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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区域经济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

个普遍性问题，因不同区域之间自然资源、社会资

源、社会制度和历史文化等方面差异的客观性，决

定了不同区域间经济差异的存在是一种客观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区域经济非均衡化发展战略的

实施，我国区域经济间呈现出较大的发展差异，区

域经济发展差异成为了经济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

国内学者借鉴西方区域经济差异理论和方法，〔1 ～ 3〕

结合我国实际，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开展了系统

性、多元性的学术研究。一方面，随着区域经济差

异研究的深入，研究方法创新和数据精度增加，研

究尺度由从宏观尺度逐步转向县域、乡镇单元等微

观尺度，〔4 ～ 7〕更为清晰的反映了区域间经济发展不

均衡的现状。县域是度量行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

基本单元，是政府宏观调控、政策实施的落脚点。

基于县域单元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进行研究有着较

大的发展空间，对减少经济发展差异、促进县域经

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有关区域经济空

间差异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也日趋成熟，量度区

域经济差异的指标主要有塞尔指数、基尼系数、变

异 系 数、加 权 变 异 系 数 等。ESDA (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是一

系列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的集合，〔8〕它根据空

间数据特点选择适当模型，以空间关联测度为核

心，通过对事物或现象空间分布格局的描述和可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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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现空间集聚和空间异常，揭示研究对象之间

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从而克服了传统测度方法的

局限性。〔9〕近年来，已有学者运用 ESDA 技术探究

区域经济发展问题，〔10 ～ 13〕但这些研究重点关注了省

域、市域 经 济 发 展 的 空 间 差 异 以 及 某 一 省 域 内

( 如福 建、江 苏、浙 江 等) 县 域 的 空 间 差 异 情

况，〔14 ～ 16〕鲜有研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

索民族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问题。〔17〕

目前，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进入新阶段，民

族地区扶贫减贫的地位及作用更加突出。未来几年

里，国家将重点把民族聚居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

为扶贫减贫工作的重点开发区域。〔18〕可见，探索民

族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差异，厘清其空间格局演化机

理，对加快民族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保持发达地区

的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

以四川藏区为典型案例，使用 ESDA 方法，并以

2004 年、2008 年和 2013 年作为时间断面，分析四

川藏区 32 个县在 2004 年 ～ 2013 年期间经济增长

差异在空间上的演变状况，探讨其空间结构演变规

律，并提出民族贫困地区县域经济增长政策建议。

二、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研究区域

我们以四川藏区 32 个县作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

县域经济差异及其空间格局演化分析的基本研究单

元。四川藏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区，与西藏、

云南、甘肃、青海等省接壤，是全国第二大藏族聚

居区，集民族地区、汶川地震灾区、革命老区、贫

困地区、生态敏感区于一体，还是国家确定的 14 个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的四省藏区之一，也是四川省

面积最大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研究四川藏区

县域经济空间演变特征对于揭示民族贫困地区县域

经济增长及空间演变规律有重要意义。四川藏区范

围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全部县域 ( 18 个县) 、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全部县域 ( 13 个县) 和凉山彝族自

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共计 32 个县，幅员面积达

24. 59 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总面积的 51. 6%，地

理位置介于东经 97°22 ～ 104°27'、北纬 27°45 ～ 34°

27'之间。2013 年末，户籍总人口 216. 0 万，其中农

业人口 177. 7 万，占总人口的 82. 3%。

2. 数据来源

我们选取了四川藏区 32 个县 2004 年 ～ 2013

年人均 GDP 作为基础数据进行分析，数据主要来

自历年的《四川统计年鉴》 ( 2004 ～ 2014) 、《中国

区域经济统计年鉴》 ( 2004 ～ 2014 ) 和 《中国县

( 市) 社会经济统计年鉴》 ( 2004 ～ 2014) 。

3. 研究方法

空间自相关是检验某一现象是否显著地与其相

邻空间单元的现象相关联的重要指标，包含全局空

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我们采用空间自相关

分析方法，意在探索四川藏区县域经济的空间效

应。

( 1) 全局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反映

空间邻接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性，常被用于分析

区域总体空间关联和空间差异程度，不适用于验证

局部区域存在的空间异质性，通常用 Global Mo-

ran’s I 指数进行度量。计算公式如下:

I ( d) =
∑n

i = 1∑
n
j = 1Wij ( Xi － X) ( Xj － X)

S2∑n
i = 1∑

n
j = 1Wij

( 1)

