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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经济迅速发展，但区域间的发展差距也 

不断扩大。运用((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一书中的政策分析框架，描述 

并分析广东省经济地理的基本特征 ，在此基础上对如何重塑广东的经济地理，实现区域发展一 

体化，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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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 

排头兵，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区域间发展差距 

不断扩大。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迅猛发 

展，而东西两翼及粤北山区的发展则极为滞后。 

尽管自2000年以来广东省为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 

的发展差距仍在拉大。有效的政策措施必须是对 

症下药，因此只有首先对广东省的经济地理特征 

有一个准确且科学的把握，才能制定出切实有效 

的政策，推动广东省区域发展一体化、缩小地区问 

发展差距。 

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对广东省区域发展不平衡 

问题开展研究。例如刘昭云从 自然地理条件、区 

位和行政体制、人才和技术差异等方面分析了广 

东省内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 J̈。然而这类 

以若干发展条件的差异来解释发展结果差异的研 

究 ，缺少系统的、科学的理论支撑，难以为区域经 

济的均衡发展贡献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对于这 
一 问题，(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 

济地理》所提出的“三大经济地理特征”的政策分 

析框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思路。胡鞍钢运用了 

世行报告的这一分析框架，对川渝地区的经济地 

理进行了深入分析，归纳出川渝地区形成区域性 

增长极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并形成了川渝经济一 

体化路径是通过地区一体化带动国际一体化的政 

策建议 J。本文试图借鉴 2009年世行报告的分 

析框架，系统描述广东经济地理的基本特征，探求 

促进区域发展一体化的良策。 

二、经济地理的三大基本特征及分析 

框架 

1．经济地理的三大基本特征：密度、距离与分割 

2009年的世行报告指出密度、距离与分割是 

经济地理的三大基本特征，它们可以作为审视国 

家和世界发展的重要指标。密度指每单位土地的 

经济总量，是地方发展层次至关重要的特征；距离 

指商品、服务、劳务、资本、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 

难易程度，它是国家发展层次至关重要的特征；分 

割是指货币、关税和语言差异等对经济互动造成 

的壁垒，它是国际层次发展最具重要性的特征。 

2．经济地理变迁的分析框架：集聚、移民与专 

业化 

世行报告认为，集聚、迁移、专业化和贸易等 

市场力量是经济地理变迁的驱动力。首先，随着 

国家发展的进一步深化，人口和经济活动会 日趋 

集中；其次，集聚经济则会吸引人口和金融，劳动 

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会流向报酬最高的地区，要 

素流动尤其是劳动力移民可以产生收益；最后，运 

输成本的降低可以促进集聚，运输成本的降低现 

实促使远距离不相似国家之间贸易的增加，但随 

收稿 日期：2011—08—18 、 

作者简介：吕炜(1988一)，女 ，江苏盐城人，硕士生，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万方数据



第 3期 吕炜：广东经济地理特征与区域一体化发展对策探究 ·39· 

着其进一步下降，毗邻国家之间的贸易就更加频 

繁，当运输成本到达适度水平再降低时，生产就会 

集中到大市场或大市场附近。值得注意的是集 

聚、迁移与专业化这三个经济地理变迁的驱动力 

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不同区域层次上具有不同的 

表现。 

三、遵循经济地理三大特征审视广东 

地区经济发展 

1．密度与发展 

(1)广东省各市集聚规模覆盖三种阶段 

根据世行报告的分析框架，密度作为经济地 

理的首要特征，可以对地区的集聚规模做出衡量， 

并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显示出不同的特征，在发 

展早期阶段经济迅速集中，然后渐趋平缓，随着国 

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日益接近 10000美元，集中 

趋势渐趋稳定。借鉴世行报告的计算方法，用每 

平方公里的人口数测量人 口密度，用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和每平方公里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指标 

