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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文章以非均质空间结构的层次关系为虚拟轴，以区域差距的三种基本形态为

纵轴，以竞争与互补的互动关系为横轴，力图构建以区域差距为主的结构分析和以空间互

动为主的关系分析相统一的理 论 分 析 框 架，运 用 变 异 系 数 变 形 及 考 虑 空 间 横 向 和 纵 向 联

系的Ｄｅｎｄｒｉｎｏｓ－Ｓｏｎｉｓ模型相结合的方法，对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我国八大区域差距与空间互动

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１）我国八大经济区域中的经济差距包括良性、中性与恶

性三种基本类型；（２）非均质空间特征下，我国仍以计划空间为主导，根据纵向联系作用于

横向联系带来的互动方式不同，多 层 次 空 间 互 动 模 式 存 在 差 异；（３）恶 性 区 域 差 距 向 良 性

区域差距的协调发展需要形成互补与竞争的适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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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研究现状与述评

　　区域协调发展是指为实现区域总体发展目标，区域内与区域间各子系统

之间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形成的一种良性循环态势。学者们对这一

主题的研究主要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展开：一是以区域差距演变与测算为主的

结构主义叙述；二是以区域联系与利益协调为主的关系主义叙述。

　　（一）区域差距的演变与测评：结构主义叙述。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论和

非均衡发展论基础上，近年来学者们加强了对区域差距的构成与分解及区域

经济增长收敛性的研究（Ｂａｒｒｏ和Ｓａｌａ－ｉ－Ｍａｒｔｉｎ，１９９７）。对我国区域差距的实

证研究表明，不同类型区域差距所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是影响我国区域协调

发展的主要障碍。一方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省际的区域差距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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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Ｔｓｕｉ，１９９１）；另一方面，东部与中西部间的区域差距成为影响全国经济

差距的主要因素（Ｆｕｊｉｔａ和 Ｈｕ，２００１）。从区域经济收敛角度看，一种观点认

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不存在绝对趋同而存在条件趋同。同

时，我国存在俱乐部收敛：以三大地带划分，我国形成了东、中、西部三个趋同

俱乐部（Ｗａｎｇ等，２００４）；以八大经济区域划分，除了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外，
中国存在明显的俱乐部收敛（汤学兵，２００７）。全要素生产率（Ｂｅｅｓｏｎｐ，１９８７）、
区域发展政策、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Ｆｕｊｉｔａ和 Ｈｕ，２００１）等是造成区域差距

扩大的主要原因。另一种观点认为以都市圈（或城市群）为单位的组团内差距

在不断扩大（俞路和蒋元涛，２００７），不同地区的地理位置、经济环境、受教育水

平、基础设施水平、城市化水平、投资和劳动力在不同区域中的互动程度等对

地区差距产生了综合影响（许召元和李善同，２００６）。

　　（二）区域联系与利益协调：关系主义叙述。区域联系与利益协调涉及不

完全共同利益区域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与互动。这类联系主要包括地区联

系（Ｍｅｙｅｒ，１９８０）、中心地联系（Ｂｅｙｅｒｓ，１９７４）、扩散联系（Ｉｎｋｐｅｎ等，２００５）等。
其中空间互动是区域联系与利益协调的集中体现。考察空间相互作用的模型

主要有引力模型（Ｗｉｌｓｏｎ，１９７０）、乘数竞争互动模型（Ｎａｋａｎｉｓｈｉ等，１９７４）、空

间依赖模型（Ｎａｒａｚａ等，２００４）等。我国学者基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这一方向

进行了研究：第一，区域规划学角度，强调在区域经济社会规划中的发展战略、
空间结构、土 地 利 用 等 方 面 建 立 协 调 机 制 促 进 区 域 协 调 发 展（崔 功 豪 等，

