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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中国经济“脱实就虚”的问题突出，实体经济发展不仅存在全国性问题，而且存在区域性问题。

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较低的市场化水平、中西部地区实体产业盈利空间收窄、实体中小企业

融资难、东部地区生产成本上升、区域分割造成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优化中国实体经济空间格局，要多

渠道降低实体企业的经营成本，推进全国市场一体化，有重点地推动中西部地区新的战略性区域工业化发

展，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强实体经济运行监测，从而促进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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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是保持国民

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近年来，中国经济

“脱实就虚”问题愈加突出，加上房地产业过度发

展积压了大量的资金，使得制造业发展逐渐萎

缩，对中国经济长远健康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严重

的不利影响，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

视。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差异大，实体经济

发展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性。优化实体经济空

间格局应是促进中国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方面之一。

一、实体经济的区域发展现状特点

“十二五”期间，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加速减

缓，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幅降低，直到

“十三五”开局才有所回升。尽管中国实体经济

的区域发展走势与全国相似，但是也表现出了各

自不同的特点。工业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基础和

主体。因此，本文主要从工业经济的角度来考察

我国实体经济的区域发展。

1.实体经济发展的总体形势

工业经济增速企稳回升。中国经济进入新

常态以后，工业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

势，下降幅度一度超过总体经济增速。2016年是

“十三五”时期的开局之年，工业经济增长一改

“十二五”时期的疲软走势，反弹回升趋势显著。

2016年，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速为4.8%，比2015年

高3.7个百分点，比总体经济增速低3.2个百分点①。

分经济类型来看，国有控股企业增长 2.0%，比

2012 年低 4.4 个百分点；集体企业下降 1.3%，比

2012年低8.4个百分点；股份制企业增长6.9%，比

2012年低 4.9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

增长 2.5%，比 2012 年低 3.8 个百分点；私营企业

增长7.5%，比2012年低7.1个百分点。分行业来

看，采矿业下降1.0%，制造业增长6.8%，电力、热

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5%。

工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反转走强。

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 8.0%，一改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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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趋势，比 2015年高 1个百分点，这很大程度上

要得益于工业增长的强力带动。2012—2015年，

工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甚

至降低到 2015年 5.9%的个位数水平（见图 1，下

同）。2016年，工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

率显著回升，为20.6%。2012—2016年，中国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调整，第一、二产业比重都在持续

降低，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升，第三产业比重已

经超过第二产业 11.8 个百分点，中国经济

的服务化特征愈加突出。

2.实体经济发展的四大板块特点

工业经济增长“西高东低”趋势扭转，

中部地区工业经济呈现崛起势头，东北地

区工业经济出现衰退趋势。2012 年，工业

增加值增速“西高东低”格局非常明显，西

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为 10.9%，比东部、

中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高出 4.6、1.3和 3.3个

百分点（见图 2，下同）。2012—2015 年，四

大板块的工业增加值增速都出现了显著的

下降趋势，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都呈现出螺旋

式下降趋势，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则都呈现出连年

下降趋势。2015年，除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增速

为正值外，其他三大板块都出现负值，甚至东北

地区的工业增加值下降了 10.2%。2016年，中部

地区工业增长“扭亏为盈”，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

6.0%，比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高出 0.9、1.8

和15.6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的工业增加值进一步

下降幅度接近10%。

工业经济板块“东高西低”格局呈现

强化趋势，中部地区工业经济占比稳中有

升，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占比持续降低。

2012 年，四大板块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

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高到低分别为东部、

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东部地区比中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高出 28.9、31.3 和

41.4 个百分点（见图 3，下同）。2012—

2016 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

业增加值的比重连年提高，提高幅度 2.2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先降后升，总体提高

幅度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则先升后降，

2014 年达到最高值 19.3%，总体降低幅度

0.3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却连年下降，降低

幅度2.2个百分点。2016年，四大板块的工

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高到

低依然分别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

区，但是，东部地区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

区分别高出 30.8、33.8和 45.8个百分点，比

2012年分别扩大1.9、2.5和4.4个百分点。

四大板块工业投资增长都出现明显下

滑，投资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态势扭转，东北

图1 2012—2016年中国工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

数据来源：2012—2015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016年数

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2 2012—2016年中国四大板块工业增加值增速②

数据来源：2012—2015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016年数

据来自各省（市区）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3 2012—2016年中国四大板块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

