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卷第 6期 707~ 713页

2008年 11月
           

山  地 学  报
JOURNAL OFMOUNTA IN SC IENCE

           
Vol126, N o16 pp707~ 713

Nov1, 2008

收稿日期 ( Received date) : 2008- 01- 04;改回日期 ( Accep ted) : 2008- 05- 30。

作者简介 ( B iography):王明杰 ( 1982- ) ,男, 硕士生, 研究方向: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Wang M ing jie, m ale, m as ter, ma jor in eco-econom ics

and sustainab le developm ent. ] E - m ai:l w angm ingjie622@ 1261 com

通讯作者:方一平 ( 1965- ) ,男,研究员,主要从事产业生态、环境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研究。 [ Fang Y ip ing, m ale, Professor, Focus on indu strial e-

cology and su stainab le developm ent1 ] E - m ai:l yp fang@ im de1 ac1 cn

文章编号: 1008- 2786- ( 2008) 6- 707- 07

四川丘陵区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及其驱动能力

王明杰
1, 2

,方一平
1

( 11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41; 21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49)

摘  要: 以四川 68个丘陵县 (市、区 )为研究区域和对象, 采用 Pea rson相关分析法 ,选择农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要素与 GDP、地方财政收入、人均 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等经济发展水平重点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定量分析得出了工业发展水平、社会固定资产投入水平对丘陵区经济

发展具有明显的驱动作用,并就驱动能力进行了定量测度, 并选择传统农业县、工业较发达县、旅游和第三产业较

发达县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具体分析,最后, 提出了丘陵区发展的主要思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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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多山地的国家, 丘陵、山地面积占

69%,全国 80%的县是山区县
[ 1]
。山区经济的发展

状况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发展的全局和小康社会的

建设目标实现。丘陵是山地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近年来许多学者、机构

和政府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对丘陵区经济发展的相

关研究也日益增多,但从研究的内容看,主要侧重农

业经济发展路径和对策,如朱象三
[ 2]
研究了陕北黄

土丘陵区发展蚕桑生产的前景与效益分析问题;何

祥
[ 3]
以江苏省宜兴市为例研究了我国亚热带低山

丘陵地区农业结构调整问题; 李文华
[ 4]
以山东省五

莲县为例研究了丘陵山区农业持续发展的生态工程

对策; 温仲明等
[ 5 ]
研究了纸坊沟流域黄土丘陵区土

地生产力变化与生态环境改善; 范怀超
[ 6]
研究了四

川丘陵地区农地流转的问题与对策问题; 焦俊党

等
[ 7]
研究了巩义市山地丘陵区的农户投资行为;翟

胜等
[ 8]
研究了黄土丘陵区川道地种植业结构分析

与效益评价。总的来说, 丘陵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

还十分薄弱,本文在四川工业强省发展战略背景下,

探讨四川丘陵区经济发展的驱动要素和能力,既弥

补了丘陵区经济定量发展研究的不足,对国内丘陵

区的经济发展也将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1 战略地位及经济发展滞后性

111 战略地位

四川丘陵地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重要的农业经

济区域,行政区域涵盖了 68个县 (市、区 ) , 占四川

县 (市、区 )总数的 3716% ,面积达 819 @ 10
4
km

2
,

占全省面积的 1814% (图 1), 全省 18个百万人口

以上的大县均集中分布于此, 丘陵区人口、耕地面积

和农业增加值分别占全省的 5919 %、5719 % 和

5915%, 粮食面积为全省的 60% ,粮食总产量占全

省的 80%以上,商品粮占全省的 90%左右。

112 经济发展的滞后性

长期以来由于丘陵区要素聚集乏力, 人才和资

金短缺,基础设施薄弱, 工业发展水平低, 社会投入

程度不够, 社会经济发展存在很大的滞后性, GDP

和财政收入仅占全省的 40%多。

第一,经济水平低, 发展相对缓慢。 2005年丘



陵区人均 GDP为 6 010元,比全省人均水平低 3 050

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3 090元,仅是全国农村全面小

康目标值
[ 9]
的一半。从增长速度看, 1995~ 2005年

的 10 a间, 丘陵地区 GDP年均递增速度比全省低

113个百分点。

图 1 四川丘陵县 (市、区 )区域分布示意

Fig11 Location m ap of 68 hi ll coun ty in S ichuan Provin ce

第二,资源相对短缺, 发展潜力不足。丘陵区农

村劳动力人均耕地仅 01045 hm
2
, 比全省平均水平

低 01003 hm
2
;森林覆盖率仅 17%、比全省低 7个百

分点。与此同时,水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多数丘陵

县 /十年九旱 0;水土流失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56% ;

