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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1998—2016年广东省各县域单元的人均GDP值,利用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判断该省县域经济差异在空

间上是否存在聚集特性,利用热点分析描述该省县域经济差异的集聚状态和精细空间分布特征,利用标准差椭圆揭

示该省县域经济差异集聚状态的位置分布和演变过程。结果表明:1998—2016年,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整体上

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演化过程,2004年是其中重要的时间节点;广东省县域单元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空间正相关

性,具有明显的聚类特征,2004年之前经济集聚程度在增强,2004年之后经济聚集程度逐渐降低;考察期内,热点地区

空间范围变化较小,主要涵盖珠江三角洲及其邻接外围区域,冷点地区空间范围变化较大,但主要集中在粤东地区;
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差椭圆主要表现为东北—西南方向,2005年后旋转角度逐步减小,呈现出向西、北方

向的逆时针转动,粤西和粤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发展速度上升,各县域单元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得到一定程

度缓解。最后,针对协调广东省县域单元经济发展差异提出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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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searchonthemanifestations,causesandsuggestionsofregionaleconomicdevelopmentdiffer-
enceshasalwaysbeenanimportantpartofregionaleconomicdisciplines.Asoneofthelargestandfastest
economicgrowthprovincesinChina,thedifferenceofeconomicdevelopmentlevelandtheevolutionofspa-
tialpatternamongdifferentregionsinGuangdongProvinceattracttheattention.Takingcountyunitasthe
researchsamplecanbetterreflectthefinecharacteristicsofspatialdifferenceofeconomicdevelopmentlevel.
BasedonthepercapitaGDPofeachcountyunitinGuangdongProvincefrom1998to2016,thispaperuses
theglobalMoran'sItojudgewhetherthereareagglomerationcharacteristicsofcountyeconomicdisparities
inGuangdongProvince,todescribetheagglomerationstateand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county
economicdisparitiesinGuangdongProvincebyGetis-OrdGi*,andtorevealthelocation,distributionand
evolutionofeconomicdisparityagglomerationinGuangdongProvincebystandarddeviationellipse.The
resultsshowthedevelopmentdisparityofcountyeconomyinGuangdongprovincepresentsanevolution
processthatfirstexpandsandshrinkslater,withtheyearof2004isanimportanttimenode;after2005,the
levelofeconomicdevelopmentinthePearlRiverDeltaregionisstillveryhigh,buttheeconomicgrowthrate
hassloweddowncomparedwithotherregions,anditisinthelastlevel;theregionsatthefirstlevelmainly
concentrateonsomecountiesanddistrictssuchasZhanjiang,Shaoguan,HuizhouandJieyang;thereisa
positivespatialcorrelationbetweentheeconomicdevelopmentlevelsofcountyunitsinGuangdongProvince,
whichhasobviousclusteringcharacteristics.Before2004,thedegreeofeconomicagglomerationincreased,



andthedegreeofeconomicagglomerationgraduallydecreasedafter2004.Duringtheinvestigationperiod,the
spatialrangeofhotspotschangedslightly,mainlycoveringthePearlRiverDeltaanditsadjacentperipheral
areas.Thespatialrangeofcoldspotschangedgreatly,butmainlyconcentratedineasternGuangdong.The
standarddeviationellipseofcountyeconomyinGuangdongProvincewasmainlyinthenortheast-southwest
direction.After2005,therotationanglegraduallydecreased,showingacounterclockwiserotationtothe
westandnorth.TherelativespeedoftheeconomicdevelopmentlevelinwesternandnorthernGuangdongin-
creased,andthedisparityoftheeconomicdevelopmentlevelofeachcountyunitwasalleviated.Finally,
somesuggestionsareputforwardforthedifferencesofcountyeconomicdevelopmentinGuangdongProv-
ince.Thespatialstructureofregionaleconomyisaneffectivewaytoadjustthedisparityofcountyeconomic
developmentinGuangdongProvince.Thegovernmentshouldformulatetargetedsupportpoliciesfordifferent
countyeconomicdevelopments.Measuresshouldbetakentopromotethefullmobilityofvariouselementsin
spaceandindustrialgradientcooperationindifferentregionsofGuangdongProvince.
Keywords:county-leveleconomy;percapitaGDP;globalMoran'sI;Getis-OrdGi

*;standarddeviation
ellipse;GuangdongProvince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一定程度

