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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城市人均 GDP 标准差、城市人均 GDP 变异系数、城市人均 GDP 的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来研究

我国 23 座典型城市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和总体差异 ;用人均 GDP 与 GDP 增长率指标的点矩阵

图来研究我国 23 座典型城市经济发展的变化 ,并结合钱纳里的人均经济总量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理论对

我国 23 座典型城市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 ,并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中国 23 座典型城市经

济发展的差异性逐渐加大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大体趋势为“人均 GDP、GDP 增长率双低”→“人均 GDP

低、GDP 增长率高”→“人均 GDP、GDP 增长率双高”→“人均 GDP 高、GDP 增长率低”;代表城市北京的经

济发展经历了初级产品生产阶段、工业化阶段、发达经济阶段的初级阶段 ;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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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但我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物产分布不均

匀 ,各地区的文化教育、风俗、资源分布、交通等各方

面造成的差异 ,导致了我国各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

性。为了科学研究中国城市的经济特点与发展规

律 ,需要对中国城市的差异性及发展特征做出科学

的分析与评价 ,这对揭示各城市经济发展的特点、经

济结构和发展方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内外学者针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多方面

的研究[1 - 8 ] ,涉及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城市经济的发

展影响因素 ,尤其是重大事项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等。

有部分学者针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定量分析做了一定

研究 ,其所运用的方法主要包括优化模型[9 - 10 ] 、
DEA [11 - 12 ] 、计 量 经 济 模 型[13 ] 、多 元 统 计 的 方

法[14 - 16 ]等 ,但这些研究仍有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改

进 ,如在内容的规范化方面存在不一致的问题且很

少研究是有选择性地突出几个经济指标进行重点分

析的 ,因此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化及城市发展

规律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首先 ,本文基于统计指标建立中国城市经济发

展差异性模型 ,并选择典型城市对中国城市经济的

差异性进行了分析 ;然后 ,基于人均 GDP 与 GDP 增

长率指标 ,对典型城市的经济发展变迁进行了分析 ,

总结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规律特征 ;最后 ,对中国

城市经济的差异性及发展特征进行了总结 ,并针对

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规划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1 　中国典型城市经济发展差异性研究

1. 1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差异性模型

本文选择 4 个指标综合分析城市经济发展差异

性。4 个指标分别是城市人均 GDP 标准差、城市人

均 GDP 变异系数、城市人均 GDP 的基尼系数和泰

尔指数 ,本文用其来研究各市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

相对差异和总体差异。城市人均 GDP 标准差、城市

人均 GDP 变异系数计算公式如式 (1)至式 (3) 。

Y =
∑

n

i = 1
Y i

N
。 (1)

式 (1)中 : Y i 为第 i 座城市的人均 GDP ; N 为城

市样本个数 ; Y 为 N 座城市人均 GDP 的均值。

S = ∑
n

i = 1

( Y i - �Y) 2 / N 。 (2)

式 (2)中 , S 为城市人均 GDP 的标准差。

V =
S
�Y 。 (3)

式(3)中 :V 为城市人均 GDP 的变异系数 ,反映城

市人均 GDP样本偏离城市人均 GDP 均值的程度。

城市人均 GDP 基尼系数也是衡量城市人均

GDP 差异的重要综合指标 ,是指在全部人均 GDP

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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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基尼系数的步骤如下 :首先对各城市的人

均 GDP 进行排序 ,并分别计算各城市的人均 GDP

占各城市人均 GDP 总和的比重。各城市人均 GDP

总和及各城市人均 GDP 占各城市人均 GDP 总和的

比重的计算公式见式 (4)和式 (5) 。

Y = ∑
n

i = 1
Y i 。 (4)

y i = Y i / Y 。 (5)

式 (4)中 , Y 为 n 座城市的人均 GDP 之和 ;式
(5)中 , y i 为第 i 座城市的人均 GDP 在各城市人均

GDP 总和中所占比例。

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见式 (6) 。

G( y) = a - bU y 。 (6)

