　分阶段新疆五大子区域发展不均衡变动分解结果

地区
第一阶段：2000 年-2002 年 第二阶段：2002 年-2008 年 第三阶段：2008 年-2015 年

A B R2000 R2002 A B R2002 R2008 A B R2008 R2015

天山北坡经济带 41.67 60.31 2.32 2.25 -223.05 330.52 2.25 2.20 22.71 88.42 2.20 1.92

东疆地区 96.51 3.95 1.37 1.21 -10.02 105.87 1.21 1.26 694.67 -601.71 1.26 1.25

西北疆地区 88.98 10.05 0.71 0.78 135.90 -37.85 0.78 0.74 39.17 53.13 0.74 0.84

天山南坡产业带 113.95 -13.61 0.99 1.02 -385.23 481.87 1.02 1.03 -459.16 555.03 1.03 1.03

南疆三地州 122.54 -23.36 0.30 0.29 112.78 -13.49 0.29 0.27 109.87 -8.38 0.27 0.32

天山北坡经济带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呈下降趋势，其Ｒ指数从２．３２下降为１．９２。第一阶段，Ａ效应和Ｂ
效应均为正值，且前者小于后者，说明在此阶段Ａ效应和Ｂ效应均对天山北坡经济带不均衡水平的下降有正

向推动作用，且Ａ效应的贡献要小于Ｂ效应；第二阶段，Ａ效应为负，Ｂ效应为正，说明此阶段天山北坡经济带

经济发展迅速，经济份额上升，但是其上升未能抵消由于人口净流入而导致的人口份额的上升，最终导致不均

衡水平下降；第三阶段，天山北坡经济带不均衡水平下降趋势明显，Ａ效应和Ｂ效应均正向推动了不均衡水平

的下降，且后者的贡献远远大于前者，因为此阶段天山北坡经济带经济增速相对下降，其经济份额由４９．０％下

降为４７．７％，下降了１．３个百分点，而人口份额上升了２．４个百分点。

东疆地区的Ｒ指数一直大于１，其中第一阶段、第三阶段的Ｒ指数上升，第二阶段的Ｒ指数下降。

第一阶段，Ａ、Ｂ效应均为正，且Ａ效应远远大于Ｂ效应，这说明此阶段导致东疆地区不均衡水平下降的

主要原因是经济份额的下降；第二阶段，Ａ效应为负，Ｂ效应仍为正，且东疆地区不均衡水平上升，这说

明此阶段东疆地区经济份额下降所带来的不均衡水平下降不足以抵消由于人口份额下降所带来的不均

衡水平的上升；第三阶段，Ａ效应为正，Ｂ效应为负，这说明此阶段不均衡水平增大主要是因为东疆地区

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经济份额下降所致。

西北疆地区是新疆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其Ｒ指数维持在０．８左右。第一阶段，Ａ、Ｂ效应均

为正，且前者远大于后者，说明此阶段经济份额增加是西北疆地区不均衡水平减小的主要贡献者；第二

阶段，Ａ效应为正，Ｂ效应转变为负，说明此阶段西北疆地区不均衡水平扩大主要是因为本地区经济增

长缓慢、经济份额下降所致；第三阶段，西北疆地区Ｒ指数增大０．１，远高于新疆其他区域，是五大之区

域中发展最快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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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南坡产业带区域发展较为均衡，其Ｒ指数维持在１左右。第一阶段初始，天山南坡产业带经

济份额小于人口份额，Ｒ指数小于１，之后经济发展优惠政策向天山南坡产业带倾斜，其经济快速发展，
到２００２年经济份额大于人口份额，Ｒ指数大于１；第二阶段，天山南坡产业带不均衡水平呈上升趋势，
主要是因为其经济迅速发展，导致经济份额快速上升，而由于人口流动壁垒的存在，人口流入速度缓慢；
第三阶段，该区域不均衡水平基本保持不变，Ａ效应为正，Ｂ效应为负，这意味着在该阶段天山南坡产业

带经济份额变动所带来的不均衡水平的变动足以抵消人口份额变动所带来的不均衡水平的变动，最终

不均衡水平基本无变化。
南疆三地州是五大子区域中发展最为缓慢的地区，其Ｒ指数维持在０．３左右。前两个阶段不均衡

水平一直在上升，且Ａ效应均为正，Ｂ效应均为负，说明这两个阶段不均衡水平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经济

地位的相对下降导致的；第三阶段不均衡水平呈现下降趋势，Ａ效应为正，Ｂ效应为负，说明此阶段不均

衡水平的下降主要是因为经济份额的上升所致，这主要是因为，为减小新疆区域发展差距，国家及自治

区加大了对该区域的扶贫开发，其基础设施水平得到改善，带动了南疆三地州产业的发展。

３．新疆１５个地州市不匹配变动分解

计算新疆１５个地州市的经济聚集效应Ａ和人口聚集效应Ｂ，将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变动进行分

解，结果如表２所示。第一阶段，不均衡水平增大和减小的地州市数量大致相等，其中有７个地州市的

不均衡水平在减小；第二阶段，多数地州市的不均衡水平在增大；第三阶段，有１０个地州市的不均衡水

平在缩小。从经济聚集效应Ａ和人口聚集效应Ｂ的贡献度角度看，总体上来说，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５年，经

