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olume 33 Issue 10 Article 9 

October 2018 

Study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arity and Its Study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arity and Its 

Evolution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Evolution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YANG Duogui 
Institutes of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Tangshan Academy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ntercross-Science Research Centre for Natural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Tangshan 063000, China 

See next page for additional authors 

Recommended Citation Recommended Citation 
Duogui, YANG; Kaidi, LIU; and Zhitian, ZHOU (2018) "Study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arity and Its Evolution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Vol. 33 : Iss. 10 , Article 9. 
DOI: https://doi.org/10.16418/j.issn.1000-3045.2018.10.009 
Available at: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10/9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lcyang@cashq.ac.cn, yjwen@cashq.ac.cn.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10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10/9
https://doi.org/10.16418/j.issn.1000-3045.2018.10.009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10/9?utm_source=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2Fjournal%2Fvol33%2Fiss10%2F9&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PDFCoverPages
mailto:lcyang@cashq.ac.cn,%20yjwen@cashq.ac.cn


Study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arity and Its Evolution Between Study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arity and Its Evolution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Authors Authors 
YANG Duogui, LIU Kaidi, and ZHOU Zhitian 

This article is available in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ese Version):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10/9 

https://bulletinofcas.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3/iss10/9


  院刊  1083

我国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及
演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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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区域发展的

不平衡不协调作为核心的问题之一，成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中之重。文章比较分析了 1953 年以来我

国南北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情况，发现我国南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演变经历了四大不同阶段：第一阶段为

1953—1978 年的均衡发展阶段；第二阶段为 1979—2003 年的差距分化阶段；第三阶段为 2004—2012 年的调整缓和

阶段；2013 年至今为第四阶段，2013 年成为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跃迁点，自此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差距激

增。2016 年南北两地的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差距均为 1953 年以来之最，北方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占全国

的比重均下降到 40% 以下。长期以来，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都聚焦于东、中、西地区间的差距，而今南北地

区经济发展差距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新时期，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问题更

加需要关注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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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

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及第一大外汇储备国。改革开

放 40 年来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可比价格）年均增速

近 9.5%；以美元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年均增长 14.5%；脱

贫人口超过同期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 70%[1]。然而，在

实现巨大发展的同时，中国面临着突出的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

规模方面，2017 年地区生产总值前 10 位的省份中有 7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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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位于南方地区，这一情况与 2016 年相同；同时，

广东省和江苏省以超过 8 万亿元人民币的 GDP 总量位居

全国前两位；经济增速方面，只有贵州省和西藏自治区

的 GDP 增速超过 10%①。

长期以来学界的研究重点一直集中于东、中、西地

区间的发展差距问题，如杨开忠[2]、王铮[3]等；近年来，

学界关于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尺度开始向城市群及经济

圈转移，此方面学者以温瑞虹[4]、罗庆[5]、龙海明[6]等为

代表。相较之下，学者们对于南北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

距的关注则较少。2017 年 4 月，李克强总理在视察山东

时表示，“现在中国经济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走

势分化的情况从‘东西差距’变成了以黄河为界的‘南

北差距’”[2]。当前正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的新

时期，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问题更加需要关注。基

于此，本文结合 1953 年以来我国南北地区间的地区生产

总值与地区财政收入情况，分析这段时期内我国南北两

地经济发展差距的演变历程和特点，以期为地区发展战

略的选择提供参考。

1 研究对象与方法选择

1.1 研究对象

本文旨在对我国南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及

失衡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因此，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

采用传统的南北地区划分方式对南北地区进行分析，即

以秦岭—淮河线作为我国南北地区的分界线。

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问题，在对南方进行

分析时，未将我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囊括

在内。从而本文所研究的北方地区包括黑龙江省、吉林

省、辽宁省、河北省、北京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

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山

西省、陕西省、青海省、山东省、河南省；南方地区包

括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安徽省、湖北省、湖南

省、江西省、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广西

壮族自治区、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西藏自治区。

1.2 概念界定及分析方法

（1）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概念界定。本文选

择聚焦地区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反映的区域经济发展差

距，利用这两个维度来衡量区域经济的发展差距。

（2）相关指标选取。本文选择以南、北两大区域的

地区生产总值和地区财政收入为主要指标；时间尺度方

面，分析了 1953 年以来我国南北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阶

段性演变趋势。

（3）差距程度的衡量。为全面反映南北地区的经济

发展差距，本文选择通过绝对差距与相对差距相结合的

方式来分析区域差距。采用标准差衡量区域经济发展的

绝对差距，通过加权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来衡量区域经

济发展的相对差距，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① 对于一组数据 x1, x2, ..., xn，其标准差 σ 刻画了其相