数据来源：2012—2015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016 年

数据来自各省（市区）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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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工业投资出现衰退现象。2012年，中

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都在 20%以上，东北地区最高，高达

28.8%，比东部、中部和西部分别高出14.2、

7.6 和 6.4 个 百 分 点（见 图 4，下 同）。

2012—2016年，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固定资

产投资增速先升后降，2013 年最高达到

17.4%，之后连年降低，2016年仅有 8.0%；

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都持续下降，西部地区尤甚，四年间分别

降低了 14.2和 20.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第

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连年大幅下滑

趋势，2014 年开始负增长，2016 年第二产

业固定资产投资额比 2015年减少 27.3%。

2016年，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最

高，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高出 1.0、5.8和

35.3 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出现向东部地区倾斜

迹象。

工业投资空间格局明显分异，东部和中部地

区工业投资占比持续走高，西部地区工业投资占

比轻微降低，东北地区工业投资占比大幅降低。

2012年，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

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最高，为39.1%，其

次是中部地区，再次是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最低，

东部比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高出12.9、16.5

和27.1个百分点（见图5，下同）。2012—2016年，

东部和中部地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

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都持续提高，分别

提高 4.8 和 3.2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占比先升后

降，最高为2013年的22.7%，但仅比2012年高0.1

个百分点，之后连年降低，三年间降幅1.7个百分

点；东北地区占比不断降低，2014年降低到 10%

以下，2016年仅为5.7%。2016年，四大板块第二

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

资的比重排序没有变化，但板块间差距有

所扩大，东部地区占比为 43.9%，比中部、

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高出 14.5、22.9 和

38.2个百分点，分别扩大1.6、6.4和11.1个

百分点，这显然对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不利。

四大板块工业发展质量都有所提升，

但空间分化明显。根据黄群慧等（2017）

的测度研究，2013年中国四大板块工业发

展定基指数平均值相比 2012年都有所提

升。其中，东部地区工业发展定基指数提

升幅度最大，为14.7个百分点；中部、西部

和东北地区工业发展定基指数提升幅度

较小，分别为 0.3、1.6 和 4.6 个百分点。2005—

2013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的

工业发展指数分别提升 14.2%、4.0%、2.5%和

14.7%。比较来看，东部地区工业发展质量提升

最为明显，中西部地区工业发展更多地表现为高

投资带来的高增长，特别是西部工业增长质量亟

待提高；东北地区工业发展质量很不稳定，波动

较大。

3.实体经济发展的省域分化明显

中国区域经济较大的发展差距不仅表现在

四大板块之间，而且表现在每个板块内省份之

间。仅仅考察四大板块会掩盖省份间尤其是同

图5 2012—2016年中国四大板块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

占全国的比重

数据来源：2012—2015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016年数

据来自各省（市区）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4 2012—2016年中国四大板块第二产业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

数据来源：2012—2015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016年数

据来自各省（市区）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中国实体经济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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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板块内省份间的发展差距及各自的特征。接

下来，我们把 31个省份作为对象来进行考察，会

发现省份间的工业发展分化是十分明显的，即使

是同属一个板块，分化特征也很明显。

工业经济集聚不断提高，省域间工业发展差

距呈现扩大趋势。首先表现在固定资产投资在

空间上的不断集聚上。2012—2016年，中国第二

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空间集聚程度持续提升，其

空间基尼系数由 0.3390提升到 0.5141，年均提升

6.5%（见图 6，下同）。其次是工业产出也在空间

上呈现出不断集聚的趋势。2012—2016年，中国

工业增加值的空间集聚程度连年提升，其空间基

尼系数由 0.4286 提升到 0.4492，年均提升 1.2%。

比较可知，固定资产投资的空间集聚速度要明显

快过工业产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空间基

尼系数由 2012年小于工业增加值的空间基尼系

数快速转变为 2016年大于工业增加值的空间基

尼系数，一定程度上说明固定资产投资在空间上

快速集聚的经济产出效益在降低。

中西部省份是工业经济增长的亮点，但内部

表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2012—2016年，中国第

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前 10位省份中有

6个位于中西部地区，依次是重庆市、贵州省、湖

北省、湖南省、江西省和安徽省，其中，重庆市和

贵州省的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都在

18%以上，分别位居全国 31个省份的第一、第二

位；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前10位省份中有8个位

于中西部地区，依次是贵州省、西藏自治区、江西

省、湖北省、安徽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和

云南省，其中，贵州省和西藏自治区的工业增加

值年均增速分别高达 21.8%和 16.5%，分别位居

全国 31个省份第一、第二位，且比第三名福建省

分别高出11.1和5.8个百分点（见表1，下同）。以

贵州省为例，立足地域特色和优势，把握产业发

展形势，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工业化与信息

化深度融合，大力发展大数据、特色食品等绿色、

新兴、轻型化工业，经济效益突出，有力地带动了

地区工业经济增长。但是，中西部地区内部的工

业经济增长分化也很明显。2012—2016年，中国

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后 10位省份中

则有 5个位于中西部地区，依次是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山西省、甘肃省、云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其中，内蒙古自治区的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

