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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详细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演变及其地区来源和产业来源。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

济差异在三轮波动中扩大,差异主要来源于南北区际差异,而区际差异主要是南北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导致的,这种差异又完全来

自二三产业发展差异。各地市经济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倒U曲线。苏北地区内部差异一直较大,苏中地区内部差异

持续缩小,苏南地区内部差异相对较小但却呈现出扩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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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全省区域经济差异也持续扩大。区域经

济差异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政府工作重点之一。大量研究（仇方道等,2003；欧向军、顾朝林,2004；石一磊等,2005；黄

雪琴,2006；蒲英霞等,2005）都认为江苏区域经济差异比较突出,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区域经济差异（绝对差异、经济总量、经济

实力）总体上呈扩大的趋势。本文利用常用的区域经济差异度量指标及其分解,详细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

演变及区域经济差异的地区和产业来源。 

由于受数据来源的制约,区域经济差异的度量一般利用人均GDP的区际差异来测度和比较。区域经济差异的度量指标有多种,

极差、标准差、加权标准差是测度绝对差异的常用指标,极值比、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基尼系数、锡尔系数是测度相对差

异的常用指标,①相对差异的一些指标具有可分解性,通过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分解,可进一步了解区域经济差异的构成,了解区域

经济差异的主要来源,为政策调整提供依据。 

一、样本与数据处理 

1.样本选取 

本文中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实证分析,按三个不同层次区域进行：区域Ⅰ：苏南、苏中、苏北,其中,苏南包括南京、无

锡、苏州、常州和镇江；苏中包括南通、扬州和泰州；苏北包括徐州、连云港、淮阴、盐城和宿迁；区域Ⅱ：13个地市行政区

域；区域Ⅲ：65个县、县级市、地市市区。②其中以区域Ⅲ的65个县、县级市、地市市区为基本区域单元计算的区域经济差异

称为全省总差异,并将全省总差异分解为区域Ⅰ至区域Ⅲ各层次的区域间和区域内经济差异。 

2.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中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江苏省五十年》、2000-2008年的《江苏省统计年鉴》。人口数据采用年末户籍人口统计数,

各地市市区GDP、各产业增加值和年末户籍人口为各地市总量数据剔除所辖各县、县级市后的值。考虑到物价的影响,对各年份

GDP指标（总量GDP及人均GDP③）和各产业增加值指标均进行处理转化为实际数据,即用当年价格计算的总量GDP、人均GDP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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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增加值除以以1978年为基期的物价指数。因统计资料原因,缺失1979、1981-1984年县级行政单位的GDP数据,在相关数据处

理过程中将忽略这些时段；1992年以来,江苏省各级行政区划有多次调整,本文以2007年行政区划为依据对历年的统计数据进行

调整。 

  二、江苏省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变动分析 

以县市（含地级市市区）为基本区域单元,1978 年以来各主要年份人均 GDP（1978 年不变价）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见图 1

和图 2。  

 

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江苏省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区域差异却在三轮波动中扩大,尤其以1991-1993年间

和2000-2005年间最为突出。值得欣慰的是2005年以来区域经济相对差异有收敛的趋势。 

  三、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地区分解 

（一）江苏省总体锡尔系数的分解 

把全省划分为三大经济区域,并以县市（含地级市市区）为基本区域单元,利用对 Theil 系数的分解,可以进一步分析各地级

市市域内部差异、区域内地级市市际差异及其对各上级区域总体差异的影响。以县市（含地级市市区）为基本区域单元,则江苏

省总体 Theil 系数（即图 2 中的全省总体锡尔系数）的计算式如下： 

 

式中,Yijk为第i区域第j市第k县市的GDP总额,Y为全省GDP总额,Pijk为第i区域第j市第k县市的人口总数,P为全省人口总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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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定义第i区域县市（含地级市市区）差异为： 

 

则全省总Theil系数可分解为 

 

如果定义第i区域第j市（地级市）市域内县市（含地级市市区）差异为 

 

则第i区域县市（含地级市市区）差异进一步可分解为 

 

那么全省总Theil系数可进一步分解为 

 

式中将全省区域经济差异（Td,简称为总差异,以县市级行政区域为基本区域）分解为各地级市市域内县际差异（Tij）的加

权和（TWP,简称为县际差异）、三大区域内地级市市际差异（Tpi）的加权和（TBP,简称为市际差异）、以及三大区域间差异（TBR,

简称为区际差异）；Yi为第i个区域GDP总额；Pi为第i个区域人口总数；Yij为第i区域第j个地级市市域GDP总额；Pij为第i个区

域第j个地级市人口总数。 

根据上述区域经济差异分解方法,对江苏省1978-2007年区域经济相对差异（总锡尔系数Td）进行分解,其中按地区分解,分

为三个层次,即地带间（TBR,区际差异）、地市间（TBP,市际差异）和县市间（TWP,县际差异）差异；按城乡分解,分为两个层

次,城乡间（Tcxj）和地级市市区间（Tch）、县及县级市间（Tx）。分解结果见图3、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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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锡尔系数衡量的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与区际差异、县际差异的演变趋势高度一致,显然区际差