２０１０）。第二，区域产业经济学角度，认为区际产业经济关联、产业扩散等会影

响区域协调发展，其中通过产业投入产出表分析区域间相互作用更具有现实可

操作性（潘文卿，２００７）。第三，公共管理学角度，重点研究城市群内各城市政府

间的关系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影响。如包括区域协调的管理组织（安筱鹏等，

２００６）以及区域协调的政府工具与政策（张可云，２００７）等的研究。

　　（三）研究述评。目前学者们对中国 区 域 协 调 发 展 问 题 进 行 了 有 益 的 探

索，但仍需在以下三方面深入：第一，从研究框架看，尚未建立结构分析与关系

分析内在统一的研究框架。目前的研究抑或偏重于区域差距的测评，抑或着眼

于区域主体关系的解析，并没有深入挖掘“区域差距”这一结构主义叙述与“区域

利益协调”这一关系主义叙述之间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区域差距和空间互动作

为体现和影响区域协调的重要空间表现，如何有效地将区域差距、空间互动与协

调发展统一起来，打破发达地区由经济极化所形成的循环累积自我强化封闭系

统，有待进一步研究。第二，从研究内容看，区域差距向区域协调发展的过程研

究较为薄弱，亟须构建综合考虑空间互动形式、互动方向与互动强度的新模型。
目前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区域差距的成因时主要立足于区域的内部因素，而从区

域内外互动视角分析区域差距的研究成果较少。这无法明确不同类型的区域

互动对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也使“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建立“区域经济优势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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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间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

局缺乏“可实施”与“可操作”的路径，从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空间互动模型显

得尤为重要。第三，从研究对象看，我国作为非均质后发大国的空间特征并未

得到充分考虑。空间非均质性将引起空间结构、区域资源与要素运动形式、运
动过程和运动边界呈现不同特点。目前在实证研究中我国空间概念或侧重于

以省市（县）为单位的区域微观边界，或侧重于以全国为单位的区域宏观边界，
而忽视了我国逐渐形成的具有典型区域中观意义的经济区或经济圈，也较少

图１　区域协调发展的三维分析框架

考虑不 同 层 次 区 域 之 间 的 横 向

联系与纵向联系。因此，特别需

要从我 国 现 实 的 非 均 质 空 间 格

局出发，确定体现经济特性的区

域边界和层级关系，研究区域互

动与区域协调关系问题。

　　本文尝试以非均质空间的层

次结构———横向联系与纵向联系

为虚拟轴；以区域差距的三种基本

形态———良性、中性与恶性为纵轴，以互补与竞争的互动关系为横轴构建区域差

距与区域关系相统一的区域协调发展三维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通过多层次空

间互动模型对我国八大经济区域内外互动进行考察，并将这种互动与区域差距的

演变关系相结合，以对缩小区域差距、促进互动的协调途径提供政策参考。

二、模型与方法介绍

　　（一）区域差距的测度方法。区域差距的测度有一系列指标，如反映绝对

差距的极差、平均差和 标 准 差，反 映 相 对 差 距 的 相 对 极 差、变 异 系 数、基 尼 系

数、泰尔指数等。本文采用具备综合差异测度功能的变异系数及其变形来衡

量区域差距（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１９６５）。

　　变异系数计算公式为Ｖ＝Ｓ／Ｙ＝ ∑
ｑ

ｉ＝１

（Ｙｉ－Ｙ）２／槡（ ）ｑ Ｙ。其中，Ｙｉ 为

省份ｉ的样本值，如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等；Ｙ为各省样本均值；ｑ为

研究区域内省份个数。为考察一定时期内区域差距的演变情况，我们对变异系

数的时间序列做进一步处理。

　　 令ｓ＝ ∑
Ｔ

ｔ＝１

（Ｖｔ－Ｖ）槡
２　 Ｔ，Ｔ为研究的时间范围，ｓ为区域内变异系数在

时间上的标准差。ｓ值大说明研究期间区域差距变动明显，反之则不明显。令λ＝
［（Ｖｔ１－Ｖｔ０）／Ｖｔ０］×１００％，λ为区域首末期变异系数的变化率。本文以ｓ和λ的

大小为划分标准，将区域差距分为三类：良性区域差距，即区域差距明显缩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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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区域差距，即区域差距相对稳定；恶性区域差距，即区域差距明显扩大。

　　（二）空间互动的测度方法：多层次空间互动模型。多层次空间互动模型由

Ｄｅｎｄｒｉｎｏｓ和Ｓｏｎｉｓ（１９８８）建立，简称为ＤＳ模型。该模型最初用来描述人口动态变

化的规律，之后拓展至经济方面。本文拓展了多层次空间互动模型中非均质空间

结构的内涵，并将其与区域差距的测度相结合，使单纯的空间互动关系研究与区域

差距结构研究相统一，从而使多层次空间互动模型对现实的刻画更加深入。

　　令ｙｉ（ｔ）表示省份ｉ在时间ｔ的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对于

一个包含ｎ个省份的经济体，其经济比重的分布可用向量Ｙ（ｔ）表示：

　　Ｙ（ｔ）＝［ｙ１（ｔ），…，ｙｉ（ｔ），…，ｙｎ（ｔ）］；ｉ＝１，２，…，ｎ；ｔ＝１，２，…，Ｔ
　　可见，这是一个描述分布的离散动态模型。动态特征可用下式表示：

