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引言

区域经济差异会发生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任何

阶段，并且由于不同地区存在着自然条件、社会资

源、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区域经济差异难以

避免。我国的区域经济特征总体表现为西部不发达

省区与东部沿海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南方

发达省区与北方欠发达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

大。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位于西北地区，由于历史、自

然等方面的原因，其区域之间的发展基础不平衡，加

之特殊的地缘区位和民族构成等因素，使得西北少

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问题在我国较为典型。高

度重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问题，探究

其差异的影响因素，并找出缩小差异的途径，不仅有

利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提升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对于政策制定者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差异测度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通常指宁夏回族自治区、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以及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

青海省少数民族地区面积超过全省的 90%，甘肃省

少数民族自治地区面积占全省面积的 37.77%，包括

2个自治州和 7个自治县。与全国发达省区相比，西

北少数民族地区整体经济发展速度显著滞后。从内

部来看，四省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不大，但各省区内

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很大。

本文以县域为研究视角来测度西北少数民族地

区经济差异，县域是我国行政级别的基础政治单元，

以此角度展开分析可以更好地反映地区差异的真实

程度，准确地揭示地区差异的变化趋势。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 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

是对区域经济差异不同面的分析。绝对差异是用绝

对指标来衡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别，反映区域

之间经济发展的实际差异；相对差异是用某指标的

变动率来衡量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别，反映区域

之间经济发展的速度差异。本文选取标准差作为衡

量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选取变异系数

作为衡量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具体公

式如下：

σ=
∑
i = 1

N
（Xi - X̄）2

N
， CV= σ

X̄

式中：σ为标准差；Xi为第 i个研究单元的人均

GDP；X̄ 为人均GDP的平均值；N为研究单元的个

数；CV为变异系数。

代 敏，王 鹏，李豫新（博士生导师）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摘要】本文以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差异测度指标、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和

空间误差模型等研究了2004 ~ 2014年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西北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绝对差异呈现持续扩大趋势而相对差异呈平滑扩大趋势；②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县域

经济空间自相关性显著；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财政收入，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之和，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等变量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城镇

常住人口比率的提升对缩小经济差异具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差异； 空间自相关性；空间误差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994（2017）12-0108-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稳定—发展’双重目标下新疆人口空间格局优化的路径与政策

研究”（项目编号：15AGL023）

□·108·财会月刊2017.12



2. 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对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

部空间自相关的度量是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的核心。

本文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法描述区域经济差异的整

体态势，采用局部空间自相关法描述局部区域经济

差异特征及变化态势。

（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用于描述一个现象

的整体分布，以确定这种现象是否存在于空间聚集

属性，但不能精确地指出聚集的确切方位。描述全局

空间自相关的指标有很多，主要有 Moran's I、
Geary's C和Getis'G等，其中常用的是Moran's I。

全局型的Moran's I的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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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为全局空间自相关值，即Moran's I值；

Wij为区域 i与区域 j间的距离所构成的空间权重矩

阵；n为单元数；xi为第 i个单元的人均GDP；xj为第 j
个单元的人均GDP；x̄ 为n个单元的人均GDP的平

均值。

Moran's I需要进行显著性检验，一般采用Z检

验，如下所示：

Z（I）= I-E
S

上式中：S（I）= 。

Moran's I值的结果为［-1，1］，如果 I接近 1，则
地区间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反之，则地区间呈现