异、县际差异的演变对总体差异的演变有重要影响。县域经济差异主导着江苏省南北差异的走向,主导着整体差异的走向。 

2.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扩大是由于区际和市际差异扩大导致的,尤其是区际差异的扩大。而区际差异的扩大则主要是由于

县域经济差异的持续扩大导致的。新世纪以来除了县域经济差异持续扩大外,城市间经济差异和城乡间经济差异基本稳定,近年

还有缩小的趋势。 

3.按地区构成,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以区际差异为主（近70%）,县际差异次之,市际差异份额最小；按城乡构成则以县域经

济差异为主（近60%）,城乡间经济差异和城市间经济差异份额比较接近。 

4.自80年代中期以后,区际差异代替了县际差异成为区域经济差异的主要部分,并且其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率在90年代初

显著增大,2000年以来增长也较明显,分别对应着因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国成功入世而导致的中国全球化进程突然加速的时期。

显示全球化对区际差异影响显著,并进而影响总差异。 

5.改革开放以来,县际差异在波动中缩小,不过由于在总差异中的份额大幅度下降,县际差异的缩小未能扭转总差异迅速扩

大的趋势,县际差异的缩小也说明“俱乐部收敛”的存在。 

6.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异持续缩小,市区间差异基本稳定,然而县、县级市间的经济差异却持续扩大。1980年代中期以后,

县、县级市间的经济差异超过市区间的经济差异,成为江苏省区域经济总差异的主要来源,充当了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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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持续扩大的主导力量（见图4）,可见,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持续扩大主要是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导致的。 

（二）江苏省各区域锡尔系数的分解 

对江苏省三大区域锡尔系数分别进行二层次分解,结果见图5、图6、图7。 

 

分别比较各区域的分解结果,并且联系江苏省总体锡尔系数的分解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改革开放以来,各区域内经济差异波动比较明显,尤其是苏北。而苏南地区在入世以后,区域差异扩大明显,与全省及区际

差异扩大的趋势一致（见图8）。 

2.三大区域内部差异从南向北依次增大。其中,苏南地区自1980年代中期以后比较平稳,不过新千年以来有扩大迹象；苏中

地区在波动中缩小,新千年以来比较稳定；苏北则波动剧烈,2002-2004年期间扩大明显,而2005年以后又明显缩小（见图9）。 

3.从各地市内部差异来看,基本上呈现出波动明显、由南往北逐步递增的特征,最北部的徐州、连云港两市内部差异最大,苏

中各市其次,而经济最发达的苏南及苏北的其他地市内部差异都相对较小（见图10）。从当前横截面数据来看,倒U现象比较明显

（见图11）。南京市内部差异最小应该与其内部基本计量单位（只有3个）最少有关。 

4.总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各区域内差异对全省区域经济差异贡献都大幅度地下降了,尤其是苏中地区（见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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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三大区域中,苏北地区的经济差异长期以来对全省区域经济差异贡献最大,不过入世以后转变为苏南地区对全省区域经济

差异贡献最大,并且有提高的趋势（见图9）。可见入世后江苏全省区域经济差异的迅速扩大与苏南地区内差异扩大也有密切关

系。 

 

 

（三）江苏省总体基尼系数的地区分解 

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以人口分类,④考察不同人口组的收入差异情况,第二种是按收入来源分类,考察不同收

入来源对总基尼系数的贡献度,以此分析影响收入差异程度的主要收入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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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人口分组的分解方法 

如果总样本可以分为有限个人口组,用G代表整个样本的基尼系数,则G可以分解为三个部分,即组内差异部分、组间差异部

分、组间重叠部分。 

用公式表示： 

G=GA+GB+GO 

式中,GA（theIntra2class component）表示基尼系数（G）的组内差异构成部分,GB（theinter2class component）表示基