　　ｙｉ（ｔ＋１）＝ ｛Ｆｉ［ｙ（ｔ）］∑
ｎ

ｊ＝１
Ｆｊ［ｙ（ｔ）］｝；ｉ，ｊ＝１，２，…，ｎ；ｔ＝１，２，…，Ｔ （１）

其中，０＜ｙｉ（ｔ）＜１，Ｆｉ［ｙ（ｔ）］＞０，∑
ｎ

ｉ＝１
ｙｉ（ｔ）＝１，Ｆｉ（·）可以是任意恒为正的

函数形式。为了后续分析简便，在此定义一个标准省份，如省份１，则其他省份

的观测值总能用这个标准表示：

　　Ｇｊ［ｙ（０）］＝Ｆｊ［ｙ（０）］／Ｆ１［ｙ（０）］；ｊ＝２，３，…，ｎ
　　 标准化后，（１）式可以用下面的方程组表示：

　　
ｙ１（ｔ＋１）＝１／｛１＋∑

ｎ

ｊ＝２
Ｇｊ［ｙ（ｔ）］｝

ｙｊ（ｔ＋１）＝ｙ１（ｔ＋１）Ｇｊ［ｙ（ｔ
烅
烄

烆 ）］
　ｊ＝２，３，…，ｎ （２）

　　由于Ｆｉ（·）可以是任意恒为正的函数，对于Ｇｊ［ｙ（０）］，本文采用Ｄｅｎｄｒｉ－
ｎｏｓ和Ｓｏｎｉｓ（１９８８）推荐的联乘形式：

　　Ｇｊ［ｙ（０）］＝Ａｊ∏ｋｙ
ａｊｋ
ｋｔ
；　ｊ＝２，３，…，ｎ；ｋ＝１，２，…，ｎ （３）

其中，系数Ａｊ 表示省份ｊ的区位优势。取对数后可以得到下式：

　　ｌｎｙｊ（ｔ＋１）－ｌｎｙ１（ｔ＋１）＝ｌｎＡｊ＋∑
ｎ

ｋ＝１
ａｊｋｌｎｙｋ（ｔ） （４）

　　 系数ａｊｋ＝Ｇｊ［ｙ（０）］／ｌｎｙｋｔ为弹性概念，能够表示空间互动中互补与竞

争两种基本关系：当其为正时，省份ｊ和ｋ之间是互补关系，省份ｋ经济所占比

重增长１％ 会导致省份ｊ增加ａｊｋ 个百分点；相反，如果其为负，则两省间是竞

争关系，省份ｋ经济所占比重增长１％ 会导致省份ｊ减少ａｊｋ 个百分点。

　　（三）考虑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的多层次空间互动模型。在我国以行政区

划为管理的背景下，区域经济联系包括同一个区域内各个省级行政区在水平

方向上发生的横向联系和在垂直方向上发生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指联系发

生的双方属于同一层次同一级别的行政区划单位，如同一区域的各省。而纵向

联系指联系发生的双方属于不同层次，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级别，如某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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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区域非均质空间特征示意图

于某区、某 区 之 于 全 国 等，如

图２所示。现实中特定区域内

部各省 之 间 的 经 济 联 系 可 能

并不局 限 于 行 政 区 划 的 地 理

位置联系，而与区域外部的经

济联系 可 能 会 更 密 切。因 此，
只有综 合 考 虑 横 向 联 系 和 纵

向联系 的 互 动 模 型 才 能 凸 显

出非均 质 后 发 大 国 的 空 间 特

征，也更有现实意义。

　　在ＤＳ基本模型中，相互作用的省份ｊ和ｋ是处于同一区域内的两个省份。
综合考虑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４）式可以改写为：