空间负相关；如果 I接近 0，则地区间不存在空间相

关性。在给定显著性水平时，若Moran's I值为正，则

表示区域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

间集聚；Moran's I值为负，则表明区域与周边地区

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差异。

（2）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该方法用于测度区

域内的空间关联度，找到空间聚集点或子区域的位

置。本文采用LocalMoran's I来度量局部空间自相关

性。从本质上讲 LocalMoran's I是将Moran's I分解

到各个空间单元，Anselin将其称为空间联系局域指

标（LISA）。
局部空间自相关测度采用局部Moran's Ii，计算

公式如下：

Ii=
xi - x̄

S
Wij（xj- x̄）

式中：S= var ；
xi - x̄

S
=Zi；Ii是区域 i与邻

近区域间人均GDP局部空间自相关值，即Moran's
Ii值；Wij是区域 i与区域 j间距离构成的空间权重矩

阵，是对区域 i人均GDP的Moran's Ii值进行标准化

后的值；xi为第 i个单元的人均GDP；xj为第 j个单元

的人均GDP；x̄ 为n个单元的人均GDP的平均值。

Moran's Ii的取值范围不限于［-1，1］，若 Ii大于

0且Zi大于 0，则为H-H型，表明区域 i与相邻区域

是经济发展水平均较高的聚集类型；若 Ii大于0且Zi

小于 0，则为 L-L型，表明区域 i与相邻区域是经济

水平均较低的聚集类型；若 Ii小于 0且Zi大于 0，则
为H-L型，表明其是区域 i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相

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聚集类型；若 Ii小于0且
Zi小于 0，则为L-H型，表明其是区域 i经济发展水

平较低，而相邻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聚集类型。

3. 数据来源。本文选取 2004 ~ 2014年西北少数

民族地区县域的人均GDP作为研究指标，数据来自

《甘肃统计年鉴》、《青海统计年鉴》、《宁夏统计年

鉴》、《新疆统计年鉴》等。

（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差异测度结果及相

关分析

1. 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测度结果及分析。本文

使用 2004 ~ 2014年各地区人均GDP的标准差来衡

量区域经济绝对差异，用变异系数来度量相对差异。

计算结果如图1、图2所示。

（1）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绝对差异表现出

逐渐扩大的趋势。由图1可知，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

绝对差异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其他三省。青海地区经

济的绝对差异除2010年和2014年略有下降外，整体

呈上升趋势。而宁夏与新疆地区经济的绝对差异上

升趋势相似，整体呈较平缓的波浪式的上升态势。

（2）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相对差异呈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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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县域人均GDP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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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的趋势。从图2可以看出，除2008年青海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波动外，

其他省份均呈现出缓慢上升的增长趋势。分地区来

看，2004 ~ 2008年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的相对差异上升明显，2009 ~ 2014年则相对平缓。宁

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呈缓慢上升态势。

新疆和青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差异变化剧

烈，整体曲折上升。

2. 空间自相关特性测度结果及分析。

（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利用GeoDa软件

计算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人均GDP空间自相关系

数Moran's I，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

首先，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

著的正空间自相关特性。自 2004年以来，西北少数

民族地区存在着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特性。高人均

GDP的县，其周边县人均GDP也较高，人均GDP的
县，其周边县人均GDP也较低，即相邻县域间出现

了集群趋势。而Z（I）>2.58，说明统计量在 0.01的水

平上是显著的且分布是集聚的。

其次，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空间

集聚程度不同。2004 ~ 2014年，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的

Moran's I值一直位于其他三省Moran's I值之上，这

也说明甘肃少数民族地区间的空间集聚性较强，空

间集聚程度大于其他三省。甘肃地区的Moran's I值
出现较大的波动，从 2004年的 0.787上升到 2007年
的 0.846，此后快速下降，到 2010年达到 0.696，随后

又有快速增长趋势，但这一时期的空间自相关性始

终保持在较高水平，这表明甘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发展区域差距在 2008年后有所缩减。究其原因，主

要是因为：“十二五”期间，国家将甘肃境内最贫困的

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定西市和陇南市

作为扶贫攻坚区，加大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力度，大

力推进扶贫开发，故其县（市）间区域经济差异呈逐

渐减小趋势。宁夏和新疆地区在 2004 ~ 2014年间的

区域经济差异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总体差异呈大致

相似的变化趋势，其经济集聚性呈现出曲折反复的

向上螺旋式态势。而青海地区在 2004 ~ 2008年的

Moran's I值变化不大，2009年下降至-0.023，呈现

出负相关关系，随后转变为快速增长的趋势，2013
年达到峰值 0.241。可见，青海地区的区域经济差异

波动很大，且其空间分布关联性较小。

（2）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整体经济在空间上

的集聚程度虽然能够通过全局自相关分析反映出

来，但它并不能体现出局部集聚地区的空间特征，因

此利用GeoDa软件进一步计算空间局域指标 LISA
值，可将各局部区域经济集聚状况及集聚类型真实

地反映出来。为了使西北少数民族各地区的变化情

况更直观，本文编制了表1：

表 1 2004年、2014年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人均GDP LISA值分布