均增速在中西部地区最低，仅为 1.7%；工业增加

值年均增速后 10位省份中也有 5个位于中西部

地区，依次是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甘肃省和山西省，其中，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甘肃省和山西省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都是

负值，尤其山西省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减少 7.3%。

作为全国煤炭大省，山西省产业单一，工

业增长高度依赖于煤炭资源及其相关产

业，经济转型升级之路任重而道远。

东部省份仍是中国工业经济增长的

中 坚 力 量 ，但 内 部 分 化 也 很 明 显 。

2012—2016 年，中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

投资年均增速超过10%的16个省份中有

6 个位于东部地区，依次为山东省、广东

省、福建省、河北省、江苏省和浙江省，其

中，山东省和广东省的第二产业固定资

产投资年均增速都高达 15%以上；工业

增加值年均增速超过 5%的 20省（市）中

也有 7个位于东部地区，依次是福建省、

江苏省、天津市、广东省、北京市、山东省和浙江

省，其中，福建省的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高达

10.7%，其他省份都在 5%—8%之间（见表 1，下

同）。然而，无论是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还是

工业增加值，东部地区有些省（市）的年均增速在

全国的排名都非常靠后。特别是上海市，其第二

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都

为负值。

东北地区辽宁和黑龙江两省工业经济增长

排名全国垫底，吉林省是一大亮点。2012—2016

图6 2012—2016年中国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和

工业增加值的空间基尼系数③

数据来源：2012—2015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016年数

据来自各省（市区）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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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无论是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工业增加

