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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

一、引言

区域发展差距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

体现，也是国家制定和调整区域政策的重要依据。

中国经济南北差距形成和扩大的原因，目前主要分

为两种：一是“系统论”，认为南北经济差距的成因是

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

工业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市场发育程度、地理

位置、国家政策、经济体制、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技

术创新、资源配置、金融体系、商业文化和新兴经济

发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郭妍和张立光，2018)。二是

“主因论”，认为影响南北差距的因素具有层次性，他

们从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中筛选出要素、结构、

制度等重点因素，深入分析其对南北经济差距的影

响程度，并提出南北经济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和差

距扩大的时间节点 (盛来运等，2018；杨多贵等，

2018；张红梅等，2019)。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出

从“东西差距”转向“南北差距”的新趋势，但已有研

究主要是对“南北差距”这一现象展开的静态分析，

缺乏对于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变化情况的重新认识，

以及对其演变过程的动能解释和含义分析，特别是

世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当新旧动能

转换之关键期，已有文献对于理解中国区域发展格

局演化趋势及其对现有政策的影响仍显不足。那么

我国“南北差距”是否已经成为比“东中西差距”更加

突出的事实问题？这一现象的成因是什么？这种现

象是否将长期存在？这种差距对我国现行的区域经

济政策有哪些冲击？如何应对？本文拟从新旧动能

转换的视角分析南北经济差距问题及其成因和影

响，以期深化对我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化趋势的认识，

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决策提供参考。文中数

据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各

省份统计年鉴，或根据其中数据计算而得。

二、“南北差距”格局及其表征

区域发展空间格局是社会经济客体相互作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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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空间集聚程度和集聚形态(陆大道等，2003)，这
种集聚程度和集聚形态的变化在时间上逐渐积累，

推动区域发展格局演化，因此区域发展格局演化是

包含发展水平、时序、空间三重转换逻辑的动态变化

过程。考察中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化，首先确定其空

间范围和时间节点。关于我国区域格局的空间划

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

干意见》《国务院发布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

的实施意见》将全国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中部、西

部和东北四大地区，又将西部地区分为西南和西北

两大区域分别制定政策，暗含对南北地区经济范围

的界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六大区划分，即华北、东

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大行政区，这种划分也

形成了我国南北分界线，但其划分依据主要是政治

和军事，经济意义和指导性不强。本文参考《中华人

民共和国年鉴》，以秦岭—淮河线作为我国南北地区

的基本分界线，将处于分界线上的省份归入其面积

占比更大的一方，与现有文献保持基本一致。①关于

我国南北差距的时间节点，李二玲和覃成林(2002)考
察了 1978-2000年间南北方区域差异变化的动态特

征，发现考察期内南北经济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

杨多贵等(2018)考察了 1953-2016年间南北方经济

发展差异，提出2013年是南北差距扩大的时间节点，

但并未对该节点出现的原因给出充分解释。本文从

新旧动能转换的视角考察南北差距的现实特征，动

能转换的本质在于增长方式和发展导向的转换(杨
蕙馨和焦勇，2018)，因此选择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

略从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协调发展的时间节点，即以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时间为起点，考察我国 2000-
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变化情况，描述南北发展差距

态势的事实特征和发展趋势。②

(一)总量视角下的南北地区经济差距

南北地区经济发展总量上出现明显的差距是最

显著表征，主要体现在地区GDP规模和年度GDP增

长率上。

1.南北地区GDP差距扩大的时间节点为 2013
年前后。南北地区生产总值差距出现在21世纪初甚

至更早，差距扩大节点为 2013年后。具体表现为：

(1)从总体趋势看，南北地区经济差距呈扩大态势。

2019年南方地区 GDP是北方的 1.82倍，2000年为

1.39倍，差距扩大了31%。(2)从变化趋势看，南北差

距扩大的加速点为 2013年。2000-2008年，南北差

距从1.39倍缩小至最低点1.32倍，2009-2012年稳定

在 1.33倍上下，2013年后差距迅速扩大，至 2019年

达到1.82倍(见图1)。这一判断已在学界达成基本共

识(杨多贵等，2018；张红梅等，2019)。

图1 2000-2019年我国南北地区GDP差距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新中国六

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等整理而得。

2.南北地区名义GDP增速差距在 2008-2013年
间逐步形成。南北地区名义生产总值增速差距扩大

的加速点为2013年。(1)从南北名义GDP增幅来看，

2019年南方地区GDP为 636 115.13亿元，是 2008年
的 3.36倍、2000年的 11.07倍；2019年北方地区GDP
为 349 217.98亿元，是 2008年的 2.43倍、2000年的

8.47倍，显然南方增速高于北方。 (2)从南北名义

GDP增速比较看，20年间仅有 3年北方增速高于南

方，其他时间均表现为增速上的“南北差距”(见图

2)。这意味着，南北经济发展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

总量上，在显示发展潜力的增速指标上，区域发展格

局的天平也倒向了南方。(3)从南北名义GDP增速差

距的形成过程看，2001-2003年南北经济增速基本相

当，2004-2008年则表现出一定的“北南差距”，2009
年GDP增速上的“北南差距”开始收敛，此后四年间

增速基本持平，2013年后实现“南北差距”的反转。

由此可见，GDP年度增长率上“南北差距”在 2009-
2012年间逐步演化形成，这一时期属于金融危机后

的调整期，经济活动水平明显下降，要素集聚程度和

集聚形态重新调整，这点可从固定资产投资、研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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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经费支出、人口流动情况等指标上得到部分验证，

2013年后GDP增速的“南北差距”正式确立。

图2 2000-2019年我国南北地区GDP年度
增速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新中国六