LISA
集聚类型

西北少数
民族地区

宁夏

新疆

甘肃

青海

2004年

H-H

22

0

15

4

3

L-L

53

0

22

31

0

H-L

4

1

2

1

0

L-H

1

0

0

0

1

2014年

H-H

18

0

8

7

3

L-L

62

4

24

31

3

H-L

0

0

0

0

0

L-H

1

0

0

0

1

注：①为计算方便且便于分析，在进行局部空间自相

关分析时，将甘肃地区整体作为研究对象。②此时，H-H

型、L-L型、H-L型、L-H型地区为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县及县级市。

图 2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县域人均GDP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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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人均GDP空间自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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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H-H型县域从2004年的

22个减少到 2014年的 18个，而 L-L型县域从 2004
年的 53个增加到 2014年的 62个，H-L型和L-H型

县域从2004年的4个和1个减少到2014年的1个和

0个。近十年来，以新疆克拉玛依市和甘肃敦煌市为

核心形成的两个核心区，包含周边众多县市的发达

经济圈已初步形成，并且其各自的辐射范围正在不

断扩大。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县（市）数量远大

于发达县（市）数量，自 2004年以来，贫困地区数量

有持续增加之势，这说明随着国家政策扶持力度的

加大，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断

提高，但其县域之间的经济差异仍在不断扩大。

分地区来看，L-L型县域大多集中在新疆南疆

地区、甘肃的河东地区、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以及

宁夏的西海固地区。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恶劣、基础

设施落后、民族习俗迥异，内部经济差异日益突出，

因此这些地区一直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

区域。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L-H型地区从有到无，

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核心区域经济极

化作用日渐减弱并且扩散作用逐步加强，主要表现

为H-L型区域的减少和H-H型区域的辐射范围的

扩大。从H-H型和L-L型县域的数量可以看出，西

北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

且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

区的辐射作用较弱，同时，欠发达地区又无法冲破贫

困的界线进入发达地区，使得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水平欠佳。

三、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空间自相关法可以探索各地区间的空间联系，

但不能反映经济差异的影响因素。因此，本文将运用

空间经济计量模型对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进

一步分析，以测度可能影响其经济差异的因素。

（一）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空间经济计量模型主要解决回归模型中复杂的

空间相互作用与空间依存性结构问题。空间经济计

量模型有多种，本文所用的模型主要是纳入随机效

应的空间误差模型（SEM），其表达式为：

Y=βX+ε， ε=（1-λ）W/μ
式中：ε为随机误差项向量；λ为n×1的截面因变

量向量的空间误差系数；μ为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

向量。参数λ测量样本观察值的空间依赖作用，即相

邻地区的观察值Y对区域观察值Y的影响方向和程

度；参数β反映了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

参考相关文献研究，本文选取影响西北少数民

族地区经济差异的因素如下：人均国内总值（Y）表
征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常住人口比率（X1）表城

市化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X2）反映区域政

策倾斜程度；财政收入（X3）反映政府调控程度；第

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之和（X4）表征地

区产业结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5）刻画市场化

程度；城乡居民储蓄存款（X6）反映人口实际生活水

平。对所有变量取对数，且涉及生产总值的指标都已

折算成以2004年为基准的不变价。最后构建空间误

差计量模型如下：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β4LnX4+
β5LnX5+β6LnX6+μ