的发展差异可以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更好地实

现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并为落后地区的发展起到示

范效应。但是,区域经济差距过大势必会造成区域失

衡和空间分异,深化空间意义上的“马太效应”,在某

种程度上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稳定和可持续

性。研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表现、原因及提出建议

一直以来都是区域经济学科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1]。
当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趋势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指标日益多

样化和丰富化,也从单一经济指标拓展向多元性指标来

表示;二是研究手段日趋多样化和可视化,如利用空间

探索性数据分析、ArcGIS空间统计工具、Geode软件等

方法或工具来表达;三是研究空间范围趋于多维度,不
同空间范围上的区域差异表现形式不同、驱动力不同、
解决思路存在差异,从各种不同空间尺度上来探讨区域

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县域经济发

展差异在空间范围上主要分为中国[2-3],省级行政区如

河南省[4-5]、江苏省[6-7]、福建省[8]、安徽省[9]、陕西省[10]、
甘肃省[11]、山西省[12]、辽宁省[13]、浙江省[14-15]等,城市群

如成渝经济区[16]、辽中城市群[17]、兰州—西宁经济区[18]

等,城市内部如重庆市[19]等,这些基于不同空间范围的

研究成果对解决中国当前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提供了

可靠的思路。研究广东省区域发展差异的文献相对

较少,已有文献中采用的指标主要有集中指数、离差

系数、人口加权变异系数、人地均GDP[20]等,采用的

方法主要有DEA有效性[21]、因子分析法[22]等,自然

地理条件、区位差异、财政和行政体制、人才储备、技
术水平、人口文化素质等[23-24]方面的差距被认为是导

致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

2018年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以97277.77亿元位居

全国第一,比上年增长6.8%。该省是我国经济规模的

领头羊,亦是全国意义上经济增长格局中的核心地区,
起到引领全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优化的示范作用。
但是,广东省内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问题十分突

出,这一状态也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表现出的常态。广东

省域范围内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复杂的自然和经济地理

因素差异,经济发展不平衡性是长期以来各种经济、政
治和社会资源配置、流动和调整中冲突及均衡的结果,
但这种经济发展差异及失衡也将可能成为全省保持经

济健康平稳、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隐患。
广东省区域经济空间差异不仅表现为珠三角地

区和东翼、西翼、山区之间的差距,也表现在不同地级

以上城市、不同县域单元之间的发展失衡。2016年,以
经济区域划分的四大板块为考察尺度,珠三角、东翼、西
翼、山区的人均GDP分别为:114281元、34036元、40
884元、31941元,最高数值是最低数值的3.58倍;
以地级以上城市为考察尺度,人均GDP数值最高的

是深圳市(167411元),最低的是梅州市(24032
元),前者是后者的6.97倍;以市辖区、县和县级市为

考察尺度,人均 GDP数值最高的是高明(175711
元),最低的是五华(12968元),前者是后者的13.55
倍。由此可见,考察尺度越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

差异越大,呈现出的特征愈加明显。分析广东省各区

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空间演化有助于了解该问题产生

的原因及特征,据此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建议,对于

促进广东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平衡空间布局、提高

空间效率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本文采用较小的空间

尺度———县域作为空间研究单元,能更精细地展示区

域经济差异的表现,以地理可视化的技术方法来研究

广东省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状态、程度和趋势,期望

对现有的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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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GlobalMoran'sI)
分析广东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整体分布状况,判断经济

发展水平在空间是否存在聚集特性;通过热点分析指

数(Getis-OrdGi
*)描述广东省县域经济差异的集聚

状态和精细空间分布特征;通过方向分布(标准差椭

圆)揭示广东省县域经济差异集聚状态的位置分布和

演变过程。以上均利用 ArcGIS10.2进行可视化和

空间表达。

1.1.1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是指一些变量在同

一分布区内观测数据之间潜在的相互依赖性。地理

数据由于受空间相互作用和空间扩散的影响,彼此之

间可能是相关的,几乎所有空间数据都具有空间依赖

性,根据要素位置和要素值来度量空间自相关。在给

定一组要素及相关属性的情况下,该工具评估所表达

的模式是聚类、离散还是随机。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I)计算方法见式(1)。

I=
n
S0

∑
n

i=1
∑
n

j=1
Wijzizj

∑
n

i=1
z2i

(1)

