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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实情况下，《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课题成果文库：
我国区域间经济溢出效应评价及机制研究》试图以均衡发展的朴素目标为出发点，利用经济溢出的相
关理论，研究发达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实现共同发展的可能性和内在机理。
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概念回顾和理论梳理，首先指出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提出
利用区域间经济溢出能否促进均衡发展的问题，然后对经济溢出的概念、内涵、理论基础和运用进行
了阐述；第二部分分析我国区域间经济溢出情况，指出发达区域对其他地区的溢出效应小于受溢效应
，产业结构优化和完善是提高区域经济实力主要手段；第三部分研究我国经济溢出的机制，从垂直链
接溢出来看，中间投入率和中间需求率决定了产业的区域间溢出效应，从水平链接溢出角度看，发达
地区的聚集效应大于扩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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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产业结构的分析得出三个结论。
一是如果当地产业结构丰富，体系完善，那么当地的区域内乘数效应值就很大，溢出效应很小。
最典型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当地的区域内乘数效应是全国各区域中最大的，效应值增长也是最快的，
但是其对全国其他地区的经济溢出很小，全国对当地的经济溢出很大，这是因为东部沿海地区从农业
、采选业等初级产品行业，到化学工业、金属制品业等中间产品行业，再到商贸业等最终消费产品行
业，都十分发达，区域内部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所以溢出效应很小。
二是不同产业的溢出效应不同，其中溢出效应最大的是建筑业、重工业和能源工业，溢出效应最小的
是农业和非物质生产行业，溢出效应与产业发展程度有关系，如果产业产值占当地总产出的比例大，
则溢出效应大。
三是我国正在形成跨区域的产业链，东部地区主要发展重工业和能源工业、轻工业、其他服务业，中
部地区主要发展建筑业、重工业和能源工业、采选业，西部地区主要发展采选业、农业。
　　（2）落后地区的溢出效应很小，而且其他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溢出更小，尤其是地势偏远的地区
。
而且西北地区的情况更加明显，随着经济的发展，当地对外地的溢出效应增加到全国第2位，是我国
溢出效应增加最大的区域，但是其他地区对当地的溢出却很小，一直在全国排最后一位。
说明落后地区才是溢出的主要区域，如果这种状态持续下去，落后地区将不可能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
展中获益，即使不考虑落后地区对外地的溢出，其他地区对当地的经济溢出也只是杯水车薪，根本无
法促进当地发展。
所以落后地区要谋求发展，只能依靠自己改革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这样才能产生较大的区域内
乘数效应，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对外地经济产生吸引力，同时减少对外地的经济溢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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