　　ｌｎｙｊ（ｔ＋１）－ｌｎｙ１（ｔ＋１）＝ｌｎＡｊ＋∑
ｎ

ｋ＝１
ａｊｋｌｎｙｋ（ｔ）＋∑

ｍ

ｚ＝１
ａｊｚｌｎｙｚ（ｔ） （５）

其中，ｚ＝１，２，…，ｍ表示有ｚ个区域，但不包括省份ｊ所在的区域，其他变量

的定义同前。需要注意的是，上式中并没有要求两个省份间的关系是对称的，

即ａｊｋ与ａｋｊ不一定相等，甚至符号都不一定相同。当省份ｊ从省份ｋ的发展中

获得利益时，省份ｋ并不一定能从省份ｊ的发展中获得益处。比如省份ｋ需

要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以带动自身经济增长，如果其需要从省份ｊ购买硬件设

备，那么省份ｋ的增长就能带动省份ｊ的增长，ａｊｋ大于０；但是若省份ｋ和ｊ具

有明显的竞争关系，省份ｊ的增长对省份ｋ的作用就非常有限，甚至会出现抑

制作用，ａｋｊ小于ａｊｋ，甚至小于０。

三、数据说明

　　（一）测度区域差距的数据说明。目前在分析区域差距时，一般将我国大

陆３１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或者将东北三省单独作为一

个地带，共四个地带。随 着 我 国 经 济 发 展 的 日 益 多 元 化，这 两 种 划 分 过 于 宏

观，使许多区域的微观特征无法全面体现，从而带来区域政策和决策制定的局

限性。２００３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指出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板块

基础上中国大陆可进一步划为八大经济区域：东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北部

沿海（北京、天津、山东、河北）、东部沿海（上海、江苏、浙江）、南部沿海（广东、
福建、海南）、黄河中游（山 西、陕 西、河 南、内 蒙 古）、长 江 中 游（安 徽、江 西、湖

北、湖南）、西南（广西、重 庆、四 川、贵 州、云 南）和 大 西 北 地 区（西 藏、甘 肃、青

海、宁夏、新疆）。这种划分方式较之三大或四大地带的划分更加细致，更能体

现我国现实中的经济空间格局，也使区域差距的空间尺度更为合理，因此，本

文采取八大区域的划分方式。本文的区域差距衡量主要采用地区人均生产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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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由于海南省于１９８７年才设立，南部沿海的广

东、福建和海南三省仅采用１９８７－２００８年的数据；所用数据基于１９７８年价格

指数进行统一调整（下同）。

　　（二）多层次空间互动模型的数据说明。为了与区域差距测度的空间边界

相统一，多层次空间互动模型中仅考虑大陆的３１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以下

简称省）。在模型使用中，需要选择比较的基准，即标准省。本文选取的标准

省是占各区域ＧＤＰ比重最小的省，依次为吉林、天津、浙江、海南、内蒙古、江

西、贵州和西藏。３１个省减去８个经济区域各自的标准省还剩２３个省，每个

省一个方程，共２３个方程。每个方程对应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的样本数据。这里

的数据主要是地区生产总值。两组方程都采用ＳＵＲ估计。

四、基于ＤＳ模型的区域差距与空间互动的关系研究

　　（一）我国八大区域的经济差距测度结果。当区域差距变化时，区域内外的

关系到底呈现何种动态变化？根据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我国八大经济区的地区人均

生产总值，本文计算了八大区域变异系数的变化率和标准差，见图３。为了突出

区域差距的变化，本文以变异系数变化率的绝对值与标准差均最小的东北地区

和长江中游地区为分界线，这两个区域在研究期内的区域差距相对稳定，即中性

区域差距；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差距明显缩小，即良性区域差距；南
部沿海、黄河中游和西南、西北地区的区域差距明显扩大，即恶性区域差距。

图３　八大区域差距变动

　　（二）我国八大区域空间互动关系实证结果。

　　１．非均质空间特征下多层次空间互动模式分析。八大区域空间互动关

系的结果如表１和表２所示。系数为正表示自变量省所占经济比重的增加会

带动因变量省所占经济比重的增加，即前者与后者是互补关系；反之，系数为

负代表前者的增加会抑制后者的增加，即竞争关系。

　　非均质空间是指由非同质的经济联系所形成的经济空间。这种非同质经

济联系包括布德维尔（１９５７）在《区域规划问题》中 划 分 的 计 划 空 间 和 极 化 空

间。从研究厂商在区域经济中的布局规律入手，计划空间是指由厂商计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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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考虑横向联系的八大区域空间互动关系

　　注：（１）将各省份按照两级代号（区域，省份）进行排序和编号，如东北区域作为八大区

域从北往南的第一个区域，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分别编号为１１、１２和１３，以此类