全省 1814%幅员面积的丘陵区居住着全省 5919%
的人口,人口密度高达 572人 /km

2
; 人口文化素质

相对较低, 文盲人数占总人口比重达 710%,比平原

地区高 214个百分点, 中专以上人数仅占总人口 3

% ,比平原地区低 7个百分点;绝大多数丘陵县 (市、

区 )对资本、人才缺乏吸引力,招商引资的规模和数量

小,合资企业少,骨干项目、大型企业和新兴产业少。

第三,工业发展薄弱, 产业结构不合理。总体

上,多数丘陵县 (市、区 )缺乏上规模、上档次、有品

牌的工业企业,有的县 (市、区 )基本没有像样的工

业,严重制约了县域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 ( 1)工

业经济总量小,经济贡献低。 2005年其工业增加值

仅占 GDP的 3211%,比全省低 2个百分点。 ( 2)加

工工业档次低, 产业带动能力弱。丘陵区加工业主

要以粮食、肉类、生丝等农产品加工为主导, 但精深

加工能力差、产值低, 严重制约了农业产业链条的延

伸和农产品附加值的提升。 ( 3)产业结构层次低,

农业弱质性明显。农业在丘陵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一二三产业产值之比为 1B114B112,同期全省三产
业比为 1B211B119, 平原区一二三产业比为 1B311
B310,二三产业严重滞后全省平均水平, 与平原地

区的差距则更加突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高达 2718%, 高于全省 718个百分点, 高于平原区

1317个百分点,不少县达 35%以上。

第四,基础设施投入水平低、基础薄弱、地域差

异大。2005年丘陵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 1 188112
亿元,占全省的 3412% , 比平原区低 3117个百分
点。丘陵区每万人拥有公路为 1011 km, 低于全省

平均水平 017 km; 能源紧张,尤其是农村地区人均

年用电量 9017 kW,比全省平均水平低 38 kW;每公

顷耕地拥有农业机械动力 0175 kW, 比全省平均水

平低 4114 kW; 水利设施差, 2001年有病险水库 2

712座,占了全省的 7212%, 45%以上的耕地基本

无灌溉设施, 10多个城市和 300多个乡镇缺乏可靠

水源, 231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丘陵区内部差异

明显, 靠近大城市、中心城市和交通便利的县 (市、

区 ), 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偏远县 (市、区 ) ,

人均 GDP相差 118倍以上,人均财政收入相差 1倍

以上,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差 115倍。

2 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分析

针对 68丘陵区经济发展现状, 本文选择 GDP

和地方财政收入两个总量经济指标、人均 GDP和人

均财政收入两个人均指标作为综合反映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和程度的特征指标。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原则, 利用 5四川统计年
鉴 20066[ 10 ]

和5自贡市统计年鉴 20066[ 11]
,选取 68

个丘陵县 (市、区 )的农业产值、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利润、人均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 4个特征指标进行 Pearson相

关分析
[ 12]
。

Pearson相关分析模型

r=
Rxy

2

RxgRy

=

r ( x-X )g ( y-Y)

n

r (x-X )
2

n
g

r ( y-Y)
2

n

式中  r是 X 和 Y两数列间的相关系数, X、Y分别

是 X、Y数列的平均值, Rx为 X数列的标准差, Ry为

Y数列的标准差, Rxy
2
为各离差乘积的总和, n为成

对量数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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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Pearson相关分析表

Tab le 1 Pearson C orrelation analyses

相关因子 相关参数 人均 GDP GDP 地方财政收入 人均地方财政收入

农业产值 (亿元 )
Pearson Correlat ion - 01448(* * ) 01370 (* * ) 01185 - 01296(* )

S ig1 ( 2 - tailed) 01000 01002 01131 01014

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亿元 )
Pearson Correlat ion 01771(* * ) 01785 (* * ) 01588(* * ) 01497(* * )

S ig1 ( 2 - tailed) 01000 01000 01000 0100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亿元 )
Pearson Correlat ion 01742(* * ) 01801 (* * ) 01565(* * ) 01450(* * )

S ig1 ( 2 - tailed) 01000 01000 01000 01000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利润 (亿元 )
Pearson Correlat ion 01640(* * ) 01672 (* * ) 01413(* * ) 01314(* * )

S ig1 ( 2 - tailed) 01000 01000 01000 01009

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

Pearson Correlat ion 01849(* * ) 01447 (* * ) 01608(* * ) 01840(* * )

