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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因子分析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法和GIS空间统计方法对天山北坡经济带经济发展差异及其空间动

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各县市的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在空同上．

区域经济间“弱弱效应”和“极化效应”较普遍，经湃发达区的辐射作用不强。最后提出了以鸟鲁木齐和克拉玛依市

为。双核”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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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article adopts integrative evaluations of the multi—targets in factor analysis model and

the GIS space statistical method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difference of the economy and the spatial a—

gent in the Northern Slope Economic Zone of Tianshan Mountain．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ern Slope Economic Zone is not high．and the economic devel—

opment of various regions is of remarkable difference．In the space-“the weak-weak effect"and“the po-

larization effect”is very colnlnon among regions-and the radiation effect of the developed area is not

strong．Finally-this article proposes a development pattern that takes the cities of Urumqi and Karamay

as“double c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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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中面

临的重大实践问题，一直是区域经济学研究的核心

问题之一。区域经济发展空间的差异具有普遍性。

认识经济区内各区域单元的空间经济发展差异及存

在于各区域单元之间的空间经济关联，可以为区域

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的决策支持，从空间角度解决区

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差异问题。[13本文以新疆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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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坡经济带8个市和3个县为研究单元，通过DPS

软件定量分析以及GIS空间统计分析揭示了新疆．

天山北坡经济带县域单元上的经济发展差异及其空

间动因。

一、基于因子分析的天山北坡经济带

县市经济发展差异

一(一)天山北坡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多指标

综合评价

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范畴，是诸

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可能用一个或几个指标

就能全面反映C2]，故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不仅要考虑

到经济发展的总量指标，而且还要考虑到反映城市

经济发展后劲和潜力的综合指标[3]，应从经济规模、

经济效益、产业结构、基础设施、人Cl素质、生活质量

等方面去考察。本文选取以下9个指标：国内生产

总值(X1)、第二产业值(X2)、第三产业比重(X3)、

人均GDP(X4)、地方财政收入(X5)、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X6)、公路货运量(X7)、医院病床数(X8)、普

通中学在校学生数(X9)。采用因子分析及聚类统

计法对天山北坡经济带2004年各县市经济发展水

平进行综合排名和分类。

因子分析可以从反映某些区域或城市综合特征

的众多变量中，提取几个主要的公因子，每一个公因

子代表一种重要影响，抓住这些公因子既可以使我

们能够分析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可观测的主要

影响因素‘“，而且还可以简化数据结构。确定综合评

价数学模型的权重，从而计算出综合评价值。利用

DPS软件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公共因子对应

的特征根和贡献率(见表1)。

表1公共因子特征根和贡献率

由表l可见，前两个公共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

到97．53％。由于一般认为累计贡献率达85％以上

提取的公因子有效，因此，上述指标可以由Y1、Y2

两个公共因子来表示。为了使因子的意义更清楚，

采取方差极大正交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

阵[‘](见表2)。

表2方差极大正交旋转后公共因子载荷矩阵

依据因子分析原理，从表2可以看出，X3、X5、

X7、X8、X9变量在公共因子Y1上有较高的载荷，

即以上五个变量是反映天山北坡经济带各县市经济

水平的主要指标，它们分别是第三产比重、地方财政

收入、公路货运量、医院病床数、普通中学在校人数，

反映了一个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和经济辐射能力。在

第二公共因子Y2上，X2、X4两个变量具有高载荷，

它们分别是人均GDP和第二产业产值，这从经济基

础方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综合能力，我们可以看成

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后劲和潜力的综合指标。

根据多指标加权综合评价模型Ft；∑WiYn(i

=1，2。⋯，It；j一1，2，⋯，p)[2]，得到各个县域的经

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值及排序表(表3)。其中Wj

为第j个公因子指标的权重，Y“表示第i个区域单

元的第j个公因子的单项评价值，即是因子得分矩

阵(i—l，2，⋯，n；j=1，2，⋯，m)。

(二)天山北坡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分类及

地域分布

以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值为依据，通

过聚类统计分析法将天山北坡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划分为四种不同类型(见表3)：经济发达区(综

