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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 本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现象及其原

因进行 了分析
。

文章将影响地区经济差异的因素主要归结为三大类
,

即人力资本因素
、

结构因素与

政策因素
。

利用 1994 年中国分省统计资料
,

通过多元 回归分析
,

本文发现结构因素与政策因素对地

区经济差距的扩大起主要作用
,

而人力资本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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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 19 78 年开始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

政策以来
,

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
。

但以此同

时
,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

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不平等现

象也 日益突出
,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

的不平等现象给以 了应有的重视 (P a r is h 1981
,

19 84 ;

Why et 19 85
,

1 986 : Ne
e

1989
,

199 1 : Wal d
e r

19 9()
,

199 2 ;
以 iff n

a n d 跳
a 。

1993
,

B ia n 一994
,

1 996 )
。

但这些学者探讨的基本

上是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及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影响

个人收人差距的机制
,

而对于地区经济差距现象及其

原因
,

则涉及不多
。

从有关统计资料看
,

近年来中国的

地区经济差距呈明显扩大趋势
。

显然
,

地区经济差距过

于悬殊
,

会对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生产非常不利的

影响
。

其导致的最坏可能性是什么 ?中央党校司局级干

部学员认为会影响中国的社会稳定 ( 84 % )
,

甚至促成

国家的可能分裂 ( 16 % ) (潘岗
,

199 5 )
。

可见
,

地区经济

差距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社会经济稳定与协调发展的大

问题
。

本文主要探讨中国地区 经济差距的现状
、

原因及

形成机制
,

以期对制定地区社会经济政策有所启示
。

一
、

地区经济差距问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约三十年间
,

地区间

的经济差距不是很大
。

而 70 年代后期以来
,

在社会经

济取得令人瞩 目的成就的同时
,

地区间的经济差距也

日益扩大
,

其主要表现为
:

1
.

经济发展差距拉大

80 年代以来在探讨地区经济问题时
,

比较流行的提

法是将中国分为东部
、

中部与西部三大区域
,

东部包括

北京
、

天津
、

河北
、

辽宁
、

上海
、

江苏
、

浙江
、

福建
、

山东
、

广东
、

广西
、

海南等 12 个省市 ; 中部包括山西
、

内蒙
、

吉

林
、

黑龙江
、

江西
、

河南
、

安徽
、

湖南
、

湖北等 9 个省区 ;

西部包括四川
、

贵州
、

云南
、

西藏
、

陕西
、

甘肃
、

青海
、

宁

夏与新疆等 9 个省区
。

三大区域的经济差距被称为
“

经

济发展的梯度格局
” 。

据统计
,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起至 197 8 年的 30 年间
,

以现价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年

均增长速度
,

东
、

中
,

西部之 比为 6
.

81
: 6

.

78
:
7

.

25
,

西部

地区高于东部地区 0
.

44 个百分点
,

这种速度差的积累
,

使经济发展的梯度格局有所缩小
。

197 9 年以来
,

经济发

展的梯度格局逐步扩大
,

在 1979
一 1995 年的 17 年间

,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9
.

8 %
,

其中
,

东
、

中
、

西部增长速度之比为 12
.

8 : 9
.

3 :

8
.

7
,

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 4
.

1个百分点
。

1995 年全

国国民生产总值达 5765 0 亿元
,

其中东部地区为 340 1亿

元
,

中部地区为 巧2 77 亿元
,

西部地区为 8359 亿元
,

三

大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之 比为 59 0 :
26 5

:
14

.

5
。

与 1980

年相比
,

东部地区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总量中的份

额提高了 6
.

83 个百分点
,

中
、

西部地区的份额下降了

3
.

8 个百分点和 3
.

03 个百分点
。

考虑到东
、

中
、

西部地

1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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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人 口构成在 9 19 7一 1995 年的 17年间几乎没有明 的中国统计年鉴上看到
,

1981 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

显变化的事实 (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速度略高于东部 人为 191
.

33 元
,

东
、

中
、

西北地区农民人均纯收人之比

地区 )
,

这种经济发展速度的差距就更令人深思了
。

从 为 1
.

39
:

1
.

11
:

1 ; 199 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人为 708
.

5

人均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来看
,

经济发展的梯度格局 元
,

东
、

中
、

西部地区农 民人均纯收人之比为 1
.