式 (6)中 : a = ( n + 1) / n ; b = 2/ n ; U y = ∑
n

i = 1
i

×y i ( i = 1 ,2 , ⋯, n ) 。

一般来说 ,基尼系数若低于 0. 2 ,表示收入绝对

平均 ;系数值介于 0. 2～0. 3 ,表示收入比较平均 ;系

数值介于 0. 3～0. 4 ,表示收入相对合理 ;系数值介

于 0. 4～0. 5 之间 ,表示收入差距较大 ;系数值在

016 以上 ,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泰尔指数是衡量个人之间或者地区间收入差距
(或者称不平等度)的指标。当有 n个可能的事件时 ,

相应的概率假设分别为 U1 、U2 、⋯、U n , U i ≥0 且

∑U i = 1。泰尔指数的计算公式见式 (7) :

T = log n - E(U) = ∑ui ×log nu i 。 (7)

1. 2 　中国典型城市经济发展差异性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 1978 —2006 年北京、天津、上海等 23

座典型城市的人均 GDP 来分析上述典型城市经济

发展的差异性变化趋势。绝对差异、相对差异、总体

差异分别采用人均 GDP 的标准差 ( S ) 、变异系数
(V ) 、基尼系数 ( G) 和泰尔指数来衡量 ,其人均 GDP

的标准差 ( S) 、变异系数 (V ) 、基尼系数 ( G)和泰尔指

数的计算结果如图 1、图 2、图 3 所示。

图 1 　1978 —2006 年 23 座典型城市人均 GDP的

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变化趋势图

图 2 　23 座典型城市人均 GDP的总体差异

(基尼系数)变化趋势图

图 3 　1978 —2006 年 23 座典型城市人均 GDP的

总体差异(泰尔指数)变化趋势图

　　由图 1 可以看出 ,用人均 GDP 标准差测度的各

典型城市经济的绝对差异 ,在 1978 —2006 年期间大

体上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 ,标准差由 458. 1 增至

18909. 5 ,年均递增率为 14. 56 %。其中 , 1978 —

1991 年期间呈缓慢扩大特征 ,标准差由 458. 1 增至

1438. 0 ; 1992 —2006 年增速逐渐变快 , 尤其是

2000 —2006 年间 ,标准差由 8242. 4 增至 18909. 5 ,

增长一倍多。用变异系数测度的各典型城市人均

GDP 的相对差异大体上呈现出先缩小后逐渐扩大

的态势 ,可分为二个时期 :第一时期 ( 1978 —1989

年) ,相对差异呈缩小趋势 ,变异系数由 0. 656 减至

0. 388 ,年均递减率为 4. 64 % ; 第二时期 ( 1990 —

2006 年) ,绝对差异均呈逐渐扩大趋势 ,变异系数由

01407 增至 01515 ,年均递增率为 1. 68 % ,增速比较

缓慢。

由图 2 可以看出 ,用基尼系数测度的各城市人

均 GDP 的总体差异也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发展

趋势。第一时期 (1978 —1988 年) ,总体差异呈下降

趋势 ,基尼系数由 0. 2910 降为 0. 2135 ,降低了

01065 个百分点 ;第二时期 (1989 —2006 年) ,差异逐

渐增大 ,变化趋势缓慢 ,基尼系数由 012139 增至

012807 ,而且 1996 —2006 年增速又逐渐明显。但

1978 - 2006 年基尼系数一直未超过 0. 3 ,说明 23 座

典型城市的总体差异并不是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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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 可以看出 ,泰尔指数与基尼系数的变化

趋势是一致的。

2 　中国典型城市经济发展特性研究

2. 1 　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人均 GDP 与 GDP 增长率这 2 个指标