来测量经济密度，测算 2009年广东省全省 21个 

地级市的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 J。 

研究发现，广东省各市的集聚规模完整地覆 

盖了集聚的三个阶段。深圳、广州与佛 山三市 

2009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 80000元，已 

进入集聚的稳定阶段；珠海、中山、东莞、惠州、江 

门五市2009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处于 30000 

元-8oooo元之间，依据世行的测算标准处于集 

聚的迅速发展阶段；其余 13市的人均国民收入均 

低于30000元，仍处于集聚经济的起步阶段。集 

聚的不同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政策组合，广东省各 

市集聚阶段的分散分布为促进广东区域一体化政 

策的制定带来了挑战。 

(2)广东省经济密集区与人 口密集区存在局 

部分离 

经济密集区与人口密集区的分布关系是经济 

地理密度一个重要特征，通过对广东省2009年经 

济密集与人口密度的测量，我们发现，广东省的经 

济密集区与人 口密集区不完全重合 J。经济密 

度与深圳相当的广州市、佛山市，其人 口密度还不 

及深圳的一半，说明经济密集区的人 口集聚规模 

还不明显；汕头市的经济密度不及广州佛山的一 

半 ，人口密度却超出广佛两市近一半，揭阳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仅为广州的 1／5，但人 口密度却与 

广州相当，这说明大量人 口仍居住在经济密度不 

高的地区。 

经济密集区与人口密集区的部分分离意味着 

经济密集城市的集聚优势还不明显，抑或省内各 

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存在障碍。世行报告指出，人 

们可以通过流动减少与密集区的距离，无空间区 

别的公共制度确保土地市场的良好运作、保障财 

产权，提供教育和健康医疗等社会服务，可以成为 

经济一体化战略的主体组成部分，以缩减落后地 

区和先进地区的经济距离。因此，促进大量人 口 

从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流动，将是广东省区域一 

体化政策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3)广东省各市的城市化进程也完全覆盖三 

种阶段 

广东省各市城镇人口比例的统计显示，广东 

省各市的城市化进程也覆盖了三种不同的阶段： 

广东省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63．4％，正处于城 

市化中期；深圳、佛山、珠海、东莞、中山和广州六 

市的城镇人口都超过了常住人口的 80％，已进入 

城市化的高级阶段，深圳更是达到了 100％的城 

镇人 口比；汕头、潮州、惠州、汕尾、云浮和江门五 

市的城镇人 口占常住人 口比例介于 50％一80％ 

之间，处于城市化进程的中级阶段；而韶关、阳江、 

梅州、揭阳、肇庆、河源、湛江、茂名和清远九市城 

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低于50％，尚处于城市 

化进程的初级阶段 J。 

严格来讲，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并不 

能完全代表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但从城镇人 

口比的计算基本可以反应出广东省各市间城市化 

进程的不平衡，这对于广东省区域一体化的政策 

组合提出了要求。 

综上，审视广东省经济地理的密度特征，有三 

点发现：广东各市集聚规模覆盖三种阶段；广东经 

济密集区与人口密集区局部分离；广东各市的城 

市化进程也完全覆盖三种阶段。 

2．距离与发展 

(1)经济密集程度与城市化水平越低的地区 

距经济密集区越远 

广东各市距离经济密集区距离系数显示(见 

表 1)，除珠海外，经济集聚处于中高级阶段、城市 

化进程处于中高级阶段的东莞、广州、佛山、深圳、 

江门、中山和惠州七市，距经济密集区的距离都在 

150公里以下，而经济密集程度与城市化水平越 

低的地区，距经济密集区越远。当然，自然地理因 

素是无法改变的，但经济地理可以变迁，这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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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广东省各市至经济密集区的距离系数 单位 ：公里 

Table 1 The Distance Index to Intensive economic areas of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数据来源：(2010广东统计年鉴》和google地图；距离系数 =至广州和深圳的平均距离／通车里程。 

广东省促进区域一体化的政策需要考虑如何缩减 

省内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的经济距离。 

(2)人 口逐渐向经济密集、城市化水平高的 

城市流动，但存在特殊现象 

2009年广东省各地区年末户籍迁移人口数 

(见表 2)表明，人口正逐渐向经济密集、城市化水 

平高的城市流动，但仍然存在特殊现象：①珠三 

角、西翼、山区和东翼 (地区划分见下文详解)四 

个地区的省外净迁移均为正数，而且都接近甚至 

超过 10000人，珠三角地区省外净迁移更是达到 

近 19万人，这说明其他省份的人口被广东快速发 

展的经济趋势吸引过来，集聚规模正逐渐扩大；② 

更具有比较意义的是省内净迁移，除珠三角和东 

翼地区，其他地区的省内净迁移均为负数。珠三 

角地区巨大的规模经济吸引省内落后地区的人 口 

向该地区集聚处于情理之中，但东翼地区20o9年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四个地区中最低，其省内净 

