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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区域经济空间结构资源配置实证分析

摘 要：文章对广东省县（市）域经济发展差异实证表明，进入经济转型期以来，广东的区域经

济空间结构长期处于区域空间极化状态，区域差异不断扩大，金字塔型县（市）域经济差异模式

持续强化，呈现出典型的核心－外围型空间结构。由此判断：广东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在资源配置

中存在着不合理性和低效率。因此提出广东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资源有效配置运行机制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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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和社会现象，区域空间的差异的形成与资

源的配置和产业的空间转移密切相关。我国进入经济转型期（1978~2015 年）

（樊安群，2005）以来，这一问题更加凸显。许多学者对之进行了研究。其中，实证研

究部分更多在宏观层面上探讨（覃成林，1997；杨开忠，1994；吴殿廷，2001；周玉翠

等，2002）；目前我国对微观地域的空间经济演化比较缺乏探讨。李小建、樊新生

（2006）以县域为基本单元，以人均 GDP 为衡量指标，分析了河南省经济空间结构

演变过程。鉴于从县（市）域角度和范围对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研究较少的情况，并

且考虑到县级单元是我国具有行政、管理、经济职能的最基本的地理微观区域，对

县域分析更能反映发展差异问题，因此在对广东省发展差异的因子分析的样本选

取中，突出县域的特点，把全省的县级县、市作为主要分析对象①。
本文将以县（县级市）域为主要（包括部分市）研究单元分析广东区域经济差异

变化的时空特征，以实证地区间非均衡空间集聚发展模式。

一、广东省县、市级区域空间资源配置的动态过程

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及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分析，过去常用人均 GDP 等单项

指标，采用指标绝对量之差、增长率等定量分析方法。由于单项指标分析方法存在

着一定的缺陷，有时难以对区域经济结构的变化作出准确的判断，本文采用综合指

标法，以较为全面反映空间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主要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指标的选

取力求能较为全面反映地区的综合发展水平。据此，我们选取了反映经济总量水平

的最具代表性的 10 项指标，其中，经济水平指标包括人均 GDP(1)、人均工农业产

值(2)、人均储蓄额(7)、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8)、人均财政收入(9)、职工平均工资

(6)；工业结构水平指标用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3)和非农业人口比重(5)表示；城

市化水平指标用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4)和非农业人口比重(5)表示；经济效益指

标用一般预算收入占 GDP 比重(10)来代表。采用 SPSS 统计分析软件，通过对广东

省 1990 年 73 个县（市）（包含 6 个地级以上市）和 2005 年广东省 69 个县（市）区域

样本进行公共因子的提取，然后利用所提取的公共因子及其得分，计算综合评价

值。
（一）广东省县（市）域因子分析过程解释

利用 1990 年和 2005 年统计数据②，采用 SPSS12.0 统计软件进行因子分析。均

得到 4 个公共因子，运算过程表明，观测变量 KMO 检验和 Bartlett 检验结果，1990
年、2005 年数据进行 Bartlett 检验的 F 值均等于 0.000，表明数据来自正态分布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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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1990 年的 KMO 取值为 0.871，2005 年的 KMO
取值为 0.823，说明进行因子分析很好。