济聚集效应Ａ在新疆各地州市不均衡水平的变动中起主导作用，贡献度基本上在５０％以上，很多地州

市甚至超过了１００％；在第三阶段，北疆地区的大多数地州市不均衡水平在减小，且与第一阶段相比，这
些地州市的人口聚集效应Ｂ的贡献度有增大趋势。形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西部大开发后，新疆各地

区特别是南北疆地区发展差距逐年增大，国家和自治区政府为缩小差距，加大了对南疆经济与社会发展

的支持力度，使南疆地区经济增速加快；另一方面，为维护边疆稳定安全，自治区政府出台政策加快推动

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鼓励南疆地区劳动人口向新疆发展较好地区转移。
表２　分阶段新疆１５个地州市不匹配变动分解结果

地 区
A B R2000 R2002 A B R2002 R2008 A

乌鲁木齐市 67.59 34.87 减小 16.98 102.64 减小 -60.83 188.84 减小

克拉玛依市 92.89 7.71 减小 319.85 -201.26 增大 127.68 -41.28 减小

石河子市 75.77 25.09 减小 104.40 -4.69 减小 69.45 27.00 减小

昌吉回族自治州 112.52 -10.62 增大 -20.94 111.89 增大 69.01 23.69 增大

伊犁州直属县市 103.83 -4.06 减小 114.32 -14.94 减小 68.04 26.71 缩小

塔城地区 96.01 2.73 增大 137.97 -42.81 增大 26.61 63.24 增大

阿勒泰地区 255.40 -158.29 减小 -30.93 126.85 增大 541.84 -453.09 减小

博 州 154.46 -56.13 减小 101.43 -1.32 增大 40.23 48.39 减小

吐鲁番地区 110.45 -11.84 减小 -68.00 163.34 增大 113.88 -21.75 增大

哈密地区 77.88 24.67 减小 36.34 60.08 增大 52.39 41.45 增大

阿克苏地区 100.88 -0.63 增大 111.21 -17.61 减小 83.47 12.63 增大

巴 州 97.03 3.49 减小 114.29 -11.68 增大 142.19 -46.73 减小

喀什地区 125.32 -25.99 减小 70.01 29.13 减小 115.91 -13.95 增大

和田地区 110.94 -12.03 减小 103.28 -4.27 减小 107.57 -6.36 增大

克 州 85.15 13.85 增大 93.57 7.85 减小 97.63 1.56 增大

第一阶段：2000～2002 年 第一阶段：2002～2008 年 第一阶段：2008～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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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人口与经济分布匹配角度重新审视了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揭示了新疆区域发展不

均衡水平变动趋势并对其变动进行动态分解，主要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通过对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进行整体测度发现，２０００年以来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共经

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２年，其不均衡水平呈下降趋势，第二阶段是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８年，
不均衡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局部有波动，第三阶段是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５年，不均衡水平呈波动中下降趋

势，且从２０１１年开始不均衡水平在逐步收敛。
第二，通过对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进行地区测度发现，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５年新疆五大子区域中，天

山北坡经济带、东疆地区、西北疆地区以及南疆三地州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均呈整体下降态势，但天山

北坡经济带不均衡水平仍较大，天山南坡产业带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最低；新疆１５个地州市区域发展

不均衡水平均呈下降态势。
第三，通过对新疆五大子区域和１５个地州市不均衡变动进行分解发现，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变动

主要是由于经济聚集度的变化所致，而人口聚集度变化影响程度有限，但人口聚集度的变化在缩小新疆

区域发展不均衡方面的作用在不断增大。
（二）政策建议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进程中，有效缩小新疆区域发展不均衡任重而道远。本文基于研

究结果认为，要实现在核心区建设中的区域均衡发展，新疆应实施“人口向北聚集、产业向南聚集”的策

略，具体到五大子区域均衡发展而言：
天山北坡经济带以聚集人口为主。天山北坡经济带作为新疆“核心区”建设中新的增长极，其经济

聚集度远大于人口聚集度，因此要实现该区域均衡发展需以人口的聚集为主。对此，自治区政府在制定

天山北坡经济带发展政策时，应充分地考虑促进内地及新疆其他地区劳动力流入的政策体制建设，稳定

现有的外来人口，实现更多的外来流动人口本地化，提高本地区就业岗位的创造能力，积极吸纳外来就

业人口。
东疆地区和天山南坡产业带要把产业扩张和人口聚集并重。东疆地区和天山南坡产业带地区发展

水平与新疆整体发展水平较为接近，但其所占经济份额较小且人口素质不高。因此东疆地区和天山南

坡产业带应积极配合“丝绸之路经济带”中通道的建设，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以中通道作为主轴，带

动沿线城市、重点城镇及陆路口岸的开放和建设；积极引进外资加速产业扩张；建立健全流动人才的社

会福利及社会保障体系，加大人才特别是第三产业人才的引进，以扩大人才资源；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力

度，提高区域文化素质水平。
西北疆地区和南疆三地州以经济聚集为主。西北疆地区和南疆三地州经济聚集落后于人口聚集，

导致其发展偏离新疆整体平均水平，因此应积极发展经济。立足西北疆地区和南疆三地州资源禀赋及

优势条件，如油气资源优势，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并延长优势产业产业链，力争此优势产业成为全疆甚至

是全国的有影响力的产业；积极借助“对口援疆”计划，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实施优惠政策积极引进大型

企业落户，加强与援疆省份的对口联系，完善机制，实现在项目、人才、产业等方面有序对接；边境地区应

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提供的对外合作平台，积极开拓中亚、欧洲等国外市场，促进企

业“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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