71
:

也非常明显
,

1995 年全国创造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1
.

26
:
卜 199 3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人为 92 1

.

6 元
,

其中

47 57 元
,

其中东部地区为 79 or 元
,

中部地区为 3250 元
,

东部地区为 13%
.

3 元
,

中部地区为 8 16
.

3 元
,

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为 269 6 元
。

中国社科院的朱庆芳曾对 1995 年 为 682
.

3 元
,

东
、

中
、

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人之比为

全国 t 88 个大中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 2
.

05
: 1 20

:
1 ; 199 5 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纯收人为 1578

估
,

其评估的结果是全国平均为 56
.

4 分
,

排在前十位的 元
,

三大地区农民的纯收人之比为 2
.

30 : 1
.

30
: 1

。
1995

城市是北京 ( 66
.

5 分 )
、

上海 ( 66
.

4 分 )
、

广州 (66
.

3 分 )
、

年东部地区的北京
、

天津
、

上海
、

江苏
、

浙江
、

广东 5 省
、

杭州 (65
.

4 分 )
、

深圳 (65
`

2 分 )
、

珠海 ( 64 5 分 )
、

佛山 市农 民的人均收人超过 26X() 元
,

最高的上海为 41 08

( 64
.

3 分 )
、

大庆 (64
.

1分 )
、

无锡 ( 63
.

8 分 )
、

南京 ( 63
.

4 元
,

是最低的甘肃省的 5
.

12 倍
。

另据国家计委宣布
,

目

分 )
,

排在后十位的城市是汕尾
、

东川
、

广元
、

遂宁
、

鹤 前江苏省已基本上实现了小康
,

到本世纪末
,

苏南地区

岗
、

六盘水
、

大庸
、

萍乡
、

天水
、

内江
,

其得分均在 40
.

5 将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

成为我国提前 50 年实现

分以下 (朱庆芳 199 6)
。

我们看到
,

排在前十位的几乎都 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地区
。

然而
,

具有强烈反差的是目前

是东部地区的城市
,

而排在后十位的则几乎都是西北 中国还有 592 个贫困县
,

65 00 多万的贫困人 口
,

虽然东

地区的城市
。

部地区还有 1仍 个贫困县
,

然而按人 口计
,

约 90 % 近

2
.

收入差距 仅x X )万的贫困人口集中在中
、

西部地区
,

他们大多生活

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

城乡居民收人的地区差 在交通不便
、

基础设施极差的深山区
、

裸石山区
、

荒漠

距也在不断扩大
。

在五
、

六
、

七十年代的时候
,

城乡居民 区
、

高寒山区
、

黄土高原及地方病多发地区和边远缺水

收人的差距还不是很大
。

从城镇居民看
,

1981 年城镇居 地区
。

若以这些地区农民的收人而言
,

则就更低了
,

如

民的生活费收人为
:

东部地区 4 37 元
,

中部地区 40 9 元
,

贵州省 199 5 年的人均收人接近 1仪旧元
,

而麻山
、

瑶山

西北地区 435 元
。

三大地区城镇居民的生活费收入之比 地区农民的人均纯收人却只有 188
.

3 元
,

人均占用粮食

为 1
.

01
:

0
.

94
:

1
,

到 199 5 年时
,

城镇居民生活费收人分 仅 183
.

6 公斤
,

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

布为
:

东部地区 科 7 1元
,

中部地区 2 108 元
,

西北地区 3
.

生活水平差 距

244 5 元
,

三大地区城镇居民的生活费收人之比为 1
.

83
:

与收入差距相对应的是地区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

0
.

86
:
1

。

中国绝大部分的人 口生活在农村
,

我们从权威 差距
,

如 1994 年城镇居 民消费水平最高的广东省 为

表 1 19 94 年各地区城乡居民家庭支 出和消费水平 单位
:
元

农村家庭 全年人均支出 生活消费支出 城镇家庭 生活消费支出

全国平均 13 38
.

5 65 1
.

8 全国平均 28 6 6
.

0

生活消费前六名 生活消费前六名

上海 3 9 24
.

1 2 25 1
.

0 广东 5 18 1
.

0

浙江 27 86
.

3 14 93
.

9 上海 礴6 69
.

0

北京 抖90
.

2 13 39
.

1 北京 4 13 4
.

0

广东 2 4 06
.

2 144 2
.