采取主成分法来提取公共因子，根据其旋转后

的因子提取结果，提取的 4 个公共因子的累计贡献

率，1990 年的达到 98.07%，2005 年的达到 93.21%，

根据其旋转因子载荷矩阵表，4 个公共因子分别可

反映经济水平、工业结构水平、城市化水平和经济效

益等信息。并进一步计算各公共因子得分，然后将公共

因子得分加权求和；计算综合评价值：Qi=Σwk*yik；

式中 k＝1，2，…，p，p 为公共因子的个数，wk 为第 k
个公共因子的权重，yik 为第 i 个样本的第 k 个公共

因子的得分值。
（二）广东省域综合指数分析

1. 1990 年广东省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呈显著的核

心—外围型空间极化状态。根据 1990 年的综合评判

指标分类结果（表 1），1990 年，第一类是深圳市，得

分最高，是广东省的空间中心。第二类的珠海市、佛
山市、东莞市、中山市四个市得分次之。前两类是广

东省的经济发达地区，构成广东区域的核心区。第三

类的县、市属于广东省经济发展中地区。也均分布在

珠江三角洲，构成核心区与外围区之间的边缘区（过

渡区）。第四类的县、市属于广东省的欠发达地区。这
些县、市基本分布在广东的东翼、西翼和北部山区

（除高要和博罗外，这两县属珠三角地区），构成广东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外围区域范围。
从以上数据可以表明，20 世纪 90 年代初，改革

开放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使经济转型期进入一个相对

持续的阶段，广东地区的经济空间结构形成明显的

核心—外围型格局。从发展水平看，并没有形成以广

州、深圳两地为中心的双核型经济空间结构。
2． 2005 年广东省域的核心—外围型区域经济空

间结构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根据 2005 年的综合评

判指标分类结果（表 2），2005 年，第一类仍然是深圳

市，得分最高（高出排位第二的东莞市 2.43 分）。第

二类中，与 1990 年比，增加广州市，并且排位上东莞

由第四上升到第二位，广州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
第三类中，与 1990 年比，除广州上升外，减少（下降）

6个县市，保留 4 个县市。并且增城和从化的排位上

升明显，增城上升 7 位（顺排第七），从化上升 8 位

（顺排第九）。第四类中，除增加 6 个县市外，其余的

县市归类与 1990 年一样没有变化，但排位有的县市

变化很大。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15 年后，由第一、二、三类县

市构成广东省域的单核型核心区和边缘区的基本格

局没有改变，但边缘区的范围明显缩小；第四类县市

构成广东省域外围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但外围空间

的范围明显扩大。广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正处于

上升时期，从总量和实力上构筑真正意义上的深圳、
广州双核型区域经济结构的趋势正在逐步形成。

二、广东省空间极化与空间扩散分
析及结论

（一）区域空间极化作用持续，回波效应明显，

区域差异不断扩大

广东的核心区极化作用强，极化速度快，表现在

表 1：1990 年广东省各县、市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排序

类别 得分区间 县、市

一类 3.82 深圳市

二类 1.21~0.93 珠海市、佛山市、东莞市、中山市

三类 0.59~0.01

广州市③、新会县、鹤山县、开平县、台山县、恩
平县、四会县、惠阳县、增城县、惠东县、从化

县

四类 -0.00~-0.38

遂溪县、潮州市、云浮县、曲江县、高要县、仁
化县、南雄县、新兴县、南奥县、徐闻县、博罗

县、梅县、蕉岭县、封开县、德庆县、罗定县、郁
南县、连山县、廉江县、始兴县、吴川县、广宁

县、佛冈县、海康县、高州县、电白县、乐昌县、
化州县、阳春县、平远县、海丰县、翁源县、连
南县、英德县、阳西县、乳源县、龙门县、大埔

县、普宁县、连县、信谊县、饶平县、潮阳县、揭
西县、兴宁县、怀集县、阳山县、惠来县、新丰

县、陆丰县、丰顺县、连平县、陆河县、紫金县、
五华县、龙川县、和平县

珠 三 角 经 济

表 2：2005 年广东省各县、市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排序

类别 得分区间 县、市

一类 4.06 以上 深圳市

二类 1.63~0.87 东莞市、广州市④、珠海市、佛山市、中山市

三类 0.32~0.06 增城市、鹤山市、从化市、开平市

四类 -0.01~-0.29

海丰县、四会市、博罗县、惠东县、乐昌市、恩
平市、新兴县、台山市、梅县、佛冈县、英德市、
连州市、南奥县、仁化县、蕉岭县、高要市、广
宁县、高州市、龙门县、阳春县、信宜市、平远