推。（２）纵轴表示方程的因变量省份，未出现的省份为该区域的标准省份。标准省份为吉

林省－１２、天津市－２２、浙江省－３３、海南省－４３、内蒙古－５４、江西省－６２、贵州省－７４和

西藏－８１。（３）所有“＋”和“－”号 都 表 示 符 号 在５％的 显 著 性 水 平 上 可 以 通 过 显 著 性 检

验；“０－”或“０＋”则表示能通过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０”仅表示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并不意味相互作用不存在。下表同。

表２　考虑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的八大区域空间互动关系

　　注：（１）右侧的Ｔ１－Ｔ８分别代表八个经济区，依次为东北（Ｔ１（表示该区域的代号，下

同））、北部沿海（Ｔ２）、东部沿海（Ｔ３）、南部沿海（Ｔ４）、黄河中游（Ｔ５）、长江中游（Ｔ６）、西 南

（Ｔ７）和大西北地区（Ｔ８）。（２）表中填充有灰色的方框表示与表１有差异。

义的空间。这个计划是由该厂商与其投入产出及产出购买者之间的一系列关

系构成。极化空间是指厂商占有的作为力场的空间，这个空间由一些具有离心

力或向心力的中心（或极、核）组成，每个吸引中心或离散中心都有相应的场，其
中“增长极”（Ｇｒｏｗｔｈ　Ｐｏｌｅ）和“创新极”（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ｅ）就属于这一经济空间。

　　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非均质空间概念得到了拓展。一方面，成
熟市场经济环境下由厂商计划确定的计划空间被我国不同层次行政区域主体

之间以行政区划联系为主的计划空间所取代；另一方面，极化空间不限于以企

业为主体的经济极化，而延伸至以城市群或经济区为主的区域聚集范畴。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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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以行政联系为主导的计划空间以水平方向的横向联系为主，以经济联系为

主导的极化空间以垂直方向的纵向联系为主。

　　表１表现的是计划空间下仅考虑横向联系时八大区域的空间互动关系，
即各区域均不受外区域作用而仅内部有 相 互 作 用 时 八 大 区 域 的 空 间 互 动 关

系。表２表现的是非均质空间下考虑了外区域作用，即包括纵向联系和横向

联系时八大区域的空间互动关系。由两表差异可见，考虑纵向联系将使仅考

虑横向联系的空间互动关系发生变化。

　　根据非均质空间特征下纵向联系作 用 于 横 向 联 系 带 来 的 互 动 方 式 的 变

化，我们可将多层次空间互动模式分为以下五种类型：纵向联系正向增强横向

联系型、纵向联系负向增强横向联系型、纵向联系弱化横向联系型、纵向联系

颠覆横向联系型以及纵向联系对横向联系无影响型。实证结果显示，考虑纵

向联系与横向联系 的 表２与 仅 考 虑 横 向 联 系 的 表１约 有４６％（４３／９４）不 一

致。八大区域中，北部沿海以弱化型为主，南部沿海负向增强型、弱化型和无

影响型作用较均衡，其他区域以无影响型占主导。这说明，（１）我国事实上形

成了以行政联系为主导的计划空间和以经济联系为主导的极化空间并存的局

面，但是仍以计划空间为主导，以八大经济区为主的极化空间特征开始在全国

范围内显现；（２）总体上纵向联系对横向联系产生了一定影响，极化空间的形

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行政主导下计划空间的互动边界与互动方式，而现阶

段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计划空间格局下互动关系变化不大。
表３　非均质空间特征下多层次空间互动模式的划分

正向增强型 负向增强型 弱化型 颠覆型 无影响型
仅横向联系 不显著 不显著 互补、竞争

横向加纵向联系 互补 竞争 不显著
相反 不变

东北 ／ １６．７％ １６．７％ ／ ６６．７％
北部沿海 ／ ８．３％ ５０．０％ ８．３％ ３３．３％
东部沿海 ／ ／ ３３．３％ ／ ６６．７％
南部沿海 ／ ３３．３％ ３３．３％ ／ ３３．３％
黄河中游 ／ ２５．０％ １６．７％ ／ ５８．３％
长江中游 ２５．０％ ８．３％ ／ ／ ６６．７％

西南 １０．０％ 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５５．０％
西北 ２５．０％ １５．０％ ５．０％ ／ ５５．０％