值，辽宁和黑龙江两省的年均增速都为负值，其

中，辽宁省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全国

排名倒数第一位，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全国排名

倒数第三位；黑龙江省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年

均增速全国排名倒数第四位，工业增加值年均增

速全国排名倒数第一位（见表 1，下同）。特别是

辽宁省，其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以年均 30.5%

的速度高速下滑。然而，吉林省工业经济增长表

现良好，在东北地区工业经济发展中可谓一枝独

秀。2012—2016年，吉林省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

资和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分别达到8.6%和5.7%，

全国排名中等水平，分别为第17位和第18位。

二、各地区发展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

中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源于各地区

不同的发展环境和阶段，有外生因素，也有内生

因素。尽管“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国实体经济发

展表现出向好势头，但是阻碍各地区实体经济发

展的制约因素和深层次矛盾没有解决，各地区实

体经济发展仍需要着力解决以下突出问题。

1.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较低，严

重制约着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

市场对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作用已经被中

国近40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所证明。然而，

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要明显滞后于

东部地区。根据王小鲁等（2017）的核算，2008—

2014年中国四大板块的市场化水平都表现出较

大幅度的提升，其中，东部地区的市场化指数由

6.84提升到 8.49，提升幅度为 24.1%；中部地区由

5.45提升到 6.77，提升幅度也为 24.2%；西部地区

由4.30提升到4.84，提升幅度为12.6%；东北地区

由5.72提升到6.55，提升幅度为14.5%。但是，相

比较来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与东

部地区的差距却呈现出扩大趋势。2008—2014

表1 中国各省（市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排序（2012—2016年）

省（市区）

重庆

贵州

山东

广东

湖北

湖南

福建

江西

安徽

河北

河南

广西

宁夏

江苏

浙江

青海

第二产业固定

资产投资

年均增速（%）

18.7

18.4

17.5

16.3

15.1

14.8

14.5

14.4

14.0

13.8

13.8

12.7

12.2

11.8

10.6

10.1

省（市区）

贵州

西藏

福建

江西

湖北

安徽

广西

湖南

江苏

云南

天津

广东

重庆

陕西

宁夏

北京

工业增加值

年均增速（%）

21.8

16.5

10.7

9.6

9.5

8.8

8.7

8.3

7.9

7.5

7.4

6.9

6.5

6.3

6.3

6.2

省（市区）

吉林

天津

西藏

四川

陕西

新疆

山西

甘肃

北京

云南

内蒙古

黑龙江

上海

海南

辽宁

第二产业固定

资产投资

年均增速（%）

8.6

8.5

7.9

7.7

6.7

5.0

4.3

4.2

3.0

2.9

1.7

-2.1

-5.8

-7.4

-30.5

省（市区）

山东

吉林

浙江

四川

河南

河北

青海

内蒙古

海南

上海

新疆

甘肃

辽宁

山西

黑龙江

工业增加值

年均增速（%）

5.8

5.7

5.2

5.1

4.8

2.9

2.7

2.2

0.2

-0.2

-2.5

-2.6

-2.8

-7.3

-8.4

数据来源：2012—2015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2016年数据来自各省（市区）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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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指数与东部地区的

比 例 由 62.9% 和 83.5% 分 别 降 低 到 57.0% 和

77.1%，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比例没有变化。

即是说，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市场化水平相对于东

部地区发生了明显的下降。市场是高效配置资

源要素的主要手段，在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中起着

决定性作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市场化进程的

相对滞后不仅不利于本地区资源要素加快自由

流动和优化配置，而且不利于吸引东部地区的产

业转移和高素质人才，导致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和

创新创业动力不足。

2.中西部地区实体产业盈利空间收窄，对于

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不利

拥有较大的盈利空间是激发东部地区工业

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最重要动力因素。然

而，近年来，中国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业企业收

入利润率都呈现出不断降低的趋势，与东部地区

工业企业收入利润率呈现提高趋势形成鲜明对

比。2014年之后，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

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开始由低于中西部地区转变

为高于中西部地区，且呈扩大趋势。2012年，中

国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率分别为 6.7%和 8.2%，比东部地区分别高

出0.4和1.9个百分点（见图7，下同）。然而，2016

年，中国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

收入利润率分别为 5.5%和 5.6%，比 2012年分别

降低1.2和2.6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反而分别低

0.9和 0.8个百分点。此外，中国东北地区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由 2012 年的

6.2%降低到 2016 年的 3.7%，降低 2.5 个百分点，

不仅始终低于东部地区，而且始终低于中西部地

区，更是呈现出差距扩大趋势。

从中国四大板块的盈利数据来看，中西部地区

工业企业的盈利空间不仅本身呈现收窄趋势，而且

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优势不再且劣势凸

显，东北地区则更是劣势突出。这显然会降低东部

地区工业企业和资金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流动的

积极性，甚至会造成中西部地区工业企业和资金向

东部地区回流，进一步扩大区域发展差距。

3.融资难严重阻碍着各地区实体中小企业发展

融资难一直以来都是困扰中国各地区实体

中小企业发展的桎梏。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

生以来，投融资风险加大，中国各地区实体中小

企业融资难问题更加突出。由于中国实体中小

企业普遍都是民营企业，且融资规模较小、融资

成本较大，造成银行给实体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

积极性不高，加上银行贷款门槛的不断提高和贷

款周期的延长，导致实体中小企业很难获得银行

融资。有数据显示，目前企业的贷款利息为

15%—20%，但企业的正常回报率仅为10%左右，

大部分实体中小企业很难承受如此高额的贷款

利息。如此一来，在不能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融资

服务的情况下，各地区实体中小企业为了继续经

营就纷纷“铤而走险”转向高风险的民间融资，一

旦经营不善，就要面临破产倒闭的境况，甚至会

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中国金融资源的配置不合

理和价格不合理，大大削弱了金融发展对实体经

济增长的作用。

资本是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要素，哪里

收益高就会向哪里流动。融资难问题在金

融产业不发达、资金外流严重的中西部和

东北地区会更加突出。根据侯永志等

（2015）的研究，2012 年中国贷存比低于

50% 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

2009—2012 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大部分

城市的贷存比都发生了下降，且贷存比下

降幅度较大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

4.生产成本上升削弱东部地区工业企

业的出口竞争力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东部地区经

济较发达省份陆续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实

图7 2012—2016年中国四大板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3—2016 年）和《中国统计摘

要—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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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企业的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特别是随着人口红