尼系数的组间差异构成部分,GO（the over lapped component）表示基尼系数的组间重叠构成部分。 

如果各分组内人口的收入完全相等,则组内差异GA=0；如果所有分组的人均收入完全相等,则组间差异GB=0；如果低收入组

中最高收入水平低于较高收入组内最低收入水平,则组间重叠部分GO=0。同理,还可以在每个分组内再分小组进行基尼系数的计

算,这样基尼系数就进行了两层分解。 

用k表示按人口的分组数,pi和wi分别表示第i组的人口比重和收入比重（i=1,2,⋯,k）,用m表示各组的平均收入,且mi按由小

到大的顺序排列。GA、GB、GO的计算公式分别如下： 

 

式中,pi、wi分别表示第i组的人口比重和收入比重（i=1,2,⋯,k）；Gi为第i分组的基尼系数,其计算公式与GB公式一致,这

里只对某个特定的分组计算,共有k个分组的基尼系数。 

GO=G-GA-GB 

对样本数据进行按人口分组的基尼系数计算,可以考察分组之间和组内人均收入差异状况,还可以考察组与组之间人均收入

交叉重叠的程度。基尼系数除了分离出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两个部分,还得到剩余的组间重叠部分,依据基尼系数的组间重叠组

分的涵义,该部分说明低收入地区中高收入区域的收入水平和高收入地区中低收入区域的收入水平之间的重叠区域,因此,该部

分的数值越小,说明低收入组中最高收入水平与较高收入组内最低收入水平重叠部分越少,低收入组与较高收入组之间的差距越

大,从另一方面来讲,正是该部分数值的变小加速了组间差异的扩大。因此基尼系数分解方法的一个优点就是通过组间重叠部分

GO的变化了解各组间收入交叉程度的变化情况。本文运用两层分组基尼系数计算公式,考察全省三大区域之间以及三大区域内各

地市之间的收入差异程度、三大区域间人均收入交叉程度和三大区域内的地市间人均收入交叉程度。 

2.江苏省整体基尼系数的地区分解 

利用上述方法,测算出1978、1980、1985-2005年的江苏省总体基尼系数及其按人口⑤分解的结果。具体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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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G代表基尼系数,GA、PGA为组内差异及其贡献率,GB、PGB组间差异及其贡献率,GO、PGO组间重叠部分及其贡献率。从

整体基尼系数及其分解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基尼系数基本呈现波动中上升态势,在1993年达到一个极值点,突破国际上公认的警戒水平0.4；

之后小幅下降后2000年再度上升,2002年再次突破0.4,2005年达到0.447（见图12）,2005年后又趋于缩小。 

（2）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尼系数的波动主要受组间差异波动的影响（见图12）。 

（3）基尼系数主要来自组间差异,并且其份额越来越多,说明区际差异巨大,并且越来越大。组内差异则最小,呈波动中下降

趋势（见图11）,这说明江苏省内各个市内部的差异较小,并且越来越小,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江苏省所辖各市内部经济差异都不明

显；组间重叠部分其次,也呈波动中下降趋势,说明三大区域间具有相似收入的县市较少,并且还越来越少,加上组间差异的持续

扩大,说明江苏省三大区域间差异不断扩大,各自有俱乐部趋同的趋势。 

3.江苏省市级行政单位内部基尼系数分析 

运用基尼系数测算方法还可以计算出江苏省各市内部的基尼系数,江苏省内13个市级行政单位的内部基尼系数见图13。 

 

从各市内部的基尼系数测算结果可以得出： 

（1）徐州市的内部经济差异最为明显,一直以来该市基尼系数都是名列全省第一,基尼系数持续高于0.3的水平,甚至有些年

份达到0.4；其次是连云港市。 

（2）从全省来看,倒U特征非常明显（见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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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市的区域经济差异波动明显；尤其是连云港市、苏州市两市。近年苏州市的经济差异急剧增大,值得重视。 

 四、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产业分解 

（一）按收入来源的分解方法 

利用基尼系数总收入差距在分项收入差距之间的可分解性可以对江苏省区域经济总差异进行产业分解。分解方法如下： 

如果居民总收入 Y由 j项收入组成,那么基尼系数也可以分解成 j个部分。这就使得我们可以考察不同分项收入下的收入差

异及各收入来源对收入差异的贡献大小。Cj 代表 j 分项收入的集中率,Wji 为第 i 组 j 收入来源在 i 组总收入中的比重,那么 Cj

可以由下式求得： 

 

式中,Qji=Σii=1Wji为第j产业从1到i组（按照人均总收入由小到大排列）的累计收入比重。 

在获得了j个收入来源的集中率（Cj）后,总样本基尼系数可以按下式分解： 

 

式中,Wj为全部样本来源于第j产业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Cj为第j产业收入的集中率（也称为第j产业收入的基尼系数,

