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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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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人均 GDP 泰尔指数和集中指数,测度甘南州县域经济的空间差异和集中程度,从综合经济发展能力、经济发展要素

和社会发展三个方面,选取 15 个单项指标构建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以 2001 年和 2010 年的数据为研究

界面,对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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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used Theil index and H- index of per capita GDP to estimate the spatial difference and concentration of countycs economic

in Gannan prefecture. It selected 15 individual indexes to construct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untyc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Gannan from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capacity, the elemen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elected the year of

2001 and 2010 as the cross sec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changes of countyc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Ga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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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域经济是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市场

为导向,以县级政权为重要推动, 优化配置资源,具有

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 具有开放性、区域特

色和空间非均衡性特征
[ 1]
。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

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县域经济的发展对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 实现区域经济统筹发展和城

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2]。20世纪

90年代后半期,由于农村返贫等问题严重、国内市场

需求不足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逐渐显露, 学术界掀

起了研究县域经济的热潮[ 3]。近年来, 学术界对县域

经济的研究内容不断多样化,如对县域经济评价与分

析[ 4]、成因分析[ 5]、空间差异与演化[ 6- 11]的研究等;研

究方法从采用单一指标[ 6]、综合指标体系[ 7] , 运用标准

差、变异系数、基尼系数、泰尔指数[ 8, 9]等方法到运用

ARCGIS、GEODA
[ 6- 9]

等技术手段转变; 研究尺度由国

家[ 6]、区域[ 10]向省市[ 9]、省际边缘地区[ 11]、河流流域

地区[ 12]等中小尺度转化, 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县域经

济
[ 13, 14]

的研究不断增多。

加快区域内部经济增长和各地区经济的发展是缩

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实现区域社会经济均衡发展的

重要保证。甘南州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之一,其县

域经济的综合发展, 外部有利于缩小与全国、全省的经

济差距,内部有利于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和促进农

牧民增收。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熵值法

对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分析, 对各县经

济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评价,找出各县经济发展的特

征与时空差异, 对甘南州县域经济协调发展对策的制

定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区域与方法
1. 1  研究区域概况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南部,甘、青、川三省

交界处,是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陇南山地的过渡地

带,全州辖夏河、玛曲、碌曲、卓尼、迭部、临潭、舟曲 7

个县和合作市(县级市) , 土地总面积 4. 5万 km2,总人

口68. 03万人,其中藏族人口 37. 85万人,占总人口的

55. 6%。2000年以来,甘南州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成绩

突出。2010年,全州完成生产总值 67. 69亿元,是 2000

年的 4. 93倍,年均增长 17. 5%; 大口径财政收入达到

6. 67亿元,是 2000年的5. 7倍,年均增长 19. 4%; 完成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90. 51 亿元, 是 2000年的 19. 08

倍,年均增长 38. 9% , 11 年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 318. 15亿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2689元, 比 2000

年增长127. 79% ,年均增长 8. 71%。甘南州社会经济

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其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

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 经济综合发展实力较弱。

1. 2  研究方法
运用熵值法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根据熵值大小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 然后通过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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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计算,求得县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数。用熵值

法进行综合评价的过程为
[ 15]
: 由于各指标量纲存在较

大差异,首先要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计算公

式为: 正向指标: Xc
ij= ( X ij- minX ij) / ( maxX ij- minX ij) ;

负向指标:Xc
ij= ( minXij- Xij) / ( maxXij- minXij) ;指标信

息熵计算: ej= - k 2
m

i= 1
Yij @ lnY ij( Y ij= Xc

ij/ 2
m

i= 1
Xc
ij; k= 1/ ln

m; 0 [ ej [ 1)。信息熵冗余度计算: dj= 1- ej。指标权

重: w ij= dj / 2
n

j= 1
dj ;单项指标得分: Sij= w ij @ Xc

ij ;综合实力

得分: Sij= 2
n

j= 1
Sij。式中, Xij表示原始数据矩阵; m 表示

研究区域数 8; n为指标数; maxXij和 minXij表示指标的

最大值和最小值。

2  指标体系构建和数据来源

借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常用的综合指标体系成

果,遵循系统性、科学性、可获得性原则,从甘南州经济

发展实际情况出发, 在综合经济发展能力、经济发展要

素、社会发展三方面构建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表 1)。选取 2001年、2010年的数据