上式中：β0为常数项；β1 ~ β6为各指标的系数；

μ为误差项。

本文将现实的地理空间距离考虑到模型中来，

以达到正确设定权值矩阵的目的。Wij为二进制的邻

近空间权值矩阵，表示其中的任一元素的目的是定

义空间对象的相互邻近关系，便于把地理信息系统

数据库中的有关属性放到所研究的地理空间上来对

比。表示如下：

Wij=
1
d2

ij
，i≠j

上式中，Wij为权重矩阵，dij为地理距离。

本文以2004 ~ 2014年西北少数民族地区158个
县域为研究样本，以人均国内总值，城镇常住人口比

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财政收入，第二、第三产

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之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等为研究指标，数据来源于《甘肃

统计年鉴》、《青海统计年鉴》、《宁夏统计年鉴》、《新

疆统计年鉴》。

（二）结果及分析

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 2所示。从拟合优度R2

看，相对基于OLS的空间计量模型，空间滞后模型

（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的拟合优度检验值均

有所提高，表明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均优

于基于OLS的空间计量模型，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变量存在空间相关性。考虑空间效应后，用极大似然

估计的模型有效地消除了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

长的空间自相关性，以及空间误差模型的估计在空

间上呈随机分布状态。

根据模型检验介绍，可利用 R2、LogL 值以及

Hausman检验准则来选择模型。从表2可知，SEM模

型的调整的R2明显比 SLM模型的调整的R2高，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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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模型的 LogL值也明显高于 SLM模型，初步判

断 SEM模型优于 SLM模型，而 SLM模型优于基于

OLS的空间计量模型。进一步对SEM模型的随机效

应和固定效应进行检验，可清晰地看出基于随机效

应的拟合优度明显高于固定效应，且Hausman检验

值为 6.635，其 P=0.00<0.05，因此，选择基于随机效

应的 SEM模型作为测度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

长影响因素的空间经济计量模型。

最终确定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空间计

量SEM模型为：

LnY=- 0.148LnX1 + 0.136LnX2 + 0.038LnX3 +
0.128LnX4+0.477LnX5+0.089LnX6

SEM模型（2004 ~ 2014年）中，除城镇常住人口

比率以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财政收入，第二、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之和，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均通过

显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

基于表 2的分析结果，以下将分析各

个变量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差异的影

响程度：

1. 从整体上来看，本文所选的指标对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差异具有较强的解

释力。调整后的拟合优度在0.97以上，表明

本文设立的计量经济模型对西北少数民族

地区县域经济差异情况具有较高的估计效

率，能够在总体上反映各个因素对西北少

数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差异的作用状况。

2. 如表 2所示，城镇常住人口比率这

一变量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差异的缩

小起到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即每增加1%的

城镇常住人口，将会使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经济差异缩小 0.148%。同时从其他变量的

回归系数对比发现，除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外，城镇常住人口比率对区域经济差异

产生作用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其他变量。

3. 用来反映投资水平的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额这一变量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经济增长起到了正向拉动作用，即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额每增加1%，西北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增长 0.136%。这表明国家的对口

援助政策，从一定程度上拉动了西北少数

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缩小了西北少数民族

地区经济差异程度。因此，提高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额，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进

一步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4. 财政收入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具