4 浙江 4 07 9
.

0

辽宁 189 8 9 8 ! 0 6 广西 3 327
,

0

天津 一87 2
.

4 84 6
.

9 天津 33 0 1
.

0

生活消费后六名 生活消费后六名

甘肃 6 36 3 294
.

5 江西 22X()
.

0

贵州 65 8
.

6 3 33 3 黑龙江 21 麟
.

0

青海 7沁
.

9 398 1 河南 21 55
.

0

陕西 8 14
.

5 3 9 9
.

6 内蒙古 2 1 11
.

0

山西 8 66
.

2 47 3 6 吉林 2田 6
.

。

河南 890
.

2 4 25
.

2 山西 2 《H 3
.

O

资料来源
: 《中国信息报》 ( 199 5

.

4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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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邵 元
,

是最低的山西省的 2
.

缈摘
,

农村居民捎{费水平

最高的为止海市
,

是最低帕何南省的 匀 3
.

情心见表 民玩 人

、
州出述分析标明、 改英以来侈随经济发屏而出…现的她

尽经济差距尽根当悬殊 、然种羞距凰并非是经济发展

阶肆理论假设下可母姆略不 i己故因丸

浮 、
影帅地疼经济灌簿的因素分析

飞

1豁衷献回
;
顾 二

召亥于地区闻经济差距原因的探板
,

态纷济学
;、

社余学

领地理学都有哑涉及
`

,

太致可以归结为异个峨食题
; , 介 :

、

。 是资饵率嶙始题 、

其认为经济发展和收人水平

与资
l

源案赋具有很庵切的关系尔尤某是太力资源的作

用尤为重要
。 4

人力嘟本理论认为
、

从宏观出看 {
,

吮介卿

家和地区 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所拥有的大力资本含徽

有很高的相关
,

舒尔茨发现
,

从 1孕29年到滩…9与7年间韵

美国国民收入增长额中
,

作为人力资本主要形式峋勺教

育投资的增 加在国民收人增 长额 中所起 的作用法到

33 % ; 另一个美 国经济学家丹尼森也对人力资本投
一

资

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
,

发现美国 192 9 一 19 57 年

间由于教育投资增长而引起的国民收人的增长占整个

国民收入增长的 23 %
。

从微观上看
,

具有不同人力资本

含量的劳动者获得的受益也各不相同
。

根据这种理论
,

可以认为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生存环境差
,

人力资源素

质低
,

经济发展与报酬水平因而也低
。

二是结构因素论题
。

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
,

经济发

展 及相应 的差异受结构因素 的制约
,

如库慈涅茨

( uK二
t s 195 5) 等经济学家们认为

,

经济正经历发展初

期的国家会经历收人分布的不平等
,

尤其是发展中国

家
,

经济部门的发展极不平衡
,

存在着现代部门与传统

部门
,

现代部门是经济先增长的部门
,

而传统部门则正

相反
,

那些就业于先增长部门的人将先获得收人的增

加
,

而在其他部门的则不
。

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

将会有愈来愈多的人被吸引到更有生产率与更高报酬

的现代部门就业
,

只有到那时
,

收入的不平等才有可能

趋于减少
。

发展经济学对 国与国间收人差距的分析发

现
,

最穷的国家与最富的国家相比
,

其收人分配往往更

平等
,

而那些处于最穷与最富间的国家
,

收人的分配反

而不平等 ( P
a u k e rt 一盯 3

,

助b i
n so n 一976 )

。

阿曼 ( Am in

197 4
,

197 6) 则指出
,

许多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结构

是扭曲的
,

他称之为
“

关节错位
”

( Disfut i
e u l at io n

)
。

经济

部门间的关节错位是包括发展水平和生产率非常不同

的经济部门共存的现象
,

发达部门使用现代生产技术
,

垄断了可得到的资本
,

资本密集
,

经济发展快
,

收人也

高公面不发达部门使用的绪奋统技术
,。萦动密集程度高补

桩巷是非出夕导向父由币惰统部f习离动卑产啤褥
,
劳励

者的工资也低百扣i托衰与未度森 (〕私橄川禅l!令峥称饰训戏油
彻祠神卿冲 飞哪粉 )库现

,

不夙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

福利水平
,

诸如国民生产;瞬值沁粗辣E右率与教育水平签

与关节错位有着很高的相荣
,

关育犷错位越妈
}则扣应韵

发展水平气社会福利}水予也越低
。

扎顾司卡角珍幽乌哟 f

长唱访呜拓 盈卯Q李在对澳沐利:亚取碍杜鑫经济成就的风时

闰
_

内所艇蒙在种地区酬左铃异进行的研究牵现时各地辱
经济的都门功量与她区承邺玲匆就邓结构尹寸鹅爆必捧人
,

昆的社会经济位置与收衣有餐明爆钟影响毋
.