其中,S0=∑
n

i=1
∑
n

j=1
Wij。

式中:zi 是要素i的属性与其平均值(xi-X)的偏差;
Wij是要素i和j之间的空间权重;S0 是所有空间权

重的聚合;n 为要素总数。

1.1.2 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工具用于识别具有统计

显著性的高值(热点)和低值(冷点)的空间聚类。热

点分析指数(Getis-OrdGi
*)计算方法见式(2):

Gi
*=

∑
n

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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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wij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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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
∑
n

j=1
xj

n
,S=

∑
n

j=1
x2

j

n -X2

式中:xj 是要素j的属性值;wij是要素i和j的空间

权重;n 为要素总数。

1.1.3 方向分布(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属于空

间格局统计分析方法,着重于揭示地理要素空间分布

的全局特征,识别中心的位置变化与移动方向等,计
算方法见式(3)。

C=[
var(x)cov(x,y)
cov(y,x)var(y)

]=
1
n
(
∑
n

i=1
X2

I∑
n

i=1
XiYi

∑
n

i=1
XiXj∑

n

i=1
Y2

i

)(3)

其中,var(x)=
1
n∑

n

i=1
(xi-X)2,cov(x,y)=

1
n

∑
n

i=1
(xi-X)(yi-Y)

式中:x 和y 是要素i的坐标;{X;Y}表示要素平均

中心;n 为要素总数。

1.2 数据来源

本文以广东省县域作为基本研究单位,数据包括

1998—2016年广东省各县、县级市、地级市辖的市区

(同个地级市中的市区作为一个研究单位)、以及不带

管辖县的地级以上城市,共98个基本研究单位的经

济和空间数据。经济数据采用人均GDP指标反映经

济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历年《广东省统计年鉴》,个
别缺失数据来源于历年各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极
个别数值采用插值法补充,广州市辖区包括之前的花

都市和番禺区(现为花都区和番禺区);空间数据来源

于中国基础地理矢量数据。

2 结果与分析

2.1 经济发展水平及其增长速度空间差异

首先,考察不同县域单元人均GDP数值差异,选
取4个代表年份1998年、2004年、2010年、2016年,
根据自然断裂法(四级)进行分类,利用ArcGIS10.2
对全省各县域单元人均GDP等级进行空间描述,分
布状态见图1。

图1显示,1998—2016年各单元人均GDP值均有

不同程度的明显上涨。第一级别所含范围主要集中在

广州、深圳、佛山、珠海、东莞市,第二级别所含范围主要

集中在围绕前5个城市的其他珠江三角洲城市,第三级

别所含范围主要集中在围绕珠三角的外围地区,第四级

别所含范围主要集中在粤西、粤北及部分粤东地区。可

见,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核心—外围

四级圈层结构,核心区是难以撼动的珠三角地区,且随

着距离珠三角地区距离呈现出经济发展水平的依次递

减状态,处于第四层级的县域涵盖该省总面积的一半以

上。4个年度中不同等级包括县域单元数量见表1。
表1显示,1998年4个等级的县域数量之间基

本上呈现出金字塔形,随着等级的下降县域数量依次

平稳上升。至2004年,第一、二、三等级的县域数量

都出现大幅下降,第四等级县域数量几乎翻倍。这说

明1998—2004年,县域之间经济差距的空间集聚性

更加明显,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幅度拉

大,处于第四等级的县域数量占总数量的64.29%,大
多数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对水平在降低。至2010年,
第一等级县域数量几乎没变,说明处于核心区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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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佛山、珠海、深圳市所含部分地区的领先地位非常