来分析城市经济发展特征 ,并形成点矩阵图。具体

方法如下 :以 GDP 增长率变量作为 Y 轴 ,以人均

GDP 变量作为 X 轴 ,将 23 座典型城市的 GDP 增长

率与人均 GDP 水平按其相对高低进行排列 ;然后 ,

根据 23 座典型城市的平均 GDP 增长率和人均

GDP 的平均值 ,将 23 座典型城市划分到如下 4 个

经济发展状况区域 ,即 GDP 增长率和人均 GDP 双

高、GDP 增长率低且人均 GDP 高、GDP 增长率高

且人均 GDP 低、GDP 增长率和人均 GDP 双低。在

这里 ,“高”和“低”只是相对的概念 ,即是相对于 23

座典型城市的平均 GDP 增长率和人均 GDP 的平均

值而言的 ,超过平均值的视为处于高区域 ,低于平均

值的视为处于低区域。通过考察 1978 —2006 年各

典型城市所属的经济发展区域 ,来分析各典型城市

经济发展的变化。

2. 2 　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选取 GDP 增长率和人均 GDP 这两组

数据对 23 座典型城市经济增长的差异与发展变迁

进行分析比较。图 4 和图 5 分别为 1979 年和 2005

年 23 座典型城市的 GDP 增长率和人均 GDP 的示

意图 ;表 1 列示了 23 座典型城市在相关典型年份的

经济发展状况。

图 4 　1979 年 23 座典型城市的 GDP增长率

和人均 GDP示意图

图 5 　2005 年 23 座典型城市的 GDP增长率

和人均 GDP示意图

表 1 　23 座典型城市在典型年份的经济发展状况一览表

经济发展

状况

典型城市

1979 年 1985 年 1990 年 1995 年 2000 年 2005 年

人 均 GDP、

GDP 增长率

双高

沈阳、武汉 杭州、苏州、厦门

上海、杭州、南京、

苏州、厦门、乌鲁木

齐

北京、杭州、宁波、

厦门、乌鲁木齐

北京、天津、上海、

杭州、宁波、南京、

厦门、苏州

天津、青岛、杭州、

宁波、南京、苏州

人均 GDP 高、

GDP 增长率

低

北京、天津、上海、

兰州、乌鲁木齐

北京、天津、上海、

沈阳、南京、武汉、

兰州、乌鲁木齐

北京、天津、沈阳、

兰州

天津、上海、沈阳、

南京、苏州
济南 北京、上海、厦门

人均 GDP 低、

GDP 增长率

高

青岛、长沙、杭州、

宁波、南京、福州、

成都

济南、宁波、长沙、

南昌、西安

青岛、哈尔滨、

成都、银川

重庆、济南、哈尔

滨、福州、长沙、

南昌、成都

哈尔滨、长沙、

西安、兰州、

乌鲁木齐

济南、沈阳、武汉、

长沙、南昌、成都、

银川、乌鲁木齐

人 均 GDP、

GDP 增长率

双低

重庆、济南、哈尔滨、

苏州、合肥、厦门、

南昌、西安、银川

重庆、青岛、哈尔

滨、合肥、福州、

成都、银川

重庆、济南、宁波、

合肥、福州、武汉、

长沙、南昌、西安

青岛、合肥、武汉、

西安、兰州、银川

重庆、青岛、沈阳、

合肥、福州、武汉、

南昌、成都、银川

重庆、哈尔滨、

福州、西安、兰州

　　从图 4、图 5 及表 1 可以看到 ,在 6 个时间断面

上 ,23 座典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总体上具有以下特

征 :

1) 高于人均 GDP 平均值的城市少 ,低于人均

GDP 平均值的城市多。1979 年“人均 GDP 高”的

城市共有 7 个 ,1985 年为 11 个 ,1990 年为 10 个 ,

1995 年为 10 个 ,2000 年为 9 个 ,2006 年为 9 个 ,均

未超过半数 ,大部分城市还有发展潜力。

2)人均 GDP 和 GDP 增长率两项指标都发生变

化的城市较少。23 个主要城市中 ,仅有沈阳、武汉、

苏州、宁波、青岛 5 个城市的两项指标都发生了变

化 ,且在“双低”和“双高”两个区域变化 ,其他城市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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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GDP 增长率或人均 GDP 的单项指标发生了变