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等整理而得。

3.南北差距还表现为次经济板块的发展空间转

换。次经济板块的发展空间转换首先表现在东中西

板块差距收敛上。东中西板块差距收敛是指南方和

北方各自地区内部的“东中西”板块差距收敛。前面

结合南北分界线和可比性要求，将全国划分为六大板

块，观测这六大板块可以看到，2019年我国北方东部

GDP为 205 896.56亿元，北方中部GDP为 88 498.41
亿元，北方西部GDP为 54 823.01亿元，东中西经济

规模比例为 59.0∶25.3∶15.7，2000 年这一比值为

67.9∶20.5∶11.6，20年间西部经济占比提升了 4.1个

百分点，中部经济占比提升了 4.8个百分点，东部经

济占比降低了8.9个百分点，东西板块极差降低了13
个百分点。与北方相对照的情况是，2019年我国南方

东部GDP为376 750.72亿元，中部GDP为147 451.91
亿元，西部GDP为111 912.50亿元，东中西经济规模比例

为59.2∶23.2∶17.6，2000年这一比值为63.7∶20.9∶15.4，
西部经济占比提高了2.2个百分点，中部经济占比提

高了 2.3个百分点，东部经济占比下降了 4.5个百分

点，东西部和东中部发展绝对差分别降低了6.7个百

分点和 6.8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在南方地区中，东

中西差距收敛趋势更加明显。

次经济板块的发展空间转换还表现在两条“对

角线板块”差距收敛上。“对角线板块”差距是指，我

国六大板块中排除中部地区的两块后，剩余四大板

块的对角线板块差距，即南方东部与北方西部的差

距、北方东部与南方西部的差距。根据前文分析，我

国东中西三大板块差距呈收敛趋势，南北差距正逐

渐扩大，据此可以推测，我国区域南方东部与北方西

部的板块差距可能呈扩大趋势，北方东部与南方西

部的板块差距应当呈收敛趋势。为验证这一推测，

将六大板块 2000-2019年的数据进行排序分析，发

现两个情况(见图3)。一是两条对角线板块差距均出

现收敛趋势，但收敛程度不同。南方东部与北方西

部的板块差距收敛，2000年南方东部GDP总量是北

方西部的 7.65倍，2019年则为 6.87倍，差距收敛了

10.2%。北方东部与南方西部的板块差距收敛，2000
年北方东部GDP总量是南方西部的 3.15倍，2019年
则为 1.84倍，差距收敛了 41.6%，相比另一条对角线

收敛水平更高。二是南方东部与北方西部的板块差

距总体收敛，但近年来却出现了扩大趋势。2000-
2014年该项差距波动向下，2015-2019年差距逐渐

扩大。北方东部与南方西部的板块差距则持续收

敛，且于 2011年后进入加速阶段。可见，当只观察

2014年后五年间的数据时，两条对角线板块差距与

笔者的推测相同，而将观察期放在2000-2019年时，

“南方东部与北方西部的板块差距可能呈扩大趋势”

这一推测不成立，这可能与北方东部与南方西部地

区经济增长的时间差，即北方东部的资源型省份在

2000年后的快速增长和回落以及 2013年前后西南

图3 2000-2019年我国两条“对角线板块”
GDP差距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数据、《新中国六十年

统计资料汇编》等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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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省市的跨越式增长等因素有关。

(二)均量视角下的南北经济差距

地区经济发展上的人均指标是衡量有关发展的

差距与平衡的重要指标。但南北差距不应只是总量

的表征，更应在均量指标上得以体现，这才更有说服

力。因此，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盛来运等，2018)相
关指标使用方法的基础上，采用人均GDP和GDP年

均增长率以及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均量指标展开

分析。

1.2000年以来南方地区的GDP年均增长率持续

高于北方。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均GDP增长率

的计算公式可得，2000-2019年，南方地区的名义

GDP增长率为 13.34%，北方的名义 GDP增长率为

12.02%。由此可见，南方在近20年来的年均增速高

于北方，这从侧面证实了南北地区经济总量上差距

的存在。

2.南北地区间的人均GDP水平在 2013-2014年
前后差异较大。人均GDP作为衡量不同地区间平均

水平的重要指标，可作为体现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

距的一个维度。以 2000-2019年作为观察期，发现

南北地区人均GDP差距在2013年、2014年前后出现

截然相反的情况。(1)2013年前后南北人均GDP差

距态势不同。2000-2012年，整体趋势是北方人均

GDP高于南方，即“北南差距”，2013年基本相当，

2014年后则是南方人均GDP高于北方，形成“南北

差距”。(2)2013年前后南北地区的人均GDP差距绝

对量不同，“北南差距”水平较小。2000-2013年间人

均GDP“北南差距”绝对量的最高值1 419.5元，最低

值 45.2元，平均值 641.3元。2014-2019年人均GDP
“南北差距”绝对量的最高值17 850.7元，最低值57.9
元，平均值 9 357.4元，2013年前后的人均GDP差距

绝对量出现较大差异，后一阶段人均GDP“南北差

距”明显更高(见图4)。
3.2000年以来南方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高于北

方。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变化情况表现出明

显不同，突出体现在：2000年以来南方地区人均可支

配收入一直高于北方地区。同时我们捕捉到3项细

节特征：一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趋势是在一定水

平上下波动。差距最高值 2 036.6元，最低值 770.5

元，平均值1 244.3元，该数值的极差和标准差均相对

较小，不如人均 GDP指标的差距水平那样变化明

显。二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趋势呈现出“三段式”

特征。第一阶段 2000-2008年缓慢上升，第二阶段

2009-2010年出现下降，第三阶段2011-2019年重新

上升。其中第二阶段的下降调整主要源于2008年世

界性金融危机，2011年后调整结束重新回归上升趋

势。三是南方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绝对值和

增速均高于北方地区，特别是在 2011年后的二次回

升中，且二者差距略微拉大。结合人均GDP数据来

看，均量视角下的南北差距早在 2000年甚至更早就

已经出现。

综合总量和均量两个视角下南北方经济数据规

模和增速变化情况，特别是关注到，2013年前后北方

地区GDP年度增速变化表现出明显差异，且人口增

速南方略高，可以判断：目前普遍观察到的“南北差

距”扩大趋势，主要源于 2013年后北方地区的GDP
增速塌陷，并很可能伴随一定程度的人口由北向南

流动。

三、基于区域经济增长动能的我国“南北差距”

成因分析

从宏观层面观察区域格局变换的内在逻辑，是

要素集聚形态和集聚程度变化的积累(陆大道等，

2003)，这种积累形成增长动能的转换，进而推动区

图4 2000-2019年我国南北地区
人均GDP水平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年鉴、《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

