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移动通讯信息消费、汽车交通消费、

与住 房相关的商品 消费和教育、旅 游

等 精 神 文 化 消 费。2006—2008 年，

全国限额以 上批发零售企业商品 零售

中，年均增速最快的是 汽车类、通讯

器材类、建筑 及 装潢材料类、家电、

音像器材类和金银珠宝类。一些新型

高科技产品、消费比重不大的升级 消

费品 已逐渐成为市场新宠，如 家电和

音像 器材、金银珠宝、通讯器材等对

市场销 售的 贡献 率分别达到 8.2% 、

2.7% 和 1.9% 。三 是 购买频 率提 高。

收 入的增加 和消费观念的改 变，时尚

文化 的 流行 和科学技 术的发展，商

品 使 用期限逐渐缩短，也相应使得消

费数量增加。另外，人们在服务方面

支出的增多也带动了相 当种类和数量

商品的购买。

（二）中高收 入群体的消费能力

强。2007 年，40% 的城镇居民 家庭

人均可支配收入起过 16000 元，10%

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 入超过 36000

元。这些中高收 入群体 消费能力较

强，消费支出受物价上涨影响 不大，

特别是部分高收 入群体在股市、楼市

持续低 迷、通胀压 力加 大的情况下，

其实物商品 的消费不但 没有减少，还

增加了古玩字画、玉 石、金 银制品、

进口高档汽车等高价值收 藏品、奢侈

品 的支出。2008 年限 额以 上批发和

零售业金 银珠宝类零售额同比 增长

41.7% ，对限额以 上批发和零售业零

售额增长贡献 率为 2.7% ，拉动增速

0.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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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纵横
新形势下的区域经济新变化

叶为金

在金 融危 机的阴影挥之 不 去的

形势下，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大积极

变化是区域经济格局趋于协调。据国

家统计局统计，珠三 角的主体广东省

2009年第一季度的经 济增长创下 20

年内的最低水平，仅 为 5.6% ，而中西

部和东北地区呈现加 快发展的态势。

2009年一季度，内蒙古地区G D P 增速

达15% ，安徽省增长11.6% ，四 川省增

长10.8% ，湖北省增长10% 。城市间的

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趋势，2008年

经济增速最快的 10座城市中，有 8个

城市来自内蒙古、辽宁和吉林。另据统

计，今年 4月份，全国规模以 上工 业增

加值西部地区仍快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增长12.7% ，分别比 东部地

区和中部地区快 6和 7.2个百分点。

从区域市场看，中、西部地区零售

额 同比 增长 18.6% 和 18.2% ，分别高

于东部地区 2.9 和 2.5个百分点。相对

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呈现出加快发展的

强劲动力，大量农村人口 进入城市，扩

大了消费规模。此外，由于中、西部地

区对出口 需求的依 赖小于东部地区，

商品市场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也相

对小于东部地 区。从 2008年东、中、

西部区域消费品 市场发展变化看，与

上年相比，零售额增速分别为 21.4% 、

23.1% 和 22.3% ，同 比 提 高 4.3、4.9

和 4.3 个百分点。从各区域市场份额

看，东部地区所占比重由上年的 58.6%

下降到 58.3% ，中、西部分别由上年

的 24.3% 和 17.1% 提 升 到 24.5% 和

17.2% ，分别提高 0.2 和 0.1个百分点。

以 上数据 不 难看出，在目前金融

危机的新形势下，我国经济的区域增

长点正 在由南向北，由东向西转 变，

区域经济格局正 在重构。继珠三 角和

长三 角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正 在发

力，率先回 暖的迹象明显。辽宁省的

大连、沈 阳，吉林省的长春和湖北省

的武汉等城市如果未来 3年仍然保持

G D P在 15% 左右的增速，将在区域

结构重构中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可以 确定，这种区域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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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有力地改 变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对

于抵御金融危机的影响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

我国区域经 济的 重构有其必 然

性。一是金融危机导致外需的急剧萎

缩，使得以出口 为主的东部沿海省份经

济受到打击；二是4万亿 元投资计划

以 基建项目和工 业项目为主，东部沿

海地区基建项目基本完善，大项目投

资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和东北区域。这

也是一季度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成为

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主要原因之一。

综合各方面因素判断，在今后较长

的时期内，我国经济仍将保持持续快

速增长，国家实施的多种区域协调发

展政策将会逐渐产生积极效应，并将

有效缩小或减缓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

距。一方面，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逐

步缩小区城发展差距已成为全国深入

贯彻 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今后，国家将

会更加 关注并实施更多的扶持政策，

不断增强落后地区的发展能力，为中、

西部提供更多的区域间分工 和合作机

遇，从 而使中、西部具有一定的后发

优势，这些都将有效遏制发展差距的

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圈

内的整合以 及不同区城之间的联 系将

带动巨大的投资与就业机会，如“泛珠

三角”内的港珠澳大桥，投资超过700

亿 元；长三角沪杭高铁 ，投资额将近

300 亿 元；连接京津唐与长三角的京

沪高铁，投资更超过 2000亿元。随着

东南沿海产业加速向劳动力资源丰富、

成本低廉、具有一定制造业基础的地

区转移，中西部区域经济也将日益成

型。此外，为应对此次金融危机，地方

政府也纷纷向周边省份伸手，整合区

位、资源、市场等组合优势，努力培育

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

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区域发展

差距的形成是地理位 置、要素禀赋、

经济结构、政策制度和历史文化等各

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一个客观

的、历史的演变过程，缩小区域差距

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应在科

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积极推动区城间

协调发展，使区域发展差距进一步扩

大的苗头得到有效的抑制。

一是继续加 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政

策扶持力度。从目前国家现有的经济

实力和财力考虑，缩小区域经济发展

差距，中央政府应发挥积极的主导作

用。不断完善以促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

等化 为目的的公 共财政体系，加 大对

中、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强地

方政府提供公 共服务的能力，缩小中、

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享有公 共服务

方面的差距。

二是逐步提高在西部地区投资的

比重。应在能够调控的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总量中更多地向西部地区倾斜，

在项目安排和资金分配上也要向西部

地区倾斜。采取适当的政策鼓励外资

和内资到西部地区发展“瓶 颈”产业、

电力建设、交通通讯设施及矿产资源

开发，增强西部地区的造血 机能和对

内外资的吸引力。

三是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的税 收 政 策。新的税 收 政

策应有利于促进资源丰富的中、西部

地区加快发展，消除当前形式上不公

平、效果上亦不公 平的税收政策对区

域经济差距的逆向调节。税收政策应

配合产业政策向交通运输、邮电通讯、

能源和原材料工 业倾斜，提供所得税

减免的优惠。由于这些行业正是西部

地区比较薄弱的产业或具有资源优势

的产业，实施 面向产业的税 收倾 斜实

际上是对西部地区的区城倾斜，有利

于西部地区的发展，能够起到促进区

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

（作者单位：云南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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