从地辉本

平上看
、
雇所有各种因家户

, 、
劝各地坏人贝的收人水平

产生影响的最突幽的结构厕素是地尽工业就业吕 ;
一 、

: 再
一

再是政策因素旗题针近来有些学;者在研究中国
:改

革攀来 的收人分配吸坎嚷羞显时发现
,

;巾国的地坏经

济差异有政策卑索有着很大的羡系
。 { ,
谢与艾每丽

「

(孙
adn 腼 ly 1

996 ) 利用 198 8 年中国分省家庭户
,

收人巩目

的资料
,

在对中国改革时期城市收人的地区差异分析

时发现奋 中国
二

宜匀人力澎本斡回报率赴味髓经济的增长

而增加
,

地区收人差异刹卜申人力资本因索新决税 他

们甚至发现
,

在经济发展快的地区
、
算人爽资本帅月难

率比经济发展慢的地区还低
,

他们认为对城市收衣地

区差异的可能解释是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的差异
,

而这又与政策因素紧密相关
。

不过
,

对于这个结论
,

他

们没有作进一步的验证与分析
。

范 (C
.

iC dny aF
n 19 97)

通过对 70 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地区政策变迁的研究后指

出
,

地区经济差距 的扩大与不平等的地区政策紧密相

关
。

80 年代以前
,

中国地区的资源察赋差异虽然也很

大
,

但地区经济差异并不明显
,

这与当时缩小地区差别

的政策及相应的一系列措施有关 ; 197 8 年以来
,

受西方

发展理论的影响
,

特别是出于经济效率与整个国家经

济增长的考虑
,

中国采取了倾向东部地区的发展政策
,

特别是沿海地区优先发展的设计
,

使东部地 区在基础

设施
、

项目
、

投资及市场化程度等方面明显领先内地
,

这种有差别的地区政策导致 了地区经济差异的扩大
。

国内相当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中国地区经济差异扩大

的现象
,

并将地区经济差异的重要原因归结为政策因

素 (张 x 99o
,

刘 x 99 x
,

x
u

z99 5转引自 C C i
n

dy Fa n
199 7 )

,

他们指出
,

不平等的地区政策使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

展处在不同的起跑线上
,

沿海省份与内地省份相比
,

在

发展的机会与投人 回报上
,

都处在比内地省份有利的

位置上
。

2
.

研究方法

那么
,

影响地区经济差距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 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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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过程 中的地区经济差距探析

从地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与收人水平的差距来看
,

人

力资本
、

结构因素
、

政策因素对地区经济差距有否影

响
,

程度如何? 本文根据 199 4 年中国分省统计资料
,

试

图通过多元回归分析
,

对人力资本
、

结构因素及政策因

素与地区经济差跟的关系进行探析
。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
,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

及相应的经济回报与人力资本有密切的关系
。

人力资

本是指人们以某种代价获得并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

一种价格的能力或技能
,

舒尔茨把人的知识和技能称

作为人力资本
。

在本文中
,

人力资本以下面两个变量表

示
:
一是 巧 岁及以上人 口中的文盲率

,

二是 巧 岁及以

上人口 中大专及以上文化者的百分比
。

如果人力资本

对地区经济差距确实有影响
,

则 巧 岁及以上人 口 中的

文盲率对地区经济发展与收人有负影响
,

而 巧 岁及以

上人口 中大专及以上文化者的百分比则有正影响
。

结

构因素对地区经济发展与收人差距的影响
,

本文从两

个方面进行检验
,

一是结构错位系数变量
。

结构错位系

数概念的提出受到阿蔓
、

斯托克和安度森的启发
,

在这

里
,

结构错位系数界定为社会劳动者分布与相应的国

内生产总值分布间差额的绝对值之和
。

二是人均乡镇

企业总产值变量
。

一个有 目共睹的事实是改革 以来中

国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意

义
: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收人越来越与乡镇企业的

发展相关
。

如果说结构因素对地区经济差距有影响
,

则

人均乡镇企业总产值这个代表地区 乡镇企业发展水平

的指标
,

应该对地区经济差距具有显著的影响
。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地区发展政策具有很大的倾向

