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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1989—2012年广西89个县域经济数据，利用分解的Theil指数和马尔可夫链方法，探索欠发达省域差异

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广西区域差异对地理尺度很敏感，县域间的差异最大，其次为地市间，区域间的发展最为平

衡。三大区域内部差距的增大是促成广西整体差异拉大的主导力量。广西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

2000—2012年间的更为显著，欠发达地区极有可能陷入“贫困陷阱”。区域间的两极分化趋势增强，趋同俱乐部总体

上呈环状分布特征。高水平趋同俱乐部的分布逐渐由市辖区扩散到邻近的县域。低水平趋同俱乐部主要分布在桂西

资源富集区。中高水平趋同俱乐部环绕高水平趋同俱乐部外围，而中低水平趋同俱乐部集中分布在中高水平趋同俱

乐部外围。广西县域单元平稳者居多，向上转移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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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regional inequality in Guangxi, one of the poorest provinces in China, with the multi-

stage nested Theil decomposition method and the Markov chain analysis. It follows the multi-scale framework based on a

dataset of 89 counties in Guangxi province from 1989 to 2012.The conclusions are drawn as follows: Regional inequality

in Guangxi is sensitive to geographical scale, and inter-county inequality is the widest. The gap of inter-municipality is

also wide, but there is a relatively balance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ong the Beibu Gulf Economic Zone, the Xi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 and the resource-rich area of Western Guangxi. We also find that increasing regional inequality is

mainly a result of rising interregional inequality. The uneven development of the Xijiang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accounted for 55.62%of the overall inter-county inequality. We reveal a trend of increasing rural-urban disparity and find

internal inequality between rural counties and urban districts is the dominant driving force. The Markov chain analysis

reveals that there are four convergence clubs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1989~2012, namely, the rich club,

the developed club, the less developed club and the poor club. The results show that less developed regions are likely to

fall into the“poverty trap”. Compared with the period from 1989 to 1999, club convergence is more obvious during

2000~2012. The four convergence clubs distribute in a ring-shape pattern. The rich club locates at the core area, including

mainly municipal districts and gradually spreading to neighboring counties, while the poor club mainly distributes in the

resource- rich area of Western Guangxi. The less developed club is concentrated around the developed club, which

aggregates around the rich club. A majority of the counties remain a steady status, with increasing number of counties

mov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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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增长态

势，1979—2012年GDP年均增长率达9.8%［1］。然而，

在国民经济得到全面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区域经

济格局发生重大演变。无论是东、中、西三大地带

间，还是各省市间、各省市内部，区域发展不均衡在

持续扩大并成为经济增长背后不可回避的现实问

题［2-3］。这种独特的区域发展轨迹、不均衡增长和不

断加剧的社会不公所带来的挑战也越来越大［4-5］。

区域差异的长期存在和过度拉大不仅影响到资源

的优化配置和整体经济效率，对社会和谐稳定、国

家统一和整体福利也会产生负面影响［6-8］。因此，区

域差异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决策者关注的核

心议题。

国内学者对中国区域差异的研究始于 1990年
代初。经济学者们主要集中在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

部收敛的验证研究［9-11］，这对认识和解释区域趋同

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路径和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但每个区域几乎被看作一些独立的个体，没有考虑

到区域间的相互影响，忽视了地理空间效应［12］。相

比而言，地理学者更加重视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

对区域经济差异的研究涉及不同尺度，包括全国

层面［13-15］、区域层面［16-18］、省域层面［19-20］、经济区层

面［21-23］和市域层面［24-25］。研究广西区域差异的文献

较少，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以广西内部区域或地

级市为研究对象，如对崇左市［26］和北部湾经济区［27］

等区域差异的分析；二是对整个广西的研究，包括

城乡差异［28］、农村经济发展差异［29］和广西经济差

异［30-31］。现有研究文献在尺度上以省域层面为主，

主要集中在全国范围内的省际或区域间差异分析，

城市和县域研究明显缺乏；欠发达省份的县域差异

研究较少。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的

揭示不足。基于此，论文利用多尺度分析框架［4］，采

用分解的Theil指数分析广西区域差异的多层级时

间演变，通过马尔可夫链，考察广西区域差异的时

空复杂性和俱乐部趋同问题，尤其是对广西“两区

一带”①差异的分析，及时考察中央和地方政府推行

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的实施效果，探索欠发达省份的

区域发展问题。研究成果能为广西区域经济空间格

局的优化和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广西地处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结合

