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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四直辖市经济发展水平对比分析 

’ 马智利，高 敏 
(重庆大学 贸易与行政学院，重庆 400030) 

摘要：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是我国目前的四个直辖市，分类、比较和研究各直辖市经济发展水平，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 

经济发展战略，对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章首先定量分析 1997—2002年区域经济的总体差异的动态变 

化特征，而后结合人均 GDP指标和新经济指数对我国四个直辖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对比分析，比较清楚地描述了我 国四直 

辖市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不平衡性和差异程序的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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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ast Analysis of Economy Development in Four M 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 

MA Zhi-li，GAO Min 

(College ofTrade andPublic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400030，China) 

Abstract：Beijing，Shanghai，Tianjin and Chongqing are four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China．That 

how to classify，compare and research the economy of various mun icipalities directly un der the central govermnent in order to set down 

district economy development strategy with pertinency has important meaning to promot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harmonious． 

1y．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varia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ifference within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 der the central govermnent from 1997 to 2002 firstly．With the use of relative index，this paper analyrzes economy development of them
， 

and evaluates accurately the non-bal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them，and describes more clearly their changing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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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 、天津、重庆是我 国目前 的四个直辖 

市 ，而其作用各 自不同。考察我 国四直辖市 问的经 

济差异对我国经济协调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 
一

、测 度指 标 选取 与 总体 差 异分 析 

众所周知 ，北京、上海 、天津、重庆的经济发展水 

平存在较大的差异 ，但是这个总体差异究竟有 多大 ， 

这是应首先分析的问题 。鉴于我国四直辖市 经济发 

展基数或经济总量原有水平 的差异以及上海经济发 

展水平的绝对优势 ，因此 ，以往比较 区域问经 济发展 

水平常用 的指标绝对差距 和极差率不适用。本文拟 

采用基尼 系数 、差异系数作 为衡 量四直辖市经济发 

展水平差异的指标 。 

(一 )指标 介 绍 

1．基尼 系数 

该指标是被广为接受的测算经济发展不平衡性 

的综合指标 ，当经济发展水平完全均等时 ，基尼系数 

等于 0，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均等 ，即最后 一个地 区 

完全 占有全部产值时 ，基尼系数等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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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变异 系数 

反映样本偏离平均值 的程 度，该 系数发 达 国家 
一 般为 0．1左右 ，发展中国家一般为 0．4左右。 

Cv = 。／砉c 一 
— —  一  

其中 ，CV为差异系数 ， 为 i地 区的人均 GDP，Y 

为各区域人均 GDP的平均值 ，N为地 区数。 

基尼 系数 和变 异 系数是 从 不 同 角度 考 察 地 区经 

济发展差异的指标 ，他们 的值越大 ，说 明各 区域 的经 

济差异也越大 ，反之就越小。 

(二 )总体 差异 分析 

我国四直辖市 1997—2002年人均 GDP变动情 

收稿日期：2005—06—03 

作者简介：马智利(1963一)，男，山东菏泽人，重庆大学贸易与行政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http://www.cqvip.com


马智利 ，等 中国四直辖市经济发展水平对比分析 39 

况见表 1。根据以上指标结合表 1的数据进行计算 ， 结果如表 2所示。 

表1 我国四直辖市人均 CDP变动概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表2 四直辖市 1997—2002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主要指标值 

表 2显示，1997年基尼 系数 为 0．2756，终点年 

2002年为 0．2785，呈现出由增递 减趋势 ，但 变动幅 

度较小 ，2000年达最 大值 0．2889，但 较之基尼 系数 

最低年 (1997)仅增大了 0．0133；变异系数在 1997— 

2000年均呈上升趋势 ，但幅度也较小 ，年平均增长率 

仅为 0．58％，从 2000年起 ，变异系数呈下降趋势 ，年 

均下降数为 0．65％ ，但是 四直辖市 的变异系数值历 

年均超过了 0．5，说 明其经济差异一直较大，并且在 

6年 问并 未显著 缩小 。 

二 、比较分析 

(一 )人 均 GDP比较 

比较区域间 ，尤其是发达地 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 

可 以从多个侧 面、不 同角度 加 以考察 ，如市 场化程 

度 、工业化水平 、经济结构效率、基础设施的完善等 ， 

但这些最终都将体现 在综合产 出水平或产 出效率 
—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中⋯。因此 ，本文着 

重以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这一指标 为基点 ，对我 国四 

直辖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进行 比较分析。 

由表 1、图 1分析 ，从纵向看，1997—2002年，我国 

四直辖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历年增 长，并且较为稳 

定 ，从横向看 ，北京、上海、天津三个老牌直辖市 的人 

均 GDP历年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历年均呈现出上 

海 、北京、天津的排序 ，并且上海历年均高于全国平 均 

水平 4—5倍 ，可以看出，其对拉动我 国的经济增长贡 

献最大，北京和天津历年也高 于全 国平均水平 2—3 

倍 。而重庆六年来均未能达到全 国平均水平 。 

表3 我国四直辖市人均 CDP差距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数据计算而得 

从表 3可以看 出，四直辖 市中经济发展水平 差 

距最 大 的是上 海 和 重 庆 ，除 了 1997年 以 外 ，上 海 的 

人均 GDP一直是重庆的六倍以上 ，2000年达最大值 
— — 是重庆人均 GDP的 6．699倍 。差距最小的两个 

城市是北京和天津，北京的人均 GDP始终保持在天 

津的 1．2倍左右。另外 ，除北京 和天津两城市 间差 

距历年递增外 ，其他城市差距均呈现 出先增大 ，后减 

小的趋势 ，其 中以上海 与其它城市的 比较表现尤其 

明显 。1999年 ，上 海 和 北 京 、天 津 的 差 距 达 历 年 最 

高 ，分别为 1．5522和 1．9282，然后逐年递减。 

图1 我国四直辖市人均 CDP的阶梯差势 

表4 我国四直辖市1997—2002年CDP增长速度比较 变动直接反映各直辖市经济增长速度 的快慢。由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数据计算而得 