对于均值 μ 的离散程度，σ =  n
1 ∑n

i=1 (xi −μ )2。

② 变异系数（CV）可用于比较两组数据的相对离散

程度大小，其定义为标准差与平均值之比，即 CV= −σμ ；加

权变异系数则是在考虑数据组的固有属性差异的基础上

比较数据的离散程度。因此，本文在采用加权变异系数

衡量南北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时，将南北地区的人口数量

作为权重，计算两地的加权变异系数进行分析比较。

③ 泰尔指数（T）由泰尔[3]利用信息理论中的熵概念

来计算收入不平等而得名，常用于衡量个人之间或者地

区间收入差距，其计算公式为：T = −1n ∑
n
i=1 −

yi
−y  log ( −

yi
−y )，其

中 yi 代表第 i 个个体的收入，表示所有个体的平均收入，

n 为个体总数。

2 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总体趋势分析

分析我国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总体演变历程，

发现南、北两地的经济发展差距经历了“微小—扩张—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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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激增”的过程。最初两地的差距几乎可以忽略不

计，此后随经济增长而日趋显著，在 2004—2012 年北方

强劲发展势头的带动下有所缓和，但随后自 2013 年开始

进入了 1953 年以来差距最大的阶段。

2.1 南北地区生产总值的差距演变

地区生产总值方面，1953 年，南方地区的地区生产

总值为 384.95 亿元人民币，北方地区为 349.15 亿元人民

币，分别占全国 GDP 总量的 52.4% 和 47.6%。此后 26 年

（1953—1978 年）两地区经济保持同步、低速增长，区

域经济差距较小。1979 年开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高

速增长阶段，主要体现在南北地区的生产总值均较快增

长，但同时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也开始显现，在经历了短

暂的同步发展后，南北之间的地区生产总值产生了明显

分化（图 1）。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北方经济

发展进入慢速阶段。特别是从 2012 年后，北方地区经济

开始大幅放缓，东北三省、山西等地区甚至出现了明显

衰退。

通过计算南北地区间的泰尔指数，发现南北区域经

济发展的差距自 1976 年开始不断扩大；进入 21 世纪，

两地的经济发展相对差距上升到新的台阶，由前一阶段

的 0.2—0.3 数量级上升到 0.3—0.4 数量级（图 2）。

至  2016 年，南北两地在地区生产总值方面的差

距达到了峰值，南方地区贡献了当年全国  GDP 总量

的 60.3%，而北方地区所占份额则由 1953 年的 47.6% 缩

减至 39.7%②，下降近 8 个百分点。以当年价格计算南方

地区的生产总值超过北方地区 17 万亿元人民币，占当

年全国 GDP 的 20.18%。2016 年全国生产总值总量排名

前 10 位的省份中，南方省份占据 7 席（表 1）。

2.2 南北地区财政收入的差距演变

地区财政收入的演变呈现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相似的

特征。1953 年北方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为 49.46 亿元人

民币，占北方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4.17%；南方地区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计算所得。

图 1    1953 年以来南北地区生产总值（可比价格）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及 wind 数据库计算；其中地区
生产总值 1993 年前的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1993 年后的数据来
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地区生产总值指数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 2    1965 年以来南北地区经济发展情况的泰尔指数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计算