部，地理区位非常独特，既是沿海省份，又是西部地

区，还是大开发战略实施区域，集“老、少、边、山、

穷”为一体。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综合经济实力大幅

提升。“十一五”期间，GDP年均增长率达 13.9%，但

广西仍是我国沿海省份中的欠发达地区，2012年广

西GDP为 13 035.10亿元，仅占全国的 2.51%，在东

部沿海地区位居倒数第 3位，全国位居第 18位；人

均 GDP 为 27 952 元，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72.75%，在东部沿海地区位居最后，全国倒数第 5
位。作为典型的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

困地区，中央和地方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努力

推动广西区域的协调发展。本文以广西为案例，探

讨欠发达省份的区域差异，检验政府政策实施的效

果，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1.2 数据来源

研究将研究区分为区域（3个）、地级（14个）和

县级（89个）3个空间尺度，其中区域包括北部湾经

济区、桂西资源富集区和西江经济带。北部湾经济

区包括南宁市、北海市、钦州市和防城港市；桂西资

源富集区包括百色市、河池市和崇左市；西江经济

带包括柳州市、桂林市、梧州市、贵港市、玉林市、贺

州市和来宾市（图 1）。研究时段为 1989—2012年。

数据样本选取广西各县（市辖区、县级市）的GDP、
人口及人均GDP作为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主

要指标。数据均来源于相应年份的《广西统计年

鉴》，对于GDP，考虑了价格变化因素，将每一年份

的数值都统一折算到1978年的基准价格。

图1 广西区位与分区示意图
Fig.1 Location of Guangxi and regional divisions

① 2009年底，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将广西划分为北部湾经济区、西江经济带和桂西地区
三类区域，要求通过实施“两区一带”的区域发展总体布局，实现区域互动、协调发展。

第2期 戴其文，魏也华，宁越敏：欠发达省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分析 15



1.3 研究方法

1.3.1 Theil指数及其嵌套分解方法。Theil指数可以

分解成两个指数指标，即 Theil指数 T和 Theil指数

L，前者以GDP比重加权，而后者以人口比重加权，

本研究采用 Theil指数 T，与 Gini系数和 Cv系数相

比，Theil指数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分解［32］，计算公

式为：

T =∑
i = 1

N

yiln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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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N 为区域个数；yi为 i区域GDP占广西全区的

份额；Pi为 i区域人口数占广西全区的份额。Theil指
数 T越大，表示广西各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越大。

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下，中国的区域差异具有明

显差别。空间尺度越小，区域经济差异越大，对总体

区域差异的贡献份额也越大［33］。如果以地市级行政

单元为基本空间单元，对 Theil指数 T做一阶段分

解，可将全区的总体差异分解为北部湾经济区、桂

西资源富集区和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

与三大区域内各地市之间的差异。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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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j表示第 i区域第 j市的GDP；Y表示所有市的

总GDP；Pij表示第 i区域第 j市的人口；P表示所有市

的总人口。

如果定义第 i区域的市际差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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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公式（2）中的Theil指数TP可被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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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表示第 i区域的总GDP；Pi表示第 i区域的总

人口；TWR表示区域内差异；TBR表示区域间差异。

如果以县级行政单元为基本区域单元，对Theil
指数作二阶段嵌套分解，可将全区的总体差异分解

为市内差异（TWP）、市间差异（TBP）和区域间差异

（TBR）。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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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ijk表示第 i区域第 j市第 k县的GDP；Y表示全