利逐渐消失，用工成本上涨幅度较大，在很大程

度上削弱了以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东

部地区的出口竞争力。东部地区实体经济发展

面临着传统国际比较优势加速消失而新的国际

比较优势尚未形成的困境。

统计数据显示，2011—2015年中国东部地区

各省（市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上

涨幅度都在 10%左右，最低为天津市的 9.5%，最

高为海南省的12.3%，其中，制造业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年均上涨幅度普遍高于城镇单位

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上涨幅度，最低为上海市

的 8.9%，最高为海南省的 13.9%。此外，自 2004

年珠三角地区出现“用工荒”以来，农民工工资也

呈现出持续快速上涨势头。中国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 2016年发布的农民工

薪酬课题报告显示：“十二五”期间农民工月平均

收入年均增长 12.7%，从“十一五”末（2010年）的

1690 元涨到“十二五”末（2015 年）的 3072 元；

2016年，农民工工资涨幅在 10%左右，平均月工

资收入水平为 3072 元；预计 2017 年农民工工资

涨幅在10%左右。

在生产成本尤其是用工成本不断快速上涨

的情况下，再加上中西部地区相对东部地区盈利

空间明显收窄，工业企业的出口竞争力逐渐削

弱，就有可能出现大量的传统工业企业纷纷向劳

动力相对丰裕、工资水平较低的东南亚国家转

移，对于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缓慢的东部地区来

说，就要面临很大的“产业空心化”风险，这会对

我国经济转型产生越来越大的不利影响。

5.区域分割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继改革开放后开展了

轰轰烈烈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激发了各级地方

政府发展地区经济的积极性。但是，随着全国经

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分税制造成的地方政府

“以邻为壑”的弊端日益凸显，区域分割带来了大

量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

态”以后，各地区政府推动的水泥、建材、钢铁、汽

车、有色金属等工业项目重复建设长期积累的产

能过剩问题快速凸显。2014年以来，主要有色金

属产品价格持续下跌，铝的价格一度跌到万元以

下，铜、铅、锌、镍等有色金属的价格比金融危机

前的高点分别下跌 60%、50%、40%和 80%左右，

甚至跌破平均生产成本。目前，中国水泥、平板

玻璃、钢铁、汽车等工业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

行业利润大幅下降，低于全行业平均值，甚至处

于整体亏损状态，钢铁产能利用率已不足 70%，

远低于合理水平，但高质量的工业产品又很匮

乏，恶性竞争有“抬头”迹象。

中国工业的重复建设从各地区的主要工业

品产量比较中可见端倪。区位商是用来描述某

一个地区对于某一种产品是否具有专业化能力

的指数。如果一个地区对某一种产品的区位商

大于 1，就说明该地区对该种产品具有专业化能

力，反之，则没有专业化能力。根据 2016年统计

数据计算，中国31个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中

有 19 个对水泥的区位商大于 1，分别是山西省、

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重庆市、四川省、贵

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

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要

集中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有 9个对

粗钢的区位商大于 1，分别是河北省、山西省、辽

宁省、江苏省、江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

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渤海地区相对集

中；有 8 个对钢材的区位商大于 1，分别是天津

市、河北省、山西省、辽宁省、江苏省、广西壮族自

治区、云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渤海地区

相对集中；有9个对汽车的区位商大于1，分别是

北京市、辽宁省、吉林省、上海市、安徽省、湖北

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和重庆市，地区分布

相对分散（见表2）。

三、优化中国实体经济空间格局的政策措施

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作

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必须把实体经济放在国家经

济发展的战略地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

实体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虚拟经济的挤压，实体

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且愈加严峻的发展困境，急

需通过政策措施来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

展。但是，实体企业面临的发展困境又存在区域

差异化特征。因此，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

展的政策措施一方面要注重普适性，另一方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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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区）

北京

天津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江西

山东

河南

水泥

0.16

0.13

0.89

1.04

0.96

0.50

0.60

1.09

0.07

0.71

0.72

1.63

0.83

1.45

0.72

1.10

粗钢

0.00

0.88

5.17

3.16

0.83

2.23

0.48

0.36

0.85

1.30

0.26

0.98

0.47

1.02

0.95

0.60

钢材

0.11

3.01

4.98

2.44

0.65

1.55

0.39

0.23

0.73

1.12

0.53

0.82

0.62

0.83

0.92

0.70

汽车

6.23

0.74

0.99

0.02

0.03

1.15

4.21

0.21

3.71

0.47

0.33

1.43

0.19

0.70

0.33

0.35

省（市区）

湖北

湖南

广东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西藏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水泥