由于计算时是按照人均总收入由小到大排列的,因此可能有负值）。 

基尼系数是所有分项收入集中指数的加权平均,权数为各项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以（wfCfPG）×100%衡量第f项收入对

基尼系数的百分比贡献。 

当Cj>G,且样本人均收入不变,j收入来源在收入中的比重（Wj）的增加将导致基尼系数的扩大,即导致更大的收入不均等,反

之亦然。所以通过计算和比较Cj和G,可以判断j收入来源对基尼系数的贡献趋势。 

根据上述按分项收入分解的基尼系数计算公式,我们可以对GDP按产业进行分解,将GDP分解为第一产业GDP、第二产业GDP、

第三产业GDP,先分别计算每个产业内部的差距,然后再计算区域整体差距,通过贡献率的测算来分析产业对整体经济差距变化趋

势的影响,则产业分解的基尼系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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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fCf+WsCs+WTCt 

其中Cf、Cs、Ct分别表示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集中率,Wf、Ws、Wt分别表示三次产业GDP在总GDP中所占的比重。 

（二）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的产业分解 

首先按产业将 GDP 进行分解,将 GDP 分解为第一产业 GDP、第二产业 GDP 和第三产业 GDP,运用分解公式对江苏省区域经济差

异进行分解,分别计算三大产业的集中率和基尼系数贡献率,结果见图 15。⑥ 

 

 

通过比较基尼系数和三次产业的集中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主要来自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差异,尤其是第二产业。而第一产业则对基尼系数起着缩小的作用,

缓解了基尼系数增大的趋势（见图15）。不过这种作用在减弱。 

2.第二、第三产业集中率的变化对全省基尼系数的变动作用明显。说明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一直是影响江苏省

区域经济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第二产业。 

  五、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效应分解 

（一）基尼系数的变化分解 

以t和t+1下标代表时间,基尼系数的变化可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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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表明,收入差异的变化可以分解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代表由收入比重变化引起的基尼系数的上升或下降；第二部分代

表由收入集中程度的变化引起的基尼系数的上升或下降。第三部分代表由收入比重与收入集中程度变化共同引起的基尼系数的

上升或下降。因为收入比重的变化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密切相关,我们可以将ΣΔwCt称为结构性效应,而称ΣΔCwt为收入集中效

应,ΣΔwΔC为综合效应。 

（二）江苏省基尼系数变化的分解 

江苏省基尼系数变化的分解结果见图16。 

 

可以看出： 

1.结构性效应大多为正,显然产业结构的演变对差异的扩大起到促进作用；而收入集中性效应则围绕零点上下波动,对差异

的扩大所起的作用是不定向的（见图16）。综合效应趋近于零,相对其它两项效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产业集中度的变化对区域经济差异有显著的影响。在1984-1985、1992-1993年,第二产业在苏南地区的大幅度增长,产业

集中度提高,收入集中效应明显,区域经济差异急剧扩大。 

3.结构性效应和三次产业的收入集中性总效应都对基尼系数的变化起到了作用,这表明各地产业结构变动的不一致和各个

产业空间分布不均衡是造成江苏省总体经济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 

  六、总结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经历了三轮阶梯状的递进演变（见图3、图12、图15）；全省区域经济差异主

要来自南北区际差异、县域经济差异和二三产业发展差异；区域经济差异的变动与全省产业结构变动、产业集中度变动息息相

关。显然促进人口流动,让产业集中度与人群的集中度相一致能最大程度的抹平区域经济差异。⑦另外,落后地区二三产业的发

展有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不过在知识经济时代,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二三产业的发展必须以维护良

好的生态环境为前提。 

注： 

 ①一般不特别说明的区域经济差异往往指的是区域经济相对差异。 

 ②各地市市区指所辖城区和郊区合并为一个市区。 

 ③人均GDP均由GDP总量与年末人口总量计算所得。 

 ④按人口分类的标准有多种,既可以按人口居住地分类,如江苏可分为苏南、苏中、苏北三大区域,或分为13个地级市,甚至是

65个县市（含地级市市区）,也可以按人口的收入水平分类。按人口居住地分类则就是按地区分类。 

 ⑤由于本文是按地区将人口分组的,所以本文基尼系数按人口分组亦即是按地区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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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由于产业统计数据只到地市级,这部分区域差异的产业分解以地市为计量的基本区域单位,这部分全省的基尼系数是以地市

人均GDP为测量指标的,与前文“3.3江苏省总体基尼系数的地区分解”中以县市（含地级市市区）人均GDP为测量指标所获得的

基尼系数并不相同。 

 ⑦由于历史常住人口统计数据缺乏,本文采用了户籍人口统计数据,因此文中区域经济差异的计量数据有高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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