编》及中国产业信息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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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格局演化。结合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区域发展思潮经历了从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发展

的转变(魏后凯，2008)，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从资

本、劳动力投入以及市场化改革等，逐渐转向新业

态、新模式和新动能。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会

议上提出新旧动能转换的概念，其本质是加快培育

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旧动能。新旧动能转换的过

程是社会整体生产技术更新迭代、生产理念重塑的

质变过程，也是高水平的平衡增长路径对低水平平

衡增长路径的替代过程(杨蕙馨和焦勇，2018)，推动

这种替代的因素主要包括区位、资源、环境、政策、劳

动力、资本、科技、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度、市场发育

水平等(常瑞祥和安树伟，2019)，在逻辑体系上可进

一步划分为器物层、技术层、产业层、制度层与观念

层(张文和张念明，2017)，其中产业层的增长动能转

换被视为关键，一般表现为引领经济增长的主导产

业的变更，且这种变更往往与产业转型升级之间存

在密切关系(宁朝山，2019)。仔细梳理可以发现，器

物层、技术层、产业层等实际都是承接要素集聚的

“载体”，这一层面的变化通过“承载力”的形式直接

推动着区域动能转换，制度、观念以及政策等属于影

响要素集聚形态的“环境”，这一层面的变化通过“牵

引力”的形式引导着要素集聚形态的变化，从而推动

区域动能转换。本文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尝试将区

位、资源、生态、政策、劳动力、资本、科技、基础设施、

对外开放度、市场发育水平等关键要素的变化情况

融入环境、载体两大动能转换体系，重点分析南北地

区的政策环境、开放环境、生态环境、产业载体、科技

载体和投资载体六个方面的差异与“南北差距”的内

在联系，探寻“南北差距”形成的深层原因(见图5)。
(一)发展环境差异与南北增长动能转换

发展环境是经济运行的外部环境，是围绕经济

系统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牛盼强等，2009)，也可

细分为政策环境、金融环境、货币环境、财政环境、就

业环境(米建国和李建伟，2000)、自然环境(游德才，

2008)、制度环境(丁辉侠，2010)以及文化环境等。发

展环境主要影响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和运行边界，

对区域空间格局产生的影响需要通过要素集聚形态

来显化。本文根据我国南北地区要素禀赋特征和动

能来源差异，结合政策响应分析需要，将传统的生态

和社会两大环境，细分为区域政策环境、贸易开放环

境、人居生态环境，深刻把握南北地区动能转换的差

异及其影响。

1.区域政策环境差异。考察南北地区政策环境

差异发现，在财税政策、区域战略布局、产业政策、资

源开发政策上，南方地区都具有一定优势，具体可从

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南方地区对国家战略响应更加

迅速。“一带一路”建设中，全国5个最大的中欧班列

平台公司 3个都在南方，2019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

前三位的城市两座在南方；南方的长江经济带建设

进展迅速，域内 11省份有 7个进入 2019年全国经济

增速前十；2019年 2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颁布，南方地区又新增一项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布

局，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潜力可望被进一步释放。

二是南方地区财政对市场经济的干预程度较

低。干预程度突出体现在财政集中度上，可从财政

收入或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上具体考察。财政支出

图5 动能转换视角下“南北差距”的形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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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财政在GDP使用过程中的活动，通过规模和结构

的变化实现资源要素配置，直接影响社会再生产的

规模和结构，更加契合本文动能的概念，更能反映财

政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影响程度，因此此处重点考察

南北地区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差异情况(见图6)，
可以发现：(1)观察期内，北方地区财政集中度持续高

于南方，财政对市场的干预程度相对较高。(2)南北

方地区财政集中度差异的变化节点在 2015年，2015
年前南北地区财政集中度差异较小且保持平稳，

2015年后差异加大且呈加速趋势。(3)结合“南北差

距”表征可以推测，财政集中度差异与“南北差距”具

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图6 2000-2019年我国南北地区财政集中度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中国新闻网等发

布的数据整理而得。

三是北方整体经济发展预期较差导致要素加速

流失。北方地区在炼铁、炼钢、焦炭、电力等领域的

去产能任务均占全国的 65%以上，在供给侧结构调

整背景下，制造业投资需求严重萎缩。加之北方地

区增长长期依赖资源开采，政府改革开放意识不够

强，科技创新力滞后，区域优势减弱等，导致社会对

区域经济发展情势预期降低。

2.贸易开放环境差异。考察南北地区对外贸

易、地理区位、营商环境等方面情况，南方地区均具

有明显优势。从贸易基础条件上看，南海航道是世

界上重要的海上交通线，中国与东盟、非洲和欧盟等

贸易伙伴国进行贸易均需通过南海航道，南方省份

天然具有运输成本优势。南方的广东出南海运输要

比北方的山东节省上千公里航程，减少大量物流和

时间成本。良好的地理区位条件加速了南方特别是

东南地区资本积累的速度，进一步为科技创新提供

了客观条件。港口建设上，世界前五大港口我国南

方地区占 3个，上海港、舟山港、深圳港 2019年集装

箱吞吐量分别为4 330万标箱、2 753万标箱、2 577万
标箱。根据经济规律，与港口的距离与经济增长水

平之间呈现明显的负相关。

从贸易制度环境来看，改革开放后，国家先后设

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经济特区全部位

于南方，加之1992年上海浦东新区经济开始提速，长

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受益于国家的支持，贸易开放水

平大幅提升，整个南方经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

2019年全国营商环境排名前十的城市8座都位于南

方，前五的城市4座位于南方，“技术创新环境”“金融

环境”“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等分项评价指标中南

方更是显著领先。③全国 18个自贸区有 11个在南

方，全国首个自贸区是上海自贸区，全国首个自贸港

落地海南。全国 19个国家级新区 12个在南方，7个
在北方。全国首个国家级新区是上海浦东新区，经

济体量最大的前3个新区有2个都在南方，产城融合

发展具备更好条件。

具体来看，贸易开放环境一定程度上决定于对

外贸易水平，对外贸易通过增加投入、技术进步和效

率提升，推进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自由流动与优

化配置，从而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我们可从

外贸依存度上来具体考察，分析研究期内南北地区

数据发现④：(1)观察期内，南方地区外贸依存度持续

高于北方，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高。(2)南
北方地区外贸依存度差异的变化节点在 2015年。