迁移却为正 ，令人费解。为什么一部分省内人 口 

从山区和西翼两地迁出后，不前往更先进的珠三 

角地区，反而前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低的东翼 

地区?由于篇幅有限，该问题留待以后探讨。 

表 2 2009年广东省各地区年末户籍迁移人口数 单位：人 

Table 2 The Migration of citi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09 

数据来源：(2010广东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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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东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已进人倒 U的下 

降阶段 

世行报告指出，地 区间发展不平衡呈倒 u 

形 ，即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区间的不平衡会逐渐拉 

大，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地区间的不平衡趋 

势会逐渐缩小，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先分化后趋 

同。产生趋同的原因是经济集聚不会永远地持续 

下去，经济集聚带来的堵塞和污染即反集聚经济 

将与集聚经济互相抵消，这样先进地区的经济集 

中趋缓。世行报告在论述这一观点时所使用的统 

计数据为人均家庭消费水平，但笔者用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进行统计，发现广东省地区间发展不平 

衡也已进入了倒 U的下降阶段(见表3、图 I)，差 

距指数在 2003年达到顶峰 14．69后，从 2004年 

开始逐渐下降，已经进入倒 U的下降阶段。 

表 3 广东省 1~3m2009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差距指数 

Table 3 The Gap Index between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areas of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1993 to 2009 

数据来源：1994--2010广东统计年鉴，经整理；差距指数 =(最高 均值)／(最低,t~t／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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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东省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已进入倒 U的下降阶段 

Fig．1 Th e uneven development between regions of Guangdong Province has 

entered the stage of decline of the inverted U curve 

总结而言，审视广东省经济地理的第二特征 

距离有三点发现：1、经济密集程度与城市化水平 

越低的地区距经济密集区越远；2、人口逐渐向经 

济密集、城市化水平高的城市流动，但存在特殊现 

象；3、广东地区问发展不平衡已进入倒u的下降 

阶段。 

3．分割与发展 

(1)广东省经济地理可划分为珠三角、东翼、 

西翼和山区四个区域 

结合广东省的自然地理格局、行政区划分布 

以及对各市经济密度、人口密度与城市化进程的 

分析，我们可以得 出目前广东省的经济地理格 

局 (见图2、图3)：其中珠三角地区(广州、深 

6 4 2 O  8  6  4 2 O  

万方数据



· 42·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24卷 

圳、佛山、珠海、中山、东莞、惠州和江门八市)集 

聚经济和城市化水平处于中高级阶段，而广州、深 

圳这两个珠三角核心城市的集聚经济已进入稳定 

阶段，城市化水平已处于高级阶段；珠三角其他地 

区佛山、珠海 、中山、东莞、惠州和江门六市的集聚 

经济与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而占广 

东省大量面积的其他地区，东翼(汕头、汕尾、潮 

州、揭阳四市)，西翼(湛江、茂名、阳江三市)，山 

区(粤北包括云浮、肇庆、清远、韶关、河源、梅州 

六市在内的 51个山区市县)的集聚经济与城市 

化进程仍处于起步阶段。 

80000 

60O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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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Oo0 

O 

经济密度(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I疆西翼 l l
-山区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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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广东省经济地理分割格局 

Fig．2 The segmentation pattern of Economic 

Geography of Guangdong Province 

(依据 2009年广东省各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城市化水平(％) 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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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广东省经济地理分割格局 