1.12

1.30

0.56

2.11

5.51

1.33

1.50

3.17

3.29

8.33

1.15

3.18

2.49

2.26

2.06

粗钢

0.85

0.58

0.25

1.10

0.20

0.21

0.61

0.45

1.25

0.00

0.44

1.29

0.45

0.54

1.26

钢材

0.73

0.45

0.32

1.35

0.19

0.51

0.62

0.33

1.04

0.05

0.41

0.97

0.35

0.40

1.12

汽车

2.02

0.43

0.88

3.69

1.43

4.49

0.47

0.04

0.34

0.00

0.57

0.07

0.00

0.00

0.09

数据来源：2016年工业增加值数据来自各省（市区）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主要工业品数据来自

《中国统计摘要-2017》

表2 2016年中国各省（市区）主要工业品的区位商④

因地制宜，解决不同区域的不同问题。

1.多渠道降低实体企业的经营成本

降低实体企业的经营成本，不仅要解决实体

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实体企

业融资渠道相对单一的问题。一是减轻实体企

业的税费负担。针对实体企业普遍前期投资大，

投资周期长，回报微薄，政府部门应该采取政策

措施减轻实体企业的税费负担，提高实体企业经

营的利润空间。一方面要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

改革税制，降低实体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的税

率，取消不合理的税收项目。另一方面要减少或

全部取消针对实体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的收费

项目，减少实体企业的经营费用。二是引导金融

机构资金向实体中小企业倾斜。实体企业中很

大一部分属于中小企业，经营规模小、不稳定，金

融机构尤其是大型银行向他们发放贷款的积极

性不高。政府要制定政策措施来引导金融机构

向实体中小企业发放低息贷款，如对金融机构实

行贷款补贴、税费减免等。三是扩大实体企业的

融资渠道。统计年鉴显示，2012—2016年，中国

境内住户存款余额从 41.02 万亿元增加到 60.65

万亿元，境内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从 34.51 万亿

元增加到 53.09 万亿元，增幅分别为 47.9%和

53.8%。政府部门如果可以把这部分资金有序地

引向实体产业，将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巨大资金

来源。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和制度，规范

民间资本投资，扫清民间资本投资实体产业的障

碍，多角度、多层次地拓宽实体企业融资渠道。

2.打破区域行政壁垒，推进全国市场一体化

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背后的动因是区域间

的行政分割严重。在分税制和政绩考核体制下，

各级地方政府必然为了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而

强化“以邻为壑”的思维观念，想方设法吸引其他

地区的资源要素流入本地区，并阻碍本地区的资

源要素流向其他地区。如果不改革这种干部考

核体制，很难消除区域行政壁垒形成的根源，全

国市场一体化也很难实现。一是逐步改革地方

干部政绩考核体制。对地方干部的政绩考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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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唯 GDP 论，要多方面综合考察地方干部的政