表 1   2016年全国地区生产总值总量排名前10位省份情况统计

省份 2016年GDP总量
（亿元人民币） GDP总量排名 排名较上年变动 所属地区

广东省 79512.05 1 - 南方

江苏省 76086.17 2 - 南方

山东省 67008.19 3 - 北方

浙江省 46484.98 4 - 南方

河南省 40160.01 5 - 北方

四川省 32680.50 6 - 南方

湖北省 32297.91 7 ↑1 南方

河北省 31827.86 8 ↓1 北方

湖南省 31244.68 9 - 南方

福建省 28519.15 10 ↑1 南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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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财政收入为 54.49 亿元人民币，占南方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为 14.16%，两地水平相当。2016 年，北方地

区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0.46%，南方地区

为 11.66%，北方地区落后于南方地区（图 3）。

从南北地区财政收入的相对变动历程来看，两地的

财政收入同步变动的趋势仅维持到 2012 年，2013 年北方

地区的财政收入开始降低，而同时期南方地区的财政收

入则仍持续增加。

2016 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排名前 10 位的省份中，

前 3 名均位于南方地区，前 5 位中只有山东省位于北方地

区，其他省份均为南方省份（表 2）。与之相反，财政收

入后 10 位的省份中，北方地区的省份占据 7 席。

人均财政收入方面，1953 年北方地区的人均财政

收入为 20.85 元人民币，是南方地区水平（16.40 元人

民币）的 1.3 倍，是全国平均水平（18.02 元人民币）

的 1.2 倍。南北两地的人均财政收入水平，从 1992 年开

始正式拉开差距。1992 年以前，大部分时间内的南方

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在北方地区之下，从 1992 年

开始南方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超过北方地区（图 4）。

2016 年南方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水平达 6 846.39 元人民

币；同年，北方地区只有 5 597.39 元人民币，不到全国水

平的 90%；南方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相对全国水平领先

北方地区近20%。

图 3    1953 年以来我国南北地区财政收入（可比价格）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计算

表 2    2016 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排名前 10 位省份情况统计

省份 2016年财政收入（亿元人民币） 排名 排名较上年变动 GDP总量排名 所属地区

广东省 10390.35 1 - 1 南方

江苏省 8121.23 2 - 2 南方

上海市 6406.13 3 ↑1 11 南方

山东省 5860.18 4 ↓1 3 北方

浙江省 5301.98 5 - 4 南方

北京市 5081.26 6 - 12 北方

四川省 3388.85 7 - 6 南方

河南省 3153.47 8 - 5 北方

湖北省 3102.06 9 - 7 南方

河北省 2849.87 10 ↑1 8 北方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 4    1981—2016 年南北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相对全国水平的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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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阶段特征演变

通过分析 1953—2016 年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

发现 1953 年以来我国南北地区经济差距呈现出明显四

阶段特征：第一阶段为 1953—1978 年，两地的经济发

展水平基本相当，未有明显差距；第二阶段为 1979—

2003 年，两地经济发展差距形成，南方经济领先北方的

幅度开始拉大；第三阶段为 2004—2012 年，这一阶段南

北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北方地区的经济增长势头

强于南方地区，两地经济差距进入调整时期；2013 年成

为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跃迁点，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进入第四个阶段，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拉开了 1953 年以

来最大差距。

具体来看，以地区生产总值和地区财政收入衡量的

我国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阶段特征如下。

3.1 第一阶段：1953—1978 年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政

策以“平衡发展”为指导思想，强调国民经济的综合平

衡、部门平衡和地区平衡发展，以计划的手段调控经济发

展，这一阶段以生产力的平衡恢复和内地建设为政策重

心。“一五”期间侧重于对沿海地区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和

内地新工业基地的建造；1958—1964 年，受“大跃进”