化。

3)高于人均 GDP 平均值的城市趋于固定。北

京、天津、上海 3 个城市在 6 个统计年份大部分位于

“人均 GDP 高”的区域。该类城市经济的变化总体

规律是围绕“人均 GDP 高、GDP 增长率低”上下波

动 ,它们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 ,具有一定的代表

性 ,说明该类城市是中国城市经济发展趋势的代表。

同时 ,杭州、苏州、厦门 3 座城市在 1985 年、1990 年

和 2000 年均处于“双高”区域 ,属于经济高速发展阶

段。苏州和厦门的发展非常迅速 ,由 1979 年的“双

低”到 1985 年的“双高”,之后保持增长的态势。济

南呈现出较快的发展 ,但是其人均 GDP 发展较慢。

4)总体呈下降趋势的城市有 :武汉、沈阳、兰州。

其中 ,1979 年以后武汉和兰州的人均 GDP 逐渐减

少 ,2000 年以后均出现双低状况。沈阳从 2000 年

处于“双低”区域后 ,2006 年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有所

上升。兰州的 GDP 增长率水平一直低于平均水平。

一直处于经济发展较低水平的城市还有 :重庆、西

安、合肥、南昌、银川、福州等城市。成都、长沙等城

市经济处于高速发展 ,但是人均 GDP 低于平均水

平。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一个城市经济发展

大体按照以下方式进行 :“双低”→“人均 GDP 低、

GDP 增长率高”→“双高”→“人均 GDP 高、GDP 增

长率低”。

同时 ,根据钱纳里提出的关于人均经济总量与

经济发展阶段关系的理论 (具体对应关系见表 2) ,

可将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的城市经济阶段结合起

来划分为以下 3 个阶段 :初级产品生产型城市、工业

化城市、发达城市。以北京为例 ,通过分析其人均

GDP ,可以对北京城市发展的阶段进行划分。

表 2 　钱纳里的人均经济总量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理论

时期 人均 GDP(1982 年美元) 经济发展阶段

1 364～728 初级产品生产阶段

2 728～1456 初级阶段

3 1456～2912 中级阶段

4 2912～5460 高级阶段

5 5460～8736 初级阶段

6 8736～13104 高级阶段

工业化阶段

发达经济阶段

根据北京市人均 GDP (1982 年可比价) 统计数

据 ,可将其经济发展阶段划分如表 3 所示。

表 3 　北京的城市经济发展阶段划分

时期 1979 年以前 1980 —2005 年 2006 至今

发展阶段
初级产品

生产阶段
工业化阶段

发达经济阶段

的初级阶段

3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

1)中国典型城市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有逐步扩大

的趋势 ,尤其是自 1990 年以来 ,中国城市经济的绝

对差异快速拉大 ,相对差异也呈上升势头 ,虽然各城

市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但整体上是向前

发展的。

2)虽然各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有所不同 ,但其

发展规律又有一定的共同特点 ,大体按照如下方式

进行 :“双低”→“人均 GDP 低、GDP 增长率高”→

“双高”→“人均 GDP 高、GDP 增长率低”。高于人

均 GDP 平均值的城市趋于固定 ,代表性城市主要有

北京、天津和上海 ;杭州、苏州、厦门 3 座城市在

1985 年、1990 年和 2000 年均处于“双高”区域 ,处于

经济高速发展阶段 ;武汉、沈阳、兰州的经济增长一

直处于较低水平。

3)通过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特性进行划分 ,可知

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集群效应 :当一个城市的

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 ,其周围城市也会受其影响 ,

从而其经济也能得到快速发展。同时 ,我国大城市

的经济发展虽然在时间上有先有后 ,但是大体的发

展路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因此可通过研究较发达

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来为不发达地区提供相应的发

展战略。

4)以北京为例 ,基于钱纳里的人均经济总量与

经济发展阶段关系理论 ,可得出作为中国城市经济

发展代表的北京市的发展经历了初级产品生产阶

段、工业性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的初级阶段 ,中国城

市经济的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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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x of per capita GDP to study t he absolute disparity ,t he relative disparity and t he general dispar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23 typical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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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 of 23 typical cities. According to Hollis Chenery’s relationship t heory between t he per capita economic gross and t 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hase ,it discusse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of 23 typical cities. It draws t he conclusions as follows :t he differences among 23 typical cities in

China are increasing gradually ;t he general tendency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s‘low per capita GDP and low growt h rate of

GDP’to‘low per capita GDP and high growt h rate of GDP’,t hen to‘high per capita GDP and high growt h rate of GDP’,finally to‘high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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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Using t he expa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 model and t he index of degree of consumption st ructure change ,t his paper analyzes t he

consumption st ructure of China f rom t he dynamic and static perspectives. It draws t he conclusion t hat t he consumption st ructure of urban res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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