总　体 １０．６％ １２．８％ １８．１％ ４．３％ ５４．３％

　　注：各百分数表示该种转变在区域内出现的比例。

　　２．空间互动的方向与强度分析。不同区域受内外部影响的程度并不一样，反
映出不同区域对其他区域的接受能力有一定差异。理论上，根据区域互动的方向

和强度，我们可以将不同区域的互动关系分为四类：域内域外影响都显著、域内域

外影响都微弱、域内显著域外微弱以及域内微弱域外显著，如图４所示。从实证结

果看，我国八大区域主要呈现前三种类型特征，没有域内微弱域外显著的类型。

　　（１）域外域内影响微弱型。东北各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国民生产总

值的比重受本区域内其他省份的影响都不显著，而且受其他七个经济区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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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区域空间互动的方向与强度分类

响也不明显，表１和表２中只 有

７／２０的比例 通 过 了 显 著 性 检 验。
这说 明 东 北 区 域 内 部 一 体 化 程

度较弱，同时与外部的空间联 系

也较微弱。（２）域 内 域 外 影 响 显

著型。北 部 沿 海 地 区 各 省 份 间

的关系比较密切，有８／１２的比例

通过了检验。剔除标准省天津一

列后，北京、山东和河北相互作用

的３×３阶矩阵几乎为正对称阵，说明本区域中某省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

的提高会推动其他两省比重的提高，各省间的关系基本是相互促进的。表２中

有１５／２１的比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表示促进作用的“＋”号有７个，表示阻

碍作用的“－”号有８个，说明本区域与外区域的联系比较紧密。长江中游区域

内的联系主要表现为安徽易受本区域其他省份和其他七个区域的正向影响，后
者所占比重的提高都会推动安徽经济所占比重的提高。南部沿海区域内三个

省份各自所占经济比重的相互抑制作用非常突出，而且其他七个区域对本区域

省份的影响也都表现为抑制作用。这主要与海南经济实力较弱、与广东和福建

悬殊较大有关，同时 说 明 南 部 沿 海 经 济 表 现 为 独 立 特 征，内 外 部 竞 争 非 常 激

烈，区域经济的互补性较弱。西南地区内五省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云南所占比

重易受区域内其他省份的负向影响，其他四省比重增加都会显著挤占云南的

比重。而本区域与外区域的联系主要表现为四川易受其他七个区域的负向影

响。可见，西南地区内部差距的波动既受内部省份相互作用的影响，又受外部

区域的影响。西北地区中西藏和宁夏所占经济比重的增加会挤占其他四省的

比重，青海和新疆对其他省份的影响都是正向的，而且区域内所有省份基本都

受到外部区域的正向影响。（３）域内影响显著而域外影响微弱型。黄河中游

地区的联系主要体现为内蒙古所占经济比重的提高会影响其他三省的比重，
外区域对本区域的影响基本都不显著。可见，本区域内部差距的扩大大部分

来自内部某些省份对其他省份的负向影响。由经济辐射或经济聚集所形成的

经济联系较微弱，这可能部分地与地方保护主义、产业同构等有关。东部沿海

地区内部省份间的联系也比较密切。如表１所示，浙江对于上海和江苏表现

为一个竞争者，其在国民经济总量中比重的提高会抑制其他两省比重的增加。
但是其他七个经济区对本区域内各省经济所占比重的影响只有２／１４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可见，本区域经济增长受其他区域的影响较小。这说明由于经

济发展较成熟，东部沿海已经成为区域的增长极，不断影响外部而受外部影响

较弱，而经济发展较差的黄河中游地区则因封闭经济特点而受外部影响较弱。

　　（三）区域差距与空间互动的关系分析。本文根据各区域变异系数的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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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化率，将八大区域分为三组：差距明显缩小的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差距相对

稳定的东北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以及差距明显扩大的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和西南、
西北地区。我们将区域差距与空间互动情况进行整合比较，如图５所示。

　　注：百分数为相应空间作用在区域出现的比重，表示互动关系的强弱。

图５　区域差距与空间互动的关系

　　１．区域协调发展中循环累积作用的发生机理取决于区域差距与空间互动

的内在关系。当极化空间所引发的空间聚集力量较弱、计划空间占主导时，区
域外部的竞争与互补作用只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外因，并不能起主导作用；区域