Fig．3 The segmentation pa~ern ofEconomic 

Geography of Guangdong Province 

(依据2009年广东省各市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 

(2)广东省广府地区、客家地区与潮汕地区 

存在一定的语言和文化分割 

广东省从语言和文化来看，可以分为广府、客 

家和潮汕三个地区，其中广府地区主要包括广州、 

深圳、佛山、珠海、中山、肇庆、清远、韶关等市，涵 

盖了珠三角的主要地区；潮汕地区包括汕头、潮 

州、揭阳等市，主要在广东的东翼地区；客家地区 

包括梅州、河源、惠州等市，主要也在广东的东翼 

地区。广府、客家和潮汕三个地区的方言及历史 

文化均有很大的差异，给广东省内东翼和珠三角 

地区间的人 口流动造成了一定的障碍。当然，在 

省级发展层面，分割是有限的，并非地区经济地理 

的主要特征，在此不展开论述。 

通过对广东省经济地理密度与距离的分析， 

我们发现，广东经济地理格局存在一定程度的分 

割：广东省经济地理可划分为珠三角、东翼、西翼 

和山区四个区域；广东省广府地区、客家地区与潮 

汕地区有一定的语言、文化分割。 

四、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对策探究 

经过对广东省经济地理特征的计算与分析， 

我们发现广东各市在集聚与城市化上的阶段分布 

较为分散，同时各区域间存在着一定的分割和要 

素流动障碍，这对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制定带来了 

挑战。世行报告的研究表明，区域一体化政策需 

要进行不同政策的组合来应对各类不同的问题， 

据此笔者提出四点政策建议。 

1．依据地方组合的管理原则。需依据经济地 

理特征进行政策组合 
“

一 个广东，四个世界”经常被用来作为对广 

东省内发展不平衡状况的描述，广东省内各地区 

的经济规模和城市化水平覆盖了发展过程的全阶 

段。在广东，既有位于全国最发达城市序列的广 

州和深圳、位于全国经济最发达区域序列的珠江 

三角洲，又有位于全国最贫困县序列的东西两翼 

及山区县 。因此根据地方组合管理的原则，广 

东的区域一体化政策需依据经济地理特征的不同 

阶段进行政策工具的组合。一般而言，采取什么 

样的政策工具主要取决于两个维度 (下表4)： 
一 是城市化进程处于什么阶段：初级、中级还是高 

级阶段；二是不平衡的主要原因，主要是由密度不 

高、经济距离远流动不畅还是分割引起的。就广 

东而言，省内各地区涵盖了城市化进程的各个阶 

段，三种不平衡的原因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所体现， 

因此“元空间区别的公共制度”、“加强连接空问 

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三类 

政策都需在一体化政策框架中有所体现，必须依 

据省内各地区不同的经济地理特征进行不同政策 

工具的组合才能有效地推动区域一体化。 

2．进一步扩大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江三大 

经济圈集聚规模与效益 

世行报告指出经济集中与生活水平趋同并行 

不悖，世界上鲜有平衡的经济增长，提前着手平衡 

经济增长的努力只会阻挠发展，得不偿失。2008 

年的国际经济危机给广东造成了重创，显示出广 

东过渡依赖国外市场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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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不高但流动畅通 无空间区别的“公共制度” 

贫穷人口多但流动无障碍 

存在分割 

无空间区别的“公共制度” 无空间区别的“公共制度” 

加强连接空间的 

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连接空间的 

基础设施建设 

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依据 09年世行报告相关结论制作) 

点，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广佛肇、深莞惠和珠中 

江三大经济圈集聚规模与效益，打造能够带动广 

东省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新的增长极。 

3．缩短经济距离减少分割，进一步促进人口 

从落后地区向经济密集区流动应成为政策重点 

世行报告指出距离经济密度远意味着与先进 

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不足，因此距离先进地区 

越远，落后地区可能越滞后。而移民是缩减距离 

最 自然的方式，人口流动可能是实现低经济密度 

区和高经济密度区市场一体化最具潜力的机制。 

广东省经济密集区与人 口密集区局部分离，珠三 

角、东翼、西翼和山区四个区域间经济距离过大， 

广府地区、客家地区与潮汕地区一定程度上的语 

言和文化分割显示出在整个广东区域一体化政策 

中缩短经济距离、减少分割，进一步促进人 口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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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cription of Economic Geography Features and Strategi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Guangdong 

LV Wei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Tsinghua Univem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For the 30 years reform and opening，as the forerunner，Guangdong’S economy has been developed unprecedentedly， 

but the development gaps between reglons are still extending．This paper uses the policy analysis framework of“World Develop- 

ment Report 2009：Reshaping Economic Geography”to describe and anal~，ze the basic features of Guangdong’S economic geogra— 

phy and has eight main findings．Based on those findings，this pape r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bout how to reshape 

Guangdong’S economic geography to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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