合评价值大于o)、较发达区(综合得分大于一o．2而

小于0)、欠发达区(综合得分大于一0．37小于

--0．31)、不发达区(综合得分小于一o．40)。为了更

好的显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分类及地域分布，采用

了GIS图示方法来展现结果(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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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天山北坡经济带经济发展差异及地域分布

表3天山北坡经济带经济水平综合评价值及排序

效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2005，，不包括兵团

从图1和表3可以看出：(1)经济发达区主要包

括乌鲁木齐和克拉玛依市，这两市在地域分布上位

于天山北坡经济带的东西两端。(2)经济较发达区

共3个市，这类县市在空间分布上主要位于发达区

的周围，包括昌吉市、奎屯市、石河子市。(3)沙湾

县、米泉市、乌苏市和呼图壁县分布在较发达区的周

围。(4)经济不发达区主要是阜康市和玛纳斯县，这

两个县市主要位于发达区的外围。(5)经济较发达

区占天山北坡经济带县市总数的27％。经济欠发

达区占天山北坡经济带县市总数的36％，两类县市

构成了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基本格局，表明北坡经济

带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各县市的经济差异较明显。

二、天山北坡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

差异的空间动因分析

基于因子分析的多指标综合评价能从综合性方

面反映一个区域某一阶段的经济发展差异及地域分

布，为了进一步揭示天山北坡各县市经济发展差异

的空间动因及相互作用，本文采用GIS统计分析中

的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对上述区域进行研究。考虑

到空间分析和计算的可行性，采用人均GDP指标，

它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最概括，最

重要的指标。研究对象仍为上述县域单元，属性值

取各区域单元的人均GDP增量。

(一)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空间关联反映的是一个区域单元

上的某种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区域单元上

同一现象或属性值的相关程度。Es-r]度量空间自相

关性的方法和指标有很多，如Geary比率、Moran I

系数等。这些指标均分为全局指标和局部指标两

种，由于局部指标用于反映整个大区域中一个局部

小区域单元上的某种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相邻

局部小区域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的相关程

度【6届]，所以本文采用局部自相关系数(Local Mo-

ran’s I)模型。

局部空间白相关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LMli=Zt藿y日zj
其中Z；、Zj是观测值的标准化形式，w日是二元

对称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表达n个位置的空间邻

近关系[“91，本文根据邻接标准；三W《zj为相邻观测

值偏差的加权平均。LMI；>O，表明中心县域i与其

相邻县域存在正相关关系，LMIi值越大，正相关性

就越强。LMIi<o，表明县域i与其相邻县域存在负

相关关系，LMIi绝对值越大，负相关性就越强。聃1所

以，通过LMI；值可以发现相邻县域在某个指标上

的空间相互作用特征。
、

(二)空间格局

以1988—2004年天山北坡经济带县域人均

GDP增量作为数据，利用Local Moran’s I(LMli)

系数度量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把各级市作

为县域空间单元处理)，结果见图2。

图2天山北坡经济带经济空间自相关性

由图2与表4可知，(1)局部自相关系数大于0

的县市共有7个，其经济发展与相邻县市的经济发

展呈现正相关。这类县市包括两种类型：第一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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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巾心县市与相邻县市经济发展具有同步离增长