S ig1 ( 2 - tailed) 01000 01000 01000 01000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
Pearson Correlat ion 01573(* * ) 01814 (* * ) 01820(* * ) 01632(* * )

S ig1 ( 2 - tailed) 01000 01000 01000 01000

  注: S ig ( 2-tailed ) 越小越好,当 S ig ( 2-ta iled )﹥ 0105时,拒绝假设,为不相关;当 S ig ( 2-tailed)﹤ 0101时,相关系数标记两个星号;当 0101

﹤ S ig ( 2-tailed)﹤ 0105时,相关系数标记一个星号。

  计算结果见表 1。

由表 1可以看出, 总量指标方面, 与 GDP相关

性较好的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利润, 相关系数分别达到 01814、01801、01785和
01672。与地方财政收入相关性较好的是: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和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相关系数分别达到 01820和 01608。人均指标方
面,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规模以上工业产

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利润与

人均 GDP 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 01849、01771、
01742、01640。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相关系

数分别达到 01840和 01632。农业产值与经济总量
和政府财政实力的相关性都不高, 相关系数为

01370和 01185, 而与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和人均 GDP

呈现负相关 ( - 01296和 - 01448) ,说明农业产值对
经济发展是量上的变化,正向推动作用小,并在某种

程度上成为丘陵区经济发展的障碍。

如果将相关系数大于 017的变量作为 4个特征

经济指标的核心要素选择标准, 则影响 68个丘陵县

(市、区 ) GDP的核心要素是: 工业发展水平和社会

固定资产总投入;影响丘陵区地方财政收入的核心

要素是社会固定资产投入水平。当然其余因素对于

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但为了抓住四川丘陵经

济问题的关键,本文仅从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驱动作

用进行定量分析。

3 驱动能力分析

定量分析核心要素对经济发展的驱动能力, 有

助于充分认识各驱动要素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贡献和

拉动作用,对于政府采取合理的区域政策和经济发

展战略具有借鉴作用。本文利用 2005年四川省 68

丘陵县 (市、区 )数据,采用回归分析建立驱动因素

的关系方程。

311 工业发展水平的驱动能力

根据以上分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是 代表 68丘陵县的工业发展规模。

四川丘陵县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处于弱势, 这与丘

陵地区工业发展态势有很大的关系。通过丘陵县

GDP与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相关散点图看出 (图 2), 随着规模以上工业产值和

增加值的变大, GDP在变大, 从相关系数也能判断,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相关系数 ( 01801)大于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的相关系数 ( 01785), 可见, 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对 GDP的贡献程度要大于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将 GDP、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工业总

产值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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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产值或增加值 (亿元 )

图 2 丘陵地区 GDP与工业发展规模的拟合关系

F ig12 S tmi u lationm ap betw eenGDP and scale of industrial developm ent

工业总产值回归方程为

y计算GDP = 281079+ 01544gx工业总产值
式中  可决系数 R

2
= 01616﹥ 015, 说明方程拟合

优度较好, 经方差分析, F = 1061089, P = 01000, 回
归方程有效。工业增加值回归方程

y计算GDP = 241991+ 2106gx工业增加值 - 01007gx工业增加值
2

式中  可决系数 R
2
= 01660﹥ 015, 说明方程拟合

优度较好, 经方差分析, F = 631126, P = 01000, 回归
方程有效。

由工业总产值回归方程,每增加一个单位工业

总产值,平均被拉动 68丘陵县的 GDP113个百分
点。由工业增加值回归方程,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工

业增加值, 平均被拉动 68丘陵县的 GDP 418个百分
点,这对 68丘陵县来说, 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主

要动力所在。

312 社会固定资产投入的驱动能力

由 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明显影响着 GDP和地方财政收入, 应用

Curve E st imation回归分析, 分别建立回归方程。

GDP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回归方程

y计算GDP = 171287+ 11630gx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式中  可决系数 R

2
= 01662﹥ 015, 说明方程拟合

优度较好, 经方差分析, F = 1291312, P = 01000, 回
归方程有效。地方财政收入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总额的回归程为

y地方财政收入 = 01089+ 01046gx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式中  可决系数 R

2
= 01673﹥ 015, 说明方程拟合

优度较好, 经方差分析, F = 1351621, P = 01000, 回
归方程有效。

引入单位变化量 v x,建立驱动能力公式

U驱动能力 = v y
y

= f ( x+ v x ) - f ( x )
f (x )