稳定,其他县域难以逾越,第二、三等级县域数量明显

上升,说明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幅度在缩

小,逐渐向金字塔形回归。至2010年,第一、四等级

县域数量和所含范围几乎没变,第二等级的县域数量

略有下降,第三等级县域数量略有增加,说明最发达

和最欠发达地区相对位序比较稳定,处于中间等级县

域之间略微出现分层和差距。

图1 1998年、2004年、2010年、2016年广东省县域单元人均GDP值空间差异

表1 1998年、2004年、2010年、2016年广东省

不同等级的县域单元数量

年份
等级一县域

数量

等级二县域

数量

等级三县域

数量

等级四县域

数量

1998 11 17 33 37
2004 8 8 19 63
2010 9 12 26 51
2016 8 8 31 51

  其次,考察不同县域人均GDP增长速度差异。以

上述分析中得到的结论为启发,以2004年作为节点,分
别考察1998—2004年和2005—2016年各县域经济增长

速度差异,以考察期间内历年人均GDP增长速度的算

数平均数计算年均增长速度,结果见图2。
图2显示,1998—2004年增长速度于第一等级

的县域分布比较分散,第二等级的县域主要分布在珠

三角和粤东地区,第三等级的县域主要分布在粤西和

部分粤东地区,第四等级的县域主要分布在肇庆、韶
关和汕头市。2005—2016年增长速度的等级分布则

呈现出和前一阶段差异较大的状态,第一等级所含范

围主要集中在湛江、韶关、惠州、揭阳市的部分地区,
第二等级分布主要集中在肇庆、阳江市的部分县区,
第三等级主要分布于粤北、粤东和粤西的部分县区,
而珠三角核心城市广州、中山、深圳、佛山、惠州、江
门市等大部分所含县域占据了第四等级覆盖区域的

绝大部分。
经济增长速度差异说明,自2004年以来虽然珠

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高,但是增长速度和其

他区域相比已经放缓,粤东、粤西和山区与珠三角区

域的经济发展差距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客观差距,但
是差距已经在缓解,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格局得到一

定程度的遏制,空间协调性增强。

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进一步考察广东省各县域单元经济发展水平

之间的空间依赖程度和聚类离散特征,利用ArcGIS
10.2空间统计工具箱中的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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阈值采用Z 得分达到峰值的距离值,计算得到所有

年份的p 值均远小于0.01(置信度99%),结果返回

的1998—2016年广东省县域单元经济发展水平的

Moran'sI及Z 得分见表2和图3。

图2 1998-2004,2005-2016年广东省县域单元人均GDP年均增长速度空间差异

表2 1998-2016年广东省县域单元人均GDP的

Moran'sI及Z-score

年份 Moran'sI Z-score 年份 Moran'sI Z-score

1998 0.4450 14.1404 2008 0.4686 14.8910

1999 0.4504 14.4016 2009 0.4677 14.8613

2000 0.4558 14.4755 2010 0.4612 14.6630

2001 0.4622 14.7018 2011 0.4559 14.4917

2002 0.4599 14.6305 2012 0.4328 13.7901

2003 0.4740 15.1289 2013 0.4330 13.8001

2004 0.4764 15.2076 2014 0.4085 13.0738

2005 0.4579 14.5781 2015 0.4088 13.0835

2006 0.4674 14.8447 2016 0.4070 13.0273

2007 0.4701 14.9243

图3 1998-2016年广东省县域单元人均GDP的

Moran'sI及Z-score
表2和图3显示,历年Z-score均大于2.58,Moran's

I均为正值,说明广东省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聚

类特征,存在空间正相关性,数据集的值与空间集聚

度呈正比。从Moran'sI和Z-score历年变化趋势可

以看出,数值变化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98—2004
年,Moran'sI和Z-score均呈现整体稳步上升趋势;

2004—2005年出现一次大幅度下降;2005—2016年

呈现出略微上升后整体明显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见,

2004年是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演化过程中一个

重要时间节点。2004年之前 Moran'sI 逐步上升,
说明在此期间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极化效应

明显,邻接地区的经济发展状态和水平影响到彼此,
经济集聚程度增强,各单元经济发展差异逐步增大;

2004年之后,Moran'sI 整体明显下降,广东省县域

经济发展水平极化效应在减弱,经济聚集程度降低,
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差距在缩小。

空间自相关性测算结果说明,广东省人均 GDP
处于相近层次的县域呈现出空间集聚性,经济发展水

平较高的地区能够很好地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经济发

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也处于较低水平地区的包围中,呈
现明显的聚类特征,经济水平较高的县域在空间上

临近,通过空间相互作用使得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溢

出效应。

2.3 热点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广东省县域单元经济发展水平高

值或低值要素在空间上发生聚类的位置,根据1998
年,2004年,2010年和2016各县域人均GDP值,利
用ArcGIS10.2空间统计工具箱中的热点分析制图

模式,得到4个年度热点分布见图4。
图4显示,4个代表年份中高值(热点)(Z-score

>2.58,置信度为99%)聚类所涵盖的范围基本上是

一致的,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2004年少了德庆县),
包含县域单元数量占总数的43.88%,空间范围主要

包括广州、深圳、惠州、珠海、东莞、中山、佛山、清远、
肇庆、江门市所辖区域,说明以上地区高值(热点)
的聚类非常紧密,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也被其

他经济发达的地区所围绕。4个年份中低值(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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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score<-2.58,置信度为99%)聚类包含的县域