2015年前南北地区外贸依存度差异相对较大且保持

平稳，2015年后差异逐步缩小。同时看到，南方外贸

依存度变化波动明显，极差达到0.74，比北方地区高

出 45%(见图 7)。(3)结合“南北差距”表征可以推测，

外贸依存度差异与“南北差距”具有一定的负相关关

系。2015年后外贸依存度差异逐步缩小，可能是源

于贸易开放环境对南方地区的影响较高，导致外贸

规模变化时，外贸依存度上的南北差距缩小。

3.人居生态环境差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提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人文

环境是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具体环境，对人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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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具有政治引领、经济驱动、文化浸润、舆论引

导的作用，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提高人这一核心要

素的集聚程度和集聚形态，进而影响区域经济格

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目前，我国绿色发展潮流渐热，人民对美好生

活环境更加向往。北方地区大多是温带季风气候，

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干燥寒冷，人类活动时间和农业

耕种均受限；南方地区主要是亚热带季风气候，气温

波动较小，水域较广，2019年水资源总量是北方的4
倍左右，不仅适合人居且农作物生长周期较短，自然

条件优势明显，人居环境相对较好。2019年南方地

区城市绿地总面积超过180万公顷，北方地区则不足

120万公顷，南方是北方的1.5倍左右；城市建成区绿

化覆盖率超过 40%的省份南方有 10个，北方仅有 6
个。结合南北地区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变化情

况，可以推测，2000-2013年人居生态环境对南北差

距的贡献并不明显，2013年后对南北差距贡献度一

般(见图8)。
(二)经济载体差异与南北方增长动能转换

“载体”是科学技术研究中广泛采用的中介物

质，经济发展载体能够稳定地承载、传递与催化经济

增长，常常表现为要素载体、产业载体、地域载体、经

济关系载体等(吴金明和李轶平，2001)，在经济增长

的过程中，各种载体有各自的演化路径和规律。其

中地域载体的实质是要素聚集的区位，即本文中作

为外生变量的“南北地区”，经济关系载体则已在“环

境”中进行分析，故此处聚焦产业、资本、科技等承载

经济增长的显性载体，深刻把握南北地区动能转换

差异及其影响。

1.产业载体差异。产业载体差异是维持产业形

成、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影响南北经济动能转

换差异的关键因素，这里的差异突出表现为，北方地

区新产业培育开发不足，旧产业转型升级进展缓慢。

第一，北方地区资源开发较早导致产业发展动

能不足。历史上全国的经济中心地区一直位于北

方，其经济发展水平长期领先于南方，重要的因素就

是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例如山西的煤炭，在唐宋之际

就有开采利用的记录，到了明清时代更成为北方地

区居民冬季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得益于大规模的煤

炭开采，北方人口活动范围得到了极大拓展，经济发

展也达到极大繁荣。新中国成立初期，北方地区由

于拥有大量的天然气、煤炭、铁矿石和石油等重要能

源，成为我国布局重化工产业的最佳地区。1990-
2005年前后，全国新一轮重化工业趋势渐热，环渤海

地区成为我国重工业布局的集中地，北方地区经济

更是加速发展。但是，北方地区资源多属于不可再

生性资源，其中煤炭、石油等资源开发较早，消耗十

分严重。2008-2011年，国家发改委先后确定 69个

图7 2000-2019年我国南北地区外贸依存度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中国新闻网等发

布的数据整理而得。

图8 2000-2019年我国南北地区城市绿化覆盖率
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中国新闻网等发

布数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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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资源枯竭型城市，包括：煤炭城市37座、有色金

属城市14座、黑色冶金城市6座、石油城市3座、其他

城市 9座，其中 40座位于北方。煤炭资源储量不足

导致大批以煤炭开采兴起的城市面临严重增长

危机。

第二，北方地区资源型省份产业发展进入停滞

期。从省级数据来看，2000-2012年内蒙古、天津、陕

西三个北方省份以16.9%，16.1%，15.6%的名义GDP
年均增速位列全国三甲，全国增速排名前十省份中

北方更是占据六席。而 2013-2019年，全国增速排

名前十省份中北方只剩下青海，年均 GDP 增速

8.5%，位居第十，增长排名最为靠后的十个省份全部

来自北方。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北方五

省份经济明显放缓。北方地区过度依赖能源开发，

产业结构弊端明显，特别是易受国际能源等大宗商

品的价格波动影响。据统计，2012年，国际煤炭价格

以及部分能源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下跌，此后大规模

资本陆续从资源型地区撤出，导致能源产业增长停

滞，这也是 2013年成为南北资本投资差距扩大节点

的重要原因。2013年后，内蒙古、山西、河北等省份

经济增速几近停滞。2013-2019年北方省份的 PPI
下降幅度远超过南方地区，区域工业企业利润严重

缩水。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实际增速为5.2%，位居

全国第 28位。同时，南方地区产业转型步伐较快。

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主要是靠出口

和投资拉动，例如 1999年环渤海地区的大规模基础

设施建设对钢铁、水泥、石化等材料需求量很大，因

此投资大量进入北方地区重工业领域。南方地区虽

然自然资源并不丰富，但改革开放后人口不断聚集，

较早地发展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如轻工业、服务业、对

外贸易等，不仅积累了产业资本，还为产业结构升级

打下了基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均经历了从轻工

业到服务业的转型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

发，南方地区部分省份意识到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

重要性，2013年前后，广东、江苏等南方经济的代表

性省份均率先发展了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先导、先

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第三，北方地区劳动力流出情况较为明显。从

适龄劳动力规模看，2019年北方地区15岁～64岁年

龄人口总量约为4亿人，比2000年降低了近1 000万
人，南方则稳定在5.5亿人左右。从劳动力流动情况

看，2016-2019年，全国人口流入最为明显的地区主

要是珠三角和长江中上游的中心城市，如广州、深圳

以及长沙、武汉、重庆等地，而这些人口中有很大比

例来自京津冀和东北三省。结合人均GDP的南北差

距在 2013年后逐渐扩大的情况，在自然就业率相对

稳定的前提下，可以推测，劳动力规模差异与南北经

济差距呈现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2.投资载体差异。使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表