内部的互补关系会使区域差距向良性方向发展，实现缩小内部差距或在低差

距上保持稳定；而区域内部的竞争关系则倾向于使区域差距向恶性方向发展，
扩大区域内部差距。如图５（ｂ）所示，区域内部差距变动各异的区域既有区域

外竞争作用明显强于互补作用的，也有互补作用明显强于竞争作用的；同时如

图５（ａ）所示，内部差距明显缩小或保持相对稳定的四个区域（北部沿海、东部

沿海、东北和长江中游）较之差距扩大的四个区域（南部沿海、黄河中游、西南

和西北）有更明显的区域内互补作用，而后四个区域较之前四个区域有更明显

的区域内竞争作用。

　　２．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优化取决于恶性区域差距向良性区域差距转型的

方式。一方面，对于良性 与 恶 性 区 域 差 距 的 区 域，空 间 互 动 关 系 存 在 显 著 差

异。对于良性和中性区域差距的区域，空间互动关系的影响类型与对外影响

类型具有一致性。如图５（ｂ）和（ｃ）所示，区域差距呈良性和中性变动的四个

区域受到外区域的作用和主动作用于外区域都表现为同向变动，即受到区域

外更多竞争性作用的北部沿海和东北地区同时对外区域的作用都偏向于竞争

性。恶性区域差距的区域中，空间互动关系的影响类型与对外影响类型相反。
如图５（ａ）和（ｃ）所示，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和西南地区在内部互动以竞争为主

的情况下，对外区域的作用都以互补为主。这说明这些区域内部各省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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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促进了与外部区域合作与互补动力的形成。

　　另一方面，恶性区域差距向良性区域差距的转换发展需要形成互动关系中

互补与竞争的适配性。恶性区域差距的四个区域向良性区域差距转型，其发展

路径在不同层次上各有特点：横向联系上其路径表现为向右下角移动，即扩大区

域内的互补性，缩小竞争性，如图５（ａ）所示；纵向联系上优化路径表现为某种程

度上的“向心”运动，如图５（ｂ）所示，即与区域外的关系并不是一味地追求互补

性，而是互补性和竞争性向某个范围的组合靠近，形成互补与竞争的优化匹配。

五、结　论

　　本文通过对１９７８—２００８年八大区域差距变动的分析，指出我国良性区域

差距的区域为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地区，中性区域差距的区域为东北地区和

长江中游地区，恶性区域差距的区域为南部沿海、黄河中游和西南、西北地区。
综合考虑横向联系与纵向联系的多层次空间互动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１）非
均质空间特征下，我国仍以计划空间为主导，以八大经济区为主的极化空间特

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显现；（２）总体上极化空间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行

政主导下计划空间的互动边界与互动方式，而现阶段这种影响并不显著，计划

空间格局下互动关系变化不大；（３）从空间互动的方向与强度看，我国八大区

域的空间互动关系主要分为三类：东北地区属于域内域外影响微弱型，北部沿

海地区、西南、西北、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属于域内域外影响显著型，黄河

中游和东部沿海属于域内影响显著域外影响微弱型；（４）区域协调发展中循环

累积作用的发生机理取决于区域差距与空间互动的内在关系；（５）恶性区域差

距向良性差距的转换发展需要形成互动关系中互补与竞争的适配性。

　　未来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应综合考虑非均质空间特征、区域

差距与空间互动的相互关系，围绕“三维分析框架”的三个主轴展开：一是针对

不同层次非均质空间的路径选择。强调极化中心的引领作用，形成有效的扩

散与互动通道，构建多元化、多层次的协调模式。解决系统封闭问题，打破多

层次空间结构中不同主体之间的行政界限，尽量消除扩散、合作和协调的组织

障碍，以人、财、物各类资源内部协调配置的方式降低交易成本。推动解决区

域间管理体系分离问题，从国家战略需求层面加强统一规划，强化不同区域的

经济基础与特色，弱化经济同构化、地方保护与过度竞争，促进不同区域内外

部的协调建设与发展。二是促进互动的路径选择。以政府引导的方式促成各

区域内外之间在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土地资源、环境保

护、政策法规等诸多方面的实质性合作，以实现区域互补。选择适应不同互动

形态的政策，其中东北地区应加强内部一体化及与区域外的合作，北部沿海和

长江中游地区应进一步巩固区域竞合关系的良好态势，南部沿海和东部沿海

应加强对外经济辐射与扩散以强化合作共赢，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与黄河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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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应弱化区域同构与内部资源争夺。三是加速恶性区域差距向良性区域差