数量分别为8,11,18,19,数量逐年递增,空间范围主

要集中在粤东地区,包括梅州、河源、揭阳、汕头、潮州

市所辖区域,说明以上地区低值(冷点)的聚类非常紧

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也被其他经济欠发达的

地区所围绕。4个年份中随机点(-1.65<Z-score<

1.65)包含的县域数量分别为22,20,23,31,数量呈

上升趋势,前3个年度包含的空间范围主要包括围绕

热点地区的外围区域及湛江市部分县区,2016年新

增的空间范围扩展至整个粤西地区,说明粤西大部分

地区已经由冷点地区转化为随机点,该地区低发展水

平集聚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

图4 1998年、2004年、2010年、2016年广东省县域单元人均GDP热点分析

2.4 标准差椭圆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广东省县域单元经济发展水平地

理要素的空间特征,如中心趋势、离散和方向趋势等,
基于各县域单元的空间区位,采用标准差级别1表达

68%指标要素的质心包含在内,距离阈值采用Z 得

分达到峰值的距离值,计算人均GDP值空间分布的

标准差椭圆。计算得到1998—2016年广东省县域单

元经济发展水平标准差椭圆的各项参数见表3。4个

代表年份1998年、2004年、2010年、2016年标准差

椭圆的空间分布态势见图5。
表3和图5显示,广东省县域单元经济发展水平标

准差椭圆的面积、X轴长度、Y轴长度的变化大体呈现

出两个阶段:1998—2004年3个参数值逐步下降;

2005—2016年3个参数值在波动中稳步上升,尤其是X

半轴逐渐变长。旋转角度逐步减小,标准差椭圆逆时针

转动,向西、北方向移动明显。广东省县域单元经济的

空间差异主要表现为东北—西南方向,椭圆中主要包括

广州、东莞、深圳、中山、佛山、珠海、江门、惠州市的绝大

部分所辖区域,以及河源、清远、肇庆、云浮及阳江市的

小部分所辖区域,基本上覆盖珠三角地区。
标准差椭圆测算结果说明,2004年之前经济指

标的空间集聚性越来越大,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呈现的向心力愈加明显;2004年之后空间集聚程度

出现分散,数据离散程度越来越大,粤西和粤北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增长速度快,各县域经济发展水

平差距得到一定程度缓解。长轴和短轴的标准差均

呈现出“U”型变化,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在东北—西南

方向上呈现“先集中—后分散”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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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998-2016年广东省县域单元人均GDP标准差椭圆参数

年份 Shape-Area/km2 XStdDist/kmYStdDist/km Rotation/(°)

1998 73417.74 98.55 237.17 64.1194
1999 72952.71 97.88 235.14 64.0785
2000 70544.71 96.94 231.68 63.9465
2001 69836.11 96.65 230.04 64.0275
2002 69784.94 96.91 229.23 63.5976
2003 68927.65 96.60 227.14 62.5894
2004 68384.04 96.25 226.19 62.4996
2005 72299.80 98.52 233.61 61.5951
2006 71739.82 98.74 231.30 61.4705
2007 71163.86 99.37 227.99 61.2669
2008 70726.15 98.99 227.45 61.3682
2009 75461.91 103.31 232.54 61.4825
2010 77414.99 105.13 234.41 61.3501
2011 78591.65 105.47 237.23 61.1394
2012 79578.31 105.71 239.65 61.1231
2013 79504.99 105.78 239.28 61.1321
2014 80007.26 105.84 240.65 61.1041
2015 80059.10 105.87 240.72 61.1871
2016 80530.42 106.01 241.83 61.2433

图5 1998年、2004年、2010年、2016年广东省县域

单元人均GDP标准差椭圆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 论

广东省作为中国经济规模最大、增长水平最快的

省份之一,其省域内部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和空间格局演变是值得关注的,以县域单元作为研究

对象更能体现出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的精细特征。
基于1998—2016年各县域单元人均GDP值,利用全