示区域资本投入，发现投资载体上的南北分化现象

明显，且具有以下特征(见图9)：(1)近十年来，南北方

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差距显著扩大。2019年，南方地

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为44.76万亿元，是北方地

区的 1.65倍，这一比值在 2000年时为 1.40倍，20年

间扩大了 16%。 (2)差距扩大的时间节点为 2013
年。2000-2013年，南北方固定资产投资(以下简称

固投)比持续缩小，从 2000年 1.40缩小至 2012年的

1.10，降幅达22%；2013-2019年，南北固投规模差距

迅速扩大至 1.65，上升了 50%。(3)固投差距变化趋

势与GDP差距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不同阶段两项

指标差距的变化幅度有差别。从差距变化的总体趋

势来看，考察期内南北方固投差距和GDP差距均是

先降后升，即在2000-2007年差距下降，2008年开始

差距下降的趋势变缓并于2012年达到底部，2013年
后差距重新扩大。从差距变化的速度特征来看，固

图9 2000-2019年我国南北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对比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中国新闻网等发

布的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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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差距变化的幅度和速度均显著大于GDP变化的幅

度和速度。2000-2012年间固投差距和GDP差距分

别下降 22%和 5%，2013-2019年间固投差距和GDP
差距分别扩大 50%和 35%。由此来看，资本投入差

距对南北方经济差距的贡献度较高。(4)西南地区固

投项目和规模大幅增长。在北方的内蒙古、黑龙江、

吉林等省份出现经济增长“塌陷”时，贵州、重庆、四

川、云南、西藏等省份经济增速一直属于全国前列。

特别是贵州地区，长期受多山地貌限制，长期交通不

便，但近年来不仅实现了县县通高速，更有多条高铁

线布局，一跃成为全国大数据产业基地，实现跨越式

发展。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经济增速排名前三的

为贵州、云南、西藏，全部超过 8%，四川增速 7.5%居

全国第七，重庆增速 6.3%居全国第十四。考察西南

地区的主要经济数据发现，其高增速可能与大规模

固定资产投资有关，具体来看，贵州固定投资占GDP
的比重从 2008年的 52%增长到 2019年的 108%，西

藏从 78%增长到 125%，云南从 60%增长到 98%，重

庆从 69%增长到 84%，四川从 57%增长到 83%。注

意到贵州、西藏两省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均已经超

过 GDP总量，云南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则基本与

GDP持平，这些投资主要流向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为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良好的载体，对区域投资增

长的贡献率在50%左右。在投资扩张的同时，重庆、

四川等省市正加速工业化转型进程，其中重庆和四

川的汽车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业份额不断提升，对区

域工业产值增长的贡献率均达到了 60%左右，有望

摆脱对资源型工业的依赖。

3.科技载体差异。科技载体往往包括科技投入

强度和转化水平，数据显示，全社会R & D经费支出

数据是南北经济结构中差距最大的一项。

第一，南方地区科技支出水平较高。根据2000-
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公报的数据，全社会R & D
经费支出的南北差距从 2008 年的 1.31 倍扩大为

2018年的 1.83倍，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研发

经费支出的差距更是在2013年后迅速扩大，到2018
年已超过2倍，这与南方产业转型较快有很大关联。

如果使用全社会R & D经费支出来表示区域科技投

入，观察2000-2018年南北方全社会R & D经费支出

情况(见图10)可以发现：一是南北方R & D支出差距

显著扩大，2019年南方地区R & D支出达到14 616.1
亿元，是北方地区的1.94倍，这一比值在2000年时为

1.08，差距扩大了80%。二是考察期内R & D经费支

出最多的前6个省份大多位于南方。三是差距扩大

的时间点为 2005年，差距扩大的加速点为 2013年。

2000-2004年，南北方R & D经费支出差距变化较

小，一直保持在1.14左右；2005-2012年，八年间差距

缓慢扩大了 22%；2013-2019年，五年间差距快速扩

大38%。由此，2000-2013年科技投入对南北方经济

差距的贡献度并不明显，2013年后科技投入对南北

方差距贡献度较高。

图10 2000-2018年南北全社会R & D经费支出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全国科技经费

投入统计公报》、中国新闻网等发布的数据整理而得。

第二，南方地区科技转化水平较高，企业科技服

务载体建设更加完善。以长江经济带相关数据为

例，长江经济带包括了南方 16个省份中的 11个，其

数据具有一定代表性。从科技创新水平看，2019年
长江经济带每亿元研发投入产生专利数超过140项，

万名R & D人员拥有专利数近1万件，超过全国水平

10%以上。从科技产业发展看，以科技产业中的代

表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为例，长江经济带电子信息产

业行业规模几乎占据全国“半壁江山”，呈现出明显

的集聚特征，2019年长江经济带规模以上电子信息

企业超过7 000家，从业人员近400万人，生产总值超

过 4.5万亿元，占比达到全国的 45%左右；行业内的

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共有63个，占比达到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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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左右；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长江经济带共

有45家企业位列其中。此外，在高端装备制造和信

息服务业等产业实力上，南方地区均占有绝对优势。

第三，南方地区教育条件更加优越。教育对于

提升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作用，2019年
南方地区教育经费总投入约为 21 000亿元，北方地

区则约为14 000亿元，南方为北方的1.5倍。高等教

育水平更是提高劳动力质量提升劳动产出率的关

键。2019年，南方地区的普通高等学校近 1 500所，

北方地区约为1 160所，南方为北方的1.3倍；单位学

校教育经济投入强度南方也高于北方。南方教育资

源的优势不仅保障了区域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加速

了南方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更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技

术积累和研发经验，进一步促进人才和科技要素向

南方聚集。

(三)我国“南北差距”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前文已经对我国“南北差距”成因进行定性研

究，初步判断政策环境、开放环境、生态环境、产业载

体、投资载体、科技载体等方面因素影响南北差距的

扩大发展，考虑影响因素可量化程度与数据可得性，

本文展开以下实证分析。

1.指标选取和基本模型。变量选取上，目前衡

量区域差距的主要指标有GDP总量、GDP增长率和

人均GDP等，多数学者选取人均GDP(王笳旭，2013；
邓仲良和张可云，2020)，另有学者(Venables，1996)采
用区域n和区域 s的相对产出水平V=Yn/Ys来反映经