县、陆河县、普宁市、电白县、连山县、南雄市、
龙川县、阳山县、连平县、郁南县、清新县、翁
源县、兴宁市、新丰县、乳源县、德庆县、连南

县、大埔县、化州市、陆丰县、和平县、始兴县、
吴川市、怀集县、东源县、饶平县、徐闻县、揭
西县、阳西县、罗定市、五华县、云安县、廉江

市、封开县、遂溪县、丰顺县、雷州市、惠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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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与外围区的极差值过大。因为核心区愈来愈

集中在六大地级以上市的城市区位上 （从以上分析

的边缘区的县市缩小可知），由于城市中心的集聚力

和向心力不断加强，促使区域空间极化作用持续不

断，回波效应明显，使核心区与外围区之间的边缘

（过渡）地带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越来越大。从表

1、表 2 可以看出，由于受极化作用的影响，一些县市

的经济实力与核心区所在城市的差距拉大，因子分

析的综合指标排位不断后移，后移最多的遂溪县前

后相差 55 个位次。
（二）核心区的集聚力远大于外围区的集聚力

一方面，从第一、二类的核心区所在区位可以分

析：核心区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

平高而促使其集聚能力强。2005 年，珠三角土地面

积 41698KM2，仅占全省的 23.2%，但集聚的人口数

（年末户籍）达 2498.88 万人，占全省的 31.6%（若加

上外来流动人口，则比例数还要高许多）。其中，核心

区中的六大城市（深圳、东莞、广州、珠海、佛山和中

山）的土地面积为 19188KM2，仅占全省土地总面积

的 10.7%，但六市的人口密度达到 1979.3/KM2，高出

全省平均值的 2.9 倍。地区生产总值 18059.38 亿元，

占全省的 95.7%；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1211.47 亿

元，占全省的 67.0%。数据显示：珠三角土地面积小，

人口数量多且密度大，创造的产值和收入高，充分表

明珠江三角洲人物财的集聚程度大，集聚力度强。另

一方面，第四类主要以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为主的

外围区，2005 年，土地面积共有 161842KM2，人口数

（年末户籍）共达 6487.12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共达

5490.52 亿元，占全省的 24.5%；地方财政一般预算

收入共计 188.48 亿元，仅占全省的 10.4%。数据显

示：东西两翼和北部山区的土地面积大，人口密度相

对小，创造的产值和收入较低，说明人物财的集聚程

度小，集聚力度弱。
（三）核心区同时产生扩散作用，外围区出现一

定程度的涓滴效应

从表 1 和表 2 可以分析，广东区域经济空间持

续产生极化作用的同时，扩散作用也开始出现。受扩

散作用的影响，外围空间的部分县市的经济发展总

体水平和实力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综合指标的

排位前移，前移的县市主要有分布在山区和沿海两

地的 10 个县。这种由核心区向外围区扩散的反极化

运动，产生涓滴效应。但是，与区域空间极化的集聚

力和回波效应相比，广东的区域空间的反极化的扩

散力和涓滴效应较弱，从表中显示出外围区中即使

排位上升较快、靠前的一些县（如海丰县），经济实力

仍然不强。因此，这种扩散难以动摇广东的中心—外

围型空间极化状态的基本格局。
（四）金字塔型县（市）域经济差异模式持续强化

从表 1 和表 2 分析，划分为第一类的深圳综合

指标与第四类的县市的最大差值，1990 年是 4.2，

2005 年是 4.35；1990 年，综合指标中第一、二、三和

四类县市分别为 1、4、11 和 57 个；2005 年，综合指标

中第一、二、三和四类县市分别为 1、5、4 和 59 个⑤，

县（市）域经济差异呈典型的金字塔模式（如图 1）。因

此，广东的核心区的经济辐射带动外围经济发展的

作用小，扩散力不强；特别是金字塔型中属于十分关

键的中层部分县市数量明显不足 （如第三类的县市