为研究截面, 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数据来源于

2001年、2010年5甘南统计年鉴6。2001 ) 2009年甘南

州各县市人均 GDP数据来源于 2002 ) 2010年5甘肃年

鉴6, 2010人均 GDP数据由 2010年5甘南统计年鉴6中

各县(市) GDP 数据和年末人口数相除获得。
表 1  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经
济
发
展
综
合
水
平

综合经济发展能力

人均GDP(X1)

人均财政收入(X2)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X3)

GDP 增长率(X4)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X5)

牧业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 X6)

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 X7)

经济发展要素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X8)

人均财政支出(X9)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X10)

社会发展

非农人口比重(X11)

少数民族人口比重(X12)

农村恩格尔系数(X13)

人口自然增长率(X14)

每万人中在校学生数(X15)

3  甘南州县域经济差异分析

选取泰尔指数和集中指数测度甘南州县域经济发

展的空间差异和经济发展的集中程度(图 1)。其中,

泰尔指数主要是测度总体空间的差异情况, 集中指数

主要是测度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集中程度, 进而测度

总体空间的极化。从图 1可见, 甘南州县域人均 GDP

的泰尔指数值从 2001 年的 0. 206 下降到 2010 年的

0. 165,下降了 0. 041, 整体呈缓慢下降趋势,说明甘南

州县域经济差异在整体上呈缩小趋势。整个时间序列

可分为三个阶段: 2001 ) 2008年为缓慢下降阶段,说明

甘南州县域经济差异在逐渐缩小; 2008 ) 2009年为相
对快速下降阶段,说明甘南州县域经济差异缩小的趋

势加快; 2009 ) 2010年为相对快速上升阶段,说明甘南

州县域经济差异又开始拉大。集中指数值在整个时间

段内呈平稳下降趋势,从 2001年的 0. 167下降到 2010

年的 0. 152,下降了 0. 015, 表明县域经济发展集中程

度在不断降低, 空间极化趋势弱化。

图 1  甘南州 2001 ) 2010年人均 GDP泰尔指数和集中指数变化图

4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计算及结果分析

4. 1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计算

根据熵值法计算过程, 分别对甘南州 1 市 7 县

2001年和 2010年 15个单项指标的 120个原始数据进

行处理,计算出各单项指标的权重值(表 2) , 再计算出

各区域分项指标的值, 最后计算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的综合得分(表 3)。由表 2可知, 2001年人均 GDP 及

人均财政收入两项指标权重分别为 0. 100和0. 115,均

超过了0. 1,说明 2001年县域经济总量及财政收入是

影响甘南州县域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 2010年非农人

口比重指标权重由 2001年0. 076增长到0. 117,在各指

标权重值中排列第一位,说明 2001 ) 2010年农业人口

非农化发展逐渐成为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

影响因素。指标权重值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人均 GDP,

从 2001年的 0. 100 下降到 2010年的 0. 055, 下降了

45% ,说明经济总量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迅速

弱化。除以上各指标外,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第三产业

占GDP 比重、牧业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人均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农村恩格尔系

数、每万人中在校学生数指标权重值 2010年与 2001

年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 而 GDP 增长率、工业占

工农业总产值比重、人均财政支出、人均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及人口自然增长率指标权重值有不同程度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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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说明综合经济发展能力和社会发展是甘南州县域

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 而经济发展要素对县

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不大。
表 2  各项指标权重

指标层 指标权重( 2001 年) 指标权重( 2010年)

人均GDP( X1) 0.100 0. 055

人均财政收入( X2) 0.115 0. 090

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X3) 0.084 0. 087

GDP增长率( X4) 0.088 0. 045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X5) 0.035 0. 070

牧业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 X6) 0.035 0. 052

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 X7) 0.086 0. 062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X8) 0.048 0. 052

人均财政支出( X9) 0.084 0. 074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X10) 0.057 0. 054