济增长差异，该方法可直观体现经济发展差距，但多

用于城市经济比较中。本文结合南北差距总量视角

和均量视角的差异性表现，同时考虑到GDP增长率

不能反映经济绝对差距水平及其运动变化轨迹，选

取人均GDP为因变量Y。自变量选取上，按照环境

和载体动能分别选择指标。环境动能中，重点选取

对要素集聚形态产生影响的指标，同时避免直接选

取生产要素指标，故采用财政集中度(X1)代表区域政

策环境在南北地区的偏斜倾向(王笳旭，2013；朱子

云，2015)；用外贸依存度(X2)衡量贸易开放环境的影

响(王笳旭，2013；盛来运等，2018；邓仲良和张可云，

2020)，间接体现区位；采用城市绿化覆盖率(X3)衡量

生态资源环境的影响。载体动能上，产业载体的指

标选取学界尚存分歧，现有大多数研究都采取“服务

业占比”来衡量城市产业结构，也有研究采用第三产

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比来衡量产业结构化特征，但

这不能避免陷入一个误区，即第三产业占比是否直

接与经济增长动能正相关？第二产业占比较高很可

能是源于第二产业发展严重退化，在这种情况下，第

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叠加影响并无法保证对经济增

长的载体动能作用较好。还有研究则是聚焦第二产

业营收能力，即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X4)衡量产业载体的影响，本文采

用后者思路，同时选取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5)、人均

R & D经费支出(X6)分别衡量投资载体和科技载体的

影响，建立南北地区人均GDP变动的面板数据模型，

如下所示：

Yit=β0+β1X1，it+β2X2，it+β3X3，it+β4X4，it+β5X5，it+β6X6，it+
μit (1)

式中，i表示各省份，t表示时间，i=1，2，…，30，
31，t=2000，2001，…，2018，2019。β0为常数项，β1～

β6为各变量系数，μ为随机干扰项。

2.计量结果及分析。使用 31个省(市、区)2000-
2019年面板数据，进行基本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

通过观察影响因子系数符号和估计值，结合动

能转换，判定南北差距的主要成因。第一，政策环境

约束与南北地区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其余指标均

呈现正相关关系。财政集中度的一次项系数为负，

且系数估计值较高，这表明财政集中度愈大，越不利

于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关系中，人均R & D经费

支出(X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X4)、外贸依存度(X2)、人均固定资产投资(X5)、
城市绿化覆盖率(X3)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水平依次

递减。第二，对2000年以来“南北差距”现象影响最

显著的因素是科技载体(X6)和政策环境(X1)，其次是

产业载体和生态环境。从南北地区各变量系数差异

水平来看，人均R & D经费支出(X6)变量系数差异最

大，其次是财政集中度(X1)，再次是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每百元资产实现主营业务收入(X4)和城市绿化覆

盖率(X3)。开放环境(X2)和投资载体(X5)变量系数均

是南低北高，不直接支持“南北差距”。可见，观察期

内“南北差距”持续存在的最主要原因是，南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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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载体和政策环境上的显著优势。第三，对

2013年后“南北差距”扩大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科技载

体、政策环境和投资载体等方面的动能差异。2013
年之前，各变量系数上的南北差异水平不一，北方地

区在贸易开放环境(X2)和投资载体(X5)上保持一定优

势，综合表现为“南北差距”相对平稳，2013年后，变

量系数上南方地区呈现全面优势，影响最为突出的

因素仍然是科技载体(X6)和政策环境(X1)，其次是产

业载体(X4)和开放环境(X2)，这点也验证了前文的观

点。同时也再次表明，“南北差距”扩大的本质是北

方地区在贸易开放环境和投资载体上动能接续转换

不佳，加之南方地区科技投入持续增加所产生的综

合效应。

另外，笔者认为环境载体的变量系数总体较低

且在2013年后产生与“南北差距”扩大趋势负相关的

原因在于：(1)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指标选取问题，

尽管城市建成区绿化率能够影响城市面貌和对人才

的吸引力，用来衡量人居生态环境的动能作用是较

为客观和准确的，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始终是间

接的，对经济面板数据变化的贡献度并不高。在这

一点上，笔者也尝试采用废气废水排放、森林覆盖率

等指标，但考虑到排污指标内涵与产业规模直接相

关，而森林覆盖率的影响经回归分析后结果不显

著。因此，仍然选取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指标。(2)我
国广泛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实行“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的时间节点均在2016年后，

此前的十数年间甚至更早，我国对生态环境的重视

严重不足，因此对经济增长数据未产生较强的影响，

导致显著性水平不高。

四、“南北差距”格局下区域经济政策的响应和

优化

根据上述讨论，“南北差距”问题的实质是在东

中西差距缩小的同时，北方地区表现出的由于动能

转换接续不佳导致的经济增长大范围降速问题，根

本源于南方地区在发展环境和载体上具有一定的优

势。在未来可见的范围内，南北地区差距将持续存

在并可能进一步扩大，“南北差距”格局就此形成。

我国区域经济政策不得不考虑这一新情况，由此带

来两个问题，一是该格局将对我国现有区域经济政

策产生怎样的影响？二是未来政策应该如何针对

“南北差距”格局进行调整和优化？目前，我国区域

政策都是以区域总体战略为先导进行制定和实施，

其中经济生产的空间层次、空间尺度以及空间依赖

和异质性问题是任何国家在制定经济政策时都无法

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重点关注我国东中西部区域

发展政策、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

展政策等对“南北差距”格局下的地区动能转换情况

的响应，从政策的增长效应入手描述“南北差距”格

局下上述政策的响应情况，并提出政策调整和优化

方向。

(一)“南北差距”格局下我国传统区域发展政策

需及时调整

我国传统区域政策主要是基于东中西部区域经

济差距来制定、实施和调整，当下东中西部区域差距

正在趋于收敛，而“南北差距”格局业已形成，特别是

北方地区的动能转换面临较多障碍，传统区域政策

的调整和实施不仅要坚持板块协调发展的基本导

向，更需考虑国内外、东中西、南北方经济发展形势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表1 南北地区经济增长影响因素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估计区间