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地 区经济发展实力或 

竞争力大小最基本 的总量指标 ，其 GDP增长速度 的 

4可知 ，自 1997年以来 ，四直辖市 的 GDP变动没有 

明显的规律 性 ，并 不是 一直 递增 或 递 减。重 庆在 

1999和 2000两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较低 ，仅为 

1．77％和 8．87％ ，北京在 1999年 的 GDP增长率也 

仅为 2．45％ ，相对于重庆、北京和天津三个直辖市 ， 

上海 的增长速度相对稳定 ，GDP增长率最低 的 2002 

也 达到 9．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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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直辖市 1997--2002年经济增长示意图 

从 图 2可 以看 出，四直辖市 的国内生产 总值均 的榜样 ，而且在某些方面如经济全球化程度 、经济活 

是历年递增的，但是重庆与其它三直辖市相 比，其 国 力等方面领先zig京 。这两地也是国内经济改革 的先 

内生产总值上升趋势最 为不 明显 ，而上海和北京变 锋 。天津作为首都圈的门户 ，新经济指数为 59．1，在 

动较大。 各项新经济指标 中全球化相对 突出 ，同时知识就业 

(二)新经济指数 比较 以及科学家和工程师专利等反映创新 能力 的指标也 

考察一个 国家 、一个 地 区 的发展水平 ，除 了以 较高 ，但经济数字化相xej-较弱。 

GDP总量或人均 占有量为尺度进行衡量 ，新经济指 三、结论 

数 比较也是十分必要 的，因为新经济的本质 ，在于技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 出以下结论 ：北京、上 

术创新跃升成为经济增长 的根本 ，知识技术提高生 海 、天津、重庆等 四个直 辖市 经济发展水平 相差 较 

产力 ，可以更进一 步了解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对推 大 ，其 中上海 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 ，重庆 的经济发展 

动地 区经济发展 的作用 ，并且新经济发展水平衡量 水平 最低 ，在 1997—2002年 间，四 直辖 市 的人 均 

的标准也是集 中在知识 、信息 、数字化、创新 能力等 GDP发展差距总体上呈现缩小的趋势 ，具有阶段性 、 

方面 。 波浪型 的变化特征 ，并且在短时期 内我国直辖 市 的 

新经济测度 的指标体 系一 般 由五类指标组 成： 

知识 型职业 、全球化、经济动态、向数字经济 的转型、 

创新能力等 。我国四直辖市 的新经济指标见表 5。 

表5 2000年我国四直辖市新经济指数 

资料来源：《中国省、直辖市、自治区新经济指数报告 2000)。杨 

开忠等，北京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2003。 

从表 5可以看 出，重庆在 四个直辖市 中新经 济 

指数最低 ，仅为 45．4，在我 国新经济排序 中列为 11 

位 ，并且也未达到全 国平均水平 (47．2)，各项得分在 

全 国范 围内均居 中，与其他三直辖市 有着较 大差距 

(新经济指数与北京相差 51．6，与上海相差 27．9，与 

天津相差 13．7)。新经 济指数领先的城市也正是北 

京和上海 ，分别为 97．0和 73．3，均有非常雄厚 的传 

统经济基础和科技力量 ，尤其是在经济数字化 、职业 

和产业 转变 以及创 新能力 方 面堪称 表率 。不 过北 

京、上海虽然在办公室工作方面得分较高，但是专业 

技术人员 比例仍 然不 高。尽管上海 的人均 GDP数 

字高过北京 ，但 在新 经济中北京却 以绝对优势压倒 

其他各省市 自治区 ，成为全 国新 经济 的旗-y．。主要 

因为北京作为典型的高科技地 区得益于拥有众多的 

顶级国家科研机构 和高等院校 以及企业研发机构 ， 

这使得它的科学家与工程师 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各地 

区，成为供血最为充分的地 区。和北京相 比，上海的 

科技工作者主要来 自于企业研发机构和大学 院校。 

上海尽管与北京差距很 大，仍然是国内新经 济发展 

差距仍然较大 ，由于同样是处 于直辖市的地位 ，经济 

发展水平 相差过 大，不仅会使欠 发达的直辖市处 于 

不利地位 ，削弱其发展能力 ，而且也会降低其对 国家 

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 ，阻碍了其幅射作用的发挥。 

在 四个直辖市中，经济发展水平最低 的是重庆 ， 

而要缩小四直辖市 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实 现经 

济协调发展 ，就 必然需要 提高重庆 的发展水 平。重 

庆作为我国新兴的直辖市 ，与京 、津 、沪相 比，其 经济 

发展起步相对较晚 ，水平相对落后 ，面临 的竞争和压 

力 比较大。但 是 ，重庆在区位 上、资源上 、市场潜力 

上的优势也是突出的，建立直辖市、国家赋与优惠政 

策的机遇更是难得 。重庆应 把握住这个历 史机遇 ， 

充分发挥 自己的优势 ，使经济快速发展起来 ，尽快达 

到京 、津、沪及其他发达地区的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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