绩，如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保护、增进当地居

民福利等。二是推进区域基本交通基础设施一

体化建设。目前，中国地区间基本交通基础设施

连通性不够，“断头路”“关卡”问题较为严重，严

重阻碍着要素资源跨地区自由流动和优化配

置。要推动各地区间打通“断头路”，破除“关

卡”，推进基本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三是

建立健全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生态补偿机制。

各地区地方政府都有发展本地区经济的权利，但

是不是每个地区都适合大规模进行经济开发，而

有些地区又承担着保障全国生态安全的重任，这

就需要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让承担生态保障

责任的地区放弃一部分发展经济的权利，重点做

好生态环境保护，而让适合经济开发的地区大力

推动经济发展，且让享受生态服务的地区为提供

生态服务的地区付费，从而让两类地区都能从中

受益。生态补偿机制不仅包括地区间的横向生

态补偿，而且包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上级地

方政府对下级地方政府的纵向生态补偿。四是

建立健全惩处机制。对那些设置种种行政壁垒

阻碍资源要素跨地区自由流动和全国市场一体

化的行为要采取相应的惩罚惩戒办法。

3.有重点地推动中西部地区新的战略性区域

工业化发展

近年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呈现出明显

的变化，率先发展的东部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

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三大区域，由于工业化

和城镇化进程趋于完成而呈现出增速下滑的趋

势，很难再引领全国经济快速发展，急需通过培

育新的战略性区域来带动全国经济实现中高速

发展。中西部地区近年来经济发展步伐加快，但

是，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地域辽阔，不可

能整体作为新的战略性区域来进行培育，必然要

选择其中发展基础好、发展潜力大、便于快速培

育的较小的地区。根据侯永志等（2015）的研究，

以结构转换和要素集聚为指标，遴选出了38个潜

在战略性地区，分别是合肥、淮南、福州、厦门、泉

州、宁德、龙岩、莆田、南宁、贺州、钦州、防城港、

六盘水、贵阳、海口、廊坊、唐山、武汉、湘潭、长

沙、连云港、宿迁、南昌、赣州、营口、枣庄、莱芜、

潍坊、滨州、西安、成都、天津、昆明、玉溪、嘉兴、

台州、舟山和重庆，其中近一半地区属于中西部

地区，而且不少是省会城市甚至是直辖市。这些

新的战略性区域的培育离不开实体产业尤其是

制造业的发展，因此，要制定针对性强的优惠政

策和有效措施，使这些地区对制造业产生较强的

集聚能力，快速集聚全国性乃至全世界的优质资

源要素，使这些地区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从而

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中起到战略性支撑作用。

4.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相对于传统的需求侧

改革而言的，对当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

进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手：一是强调市场机制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中的重要作用。从当前产能过剩的行业来看，无

疑不是“政府之手”参与过多，市场机制作用发挥

不足的重化工业领域。在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的过程中，不仅要加强战略规划的引领作用，而

且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

汰，逐渐解决这些领域不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性

问题。二是推进金融体系结构性改革。逐步放

开对民间银行设立的限制，推动多元化、多层次、

多所有制金融体系建设，大幅度提高金融体系服

务实体产业发展的能力和效率。三是推进房地

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城市建设用地的空

间供给分配要适应市场需求，逐步减少限制房地

产业发展的行政手段，理顺土地使用性质转换渠

道，积极采取市场手段调节房地产价格市场，减

少房地产对居民和企业资金的占用，让更多资金

流向工业尤其是制造业。

5.打造实体经济监测平台，加强实体经济运

行监测

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学术

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也离不开政府部门有效的

政策支持。及时、准确、全面、翔实、专业的实体

经济发展数据是学者们深入研究和政府部门制

定政策的基础和依据。因此，要利用好互联网信

息技术，加强实体经济运行监测，为政府部门制

定政策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和依据。一是打造全国联网、多点布局的实体经

济监测平台，定时搜集、及时更新各地区实体经

济发展数据。二是建设开放性的实体经济发展

中国实体经济空间格局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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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为学者们深入研究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数

据支撑。三是实体经济数据库建设要注重规范

性、专业性、全面性和可比性。四是运用大数据

技术对各地区及全国性实体经济发展进行数据

挖掘分析，及时发现和化解实体经济发展中出现

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注释
①本文分析的地域空间不包括港澳台地区。②2016年山西省、

辽宁省、吉林省、江苏省、江西省、贵州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用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代替工业增加值。③从行业的视角出发，

产业集聚指的是某一个行业在全国或地区范围内的不均衡分

布。借鉴盛龙和陆根尧（2013），本文使用空间基尼系数来衡量

我国工业空间集聚的程度及演变趋势。空间基尼系数的计算公

式为：
2
n ∑

n

i=1
Gini= （i×Ki）- ,i=1,2,…,n,

n+1
n

其中，Gini表示空间

基尼系数，n表示地区的个数，Ki表示地区 i某一行业的就业人员

数占所有地区该行业就业人员总数的比重，i表示所有地区按照

Ki大小递增排序后的地区位序。Gini的取值范围为［0,1］，数值

越大，表示该行业的空间集聚程度越高。④区位商是某一个地

区的某种工业品占全国的比重与该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

重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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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Optimizing Spatial Pattern of China’s Real Economy

Ma Yankun Chen Yao

Abstract：Recently, the problem that China’s economy tends to be virtualized is seriou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in China not only has national problems, but also has regional problems. These questions include low level

of marketization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northeast region of China, narrower profit space

of the real industr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of China, difficult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edium real enterprises,

rising production cost in the eastern of china, repeated construction and excess capacity caused by regional

segment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eal economy, some

countermeasures are put forward to optimize spatial pattern of China’s real economy, such as reducing the operating

cost of the entity enterprise in multi-channel, promoting national market integration, promoting selectively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new strategic area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of China, promoting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unswervingly and strengthening monitoring of the re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ll areas.

Key Words：Real Economy; Regional Pattern; Market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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