@ 100%

由 GDP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回归方程, 每

增加一个单位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平均驱

动 68丘陵县 GDP增加 411个百分点 (图 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

图 3 丘陵地区 GDP与全社会投资固定资产总额的拟合关系

F ig13 S tim u lat ion relationsh ipm ap betw een GDP and

social f ixed cap ital investm en t

由地方财政收入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回归程,每增加一个单位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

额,平均驱动 68丘陵县地方财政收入增加 710个百
分点 (图 4)。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亿元 )

图 4 地方财政收入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拟合关系

F ig14 S tim u lation relationsh ipm ap betw een revenue of f inance

and social f ixed cap ital investm en t

313 典型案例分析
以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占 GDP的比重作为典

型案例选择的依据, 在 68丘陵县 (市、区 )中, 以绵

阳的盐亭县、遂宁市安居区作为传统农业县代表;宜

宾市翠屏区、乐山市五通桥区作为工业较发达县区

的代表;以内江市市中区、自贡市自流井区作为工

业、第三产业均较为发达的区县代表;以南充市顺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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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泸州市江阳区作为第三产业较为发达区县的代

表分别进行分析,各个典型案例的基本背景及其单

位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 GDP的驱动能力,单位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地方财政收入的驱动能力结

果分别见表 2。

表 2表明:三个核心要素中,以单位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总额对地方财政收入的驱动影响最大,其

中,盐亭区高达 14183%, 是其他核心要素驱动影响

的 2~ 8倍,并以单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地

方财政收入的驱动影响和单位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对 GDP的驱动影响两者差距最大,以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 GDP的驱动影

响两者间差异最小。在四个类型区内部, 核心要素

驱动影响具有差异性: 传统农业区内部核心要素驱

动能力分异显著,以盐亭县为例,单位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对地方财政收入的驱动能力是单位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对 GDP的驱动能力高 2倍,是

单位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对

GDP的驱动能力的 8和 2倍; 第三产业较发达区内

部核心要素驱动影响差异最小, 除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要素外,其他要素影响几乎相当; 工业较发达区

和工业、第三产业均较为发达区内部核心要素驱动影

响差异较小,要素影响的相互比例在 115~ 3倍间。

综合比较,受区域经济核心要素的驱动影响:传

统农业县 (市、区 )﹥第三产业较发达县 (市、区 )﹥

工业与第三产业均较发达县 (市、区 )﹥工业较发达

县 (市、区 )。工业较发达县 (市、区 )驱动影响较弱,

是因为工业基础较好,敏感性降低;而传统农业县工

业基础差,敏感性高;第三产业较发达县 (市、区 )和

工业与第三产业均较发达县 (市、区 )的工业基础与

基础设施投入水平相对有所提高,但与工业较发达

县 (市、区 )相比还有差距, 呈现中间过度状态。所

选区域均为近城区, 资源比较聚集, 而远城县 (市 )

资源与基础条件较差, 受核心要素的驱动影响更加

显著。

4 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11工业发展和社会固定资产投入水平是四川
丘陵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农业发展并不是影

响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传统农业县 (市、区 )往

表 2 典型案例分析

Tab le 2 Typ ical cases analys is

类型 地区 基本情况

单位要素对 GDP的驱动影响 (% )

规模工业

总产值

规模工业

增加值

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单位固定资产投

资对地方财政

收入的影响 (% )

传统农业县

(市、区 )

盐亭县
农业产值占 GDP的 56% ,全国瘦肉型猪基地县,四川蚕

茧生产基地
1182 7158 6149 14183

安居区
农业产值占 GDP的 67% ,国家、省级商品粮、生猪、水

果、中药材等产业化基地,四川省农业产业化示范区
119 8103 6108 12185

工业较发达县

(市、区 )

翠屏区
工业总产值占 GDP的 61% ,有 /万里长江第一城 0之称,

长江经济带的 /龙尾 0
0134 0143 1127 1143

五通桥区
工业总产值占 GDP的 58% ,以毛纺、电力、化工、机械、

采矿、盐业为主
1102 3123 4113 6145

工业、第三

产业均较发

达县 (市、区 )

内江市市中区
工业总产值占 GDP的 41% , 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的

4118% ,全省五个 /星火西进工程 0示范县之一
019 2182 3 4105

自流井区
工业总产值占 GDP的 45% , 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的

46%
0159 1169 2183 3174

第三产业

较发达县

(市、区 )