等思想的影响，南北两地的国民经济发展均出现滞缓；

1964 年起我国开始“三线”建设，这一时期仍将内地设

为经济重心，同时出现偏重南方地区的倾向，“三五”期

间四川、贵州和“三西”（豫西、鄂西、湘西）地区成为

国家的投资重点[4]。尽管 1953—1978 年区域发展政策明显

偏重内地，但其根本思想为地区均衡发展，因此，该时期

内南北地区经济发展较为均衡，差距微小。

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1953—1978 年南北两地

的 GDP 总值处于同一水平，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份额

围绕 50%上下交错变动，且变动幅度不超过 3%；26 年间

南方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份额的平均占比为 50.5%，北方

地区为 49.5%。1969—1978 年两地所占的份额更是逐年

趋近于 50%（图 5）。

1953—1978  年南北地区的财政收入水平相当。

1953 年，南方地区的财政收入合计为 54.49 亿元，北方地

区为 49.46 亿元，分别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52% 和 48%。这

一阶段内两地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均值为 53%（南方

地区）和 47%（北方地区）。然而 1978 年成为两地水平

接近的最后一年，从 1979 年开始，两地的财政收入拉开

明显的差距。

3.2 第二阶段：1979—2003 年

1979 年成为南北经济发展差距的分化点。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改变了前一阶段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平衡发展

思路，转向不平衡的发展政策，着力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

优势；通过先进地区和部门的发展带动相对欠发达地区的

发展，自此我国经济进入平稳高速发展的新阶段。

得益于地理优势和历史积累，这一时期的南方地区

得到大量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呈“南

重北轻、先南后北”的特点。1979 年 7 月中共中央和国

务院正式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特殊政

策和灵活措施，同意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

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5]；1980 年 5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

院正式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 4 个出口特区改称

为经济特区，4 区均位于南方；1984 年 5 月开放天津、上

海等 14 个沿海港口城市，其中 7 座城市位于南方地区。

此后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洲经

济开放区、海南经济特区均体现了这一特点。这一时期

图 5    1953—1978 年南北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国生产总值（可比价格）
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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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全国经济快速发展，而相比之下辽东等地的老工业

基地则发展缓慢。

如前所述，1978 年之前南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

近，而自 1979 年开始，南方地区在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

方面领先北方地区的幅度均不断增长（图 6）。1978 年

时南方地区的地区生产总值（可比价格）为 1 556.22 亿元

人民币，北方地区为 1 553.58 亿元人民币，南北差距约为

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09%；2003年，南方地区的地区生

产总值（可比价格）为 20 737.84 亿元人民币，北方则为

16 863.88亿元人民币，落后于南方 3 873.96 亿元人民币，

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10.30%。

财政收入方面的情况类似，南北地区的财政收入也是

从 1979 年开始逐渐拉开差距。1978 年北方地区的财政收入

为 478.36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南方地区的 97.5%；而 2003 年

北方地区的财政收入水平（3 806.70 亿元人民币）只有南方

地区（6 043.30 亿元人民币）的 63.0%。全国占比方面，北

方地区财政收入除在 1983—1990 年有小幅增加外，其余时

间占全国的份额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2003 年北方地区财

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只有 38.65%（图 7）。

3.3  第三阶段：2004—2012 年

2004 年开始南北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局面，北方地

区的经济增长势头好于南方地区。这一时期，以东北振

兴、中部崛起等区域政策成为国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组成部分。2003 年 10 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加强对区

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支持中西

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

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此类政策

的指引下，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得到推动。

具体来看，这一时期两地依旧维持经济的高增长

态势，但北方地区在地区生产总值方面的表现优于南

方地区，呈现出北方地区增长率高于南方地区的形势；

2004—2012 年，除 2007 年外，北方地区的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率都超过了南方地区。得益于北方生产总值的高

增长，南北两地的区域经济差距逐渐缩小，两地生产总

值的比值不断下降，由 2003 年的 123.20% 降至 2012 年

的 118.12%（图 8）。

然而，人均 GDP 则反映出了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中深层并日趋严峻的深层不平衡问题。如前所述，以

图 6    1979—2003 年南北地区生产总值（可比价格）及二者差距变
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 7    1979—2003 年南北地区财政收入相对全国水平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 8  1993—2012 年南方地区生产总值（可比价格）相对北方水平
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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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差衡量南北地区经济发展的绝对差距，这一指标