式中: I ( d) 表示整个研究区域内空间相关

性的总体趋势; Xi 表示在 i 处的属性值 ( 此处为各

县的人均 GDP 综合得分) ; X
－

表示算术平均数; S2

表示方差，S2 = 1
n∑

n
i = 1 ( Xi － X

－
) 2 ; Wij是指对称空

间权重矩阵 ( 本文采用邻接矩阵) ，表示 n 个位置

的空间邻接关系，当 i 和 j 邻接时，Wij = 1，否则

Wij = 0。Moran’ s I 取值一般在 ［－ 1，1］ 之间，

当 I ＞ 0 表示正相关，其值越趋近于 1，表示县域经

济单元空间集聚性越显著; 当 I = 0 表示负相关，

越趋近于 － 1，则意味着县域经济单元空间趋异性

越显著; 当 I = 0 表示县域经济单元间相互独立，

则为空间不相关，呈随机分布状态。

( 2) 局部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自相关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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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某个县域与周边县域之间经济增长的相似性，

主要用于验证局部县域间存在的空间异质性。采用

Local Moran＇s I 指标来测度县域单元 i 与 j 之间空间

要素的异质性，其计算公式为:

I = Zi∑
n
j≠1WijZj ( 2)

其中: Zi、Zj 为 县 i 和 县 j 属 性 值 ( 人 均

GDP) 的标准化值，表示各县人均 GDP 与均值的

偏差程度; Wij为空间权重; ∑n
j≠1Wij Zj 为相邻区域

人均 GDP 偏差的加权平均值。从公式中可知，Lo-

cal Moran ＇s I 指标的计算分为两个部分，一是 Zi

( 局部 i 县域人均 GDP 的标准化值) ，二是∑n
j≠1Wij

Zj ( 相邻县域的空间滞后向量) ，将变量 Zi 与其空

间滞后向量∑n
j≠1Wij Zj 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散点的

图的形式加以描述，则构成 Moran 散点图。其中横

轴对应变量 Zi 的所有值，纵轴对应空间滞后向量

∑n
j≠1WijZj 的所有值。Moran 散点图划分为 4 个象

限，对应于不同的四种经济联系类型，第一象限为

HH 类型，第二象限为 LH 类型，第三象限为 LL 类

型，第 4 象限为 HL 类型。其经济地理意义分别

是:

当 Zi ＞ 0，∑n
j≠1 Wij Zj ＞ 0 时，县域 i 位于第一

象限，说明县域自身和周边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都

较高，二者呈正相关空间关系，具有 “近朱者赤”

的特点，该类县域可称为“扩散型” ( HH 类型) 。

当 Zi ＞ 0，∑n
j≠1 Wij Zj ＜ 0 时，县域 i 位于第四

象限，则表示县域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周

边县域 较 低，二 者 呈 负 相 关 空 间 关 系，表 现 为

“中心高而四周低”的经济空间格局，此类县域可

称为“极化型”县域 ( HL 类型) 。

当 Zi ＜ 0，∑n
j≠1 Wij Zj ＞ 0 时，县域 i 位于第二

象限，即说明县域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周边

县域相对较高，两者的空间差异程度相对较大，在

空间上呈现出 “中心低而周边高”的负相关联特

性，可称为“沉陷型”县域 ( LH 类型) 。

当 Zi ＜ 0，∑n
j≠1 Wij Zj ＜ 0 时，县域 i 位于第三

象限，则表示县域自身和周边县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均较低，二者空间差异程度较小，二者呈显著正相

关关系，空间上具有 “近墨者黑”特征，可称为

“传染型”县域 ( LL 类型) 。

三、四川藏区县域经济空间全局自相关性分析

通过运用 GeoDa 软件，计算四川藏区 32 个县

2004 年 ～ 2013 年人均 GDP 的全局自相关系数 Mo-

ran＇s I ( 如表 1) 。

表 1 四川藏区县域经济 Moran＇s I 指数及变异系数

年份 Moran＇s I
变异系数

( CV)
年份 Moran＇s I

变异系数

( CV)

2004 0. 107677 0. 645723 2009 0. 198729 0. 469559

2005 0. 141444 0. 622924 2010 0. 232309 0. 527671

2006 0. 165144 0. 629122 2011 0. 312419 0. 543955

2007 0. 127487 0. 577524 2012 0. 351989 0. 526591

2008 0. 120211 0. 475114 2013 0. 379585 0. 504422

从图 1 Global Moran＇s I 的变化曲线可知，2004

年以来，四川藏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较强的

图 1 四川藏区县域经济差异变化 ( 2004 ～ 2013 年)