地区

β1

β2

β3

β4

β5

β6

2000-2019年
北方地区

-9.709***
1.3055***
0.0155***
1.579***

0.3593762***
1.7079***

南方地区

-5.9524***
0.7095**
0.0204***
2.3008***
0.1681413*
10.969***

2000-2013年
北方地区

-6.032***
1.397***
0.0134***
0.805***
0.722***
1.7203***

南方地区

-5.927***
0.8602***
0.0175***
2.276***
0.5306***
2.137***

2014-2019年
北方地区

-9.631***
0.457*

0.0156***
1.459***
0.3614***
1.718***

南方地区

-6.221***
0.537***
0.0174***
2.119***
0.5751***
8.1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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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其中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

东北振兴等政策范围内各区域动能转换情况更为复

杂，需保持高度关注。

一是西南西北地区动能转换情况呈现明显的区

域差异。西部大开发政策于 2000年开始实施，政策

重点是西部地区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承接东

部产业转移，政策初期实现了较强的增长效应，西部

地区经济、人口规模均快速扩大。但经过20多年资

源开发，西南西北地区动能转换情况已呈现出鲜明

的区域差异，西部大开发政策已无法完全适应目前

的区域发展格局。具体表现为，西南西北地区经济

增长分化，西南的重庆、贵州、西藏等省份连续多年

保持 10%左右的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动能强劲且可

持续，而西北的内蒙古等典型资源型省份逐渐陷入

经济负增长局面，资源开发驱动的经济增长难以为

继，面临紧迫的动能转换需求。这源于西南地区水

电、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资源富集，加之钒钛、天然气

等资源很多都作为国家战略储备，发展潜力和可持

续性较高，而西北地区能源结构以不可再生能源为

主，煤矿、石油等代表性能源储备已经大幅减少，增

长边际效应锐减，且负外部性较高，导致在相同发展

政策下产生了差异化的结果。2020年国家颁布《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

局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

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针对西北西南地区进行差异

化政策扶持的倾向更加明显。可见，在“南北差距”

背景下，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整体性已然受到冲击，下

一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更加强调精准化。

二是中部崛起政策带有“南方基因”。该政策于

2004年开始实施，政策重点是强化能源产业和装备

制造等产业支撑能力，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完善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等，承担沟通东西两大板块的重要作

用，促进东西部区域经济增长空间收敛。但经过 16
年政策周期，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态势趋异，对政策的

空间均衡性造成一定冲击。这可从两方面解释，从

增长动能看，山西资源开发潜力不足导致经济增长

趋于停滞，面临动能转换需求，其余五省均保持中高

速增长。从政策范围看，中部地区的山西、河南、湖

北、湖南、安徽和江西六省中，三分之二位于南方，中

部崛起政策带有“南方基因”，政策实施本身就带有

一定的空间发散性，促成了“南北差距”。从要素流

动看，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发达，区位良好，要素

流动效率较高，当南北差距持续拉大时，山西省要素

将加速流出，中部崛起政策需结合该情况进行均衡

性调整。

三是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南北差距”

将对东北振兴政策效能造成持续冲击。该政策于

2004年开始实施，政策重点是老工业基地调整和改

造，2012年《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出台，该政策重

心调整为产业转型和体制改革。但目前来看几轮政

策成效并不明显，2018年黑龙江和吉林面临经济负

增长，而辽宁也仅实现5.7%的增速；2019年黑龙江、

吉林、辽宁实际GDP增长分别为4%，3%，5.4%，分别

位于全国 31个省份的第 30位、第 31位和第 26位。

总体来看该区域内发展动力仍然不足。在“南北差

距”格局形成后，考虑到东北地区体制机制障碍较

多，经济转型完成需要较长时间，要素将加速流出东

北地区向南转移，强化“南北差距”格局。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成为协调“南北差距”

的关键

“南北差距”格局下，北方地区短期要素流出压

力加大，但观察到京津冀地区在政策环境、营商环

境、科技载体等方面都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具备完成

动能转换的充分条件，若南北差距持续加大，京津冀

协同发展政策可能成为协调“南北差距”的关键所

在。这可从两方面展开。从北方整体动能转换情况

看，东北地区短期内缺乏新动能接续，西北地区和中

部山西省受资源产业转型制约动能转换进程较缓，

加之山东、河南人口常年向北京及周边区域净流出，

京津冀地区仍然是带动北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区域。

从京津冀地区自身发展来看，2010年以前该地区一

度保持了 10%以上的经济增速，近年来随着河北产

业结构转型、北京“城市病”加剧，区域生态环境持续

恶化，城镇体系发展失衡，区域与城乡发展差距不断

扩大，经济增速一路下滑，2019年，北京、河北、天津

实际GDP增速分别为6.1%，6.7%，4.8%，位列全国第

12位、第 18位和第 29位，区域动能转换压力持续加

大。同时关注到，北京科研经费投入强度位居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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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何推进北京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促进区域

动能转换，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考验。从区

域政策布局来看，2014年国家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重点是从区域协同角度来优化产业布局和改

善生态环境，促进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2018年国

家实施河北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将探

索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等人口密集地区有序疏解功

能，有效治理“大城市病”，其优化开发模式将成为政

策实施重点。雄安新区集中了我国最优惠的发展政

策、最先进的建设理念和最高端的产业布局，正探索

打造我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范本。如何尽快释

放政策效能，形成增长带动效应，成为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重要任务。

综上，京津冀地区动能转换面临两种情况。第

一种情况，必须看到，京津冀地区仍然是北方要素最

集中、发展环境最优、增长载体最好的区域，京津冀

协同发展战略仍然具有较高的政策效能，科技投入

和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效应可望进一步释放，区域

经济结构和布局可望进一步调整，稳妥度过动能转

换的“换挡期”，区域经济会重新焕发活力，成为未来

支撑北方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第二种情况，京津冀

地区受体制影响“换挡期”过长，导致外界对该区域

发展预期下降，要素不断流出，可能对区域格局形成

长期的负面影响。防范第二种情况的出现则是当务

之急。

(三)“南北差距”格局下亟须更加积极的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政策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