从 2004 年开始增大（表 3），2003 年的水平为 18.16，

2004 年便增加至 104.35；在 2004—2012 年这段时间内不

断加剧，至 2012 年，南北地区人均 GDP 的标准差增加到

了 697.98。从相对差距来看，2002 年开始加权变异系数

和泰尔指数都在不断增加。以上均印证了以人均 GDP 为

指标衡量的南北方区域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这说明该

阶段南北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是不稳定、不持续的。

以地区财政收入衡量的第三阶段南北地区经济的发

展水平呈现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相同的特点。2003 年北

方地区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收入的 38.65%，而在经

历了北方的经济复苏后，2012 年北方地区这一指标升

至 41.12%，并成为 1993 年至今的最高水平。

通过分析南北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的绝对差距发现，

进入 21 世纪以来南北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的标准差较以

往发生了明显跃迁：2000 年二者的标准差超过 20%，

2 0 0 1  年增大至  3 6 . 0 1 %，此后一直保持增加趋势。

2016 年，我国南北地区间人均财政收入的标准差超过 600

（表 4），两地的人均财政收入相差巨大，该指标体现的

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也成为 1953 年以来最大的一年。

3.4 第四阶段：2013 年至今

在经历了 2004—2012 年的调整之后，南北两地的经

济发展差距有所缩小；然而自 2013 年开始，随着我国经

济发展阶段进入新阶段，南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也跃

迁入新局面，2013 年因而成为南北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

跃迁点，两地差距进入第四个阶段。

在经历了上一阶段的振兴复苏后，东北地区和北

方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升级的步骤开始放缓，北方地区经

济发展再次开始大幅落后于南方地区。经济形势仍然严

峻。地区生产总值方面，该阶段的特征突出表现为南

北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占全国份额分化加剧，北

方地区 GDP 占全国的份额急速下降（图 9）。以当年价

格计算的北方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份额，从 1953 年

的 47.6% 震荡下降到 2016 年的 39.91%，北方地区占比首

次小于 40%。

随着南方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长，南北地区人均

生产总值的标准差在 2013 年超过 100，并在 4 年内激增至

624.50。有研究指出，绝对差距因受经济总量的影响，在

不同时点不具有可比性。但此处结合南北地区人均生产总

表4   1982—2016 年以标准差衡量的南北地区人均财政收入的绝对差距

年份 标准差 年份 标准差 年份 标准差

1982 0.02 1994 12.24 2006 50.13

1983 0.86 1995 11.00 2007 85.33

1984 0.64 1996 10.88 2008 78.29

1985 0.80 1997 12.87 2009 64.93

1986 2.61 1998 7.58 2010 111.49

1987 2.88 1999 13.43 2011 96.59

1988 3.67 2000 23.55 2012 88.78

1989 3.26 2001 36.01 2013 121.86

1990 2.66 2002 33.59 2014 224.47

1991 5.17 2003 45.91 2015 506.87

1992 2.13 2004 35.50 2016 624.50

1993 14.64 2005 60.94 — —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计算

表 3    2003—2016 年以人均GDP衡量的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年份 绝对差距（标准差）
（元人民币）

相对差距

加权变异系数 泰尔指数

2003 18.06 0.01 0.33

2004 104.35 0.03 0.35

2005 144.55 0.08 0.39

2006 204.34 0.08 0.39

2007 224.46 0.05 0.36

2008 548.82 0.06 0.36

2009 589.80 0.06 0.36

2010 482.85 0.06 0.37

2011 578.29 0.07 0.38

2012 697.98 0.07 0.38

2013 472.74 0.07 0.38

2014 44.25 0.06 0.38

2015 927.15 0.05 0.37

2016 2 610.43 0.07 0.38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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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占全国的比重来看，2016年二者之间的差距占全国人均

生产总值的9.7%，是1988年以来相差最悬殊的一年。

从相对差距指标变异系数来看，2013年以前，除了个

别年份的加权变异系数较大外，基本保持在 0.4 以下，并

且大部分年份只有 0.2 或 0.3。但加权变异系数从 2013 年

的 0.2 增加至 2014 年的 0.4，后增加到 0.8，这一指标

在 2016 年首次超过 1.0。这再次证明了 2013 年以来我国南

北地区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更大差距的阶段。

在经历了  20  年的稳定差距后，南北地区财政收

入的相对差距也从 2013 年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加剧趋

势。1993—2012 年南方地区的财政收入相对全国水平

一直维持在 58.88% 与 60.33% 之间，北方地区一直维持

在 38.91% 与 41.12% 之间。而 2013—2016 年的 4 年时间

内，南方地区的该水平上升近 4 个百分点，北方地区下

降近 4 个百分点，波动水平超过此前 20 年。2016 年南

方地区的公共财政收入是北方地区的 1.7 倍，两地差距

为 1953 年以来之最。

4 结论

由上可知，1953 年以来，我国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逐步发展为明显的“南强北弱”的局面。无论是以地区