区的总GDP；Pijk表示第 i区域第 j市第 k县的人口；P

表示全区的总人口。

如果定义第 i区域的县际差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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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定义第 i区域第 j市内差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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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公式（4）中的Theil指数Td可被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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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l指数用于分析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广西区

域差异，包括广西区域间、地市间和县域间差异、广

西三大区域间（北部湾经济区、桂西资源富集区和

西江经济带）的市际差异和县际差异、广西城区与

乡村的差异。Theil指数的一阶段分解用于分析基于

市级行政单元的广西区域差异（分解为三大区域间

和三大区域内）、广西城乡差异（分解为城乡内和城

乡间）。Theil指数的二阶段分解用于分析基于县域

行政单元的广西区域差异（分解为区域间和区域

内，区域内差异分解为地市间和地市内）。

1.3.2 马尔可夫链分析方法。马尔可夫链分析法通

过构造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刻画出县域之间在

不同状态下的分布演变情况。不仅可以描述空间经

济的不平衡特征，还可以了解每个空间单元的流动

性特征和趋势，考察区域的趋同、发散或极化趋势，

在研究无后效条件下时间和状态均为离散的随机

转移问题上具有独特的优势，是用于识别不同于σ

趋同和β趋同的俱乐部收敛，如发达地区或欠发达

地区内部存在的趋同趋势，尤其是揭示趋同俱乐部

成员构成变化形式与过程的有效工具［34-35］。该方法

首先将连续的区域人均GDP离散化为 k种类型，然

后计算相应类型的概率分布及其年际变化，近似逼

近区域演变的整个过程。如果将 t年份区域人均

GDP类型的概率分布表示为一个 1×k的状态概率

向量 Ft，记为 Ft=［F1t，F2t，…，Fkt］，而不同年份区域

人均GDP类型之间的转移可以用一个 k×k的马尔

可夫转移概率矩阵M表示（表1）。
表1中，元素mij表示 t年份属于类型 i的区域在

下一年份转移到 j类型的概率，采用下式计算：

mij = nij /ni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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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ij表示在整个研究期间内，由 t年份属于 i类

型的区域在 t+1年份转移为 j类型的区域数量之和，

ni是所有年份中属于类型 i的区域数量之和。如果某

个区域的人均GDP类型在初始年份为 i，在下一年

份仍保持不变，则定义该区域类型转移为平稳；如

果人均GDP类型有所提高，则定义该区域向上转

移；否则，为向下转移。

表1 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k=4）
Tab.1 Markov transition probability matrix (k=4)

ti/ti+1
1
2
3
4

1
m11
m21
m31
m41

2
m12
m22
m32
m42

3
m13
m23
m33
m43

4
m14
m24
m34
m44

通过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组区域的迁移概率

进行定量分析，可以观察在研究时段内，广西89个
研究区域所发生的区域类型转移情况。根据各区域

的转移方向集中性或者稳定性，来判断广西区域经

济发展是否发生了俱乐部趋同，以及趋同俱乐部的

稳定和各区域在不同趋同俱乐部之间的转移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广西区域差异的多层级分析

利用公式（1）计算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广西Theil
指数，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县域间、地市间和区域间

的差异变动情况有所不同，总体来看县域间的差异

最大，其次为地市间，而区域间的发展水平最为平

衡（图 2）。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呈波动变化态

势。地市之间的差异起伏波动非常大，呈倒U型。三

大区域间的经济差异较小，比较平稳，但有扩大趋

势。区域间发展比较平稳，地市间和县域间没有呈

现出明显的趋同或发散趋势。2001年是个明显的分

水岭，区域差异最大。2004年之后整体上趋于相对

平稳。这说明 2000年启动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广

西的区域差异缩小具有一定的作用。

图2 不同空间尺度下的广西区域总体差异：Theil指数
Fig.2 Regional inequalities at different scales in Guangxi，