性
,

采取了优先支持区位和经济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

发展的东倾政策
,

先后开辟的 5 个沿海经济特区
、

14 个

沿海开放港口 城市
、

长江三角洲
、

闽南三角地区及新建

立的福建台商投资区
、

上海浦东新区
,

形成了由南到北

沿海岸线延伸的开放地带
,

这些地带受贸易与投资等

政策方面的优惠
,

与世界市场的接近及由此引来的国

外投资
,

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

进而使其与其他地区间的

收人差距扩大
。

外资及港澳台投资占全社会投资额的

份额
,

成为检验政策因素对地区经济发展及收入差距

的绝好指标
。

三
、

地区经济差距的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人力资本
、

结构因素

及政策因素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进考察
。

多元回归

分析的一般模型为
:

丫 二 O、 + 日,儿
i 十 仇凡

; 十 二 十 氏凡
; 十 ie

式中 飞 为因变量
,

在本文中指代欲考察的地区经

济差异
,

戈 为自变量
,

在本文中表现为人力资本
、

结构

因素与政策因素变量
。 。 为残差

,

即不能以人力资本
、

结构因素及政策因素解释的部分
,

B:

为回归系数
,

反映

的是某一自变量在其他自变量控制的情况下对于因变

量的影响程度
。

地区经济差异的回归分析的结果详见

表 2
。

根据表 2 与表 3 的数据
,

我们发现
,

人力资本因素

对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不是主要的
。

一个地区人力资

本含量的高低 (如 巧 岁及以
_

上人口大专及以上文化者

的百分比 ) 只对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显著性影响
,

即

一个省份或地区 的人 口 中大专及以上文化者的比例越

高
,

则该省份或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越高
,

但人

力资本因素对城市与农村居 民家庭的实际收人
、

消费

支出与消费水平均没有显著性的影响
。

那么
,

是什么因

素导致了地区经济的差异呢? 我们的回答是结构因素

表 2 地区 经济收入差异的回归 系数

人均国内生 城镇家 庭 实 农 民家庭实

产总值川 际收人叨 际收人川

人力资本因素

15 岁及 以上人 口 中的文盲率 00 81
.

仅万 9
.

印 55

15 岁及 以上人 口 中大专及 以上文化者 ( % ) 乃 5 43 * *
.

〕̀2 92
.

(〕20 2

结构因素

结构错位系数 一 仪斤0 * 一 乃以冷 一
田 7。 *

人均乡镇企业总产值
〔4 〕 `

19 94 * *
.

08 24
.

15 83 * *

政策因素

外资及港澳台投资占全社会投资 ( % )
.

0 2 9 5 * * *
.

伍 31 * * * 02 17 * * *

常数 6
.

5 397 * * * 7
.

的 42 * * * 5
.

97 08 * * *

多元相关系数 R
.

臾拓5
.

,以 2
.

879 1

模型解释力 R
.

82 18
.

4 9 59 77 27

注
: 〔们〔2〕〔3〕〔4〕指变量在模型 中取自然对数

.

05 <P * <0
.

1 ; P * * <
.

05
; P * * * <

.

仅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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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地区消费差异的回 归系数

城镇 居 民消

费支出川

农村居民消

费支出川

非农 民消费

水平
〔 3 ]

农民消费

水平
t4〕

人力资本因素

15 岁及 以上人 口 中的文盲率

15 岁及 以上人 口大专及以上文化者 (% )

结构因素

结构错位系数

人均乡镇企业总产值川

政策因素

外资及港澳台投资占全社会投资 (% )

常数

多元相关系 R

模型解释力 R

注
: 〔 l〕〔 2〕〔 3〕〔4〕 ( 5〕指变量在模型中取自然对数

.

田 7 3

.

0 2 8 8

.

【好姆

.

田 5 7

.

00 1 8

.

田 32

.

00 86

.

02 15

.

0汉巧

m 4 9

一
.

00 7 2* *

.

15 0 1* *

.

00 ! 4

.

0 3 10

一以拓 5*

.