顺庆区
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的 51%, 省级风景区 /西山风景

区 0 /陈寿万卷楼 0, /川东贸易中心 0
0188 3124 2185 3179

江阳区
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的 46% , /酒城 0, /川南旅游重

镇 0, /报恩塔 0 /龙透关 0等省重点文物
0198 2128 2114 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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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是落后地区。从单一指标而言, 用农业产值与人

均 GDP建立关联图 (图 5)。图中表明,总体上随着

农业产值的增加, 人均 GDP在逐渐变小,当然其一

是人口的增加增大了分母,降低了人均 GDP的总体

水平, 其二也反映了 GDP的增长水平较慢,但这只

是现象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体上, 68个丘陵县都大

体呈现了随着农业产值增加而人均 GDP降低的规

律,可以判断农业发展难以促进四川丘陵地区经济

发展和人民福利的整体提升。

图 5 人均 GDP与农业产值散点图

F ig15 S tim u lation relationsh ip m ap betw een p er cap ita GDP

and ou tpu t value of agricu ltu re

图 6 工业发展对 GDP的驱动能力

F ig16 Drive cap acity of industrial developm en t on GDP

21仅从经济总量看, 工业发展对于 GDP有着

很大的驱动作用 (图 6) , 工业产值和工业增加值低

的地区,如典型传统农业县 (市、区 ) ,既是工业发展

薄弱的地区,也是驱动能力的最大潜在区,而工业较

发达县 (市、区 )驱动能力相对较低, 说明要缩短区

域间差距,提高丘陵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工业是

一个有效的办法,工业是 68个丘陵县的薄弱环节,

也是该区经济发展潜力和动力所在。

31从工业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的对比角度, 发展

工业要提高工业的生产效率和发展质量, 工业增加

值的拉动作用比工业产值要高 315个百分点, 这就

要求丘陵区发展工业不能盲目, 要注重工业发展质

量和工业效率,才能真正带动丘陵区经济总量的增

加,同样, 这也是工业较发达县 (市、区 )能够继续保

持工业领先势头的有效措施。

41社会固定资产投入水平的提高, 对于地区经

济总量和地方财政实力提升都具有较强的驱动能力

(图 7)。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较低的地区, 对经

济发展的驱动力较高, 即社会固定资产投入的提高

对于经济发展薄弱的地区是一个强大的潜伏驱动

力,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弱点,也是这些地区

经济发展的潜力,更是这些地区的经济振兴战略的

出发点。

图 7 社会固定资产投入水平的驱动能力
F ig17 Drive capacity of social f ixed cap ital investm en t

51在合理布局框架下,推进工业快速发展。主

要侧重点包括: 加强传统农业县 (市、区 )产业结构

调整,对重点工业企业进行政策扶持,政府给企业让

利,给予企业支持资金, 通过各种奖励政策支持工业

企业发展。

61加大社会固定资产投入水平, 加强社会基础

设施建设和人文环境的改善, 为丘陵区旅游业和第

三产业发展提供基础要素, 为经济发展建立有效的

基础平台。主要强调拓展固定资产投资渠道, 健全

丘陵区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制度, 将有限的资金集中

用在事关全局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上,提高运行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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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Fundamental Elements and Drive Capacity of Econom ic Development

in H illy Regions of Sichuan Province

WANGM ing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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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G Y iping
1

( 11 In st itu te of Moun ta inHazard s and E nvironm ent, Ch in ese Acad em y of S ciences& W ater R esou rcesM in istry, Ch engdu 610041, Ch ina;

21 G raduate S chool of ChineseA cademy of Sciences, B eijing 100049, Ch 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 on the fundam enta l elements and driv ing capac ity of econom ic deve lopm ent for 68 in

counties and d itricts hilly reg ions in S ichuan prov ince1 This paper selects thema jor indicators of econom ic develop-

ment: GDP, local revenue of finance, soc ial fixed cap ital investm en,t per capita GDP and per cap ita revenue o f f-i

nance, and identifies the drive elements of econom ic developmen t based on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es1 Autho rs

build reg ression and drive capac ity functions of the domain factors1 On the basis of drive capacity analysis, autho rs

argue that the level o f industria l deve lopm ent and socia l f ixed capital investment are of strong significant for econom-

ic deve lopment in the 68 counties and d itr icts 1 And some typ ica l tradit iona l ag ricultura l count ies, themore deve-l

oped industria l counties, tourism counties and the more deve loped tertiary industry counties are selected to be ana-

lyzed1 Fina lly, some suggest ions are proposed1

Key words: h illy reg ions; industria l development scale; the level of soc ial f ixed cap ita l investmen ;t driv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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