的趋势(强强效应)[1叫，主要包括乌鲁木齐市、阜康

市，石河子索翻魑吉市。其中，乌鲁本齐呈现出很强

的正相关性，说明该市经济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的经

济扩散能力。丽阜康市最然正相关性很强，但由于

受到经济怒模翻入舀规模豹艰翱，经济发展水平不

高。第二种类烈：中心县市与相邻县市经济缓慢发

展或下降具有较强的趋同性(弱弱效应)[10]，这些县

索往往会形成一个低速发展的空麓稷聚蕴域。嘲包

括沙湾县、乌苏市和奎屯市。其中，沙湾县表现出较

强的弱弱效应。(2)局部囱相关系数小于0的县市

有4个，这类娶索的经济发展与稿部县市麓经济发

展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性，在其周围经济发达区与

不发达区在空间上错落分布。同样包括两类县市：

第一类：中心县常的经济快速发展慧羯国芸露的缓

慢发展或下降相关联，一般被称为极化效应区c。．10]，

主要包括克拉玛依市和玛纳斯县。其中，克摭玛依

市极亿效应禳强，与褶郐矮市经济联系很弱，基率上

处于孤立发展状态，如果不有效实施经济政策，那么

将会对相邻县帝产生不利影响。第：类：中心县市

的经济低速发展与周边区域的快速发展相关，往往

会在中心县市形成经济发展的“凹陷”。嘲这类县市

一般分毒在发达区和不发达区的之阀。主要包括米

泉市和呼圈壁瑟。

裹4备县市Local Moran’s I系数及统量

蔟泰名称 Zi ：觋零LMli
岛鲁木齐 1．89 0．78 1．47

党拉玛依 2．47 --2．17 —5．35

蠢滋子 。．OS o-13·。 。．007

赫害0．31 0．73 0。23

米嶷 一O．27 3．Ol --0．82

孵囝璧 一O。46 1．52 --0。69

鹋缡錾 1．21 ～l。2 --I。44

卓康0．8 1．62 1．29

黛咆 一O．89 一O．38 0．34

’囊苏 一1．12 ～o。16 0．18

沙涛 一l。73 ～O。63 1．09

数据米源t‘新疆统计年鉴2005)，不包括兵团

三、结 论

1。采震透予分析的多指标综会评绘模型舄b—

cal Moran’s l模型相结合，可以清楚的识别如区域

经济发展差及其地域分布格局，同时能进一步从空

闽结构的摆互佟震去揭示这种格曷形成酶动露。所

以用本文方法研究嚣域经济差异及其空阁动因眈萃

一的经济统计方法或空间相关方法有明显优点。

2。基予以上定量分析可以嚣出薪疆天出北坡经

济带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备县市的缀济发展差

异显著。而形成这种差异的空间动因，主要有以下

咒个方面：黄先，经济发达区熬辐射作用不强，鸟鲁

术齐作为该经济带的增长极，也只是对相邻县市的

经济发展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另一个经济实力强大

嚣豹克拉玛依市壹予产韭结构单一、经济规模不大

及与相邻县市的联系小，存在着很强的极化效应。

其次，作为经济较发达区的石河子市和昌吉市对周

照昙枣影魄力较高，德扩散强震弱空闭范溪仍较小。

最后，其他的各县市则表现出经济发展不稳定，对其

周边县市影响力弱，基本处在经济低速发展阶段。

说明天出=l|：坡经济带各县索经济发展条件存在显著

差异，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不平衡性。

3．从发展空间来说，乌鲁本齐辐射范黼有限，单

核增长极不弱予天溺薯艺坡经济带的发展。作为另一

端的石油化工中心克拉玛依市阻扩散带动作用弱，

但经济发达，应该进一步加强该地区石油产业链，优

亿产韭结构，不断培植薪的主导产监，加强人力资

源、资本资源以及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使其从极化效

瘦区发展为扩散效应区，促进竟拉玛依市成为天出

北坡经济带的另一个极核。这样在双核的有力作用

下必定会从两端拉动天山北坡经济带的快速发展。

4。石瀑子是处予鸟鲁本齐、克拉玛依两大城审

问的次级中心城市，恰好处予天山北坡缀济带中心

上，有形成“城市洼地，，[11]的先决条件，可以接受两

天中心城索戆辗慰从孛受益。势显磊河予对沙湾县

和玛纳斯矮有较强影响力，如果增进其经济的融合、

形成日益密切的网络关系，将对整个天山北坡经济

带发震霆翻不可忽撬约律震，蠢秘予在经济豢“双孩

结构”的增长模式中中部隆起，发挥区位优势，成为

天山北坡中部一个羹要的农业、棉纺中心和经济隆

起带。

5．在考虑列空间布局的同时，我们还要实施“科

教兴薪战略”，优先发展科学教育。加强优势资源的

转换，毫括石油、天然气、矿产、有色金属、特种生物、

特色旅游和民族文化等资源的开发和转换，尽快将

其转换成经济优势，以带动天如北坡经济带的大发

展。并且在巩固石澜工业主导地位的同时，加强第

三产业、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的建设。

<下转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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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表明收益信息公布会产生大量的私有信息，从而导 性的看似矛盾的研究结论调和起来。

致投机交易的活跃化和回报的连续性。

五、结 论

本文主要分析了交易量和回报之间的动态关

系。实证结果证实，市值大、价差小的大公司股票，