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颁布，将我国区域发展

的问题描述为：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区域分化现

象逐渐显现，无序开发与恶性竞争仍然存在，区域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区域发展机制

还不完善，难以适应新时代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需要。该文件提出构建统筹国内国际、协调国内东

中西和南北方的区域发展新格局，这是我国首次将

南北方协调发展作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的实施目

标。可以看出，该文件的指导精神与我国当下南北

差距格局相契合，一方面，在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判

定上，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区域分化现象的表

述中包含着南北发展差距问题；另一方面，在区域协

调发展问题的处理上，提出首先要建立区域战略统

筹机制，并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经济合

作走廊等大跨度、外向型战略来推进区域协调。

南北差距源于区域发展动能的结构化差异，现

在我国提出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机制建设，推动国家

重大区域战略融合发展，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建设，

其目的之一就在于培育区域增长的内生动力，促进

区域发展动能转换。这对北方的东北三省、内蒙古、

山西等省份发展是有利的，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些区

域均是我国体制机制障碍较重的区域，其经济转型

和动能转换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短期内

我国“南北差距”迅速缩小甚至逆转的可能性较小。

因此，在下一步完善区域经济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

南北差距对现有政策的冲击，从区域发展动能的角

度把握政策空间层次和空间尺度，避免南北差距进

一步扩大。

此外，东南与西北板块的协调问题应该引起重

视。在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上，通常是将它们放在

一个均势战略框架中考虑，中美贸易摩擦受害较多

的是东南板块，因为这里经济的外向性特别强，而

“一带一路”建设对于西北地区的带动作用较为明

显。在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变换的情况下，如何继续

实施东南与西部的均势战略，推进东南与西北板块

协调发展，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结语

本文以南北地区经济差距为切入点，使用各省

份 2000-2019年经济数据，从区域发展动能的角度

对我国“南北差距”格局的结构和成因进行了分析。

基本结论是，我国南北差距已成既定事实，2013年后

呈现加速扩大的态势；而在这一过程中，东中西部差

距正逐渐缩小。

从区域发展动能视角来看，“南北差距”存在的

主要原因是南方地区在政策环境、生态环境、产业载

体和科技载体等方面的显著优势；2013年后“南北差

距”出现扩大趋势的本质在于北方地区经济增长降

速，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南北地区发展环境

和增长载体的动能差异，突出表现为科技载体、政策

环境和投资载体上的差异，即 2013年后北方地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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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环境约束趋紧，投资水平下降，南方地区科技投入

水平提升。

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南北区域差距将呈现持

续性态势，可能超越东中西部差距成为我国区域发

展不平衡的主要矛盾。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

是南北差距扩大的关键在于政策环境和科技载体，

在去产能背景下，凡是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市场机

制和体制改革滞后的地方，就必须承受经济衰退的

阵痛，北方一旦完成资源转型后可能再次成为清洁

能源、新型工业等产业集聚地，在我国实施创新驱动

战略和国际贸易形势的双重驱动下将成为科技创新

和产业转型的先导区和聚集地。二是我国东中西部

差距的产生其关键在于区位条件。正是城市化和农

村工业化，以及对外贸易在中国东部沿海的快速发

展，加上大量流入的国外境外直接投资，导致东部沿

海和中西部内陆地区发展差距拉大，以及东部和中

西部省份之间收入差距变大。在外贸拉动逐渐放

缓、“一带一路”加快建设的背景下，东部增速降低，

东中西部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根据上述结论和判断，在“南北差距”格局下，为

突破我国区域政策困境，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可

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加快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

体系，以地方诉求和区域差异为基础，从带、块、网、

线、点等多个层次优化区域发展政策，结合区域空间

差异性进行政策细化调整，设立协调区域关系的领

导机构，统筹国家新区、改革试验区、自贸区、城市群

等多层级区域政策，从组织上推动区域矛盾的解决；

建立区域利益共享和补偿机制，重点推进跨板块、跨

省份的空间政策体系，从利益共同体角度推动区域

协调发展。二是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尊重

南北差异性的前提下建立规范化、体系化的政策措

施，以外向型发展为路径引导南北区域经济互联互

通、成网成带。三是细化京津冀协同发展政策，强调

空间层次性和合理产业空间尺度，更加关注地方自

主性的发挥，引入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多元

主体参与政策的研究制定，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的政

策机制，加快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有效载体和典型示范。四是优化西部大开

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政策，结合“六大板块”的细

化分类和南北差距现实特征，重新梳理区域发展可

利用的内外资源条件、产业基础和发展导向，建立差

异化、长效化的区域开发政策。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意见，笔者已做了

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注释：

①本文所研究的北方地区东部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

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方地区中部包括：山西、河南、内蒙

古；北方地区西部包括：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南方地区东部

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南方地区中部

包括：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南方地区西部包括：四川、重庆、

云南、贵州、西藏。分为六大板块。本文所研究范围不包括中

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

②本文研究的21世纪以来的南北差距现象，并非经济社

会的全面差距，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发展相关的指标中，比

如：南北地区GDP规模、南北地区GDP年度增长率等。

③资料来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

境指数评价报告》，2020年6月18日。

④外贸依存度指货物进出口总额占GDP总量的比重，进

出口总额一般有两个统计口径：按经营单位所在地货物进出

口总额、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货物进出口总额。考虑到进出

口代理商产生的贸易规模实际带动的是异地生产和加工，因

此采用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划分的货物进出口总额更加契

合本文动能视角，即外贸依存度=按境内目的地和货源地划分

的货物进出口总额/GDP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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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South Gap": Fact, Cause and Policy Response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Evolution

Yang Minghong Ju Dong Tu Kaijun
Abstract：Using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9,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co⁃

nomic gap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adopts a com⁃
bination of empirical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conduct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kinetic energy, this paper observes the economic gap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from the total dimension
and average dimension and finds the detaile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economic gap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the essence lies in the differences in policy environm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cultural envi⁃
ronment, industrial carrier, investment carrier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arrier i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north-south gap"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hi⁃
na's regional econom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is problem on China's current regional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 and puts forward the key links that must be grasped in the next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basic ideas of policy adjustment.

Key words：regional development pattern; north-south gap; kinetic energy 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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