全局空间自相关，总体上呈不断增大趋势，四川藏

区县域经济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变化具有较强的空间

集聚性。2004 年以来，四川藏区县域人均 GDP 的

全局 Moran＇s I 逐渐增大，说明藏区扶持政策 ( 如

扶贫政策) 强化了该区域县域经济之间的相互作

用与联系。2008 年起，因受汶川特大地震影响，

四川 藏 区 县 域 经 济 空 间 集 聚 程 度 出 现 收 缩。到

2013 年，四川藏区经过灾后重建，县域经济水平

得到普遍恢复发展，县域经济总体差异下降。比较

四川藏区县域人均 GDP 的变异系数 ( CV) 与 Mo-

ran＇s I ( 如图 1) ，其变异系数与全局 Moran＇s I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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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具有一致性，这进一步表明在四川藏区经济发

展过程中较高的空间集聚往往会引起区域经济差异

的扩大。

四、四川藏区县域经济空间局部相关性分析

从四川藏区县域空间关联类型及空间分布上

看，2004 年 ～ 2013 年，四川藏区县域空间关联类

型以传染型与沉陷型为主，占县域总数的 2 /3 以

上，特别是低经济水平的县域数量在过去 12 年间

基本未发生变化，如表 2。我们以 2004 年、2008

年和 2013 年作为时间断面，分别展示四川藏区县

域经济及其增长差异在空间上的演变状况。

表 2 四川藏区县域空间关联类型变动( 2004 ～ 2013 年)

年份
扩散型

( HH)

极化型

( HL)

沉陷型

( LH)

传染型

( LL)

2004 6 2 9 15

2005 7 2 7 16

2006 7 2 7 16

2007 7 3 6 16

2008 3 5 11 13

2009 6 5 8 13

2010 6 5 6 15

2011 8 4 4 16

2012 8 4 4 16

2013 9 3 4 16

1. 2004 年四川藏区县域经济差异变动分析

2004 年，四川藏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较

明显的空间分异格局，见表 3。空间差异较小、县

域自身和周边水平都较高的 HH 集聚区，主要集中

在阿坝州，并形成以大九寨环线为发展轴的增长极

格局，说明大九寨旅游圈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较大

推动作用。同时，HH 区域的两端及甘孜州西北部

分布有大量空间差异小、县域自身和周边县发展水

平均较低的 LL 类型县域; 马尔康县、康定县为州

府所在地，经济格局属 HL 类型，表明这些县域虽

然具有较快的经济增长，但自身对周边地区涓滴效

应强度还比较弱。

表 3 2003 年四川藏区县域经济差异对应县域

关联

类型
HH 型 HL 型 LH 型 LL 型

对应

县域

汶 川 县、理 县、

松潘县、九寨沟

县、若 尔 盖 县、

红原县

马 尔 康、

康定县

黑水 县、阿 坝 县、

泸定 县、木 里 县、

九龙县、茂县、小

金县、丹巴县、雅

江县

石 渠 县、得 荣 县、

德 格 县、乡 城 县、

金 川 县、壤 塘 县、

道 孚 县、炉 霍 县、

甘 孜 县、新 龙 县、

白 玉 县、理 塘 县、

稻 城 县、巴 塘 县、

色达县

数量 6 2 9 15

2. 2008 年四川藏区县域经济差异变动分析

2008 年，由于受汶川特大地震影响，四川藏

区各县域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 见表 4) 。原经济热

点地区除康定县外，其他县域经济增长都呈负增长

状态，特别是汶川、茂县等极重灾区尤为明显。在

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下，灾后恢复重建推动了四川

藏区县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进而减小了地震对县

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表 4 2008 年四川藏区县域经济差异对应县域

关联

类型
HH 型 HL 型 LH 型 LL 型

对应

县域

九 龙 县、红 原

县、康定县

乡 城 县、

汶 川 县、

九 寨 沟

县、马尔

康县、白

玉县

得荣 县、木 里 县、

理县、茂县、小金

县、阿坝县、泸定

县、丹巴县、雅江

县、道孚县、巴塘

县

石 渠 县、色 达 县、

甘 孜 县、新 龙 县、

德 格 县、松 潘 县、

金 川 县、黑 水 县、

壤塘县、若尔盖县、

炉 霍 县、理 塘 县、

稻城县

数量 3 5 11 13

3. 2013 年四川藏区县域经济差异变动分析

2013 年，四川藏区通过灾后重建恢复经济增长

动力，康定县、马尔康县、九寨沟县等经济集聚区

逐渐恢复，九龙县、汶川县、理县、茂县等是全局

空间自相关的较大贡献者 ( 见表 5) 。甘孜州受历

史、地理、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量小

质弱，发展差距极大，致使 2013 年形成范围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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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集聚区。从总体数量上看，2013 年，四川藏区

HH 类型县的数量呈增加的趋势，而 HL 型、LH 型

县域的数量减少。2013 年的四川藏区县域经济增长

空间格局演变说明，四川藏区县域经济差异呈现两

级分化趋势，县域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 5 2013 年四川藏区县域经济差异对应县域