由于大机构投资者占有信息优先权，可以提前进行

私有信息交易，并引导中小投资者的跟风交易，所以

在大交易量的日子，回报呈现持续性。而市值低，价

差大的股票，因为流动性差、交易成本高、深度小、大

机构投资者的操纵和换股流动性冲击，使得在大交

易量的日子，回报呈现翻转性。这一实证结果和美

国市场的结论相反。实证还指出在中国股市，分散

的中小投资者倾向于交易大公司的股票，小公司股

票常被机构投资者所操纵。

交易量和回报之间实际的动态关系依赖于交易

背后的推动力量(流动性需求或是信息交易需求)，

这一点使我们的研究把过去一些关于回报序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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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郑旭 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 2007
    本文以江苏省52个县(含县级市)为研究的区域单元，以计量统计分析为基础，定性、定量地分析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差异特征，分析县域经

济差异与产业结构的关系，以期为更准确地制定江苏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提供科学依据。

    本论文共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介绍区域经济差异的理论和方法。

    第二部分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运用SPSS 13.0 for Windows统计分析软件对江苏省52个县(市)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

    第三部分分析了江苏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与产业结构的关系。

    第四部分对以上的分析作出总结，并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结论：江苏省县域经济增长仍是第二产业主导型，第二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最大；江苏省县域层次的就业结构中，农业人口过多，第

二、三产业就业比重仍较低，就业结构仍处在较低水平，反映出目前江苏省县域层次产业结构水平较低，没有能力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借助

SPSS13.0统计软件，发现各县(市)人均GDP与三次产业产值比重、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以及工业化水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关系，说明地区产业结构

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间产业结构差距的拉大是地区间人均GDP差距拉大的生产力根源。经济落后地区的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劳动生产率水平低

下，是其经济发展缓慢的最主要原因

2.期刊论文 陈振宇.胡宝清.毛蒋兴.刘水源.Chen Zhen-yu.Hu Bao-qing.Mao Jiang-xing.Liu Shui-yuan 广西北

部湾经济区经济发展差异综合分析 -广西社会科学2008,""(12)
    从数据获取入手,建立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评价指标,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发展空间差异

进行综合分析可知:现阶段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经济发展可划分为四类经济发展差异区;基础设施环境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与居民生活质量有密切的关系.

3.学位论文 李蔚蔚 资本流动对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研究 2009
    本文首先运用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资本积累水平、人民生活质量、文卫科教水平和基础设施五大方面的23个指标分析了2007年山东省的区域经济

差异状况，并借助聚类分析将山东省17个地级市划分为四大梯队，第一梯队为济南市和青岛市，第二梯队为烟台市、潍坊市、淄博市、临沂市、泰安市

、济宁市、威海市和日照市，第三梯队为德州市、东营市、莱芜市、滨州市和枣庄市，第四梯队为聊城市和菏泽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各类区域的特

征。

    其次，本文选择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支、银行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五个指标来反映山东省的资本流动状况。搜集了