1989-2012:Theil index

在考察广西总体差异的同时，将广西分为北部

湾经济区、桂西资源富集区和西江经济带三大区

域，通过公式（2）计算出三大区域县际和市际的

Theil指数，分析省内区域内部的差异。由图3可见，

广西三大区域之间的市际差异都呈现出扩大趋势，

其中桂西资源富集区的经济差异最小，西江经济带

的经济差异水平最高，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发展相

对比较均衡。与市际差异相比，广西三大区域的县

际差异明显较大，北部湾经济区和西江经济带的县

域差异呈扩大趋势（图 3）。相对于北部湾经济区和

西江经济带而言，桂西资源富集区不具备相应的区

位优势，政策优势亦不明显，虽然资源丰富，但开发

程度低，经济基础薄弱，又邻近云南、贵州等欠发达

省份，故区内县市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区域差异较

小。西江经济带中的柳州、桂林、梧州经济基础好，

发展较快，而贵港、玉林、贺州、来宾发展较慢。北部

湾经济区内部因南宁市是首府，发展迅速，而北海、

钦州和防城港城市规模小，辖县少，又邻近南宁，发

展受到剥夺。

图3 广西三大区域的市际与县际差异：Theil指数
Fig.3 Regional inequalities of inter-municipality and

inter-county at region scale in Guangxi，1989-2012: Theil
index

图4 基于市级行政单元的广西区域差异：
Theil指数的一阶段分解

Fig.4 Theil decomposition of inter-municipal inequality
in Guangxi，1989-2012

对Theil指数的分解可以观察不同组份对广西

总体差异的贡献情况。基于地市行政单元，通过

Theil指数的一阶段分解，将广西的区域差异分解为

三大区域间和三大区域内两部分，利用公式（3）计

算出相应的Theil指数。由图 4可看出，区域内差异

走势情况与总体差异非常相近。由于三大区域之间



的差异总体看来是比较平稳的，因此，促成整体差

异拉大的主导力量是三大区域内部差异的增大。区

域间无明显极化作用，区域内的极化作用似有显

现。1989—2012年，三大区域内的差异对Theil指数

的平均贡献率达到72.25%。这也印证了广西区域差

异对地理尺度的敏感性，三大区域各自内部的差异

很大，但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比较，地市间的差

异被抵消，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则很小。

图5 基于县域行政单元的广西区域差异：Theil指数分解
Fig.5 Theil decomposition of inter-county inequality in

Guangxi，1989-2012

再进一步深入分析，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对

Theil指数的分解发现三大区域内部的县域差异对

广西整体差异的贡献非常大，平均贡献率达到

92.63%（图5）。从三大区域内部来看，西江经济带内

部的不均衡发展对广西整体差异的贡献率达到

55.62%，超过一半水平，而北部湾经济区内部差异

的贡献相对较小，平均贡献率为 28.14%，桂西资源

富集区内部差异的贡献最小，平均贡献率仅为

8.86%。各县区位不同，沿海、边境、邻近大城市的县

域，可发展外贸和边贸，受大城市经济辐射力强，发

展快，而位于桂西和桂东的山区县则较贫困。资源

禀赋和享受政策的不同也导致县域经济差异非

常大。

利用公式（5），通过对 Theil指数的二阶段分

解，可以发现各地市内部的差异对 Theil指数的贡

献率明显大于地市之间的差异贡献（图 6）。1989—
2012年，地市内部差异的平均贡献率达到72.56%，

2008年以来地市之间的差异平均贡献率有所增加，

达到 25.38%。无论是地市间还是地市内，其区域差

异没有明显扩大趋势。这与 2006年成立广西北部

湾经济区，2008年国务院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

济区发展规划》的政策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以市辖区为城市区域、县（县级市）为乡村区