非农人口比重( X11) 0.076 0. 117

少数民族人口比重( X12) 0.075 0. 092

农村恩格尔系数( X13) 0.033 0. 058

人口自然增长率( X14) 0.043 0. 042

每万人中在校学生数( X15) 0.043 0. 051

表 3  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值

县域
经济发展水平值

2001年 2010年

合作市 0. 539 0. 561

临潭县 0. 379 0. 329

卓尼县 0. 286 0. 227

舟曲县 0. 217 0. 388

迭部县 0. 333 0. 442

玛曲县 0. 461 0. 432

碌曲县 0. 457 0. 409

夏河县 0. 287 0. 306

4. 2  结果分析
从计算结果看, 2001年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

综合评价值最高的是合作市 0. 539, 最低的是舟曲县

0. 217,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极差为 0. 322。2010年评价

值最高的仍然是合作市, 为 0. 561; 最低的是卓尼县,

为0. 227, 极差为0. 334。2010年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

差异有所上升, 这一结果与人均 GDP 泰尔指数反应情

况基本一致。利用 ArcGIS 软件, 将甘南州 1 市 7 县

2001年和 2010年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值按> 0. 5、

0. 5 ) 0. 4、0. 4 ) 0. 3、< 0. 3的标准进行划分,将经济发
展水平分为高、较高、低和较低 4种类型(图 2)。

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时间变化特征:近 10年

来,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值升降不一(图

3)。在甘南州 1市 7县中, 2001 ) 2010 年经济发展水
平综合评价值上升的是合作市、舟曲县、迭部县及夏河

县,说明 4县市经济发展水平均有所提高;其中舟曲县

综合评价值由 2001 年的 0. 217 上升到 2010 年的

0. 388,增幅为 0. 171, 上升幅度最大,说明这一时期舟

曲县经济水平提高最快; 迭部县综合评价值上升了

0. 109,上升幅度较为明显,说明迭部县经济发展水平

有显著的提高; 合作市和夏河县分别上升了 0. 022和

0. 019,上升幅度不明显, 说明两地的经济发展有所提

高,但提高程度不明显。2001 ) 2010年甘南州县城经

济发展水平(从略)综合评价值下降的为临潭县、卓尼

县、玛曲县和碌曲县, 下降幅度均较小, 说明这 4县的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均有所降低, 但经济发展水平降低

的程度较小。

图 2  2001年、2010年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格局变化

图 3  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变化特征: 从图 2

可知, 2001年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合作市最

高,玛曲和碌曲次之,迭部和临潭发展水平低,卓尼县、

舟曲县、夏河县次低,空间上呈/中部 ) 西南高,西北 )

东部低0的分布格局;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高、较高、低、

较低的县域数量比为 1B2B2B3, 呈/金字塔0型。2010
年与 2001年相比,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

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上呈/西部

(下转第 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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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部高、东部低0的分布格局。合作市作为全州的

政治、经济、文化、金融中心,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仍为全

州最高;西南部的玛曲县和碌曲县县域经济整体发展

水平较高,发展持续性较为稳定;迭部县、夏河县、舟曲

县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 使甘南州西北部、东南部

的区域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有一个整体的提升;临潭

县和卓尼县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的变化, 仍处于经

济发展低水平阶段, 导致东部区域县域经济整体发展

水平较低。2010年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高、较

高、低、较低 4种分类的县域数量比为 1B3B3B1, 呈/两

头小,中间大0的橄榄球型。运用集中指数测度甘南州

县域经发展水平的集中程度,得知甘南州县域经济发

展水平的集中指数由 2001 年的 0. 135下降到 2010年

的0. 132,表明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集中程度

在降低,县域经济空间极化趋势降低, 均衡发展强化,

这一结果与人均 GDP 集中指数测算甘南州整体县域

经济空间集中程度的结果基本一致。

5  结论

运用泰尔指数、集中指数和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的方法对甘南州县域经济空间差异、集中程度和县

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综合评价, 结果表明: ¹

2001 ) 2010年甘南州区域经济差异逐渐减小, 经济发

展集中程度降低。º近 10年来, 甘南州县域经济发展

水平升降不一, 合作市、舟曲县、迭部县及夏河县经济

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其中舟曲县和迭部县提升幅度较

大,临潭县、卓尼县、玛曲县和碌曲县经济发展水平下

降,全下降幅度较小;在甘南州区域整体发展水平上,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增多, 经济发展水平从

2001 ) 2010年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区域经济发展趋

于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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