17个地级市1994-2008年连续15年的数据，借助图表详细地分析了各梯队资本流动的变化趋势及原因。从该部分分析的结果看，处于较高梯队区域的资本

流动明显活跃于较低梯队的区域。

    再次，基于经济计量模型，对山东省各发展梯队的资本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其中所运用到的实证分析模型是一元

线性回归，所用到的计量分析方法包括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分别以反映资本流动的五个指标为自变量，以反映区域经济增长的指标GDP为因变量分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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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建立多个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资本流动对不同梯队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并得出结论：就资本流动而言，各梯队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有差异的

，第一梯队为外商直接投资，第二梯队为金融机构各项贷款，第三梯队为财政转移支付和金融机构各项贷款，第四梯队为金融机构存贷款。相对而言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对地区生产总值的正效应要大一些，尤其是在三、四梯队，表现得更为明显。另外，资本流动各项目对于各梯队国内生产总值的影

响也是不同的，总的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的正效应最小，其次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而金融机构存贷款对GDP的正效应最大。

    最后，针对山东省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引导资本流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包括大力培育资本市场，完善银行融资机制，提高信贷资

金运行质量，改善投资环境，合理控制外资利用规模，提高外资利用水平，将青岛建设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调整区域税收政策，消除第三、四梯队经

济发展不利因素的影响，规范转移支付制度，优化山东省财政支出结构，实施旨在加强第三、四梯队地区自身“造血”功能的财政投资政策。

4.期刊论文 盖丽 安徽省地市经济发展差异及类型划分研究 -大众科技2008,""(3)
    为更好地了解安徽省各地市经济发展差异,形成合理的区域划分,文章结合2006年安徽统计年鉴,从经济发展的规模、结构与效益、质量和潜力四个方

面构建指标体系.利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法,探讨了17个地市经济发展的优势与不足,并运用聚类分析法进一步将这些地市划分为发达型、成熟型

和起飞型三大类,通过解释实证结论,以期为政府制定相应的地区发展规划提供参考.

5.学位论文 卢丽春 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分析 2006
    本文主要研究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问题，通过多种计量方法分别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分析了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演变和目前影响县域差

异的因素，动态方面，本文运用可以多层次分解的Theil系数测量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福建省东、南、西、北地带间、地带内、九地市间的经济发展差异程

度，福建省区域经济差异随时间波动明显，地市差异1978-1993年总体波动不大，1994-2003年总体呈现较明显的上升趋势；闽东南地带内差异1978-

1992年总体波动较小，1993-2003年差异明显扩大，闽南地带内差异扩大幅度最大，而闽西北地带内差异总体呈下降趋势；总体而言，空间尺度越大，差

异越显著。静态方面，本文在界定资源位概念的基础上，选取从业人员数量等11个变量构成区域资源位计量指标体系，同时选取福建省58个县以及县级

市为样本地区，运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对样本地区的区域综合资源位及各子资源位进行计量分析。区域资源位排序结果与福建省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

基本吻合。主成分因子分析结果还进一步显示：在构成区域综合资源位的各子资源位系统中，人力和资本资源位对区域综合资源位的贡献率最大，它是

构成区域综合资源位的主导因素。进一步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表明：区域资源位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大部分存在正相关；在构成区域综合资源位

的各子资源位系统中，基础设施与外资利用度资源位、人力与资本资源位对福建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度较高，而科教资源位则与经济发展水平不

存在正相关性。聚类分析的结果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结论。在动静态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人力资源和资本投入因素、产业结构调

整的差异因素、制度安排因素四个方面探讨了福建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形成原因。最后，在相关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福建省区域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几个对策。

6.期刊论文 闫小平.吴良林.毛蒋兴.王伟.徐涛.YAN Xiao-ping.WU Liang-lin.MAO Jiang-xing.WANG wei.XU tao 
桂西经济区经济发展差异综合分析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25(3)
    本文选取23个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指标,以桂西3个地级市共30个县市为研究单元,构建桂西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方