域，基于公式（1）计算出相应的 Theil指数，通过对

人均GDP的分析，考察广西城乡发展水平的差异情

况。由图7可知，广西城乡差异较大。由于城乡之间

的差异总体来看比较平稳，因此，促成广西城乡差

异波动的主导力量是城乡内部差异的波动。通过

Theil指数的一阶段分解，各组份的贡献相差不大，

但具有阶段性。1989—2002年间，城乡内部的差异

对 Theil 指数的平均贡献率为 58.41%，而 2003—
2012年间，城乡之间的差异平均贡献率为54.36%。

观察广西城区与乡村内部的发展水平可见（图 7），

城区间差异明显大于乡村间差异。城区间差异波动

较大，而乡村间差异总体上看，比较平稳。

图6 基于县级行政单元的广西区域差异：
Theil指数的二阶段分解

Fig.6 Theil decomposition of inter-county inequality in
Guangxi，1989-2012

图7 广西城乡差异：Theil指数的一阶段分解
Fig.7 Theil decomposition of urban-rural inequality in

Guangxi，1989-2012

2.2 广西区域差异的时空格局

利用马尔可夫链方法判断广西区域发展是否

发生俱乐部趋同，以及各趋同俱乐部的稳定性和各

县域在不同趋同俱乐部之间的转移情况。首先将广

西89个县域按照相应年份的全区人均GDP均值划

分为 4 个类型：人均 GDP 低于全区平均水平的

75%，则为低水平区域；人均GDP介于全区平均水

平的 75%～100%之间，则为中低水平区域；人均

GDP介于全区平均水平的 100%～150%之间，则为

中高水平区域；人均 GDP 大于全区平均水平的

150%，则为高水平区域。此外，还检验了其他划分

标准所得出的结果，并作了比较，得出的结果大致

相同。由此建立一个k=4的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

见表2。
2.2.1 广西区域发展的俱乐部趋同现象。根据区域

发展策略，鉴于2000年国家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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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广西也被纳入到西部大开发范围之内，故将整个

研究期划分为1989—1999年和2000—2012年两个

阶段。首先，分别计算整个研究期和两个阶段广西

县域人均GDP类型的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表

2）。可以看出广西县域人均GDP类型转移在整个研

究期存在以下特征：①广西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低水

平、高水平、中高水平和中低水平4个趋同俱乐部。

所有对角线上的概率值均大于非对角线上的数值，

表明这4个俱乐部趋同均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对角

线上的最小值为0.775，说明在任何一个时期，区域

保持原有发展水平类型的可能性至少为 77.5%。其

中，低水平俱乐部和高水平俱乐部稳定性更强，其

维持原有状态的可能性分别为 93.6%和 87.8%。初

期为低水平的区域，向上转移的可能性最大仅为

6.3%，说明欠发达地区极有可能陷入“贫困陷阱”。

②不同类型之间发生转移的概率非常小，最大值为

0.123，仅为对角线上最小值的15.87%。与对角线不

邻接的概率值均小于 0.001，意味着在连续两个年

份之间，广西县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小

（如低水平向中高水平转移），这与其他学者对江苏

省和河南省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36-37］。这也

显示出不同省份县域单元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

转移上存在差异。③在 6种相邻类型的转变中，中

低水平转向中高水平趋同俱乐部的可能性最大，为

12.3%，大于其逆向转移概率。其他5种由较低水平

转变为较高水平类型趋同俱乐部的概率都略大于

其逆向转变概率，如中低水平转变为低水平趋同俱

乐部的概率大于由低水平转向中低水平趋同俱乐

部的概率。总体上“中间阶层”的县域单元均有向下

转移的趋势，“中间阶层”趋同俱乐部成员数量趋于

缩小。

2.2.2 广西趋同俱乐部的时空特征。广西县域人均

GDP类型转移在两个分阶段上也存在不同之处（表

2），第二个阶段的“俱乐部趋同”现象更为明显。从

频次上看，1989—1999年间，初期为“低水平”和“高

水平”的数量分别为 320和 94，而在 2000—2012年

间，二者分别增加到490和136，且低水平区域数量

增加更为明显；从转移概率上看，初期为低水平的

区域在 2000—2012年间向上转移到中低水平的概

率（0.055）明显小于 1989—1999年间（0.075），而初

期为高水平的区域在 2000—2012年间向下转移到

中高水平的概率（0.081）也明显小于1989—1999年
间（0.149）。通过两个时段的比较可以看出，在“低

水平”和“高水平”区域的数量以及它们转移的概率

上，都能反映出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趋势在增强。

表2 1989—2012年广西县域人均GDP类型的
马尔可夫链转移矩阵

Tab.2 Markov matrix for per capita GDP classes at the
county level in Guangxi，1989-2012