关联

类型
HH 型 HL 型 LH 型 LL 型

对应

县域

九 龙 县、汶 川

县、理 县、茂

县、松潘县、黑

水 县、康 定 县、

红原县、泸定县

乡 城 县、

九 寨 沟

县、马尔

康县

木里 县、小 金 县、

阿坝县、得荣县

石 渠 县、色 达 县、

理 塘 县、金 川 县、

巴 塘 县、壤 塘 县、

若尔盖县、丹巴县、

雅 江 县、道 孚 县、

炉 霍 县、甘 孜 县、

稻 城 县、新 龙 县、

德格县、白玉县

数量 9 3 4 16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1. 研究结论

上文运用 GeoDa、ArcGIS 软件及 ESDA 分析方

法，以县域人均 GDP 为研究对象，对 2004 年 ～

2013 年四川藏区县域经济的时间和空间演变特征

进行了研究，通过空间全局自相关、空间发展趋势

及空间局部自相关分析得到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

指数，利用其分析四川藏区县域空间分布特征，得

出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2004 年 ～2013 年间，四川藏区县域经济

发展总体差异和相对差异都呈现出扩大趋势，但四

川藏区县域经济的总体格局变动较小，热点与冷点

经济地区相对集中，总体呈现空间贫困固化态势。

第二，四川藏区各县经济增长存在正的空间自

相关性，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县域在空间上呈现出

显著聚集趋势，并有先增强后减弱之势，这说明藏

区扶贫阻力较大，经济增长需注入新活力。

第三，四 川 藏 区 经 济 空 间 结 构 呈 现 明 显 的

“核心—边缘”结构，这种“核心—边缘”结构在

研究时段内未发生较大空间变迁。HH 类型县市均

分布在由机场、旅游环线组成的区域交通轴圈上，

而石渠县、炉霍县、甘孜县、色达县、道孚县等交

通偏远地域形成集中式 LL 类型集聚区，表明区位

条件、资源禀赋及公路交通条件在四川藏区区域经

济发展和空间结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2. 政策启示

( 1) 地域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县域经济总体

格局演变规律显示四川藏区呈现贫困空间固化态

势。鉴于民族贫困地区致贫因子及地理环境差异

性，民族贫困地区应选择因地制宜的地域政策，探

索差异性扶贫模式，建立扶贫绩效评价体系，规范

空间扶贫秩序，形成合理有效的空间扶贫开发结

构，从而降低扶贫成本，提高扶贫效率。〔19〕地域政

策制定 关 键 是 要 精 确 瞄 准 贫 困 地 区 和 贫 困 社 区

( 贫困人口) ，特别是瞄准空间贫困固化的 LL 类型

集聚区，消除民族贫困地区内部经济发展差异。首

先，依托地域优势资源，因地制宜扶持产业发展。

如充分挖掘民族贫困地区旅游资源，推进旅游产业

发展。其次，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大民族贫

困地区专项转移支付力度，降低民族贫困地区经济

增长的地域影响。最后，从贫困社区的区位交通、

经济发展、人口结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

面，辨析贫困社区特征和主导问题，划分减贫分类

区域，制定差异发展型减贫政策。

( 2) 制定全局发展政策。研究显示，四川藏

区县域经济呈现空间不均衡发展趋势，贫困县域扶

贫阻力较大。需要修正地方政府的 “功利化”思

想和最大化本地经济增长的政治逻辑，从区域经济

整体发展的互补性与协调作用出发，制定全局的发

展政策。首先，要制定产业融合发展政策。产业融

合强调市场化的介入和产业链的合作延长，以实现

生产效率和组织效率。突破 “城市搞工业、农村

搞农业”的旧格局，引导城市非农产业和资本进

入农村地区，农民和农村地区能够分享工业化和城

市化的巨大收益，在城乡之间建立起一体化的产业

体系。其次，增强县域经济政策的指向性，通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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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集中使用来为县域经济发展与民生的改善创造

条件。通过更明确的产业发展规划，构建贫困社区

利益分享机制，实现资金的集中使用和产业的集中

发展。

( 3) 区域发展与片区扶贫联动。区域联动发

展强调是缩短经济距离，打破经济分割。从历史经

验来看，人类发展从未离开人类社会与 “距离专

制”的斗争。经济距离的缩短，为原来位于区位

劣势的地区提供了可以改变脱贫致富的途径。四川

藏区因基础设施落后和制度障碍产生了经济距离，

因此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 ( 例如贫困乡镇、贫

困村交通条件改善) ，消除不同县区间的市场壁

垒、贸易壁垒、行政壁垒。民族贫困地区各级政府

需要立足全局发展，制定合理的兼顾效率和公平的

产业发展政策，让贫困地区和贫困社区也能够分享

经济集聚带来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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