有正向效应。财政收入每增加 1%，西北少数民族地

区经济增长0.038%。这从侧面表明了政府调控对经济

增长的拉动作用，原因在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大多

数贫困地区缺乏私人资本，其发展经济所需的道路

和通讯等公共物品只能通过政府投资来解决，加上

贫困地区仍处于物质资本阶段，因此只能依靠物质

资本促进经济发展。可见政府财政收入越高，公共品

供给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就越大，经济增长也越显著。

5. 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之和（非

农产值占比）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

著的正向带动作用，即非农产值占比每增加 1%，西

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 0.128%。与其他变量对比

模型类
型/估计
方法

常数项

X1

X2

X3

X4

X5

X6

λ
调整
的R2

Wald
value

Hausman
检验

Log L

δ2

基本数据
模型

模型1
（OLS）

3.687759

-0.832∗∗∗
（0.00）

0.188∗∗∗
（0.00）

0.289∗∗∗
（0.00）

-0.036∗∗∗
（0.014）

0.223∗∗∗
（0.00）

0.105
（0.00）

0.7895

空间误差模型（SEM）

模型2

随机效
应（RE）

-0.148∗∗∗
（0.00）

0.136∗∗∗
（0.00）

0.038∗∗∗
（0.001）

0.128∗∗∗
（0.00）

0.477∗∗∗
（0.00）

0.089∗∗∗
（0.00）

0.011954

0.9751

304.922

6.635

-554.5071

0.1840

模型3

固定效
应（FE）

-0.917∗∗∗
（0.00）

0.257∗∗∗
（0.00）

0.127∗∗∗
（0.00）

0.273∗∗∗
（0.00）

0.306∗∗∗
（0.00）

0.136∗∗∗
（0.00）

0.034954

0.6752

304.922

6.635

-271.2625

0.0218

空间滞后模型（SLM）

模型4

随机效
应（RE）

-1.009∗∗∗
（0.00）

0.185∗∗∗
（0.00）

0.155∗∗∗
（0.00）

0.198∗∗∗
（0.00）

0.419∗∗∗
（0.00）

0.137∗∗∗
（0.00）

0.408129

0.6972

287.259

6.635

-1592.4699

0.0399

模型5

固定效
应（FE）

-0.118∗∗∗
（0.00）

0.127∗∗∗
（0.00）

0.03∗∗∗
（0.001）

0.122∗∗∗
（0.00）

0.475∗∗∗
（0.00）

0.082∗∗∗
（0.00）

0.570975

0.9287

288.832

6.635

-576.1350

0.2642

表 2 模型的估计结果

注：①∗∗∗、∗∗、∗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

内为显著性水平P值；②Hausman检验法主要用于甄别随机效应与

固定效应，当P>0.05拒绝随机效应，选择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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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非农产值占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值最大，

这意味着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而西

北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数地区的产业发展并不是基于

合理的产业演进，而是各地区的传统习惯和民族风

俗的自然结果。因此产业结构不合理、新兴产业发展

滞后等问题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极为突出，如何调

整产业结构已成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主

要方式之一。

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经济差异有明显的正向带动作用，即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每增加 1%，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

0.47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大体能反映西北少数

民族地区人口的实际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进而反

映该地区的社会化进程。同时，提高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

7.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

济差异具有显著的正向带动作用，即城乡居民储蓄

存款每增加 1%，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

0.089%。城乡居民储蓄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投资需求，

进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因此居民储蓄存款

的迅速增长及由此而产生的投资对推动国民经济的

快速发展功不可没。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

异呈扩大增长态势，相对差异呈下弧形增长趋势，这

说明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但其地区之间

的经济差异仍在不断增大。

2.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空间自相

关性显著，空间集聚程度不一。经济发展呈现两极分

化趋势，即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相邻，欠发达地区与

欠发达地区相邻。

3.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财政收入，第二、第

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之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等变量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

经济差异具有显著的正向带动作用，而城镇常住人

口比率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差异的缩小具有促

进作用。

4. 研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差异的影响因

素，使用基于随机效应的空间误差模型（SEM）较合

理，城镇常住人口比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财

政收入，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之和，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对西北少数

民族地区经济差异的解释性很强。

（二）建议

1. 依托西部大开发和对口支援，保持对西北少

数民族地区欠发达区域的投资速度和规模，对于具

有长远战略意义的重大项目建设应加大投资力度，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扶持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

民族产业，优化并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在坚持和接

受对口支援投资的基础上，进一步充分利用对口支

援省市的人才、技术和管理来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

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异。

2. 抓住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重大机遇，加快

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是丝绸之

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区域，积极推进各少数民族地区

的特色项目，促进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内部欠

发达地区的市场环境、硬件设施和基础建设，进一步

缩小区域差异。

3. 精准扶贫政策全面普及西北少数民族贫困

地区，这对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区域差异至关重要。西

北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带较多，新疆南疆大部分县

（市）、宁夏西海固地区、甘肃河东地区以及青海海东

地区，均是贫困县（市）集聚的地区，政府应加大对这

些地区的扶持力度，使这些贫困县（市）早日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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