1月09 * *

.

0 2 3 1* * *
.

0 2伪 * *

6
.

8 97 7 * * * 5
.

8 0 82* * *

.

7 07 1
.

82 39

.

4 9 99
.

67 8 8

.

05 (P * < 0
.

1; P * * <
.

05 ; P * * * <
.

田 5

.

02 16* *

7
.

67 7* * *

62 7 8

394 2

.

02 13* *

5
.

92 2 1* * *

.

8 2(X )

.

67 2 2

与政策因素
。

不过
,

从经济差异的各个指标看
,

结构因

素与政策因素所起的作用又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

从各

省
、

市或 自治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异看
,

结构因

素的影响最为明显
:

一个省
、

市或自治区的人均乡镇企

业总产值越高
,

结构错位系数越小
,

则其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也越高
。

其次对地 区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差异产生

影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为政策倾向
:

外资及港澳台投

资占全社会投资的百分比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回归

系数达 0
.

02 95
。

各地区城镇居 民的家庭实际收人与消

费支出的差异主要与政策因素有关
,

可以这么说
,

东
、

中
、

西部地区城镇居民 的收人与支出的差距扩大是因

为改革开放政策在各地 区推进的程度不同和地区发展

的倾斜政策所致
,

而与人力资本因素和结构因素没有

显著性的关系
。

对于农 民家庭的实际收人与消费支出

而言
,

结构因素的影响是最为重要的
,

其次是政策因

素
。

各地区农民家庭实际收人与消费支出差距的扩大
,

是结构因素与政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

结构因素中
,

人均乡镇企业总产值的高低尤其对农民的生活境遇的

差别有重要 的影响
,

而结构错位则更扩 大了这种差

别
。

不同地区 的农 民从中国改革开放及市场化举措中

的获益各不相同
,

改革开放先行一步
、

推进程度深
、

市

场化程度高的地区 的农民
,

其经济收人与消费水平无

疑要高于那些改革开放相对滞后
、

推进程度浅
、

市场化

程度低的地区 的农民
。

具有同样人力资本的农民
,

同样

勤劳的农民
,

其所处的受结构因素与政策因素影响的

区位不同
,

生活境遇将会有很大的差别
。

四
、

结束语 : 一些建议

影响地区经济差异的回归分析模型表明
,

结构 因

素与政策因素对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消费方面的

差异均有显著性的影响
,

人力资本 因素对地区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的差距也有很大的关系
。

为此
,

笔者认为
,

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对策可侧重以下三个方面
:

1
.

政策转型

第一
,

必须下决心调整地区发展策略
,

切实加强中

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政策环境
,

加快中西

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
,

使之能尽快与东部市场和世

界市场接轨
。

第二
,

在加快 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
、

改善投资环

境
,

使之尽量多吸引外资
。

国家还应适当加大对中西部

地区的投资力度
,

加快中西部地区交通
、

通讯
、

能源及

农 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及基础工业的发展
,

为扩大

对外开放提供 良好的环境
。

2
.

结构调整

第一
,

调整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
,

使第一
、

二
、

三产业能够协调发展
,

配套运行
,

使结构失衡的现

象得以改变
,

只有这样
,

才能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
。

第二
,

中西部地区要积极发展乡镇企业
,

以缩小其

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

第三
,

培育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新

机制
,

建立东
、

西部劳动力输人输出的相对稳定的协作

关系
,

建立跨地区劳动力协调中心
,

共同协调
、

组织
、

管

理劳动力市场
。

目前
,

西部地区还可 以采取
“

以工代

贩
” 、 “

以粮代贩
”

等方式引导积存于农业中的剩余劳动

力
,

参与山区的
“

坡改梯工程
” 、

农田水利建设
、

公路网

建设等
。

3
.

提高人力资本的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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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过程 中的地 区经济差距探析

从地区 经济差异影响的回归分析看
,

各地人力资

本的状况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大小存在着很明显的

正相关关系
,

虽然由于 目前中国市场经济尚不健全
,

劳

动力市场也处于分割状态
,

因而人力资本因素对地区

城乡居民的收人差距的影响还不显著
,

但随着市场制

度的建立健全
,

人力资本存量的状况最终将会对经济

收人和消费产生影响
。

中西部地区若不在人力资本的

改善上尽心尽力
,

经济的发展将会失去后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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