生产总值还是财政收入来衡量，北方地区经济在全国所

占比重均由最初的近 50% 下降到 2016 年的不足 40%，南

方地区则占据了超过 60% 的份额。通过前文的分析，本

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1953—1978 年是南北地区的经济均衡发展阶

段。该时期内我国的经济发展政策强调国民经济的综合

平衡、部门平衡和地区平衡发展。在这一思想的指导

下，南北两地经济状况相近，均保持平稳低速增长，两

地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发展状况基本不存在较大差距。

从地区生产总值总量来看，南北方生产总值占全国的

份额围绕 50% 上下 3 个百分点以内交错变动；从地区财

政收入来看，南方地区的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平均

为 53%，北方地区为 47%；人均财政收入方面，北方地

区甚至高于南方地区水平。

（2）1979年成为南北经济发展拉开差距的转折点。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区域发展转向有侧重的发展战略，南

方地区凭借其自身的地理优势和历史积累，得到了更多的

政策和资金支持，发展环境优于北方地区。上一阶段南北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相上下，而此后我国经济进入全面

高速发展阶段，无论是以地区生产总值衡量还是以地区财

政收入衡量，南方地区经济增长的加速度均明显大于北方

地区，南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自此拉开。

（3）2004 年为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调整点。

2004—2012 年，以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区域政策成为

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动了

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南北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局面，

北方的地区的经济增长势头好于南方地区。这一阶段

中，南北两地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呈现出北方地区增

长率高于南方地区的形势，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南北地区

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地。地区财政收入方面也发生了相

同的变化，这 9 年间北方地区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小

幅上升了近 2%。

（4）2013 年成为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跃迁

点，南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自此拉开新一轮的更大差距。

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北方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份额

急剧下降，4 年间下降近 3 个百分点，2016 年北方的地

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下降到 39.7%，为 1953 年以来

的最低值。在对于地区财政收入的分析中也发现了相同

图 9    2000 年以来南北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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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南北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及演变分析

的趋势，南北两地财政收入占全国比重的波动水平超过

此前 20 年，以标准差衡量的绝对差距也出现了激增，

2016 年南方地区的公共财政收入是北方地区的 1.7 倍，两

地差距为 1953 年以来之最。

综上可知，我国南北地区经济的发展差距，在经历

了“微小—扩张—调整—激增”阶段后，2013 年开始进

入了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前所未有的剧烈分化时期，两地

的经济发展水平正以极高的速度拉开差距。新时期我国

南北地区的区域发展差距正在凸显，“南北差距”成为

现阶段中国经济发生的大变化之一。接下来的研究应聚

焦这一问题的成因分析和对策研究，以解决经济发展的

地区差距问题，从而缓解我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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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arity and Its Evolution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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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faced by Chinese society has evolved. Now it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unbalanced and inadequate 

development and the people’s ever-growing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Among all aspects of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the un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most severe problems, which has become the most severe problem of our society in the new era. This 

study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GDP and fiscal revenue of the north and south regions of China since 1953, drawing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regions in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eriods. The first period is from 1953 to 1978, when 

the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two regions were at the same stage. The second period is from 1979 to 2003, during which period the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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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of the south region began to precede the north region. The third period is from 2004 to 2012. The fourth phase started from 2013, the 

year became the jumping poi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gap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regions.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arity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came to the worst stage in 2016. Concentration on regional economic disparity has been paid to the 

east, middle, and west China for a long time, yet the disparity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is very severe. In the period of principal 

contradiction chang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disparity between south and north regions of China needs more attention and more effective 

solution.

Keywords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disparity, comparison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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