距转型的路径选择。原有以区域间资源分配为中心的区域政策应向提高区域

竞争力的政策转变。区域差距明显扩大的南部沿海、黄河中游以及西南、西北

地区应通过构建区域共享的人才池、发展以产业链为基础的区域专业化分工

体系、加强技术承接能力培育等方式缩小差距。

主要参考文献：

［１］安筱鹏，韩增林．城市区域协 调 发 展 的 制 度 变 迁 与 组 织 创 新［Ｍ］．北 京：经 济 科 学 出 版

社，２００６．
［２］崔功豪，魏清泉，刘科伟．区域分析与区域规划［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３］潘文卿，李子奈．中国沿海与 内 陆 间 经 济 影 响 的 反 馈 与 溢 出 效 应［Ｊ］．经 济 研 究，２００７，
（５）：６８－７７．

［４］汤学兵，陈秀山．我国八大 区 域 的 经 济 收 敛 性 及 其 影 响 因 素 分 析［Ｊ］．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学

报，２００７，（１）：１０６－１１３．
［５］许召元，李善同．近年来中国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Ｊ］．经济研究，２００６，（７）：１０６－１１６．
［６］俞路，蒋元涛．我国区域经 济 差 异 的 时 空 分 析———基 于 全 国 与 三 大 都 市 圈 的 对 比 研 究

［Ｊ］．财经研究，２００７，（３）：１７－２８．
［７］Ｉｎｋｐｅｎ　Ａ　Ｃ，Ｔｓａｎｇ　Ｅ　Ｗ　Ｋ．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Ｊ］．Ａｃａｄｅ－
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５，３０（１）：１４６－１６５．

［８］Ｎａｒａｚａ　Ｓ，Ｈｅｗｉｎｇｓ　Ｇ　Ｊ　Ｄ．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ｉｆｔ－
ｓｈ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Ｊ］．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２００４，３５：４７６－４９０．

［９］Ｐｏｓｔｉｇｌｉｏｎｅ　Ｐ，Ｈｅｗｉｎｇｓ　Ｇ　Ｊ　Ｄ．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ｒｅ－
ｇｉｏｎｓ：Ａ　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２００８，１０：３６９－３８２．
［１０］Ｈｕａｎｇ　Ｘ，Ｆｅｉ　Ｑ，Ｏｕ　Ｙ，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５５５１：１８５－１９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Ｌａｔｅｃｏｍｅｒ　Ｐｏｗｅｒ

ＺＨＯＵ　Ｍｉ，ＳＨＥＮＧ　Ｙｕ－ｘｕｅ，ＬＩＵ　Ｂｉｎｇ－ｌｉ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ａｎｋ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０７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ｌａｙｅ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ｒｅｅ　ｂａｓ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ｓ　ｖｉｒｔｕａｌ

（下转第１２２页）
·５１·

周　密、盛玉雪、刘秉镰：非均质后发大国中区域差距、空间互动与协调发展的关系研究



ｃｉ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ｌｏｙ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ｅｎ　ｉｔ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ｌ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ｖａ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ｔｈｅ　ｌ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ｅｄ　ｂｙ　ｒｏｕｔ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ｉｌｌ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ｅｒｔｉａ；ｔｈｉｒｄｌｙ，ｂｉｇｇｅｒ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　ｍｏｒ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ｉｍｂａｌ－
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ｒｉｃｅｓ　ｉｎ　ａ　ｒｅｇｉｏｎ　ｇｉｖｅ　ｒｉｓｅ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ｌ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　ａｓ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ｕｌｌｙ　ｔａｋ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ｌ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ｌｏ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ａ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ａｎｄ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许　柏

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檱

）

（上接第１５页）

ａｘｉｓ，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ａｘｉｓ　ａｎｄ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ａｘｉ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ａｎｄ　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ｉｔ　ｅｍｐｌｏｙ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ｎｄｒｉｎｏｓ－
Ｓｏｎ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ｔａｋ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８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７８ｔｏ　２００８．Ｉｔ　ａｒ－
ｒｉｖｅｓ　ａｔ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ｉｎ　８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ｆｏｒｍｓ，ｎａｍｅｌｙ　ｂｅｎｉｇｎ，ｎｅｕ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ｍａｌｉｇ－
ｎａｎｔ；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ｕｎｄｅｒ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ｓｐａｃｅ，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ｐｌａｎｎｅｄ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ｄｉｆｆｅｒ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ｉｒｄｌｙ，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ｍａｌｉｇｎａｎｔ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ｔｏ　ｂｅｎｉｇ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ｌａｔｅｃｏｍｅｒ　ｐｏｗ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ｓｐａｔ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责任编辑　许　柏）

·２２１·

财经研究 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