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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态势，被世界誉为“中国奇迹”。
然而，由于经济转型以及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等原因，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
“东强西弱”总格局，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格局保持着日益扩大的演变趋势。
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已经形成共识的今天，科技创新对区域经济增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促
进作用。
所以，通过科技创新加快中、西部地区实现由“资源推动”向“创新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进而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学者百倍关注和深入研究的新课题。
    本书力图转换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研究视角，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来深入考察科技创新对我
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作用机理，从而设计出科学、有效的对策建议，为我国区域经济的持续、协
调和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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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 我国区域的经济增长和创新能力的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2.1 引言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
区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总量和社会财富的增加，价值形式表现为社会总产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
长期以来，经济增长是一个永恒而极具魅力的问题，也是经济学家最为关注而极力研究的问题。
目前，世界经济呈现出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指通过贸易、资金流动、技术创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使各国经济在世界范围内高
度融合，其实质是通过产品与资源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整合，使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优化配
置，进而追求成本下降和收益增加的一种制度选择。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不同空间的经济主体之间为了生产、消费、贸易等经济利益而产生的市场一体化
过程（包括从产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到统一经济政策的逐步演化）。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区域经济差距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共同现象，以区域经济整合来应对国际市场
竞争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过程。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推进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市场化、国际化乃至全球化的进程。
为此，我国区域经济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使我国区域经济在适应经济全球化后建立起适应其发展的区
域经济体系，以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地区经济差距一直是国家十分关注的重大战略问题。
由于受“不断满足全社会和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生产目的和前苏联区域经济发展
理论以及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同时基于从经济上来寻求解决经济发展不对称的利益冲突，我
国基本实行的是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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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态势。
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22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43680.42亿元，27年
间增长了10.98倍，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9.63％，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被世界誉为“中国奇迹”。
然而，由于经济转型和实施“向东倾斜，梯度推进”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等原因，导致了我国区域
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并且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趋势日益明显。
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差距呈现出“先降后升”的阶段性特征：全国人均GDP的标准差系
数从1978年的0.9717下降到1990年的0.5948的最低水平，泰尔指数从1978年的O.1916下降到1990年
的0.1188的最低水平，全国经济差距明显缩小。
到1991年以后，标准差系数和泰尔指数又分别上升到2005年的0.6735和0.1644.，全国经济差距又逐步攀
升；与此同时，东、中、西部地区的区内差距在逐年缩小（从1978年的0.1573缩小到2005年的0.0791）
，而区间差距却在逐年扩大（从1978年的0.0343扩大到2005年的0.0853）。
从1995年开始，区间差距对泰尔指数的贡献度基本上都超过了区内差距（只有1996-1998年3年期间两者
基本持平），并且区间差距对泰尔指数的贡献度越来越大，证明区间差距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差距
的主要力量。
不论从静态分析还是从动态分析，我国区域经济都呈现出“东强西弱”的明显格局，特别是20世纪90
年代以来，这种格局保持着日益扩大的演变趋势。
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势必会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整体经济可持续增长、和谐社会构建
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基于此，20世纪末，党和国家意识到区域经济差距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产生负面影响，审
时度势地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区域统筹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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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与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是21世纪经济学专家专
著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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