法提取出6个主因子;运用Ward 聚类法进行综合分析,将全区划分为四大经济发展梯度区,并运用GIS(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空间格

局可视化.通过对综合得分的分析,有利于区内各县市准确定位,制定明确而实际的发展目标,对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7.学位论文 周涛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成因分析 2007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不但经济总量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大大地改善了，但是，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在逐渐

的拉大，这不仅为政策制定者所注意，也引起了经济界学者的广泛关注。

    撰写本文目的在于系统研究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从时间、空间和城市群分布特征等不同的角度，揭示各经济地区问差异的类型、特征及其表

现形式；剖析区域经济的发展差异及差距形成的原因；并就如何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全文共分四章：

    第一章前言。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方法、资料来源，概述了区域经济的概念以及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

    第二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的现状与趋势。阐述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时间特征、空间分布、空间相关程度以及各自的发展趋势，并揭示区域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区间收入与消费差异以及最新出现的城市化与城市群发展之间的差异，最后对这些差异的总体情况做了分析，主要使用因子分析和

方差分析。

    第三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形成的原因分析。首先，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地理位置及环境因素以及政策性因素等方面，剖析影响我国区域经

济差异的原因；其次，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成因做进一步分析。

    第四章结论与建议。概述本文的研究结论，并就如何缩小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将单因素方差分析用于分析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把三大地带看作三个不同的条件，把各地带中的省份，看作是不同条

件下的样本；第二，把生物学进化论中的“优胜劣汰”的规律应用于对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

8.期刊论文 毛蒋兴.严志强.盛凯.黄鹄.Mao Jiangxing.Yan Zhiqiang.Sheng Kai.Huang Hu 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

差异综合评价研究——以广西为例 -改革与战略2008,24(1)
    在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内涵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基础上,从区域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和环境资源发展等3个方面构建了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差异

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引入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以广西为例应用构建的指标体系对经济发展差异进行了综合测度,并将广西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划分为

四个梯度类型.

9.期刊论文 沈正平.翟仁祥.李九全 中国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研究 -经济问题探索2004,""(4)
    依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先构选建用以评价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指标体系;继而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定量方法,对中国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地级

行政区划单元内的290个样本县(市)的经济发展差异予以一系列相关计算,求出各县市经济发展差异得分及类型划分数值区间,将其县域经济发展差异区分

为5种类型并相应地做出评价,主要结论为:1、中国新亚欧大陆桥沿线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程度较大,不同省份均存在强、弱县市;2、中国新亚欧大陆桥沿线

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空间分布很不平衡,发达省份也有为数较多的不发达县(市),而欠发达省份则又有一些发达的县(市),这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

东、中、西三大地带梯度差总格局大不相同.

10.学位论文 张力民 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及不平衡发展研究 2005
    区域经济差异及不平衡发展的研究是现今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而我国绝大多数省区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地理环境与区域经济差异显著

，因而研究省区内部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不仅对深入认识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十分重要，而且对各省区政府乃至中央政府调控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

义。

    湖北省作为全国区域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经济发展特征与全国相比照，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有自己的特性。本文试着在前人研究的基

础上，分析了湖北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现实，界定了湖北省处于工业化初期向全面工业化过渡的发展阶段，并从区域经济差异性和城乡经济差异性等

方面来分析湖北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通过分析，将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分为五类地区，并在动态上分为显著上升、缓慢上升、无变化、缓慢下降和显

著下降五种类型。最后从历史和环境、体制、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等多因素分析了湖北省区域差异的原因，并从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城乡结构、加强政

府宏观调控等方面提出了实现湖北省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本文在收集和整理大量统计数据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以湖北省内各经济单元为主线展开研究，定性与定量结合，并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的因子

分析、聚类分析对湖北省17个地市、州的12项主要经济指标进行了定量的计算和分析，并通过大量的图表结合，比较直观的得出了湖北省最新的不平衡

发展类型，以及用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反映全省近十几年来的动态发展过程，力求为湖北省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作出较为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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