数量减少），使金字塔型的县（市）域经济差异模式更

加凸显。

（五）结论

广东各县（市）域经济的发展，在经济转型期的

一个相对完整的阶段（1990~2005 年）中，各县市的

经济发展水平均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水平，并且经

济发展水平和速度 15 年中在不断提高：1990 年各

县市人均 GDP 的平均值为 1690 元，其中人均 GDP
最小值为 610 元，到 2005 年，各县市人均 GDP 的平

均值为 17421 元，其中人均 GDP 最小值为 3012 元，

15 年中分别增长了 9.31 倍和 3.94 倍。但是，各县市

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增大，极化作用增强。因此，从

以上因子分析中，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基本的结论：广

东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在资源配置中存在着不合理性

和低效率，从而导致在经济转型期出现区域经济空

间结构的失衡。

三、广东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资源
有效配置运行机制

（一） 提升核心—外围型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

图 1：广东金字塔型县（市）域经济差异模式（2005 年）

第一类：1 个

第三类：4 个

第二类：5 个

第四类：5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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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形式

双核型结构可认为是点轴式空间结构的雏型。
核心区中的核点（增长极）增多，核心区由核点通过

轴线向外围扩散的能力就会更强，有利于地域空间

资源沿点轴进行有效配置，减少点轴区域间的发展

差异性，因此属于较高级的空间结构等级形式。由点

轴到网络空间结构是更高级的等级，因为网络的形

成进一步强化了位于网络上的点对周围地区的扩散

和辐射作用，这时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形成较为均衡

的态势（李娟，2002）。
1. 选择点—轴渐进式空间开发模式。广东的区

域经济空间发展轴线已经成型，可以在此基础上采

取点轴开发模式。具体来说，（1）确定主发展轴线。广
东的主发展轴线实际上已经十分明确和完善，主要

是深圳—广州—珠海，两端分别接受香港和澳门的

经济辐射，沿珠江口呈 V 型分布，在轴线上的城市

还有东莞、佛山、中山，共五个城市构成主轴线上的

五个点。（2）在主轴线上采取葡萄串式的布点开发，

以达到“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的布局目的。这里的布

点主要是在主轴线上不断增加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区。因为主轴线是珠江三角洲作为核心区内的最重

要的经济集聚和经济扩散与辐射的通道，布点条件

已经成熟；通过布点增强产业集聚，加强城市群的点

的作用，使核心区的发展极功能尽快得到完善和加

强，促进经济辐射能力的生成。（3）加强广州作为准

核点的功能开发。广州为省会大城市，在省域空间结

构中作为主要的中心地与深圳遥相呼应，并构成双

核型结构十分重要。因为双核结构揭示了区域中两

个不同功能的城市之间的空间耦合关系，这种空间

组合可以实现区位上和功能上的互补 （陆大道等，

2003）。为此，广州可在汽车产业等重工业产业区、高
新技术产业区和围绕新白云机场的临空经济产业区

的建设上下功夫，增强区域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

顺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形成广州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力。
2. 加强网络开发，向网络型空间结构转化。当