局空间自相关指数、热点分析、标准差椭圆等探讨其

空间差异及演化,主要结论如下:
(1)经济发展水平绝对值和增长速度差异显示,

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呈现出从珠三角城市

群向外围地区逐渐降低的态势,发展水平最低的地区

集中在粤西、粤北及部分粤东地区。但是各县域经济

增长速度却已经表现出不同的状态,尤其是2005年

以来,湛江市、韶关市、惠州市、揭阳市部分县区经济

增长速度最快,珠三角地区增长速度已处于最低等

级。这说明,近十几年来虽然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

水平仍然很高,但是由于其基数较大以及产业结构转

换、政策红利逐渐消退、要素流动性增强等原因,人均

GDP增长速度不再具备优势。粤东、粤西和山区与

珠三角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虽仍存在着不可忽视的

客观差距,但是差距已经在逐渐缓解,说明在一定程

度上已经破解了区域空间格局的“路径依赖”。
(2)经济差异的整体分布、集聚状态和精细空间分

布特征显示,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聚类

特征,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即经济水平较高的县域在空

间上临近,通过空间相互作用使得地区之间存在明显的

溢出效应,即存在着较为普遍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现
象。但是2004年是个明显的转折点,在此之前极化效应

更为明显,经济集聚程度增强,经济发展差异逐步增大;
在此之后极化效应减弱,涓滴效应凸显,经济聚集程度

降低。这与新世纪初广东省开始实施的一系列差别化

的区域政策有关,如积极推动泛珠三角地区区域合作,
实行产业和劳动力的“双转移”政策等,这些都利于更

好地破解“区域粘性”,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3)经济要素空间分布的全局特征显示,广东省

县域单元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主要表现为东北—
西南方向,该方向也与广东省行政辖区图基本一致;
标准差椭圆中基本覆盖珠三角地区及其周边,这些地

区是该省的核心地区,集中了绝大部分经济社会资

源。2005年以来,标准差椭圆逆时针转动,且旋转角

度逐步减小。说明粤西和粤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

相对发展速度上升,未来这些地区应通过更合理的产

业分工链条、更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更畅通的空间

联动机制,建立与核心地区更紧密的区域联动关系,
充分挖掘潜力,增强自我发展能力。

3.2 讨 论

1998—2004年,广东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呈现

逐渐扩大状态,且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间的空间自相

关和集聚程度越来越强;2005年至今,经济发展水平差

异趋小,空间集聚程度略有分散,虽然珠三角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仍遥遥领先,且贡献了全省经济总量的绝大部

分,但是其相对增长速度已经略有放缓,由于其指标基

数较大,增长的绝对数额仍具有明显优势。这种差距产

生与广东省内不同区域之间自然资源、政策倾斜、环境

要素、市场完善、技术禀赋、产业布局、人口引力、城市动

力等因素有密切关联,但是近十几年来差异的缩小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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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自2000年来广东省“缩小区域经济空间差异、促进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系列规划的相关政策效应已经凸显,
起到了抑制空间差异继续扩大的作用。

(1)优化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是调整广东省县域

经济发展差距的有效途径。平衡各区域之间要素收

益率之间的差异,打破“循环累计因果”效应对优势空

间与弱势空间的影响,强化珠三角地区技术和经济的

外溢作用,形成有效率的空间互动体制。构建区域经

济协调发展的组织框架和宏观执行机制,在珠三角中

心区域充分发挥辐射和示范作用的同时,培育不同空

间层次的次级经济增长级,分别带动粤东、粤西和山

区的辐射县域,形成不同分工布局、等级联动、网络共

生、良性循环的区域经济空间体系。
(2)针对性地制定适合不同县域经济发展的支

持政策。同一省份不同县域间存在经济发展的梯度

差异是必然的,这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是

各省份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事实,在正视合理差

距的基础上,适度平衡是需要省级经济宏观调控部门

给予科学智慧的顶层设计。政策作为引导各种生产

要素空间配置和产出效率的重要内生变量,在空间上

应予以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高效配置。结合不同县域

单元现有基础和相对优势,针对性地制定不同侧面和

力度的差异化支持政策,并辅以政策执行的跟踪和反

馈机制,提高非珠三角地区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和

社会治理能力,将有利于缩小和优化广东省不同县域

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状态。
(3)促进广东省不同区域空间上各种要素的充

分流动和产业梯度合作。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和制度

体系,为资金流动、技术外溢、人才交流、信息扩散等

提供硬件和软件上的支持和保障,充分挖掘欠发达地

区的经济潜力、产业潜质和后发优势增长潜能。形成

合理的产业管理统筹体制和互助协调机制,逐步实现

不同区域的产业集群化和产业协作体系,以实现产业

在不同空间上的聚合和裂变,提高非珠三角地区可持

续发展的内生机制,实现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的

跨越式提升,对避免空间分化进一步扩大,实现整体

意义上效率和公平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以便形成更全

面、更深层次的区域一体化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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