ti /ti+1

1989—2012
ⅰ
ⅱ
ⅲ
ⅳ
1989—1999
ⅰ
ⅱ
ⅲ
ⅳ
2000—2012
ⅰ
ⅱ
ⅲ
ⅳ

n

810
560
447
230

320
317
159
94

490
243
288
136

（<75%）

0.936
0.098
0.002
0.004

0.922
0.104
0.006
0.011

0.945
0.091
0.000
0.000

ⅱ（<100%）

0.063
0.775
0.103
0.009

0.075
0.782
0.126
0.000

0.055
0.765
0.090
0.015

ⅲ（<150%）

0.001
0.123
0.828
0.109

0.003
0.107
0.761
0.149

0.000
0.144
0.865
0.081

ⅳ（>150%）

0.000
0.004
0.067
0.878

0.000
0.006
0.107
0.840

0.000
0.000
0.045
0.904

注：ⅰ为低水平区域，ⅱ为中低水平区域，ⅲ为中高水平区域，ⅳ为
高水平区域。

从空间上看，1989年广西高水平趋同俱乐部都

分布在市辖区，2012年除了原有的市辖区外，还有

些邻近市辖区的县域也进入高水平趋同俱乐部，空

间分布相对较为零散（图8）。由此可见，广西城乡经

济差异非常大。低水平趋同俱乐部主要分布在桂西

资源富集区，并略有增加，空间上呈明显的片状分

布。2012年北部湾经济区内也有部分低水平区域，

可见其内部差异较大。比较两个年份发现，中低水

平和中高水平两大趋同俱乐部成员数量变化非常

大，中低水平趋同俱乐部由 1989年的 43个减少为

2012年的 18个，中高水平趋同俱乐部由原来的 11
个增加到27个。表明中间阶层不稳定，更倾向于向

上转移到更高层次的俱乐部。空间上看，2012年中

高水平趋同俱乐部较为明显地环绕高水平趋同俱

乐部外围呈集聚分布状态，而中低水平趋同俱乐部

则集中分布在中高水平趋同俱乐部外围，总体上呈

环状分布。

同时，我们还发现广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类型

的空间转移也呈一定的规律性（图 9）。将整个研究

期分为两个阶段可以发现，两个阶段都是平稳者居

多，超过一半，向上转移的区域数量略多。1989—
1999年间，向上转移区域有22个，2000—2012年增

加到25个，向下转移数量没有变化。向上转移的区

域在空间上分布相对较为零散，但绝大多数呈片状

出现。无论哪个阶段，北部湾经济区向下转移的县

域极少。2000—2012年间，北部湾经济区相对较为



稳定。除百色市大部分县域，如田林、隆林、西林、乐

业、凌云、百色市区、那坡、德保等一直处于同一种

类型状态，其他区域处于类型转移中，可见整个广

西的区域发展变动较大。

2.3 主要动因简析

区位因素、政策驱动、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生

态环境是影响广西区域经济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

①优越的区位更容易吸引要素的集聚，更有机会率

先得到发展。如临海的合浦、邻近大城市的武鸣、兴

安、临桂、鹿寨，地处边境邻近东盟的口岸城市凭

祥、东兴；而地处桂西和桂东的山区县则发展缓慢，

如东兰、凤山。②政策的推动对于区域发展也至关

重要，如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

展规划》使得北部湾地区的南宁、北海、钦州和防城

港4市及辖县得到快速发展。③具有丰富资源的城

市将迅速发展起来，如铝矿丰富的平果铝工业发

达、富含锡锌矿的南丹、田东的石油工业。④经济格

局的演变都会受到历史发展基础的影响，如广西工

业中心柳州，其工业基础雄厚；南宁和桂林作为广

西的中心，经济基础较好，其县域发展起步早，速度

快；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薄弱，绝大多数的民

族自治县发展较缓。⑤生态环境作为自然条件也影

响着区域经济发展，如桂西地区石漠化严重，生态

十分脆弱，严重制约着当地的经济发展。

3 结论与讨论

利用分解的 Theil指数和马尔可夫链方法，对

1989—2012年广西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

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第一，广西区域差异对地理尺度敏感，县域间