点—轴开发到一定程度后，区域经济空间的重点开

发要转移到次一级的发展轴线、点和面上，由此形成

网络空间结构，使整个区域空间开发进入一个高级

阶段。（1）开发次级发展轴线。共有四条次级轴线：东

轴线：广州→汕头方向；西轴线：广州→湛江方向；北

轴线：广州→韶关方向；沿海轴线：汕头→深圳，珠

海→阳江→雷州半岛。在这四条次级轴线上，关键要

利用核心区的经济扩散和辐射效应做好产业空间布

局，促进点—轴—面在地域上的融合。特别是沿海轴

线，要充分利用海洋—港口—腹地之间的联系和区

位优势，做好海洋型生产力结构布局和资源配置。
（2）加强网络建设。除了交通、信息的网络建设之外，

其一，要特别重视区域间和区域内的企业网络空间

结构的完善与优化，这是构成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

重要微观基础，尤其要加强边缘区、外围区中的企业

网络的形成与扩展，建立与核心区经济的网络联系。
其二，重视广州新白云机场的临空经济网络建设。大

型机场是发展临空经济网络的前提，广州新白云机

场是国内三大枢纽机场之一。以机场为核心向临空

辐射，呈现出立体化、多层次、辐射状的特点。国外数

据表明，临空经济的涵盖网络范围在 1500KM2 到

5000KM2 之间（彭澎，2006）。因此临空经济网络建设

对广东区域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
3. 改变县（市）域经济发展差异模式。适度的差

异性有利于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这也是区域经济

的魅力所在，但差异性越来越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

式，就必须改变。广东要改变县（市）域经济发展差异

模式，由金字塔型县（市）经济发展差异模式转化成

纺锤型县（市）经济发展差异模式。要使大部分的经

济欠发达的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上升到中

游，地区发展差异缩小。
（二）打造新型大珠三角经济圈，提高区域可持

续发展能力

在经济转型期的新时期，广东面临着许多新情

况、新问题，尤其是以往的地缘优势逐渐减弱，政策

优势逐步消失，产业升级的压力加大，许多不可持续

的因子增多，决定了新时期广东的区域经济空间结

构必须优化调整到一个新的层次和水平。由此，要达

到这个目标，笔者提出打造新型的大珠三角经济圈，

提高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新思路。
1. 建设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空间格局。如，可利

用 CEPA 政策效应，更多地吸收香港的经济辐射效

用，特别要在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物流产业方面接受

香港的辐射；还要在交通网线上构造珠三角城市圈

快捷通道。
2. 确立香港在大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地的战略地

位，与深圳、广州形成一极双核的区域空间发展模

式，带动广东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3. 广泛参与亚太经济圈、东盟经济圈、环北部

湾经济圈和台海经济圈的区域经济合作和交流，积

极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促进自身产业升级和

结构优化。尤其是要重视与东盟的经济合作。由于广

珠 三 角 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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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地缘关系及与东盟经济往来的基础，广东与东

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这将十分有

利于广东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重组和优化。
4. 加强与泛珠三角地区的区域合作，主要突出

沿海与腹地的关系，重点发挥区域优势互补的功能

和作用。
（王世豪电子邮箱：wangshihao122@126.com）

注释：

①需要说明的是，在突出县域特点的同时，也考虑到资料的可获得

性 （广东统计年鉴的统计口径），对广东核心区中没有下属县

（或县级市）的地级市级区域列入样本。广州、深圳作为副省级

城市，地处特殊位置，列入样本；广州下属的从化、增城另外单

列。其它地级市主要以它所属的县（或县级市）为分析对象，其

市区不列入。
②1990~2005 年经历了经济转型期第二阶段的中期、后期，并过渡

到第三阶段的初期；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实效的关键时期，更

能反映发展态势。因此选择 1990 和 2005 这两年的统计数据进

行因子分析。
③属于广州市范围的增城市和从化县未列其中。

④属于广州市范围的增城市和从化县未列其中。
⑤由于行政区划变动的缘故，实际上第四类县市增加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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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Resource Collocation of Guangdong's Regional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 Economic Shift Period

WANG Shi-hao, WANG Chao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differences in Guangdong'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cates that: since
enteringthe economic shift period, Guangdong's regional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has been in a state ofregional spatial
polarization for a long tim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are increasingly widened, and the county (municipality) regional
economic difference mode of pyramid type is continuously intensified, taking on a typical spatial structure of
core- peripherytype. Therefore,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re exist irrationalityand lowefficiencyin resource collocation
in Guangdong's regional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and also puts forward the essential contents for an efficient
resource collocation mechanism.
Key words：economic shift period; regional economic spatial structure; resource collocation; Guang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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