的差异最大，其次为地市间，而区域间的发展水平

最为平衡。广西三大区域间的县际差异明显大于市

际差异。促成广西整体差异拉大的主导力量是三大

区域内部差距增大。西江经济带内部的不均衡发展

对广西整体差异的贡献率最大。第二，广西城乡差

异较大，城乡内部差异的波动是造成广西城乡差异

波动的主导力量。城区间差异明显大于乡村间差

异。第三，广西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低水平、高水平、

中高水平和中低水平 4个趋同俱乐部，2000—2012
年间更为显著。各趋同俱乐部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图8 1989和2012年广西趋同俱乐部的空间分布
Fig.8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Guangxi’s convergence club，1989，2012

图9 1989—2012年广西县域人均GDP类型转移的空间格局
Fig.9 Spatial patterns of class transitions for county level GDP per capita in Guangxi，198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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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低水平俱乐部和高水平俱乐部稳定性更强，欠

发达地区极有可能陷入“贫困陷阱”。第四，区域间

的两极分化趋势增强，趋同俱乐部总体上呈环状分

布特征。高水平趋同俱乐部的分布逐渐由市辖区扩

散到邻近的县域，空间分布较为零散。低水平趋同

俱乐部主要分布在桂西资源富集区，并略有增加，

空间上呈明显的片状分布。中高水平趋同俱乐部环

绕高水平趋同俱乐部外围集聚分布，而中低水平趋

同俱乐部则集中分布在中高水平趋同俱乐部外围。

第五，广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类型的空间转移在两

个阶段都是平稳者居多，向上转移略多。后阶段向

上转移区域有所增加，向下转移数量没有变化。向

上转移的区域空间分布较为零散，绝大多数呈片状

出现。

此外，研究还发现作为欠发达省份的广西，其

区域差异特征与发达省份存在明显区别。江苏区域

差异的增大主要在于苏南的快速发展和苏北发展

的相对滞后［14］，而广东则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

构，珠三角核心区和外围区差异的扩大强化了广东

的区域差异［19］。相比之下，广西区内两区一带的差

异较小，且没有明显扩大趋势，而北部湾经济区、桂

西资源富集区和西江经济带的内部差异是广西差

异扩大的主要贡献者。其他欠发达省份得出结论不

尽相同，如蒙东、蒙中和蒙西三大地区内和地区间差

异都在扩大，地带间差异是构成差异的主要因素［38］。

东疆、南疆、北疆三大区域间差异和区内差异都在

扩大，区内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贡献者［39］。通过

马尔可夫链分析广西的俱乐部趋同，发现广西县域

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小（如低水平向中高

水平转移），这与发达省份和其他欠发达省份研究

结论也不一样，江苏省［36］和河南省［37］的研究得出跨

越式发展的可能性不存在。广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类型的空间转移与发达省份不同，向上和向下转移

的县域并没有像江苏，集中在苏南和苏北，而是呈

片状分布。欠发达省份与发达省份的区域差异存在

差别，不同欠发达省份的区域差异也不尽相同。什

么因素导致了这些差别？揭示形成区域差异的内在

机理以及隐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省份区域差异背

后的机制将是今后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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