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推动了西部地区的

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生态建设等领域的快速发

展，使西部地区与全国相对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得

到初步扭转[1]。但是，西部大开发 10 年来的工作重

点是“打基础”[2]，着重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大型项

目的引进，对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重视不

够[3]。不仅表现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

入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较大[1，3]，如图 1，还

体现在西部地区内部发展差异日趋显著[4]，造成西

部地区仍集聚着我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

地区[5]。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基本公共服

务水平低下、人类生存环境与自然条件恶劣，发展

存在特殊困难。
相关实证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剖析地域

间的发展差异[6- 8]。二是分析西部地区贫困落后的主

要因素[9- 15]。在进行西部地区发展能力评价时，有学

者从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发展关系入手，指出西

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低下[9- 10]。相关研究进一步指

出，脆弱的生态环境是造成西部贫困落后的主要因

素[11- 15]。但是现有研究和评价仍存在不足。一是国内

外学者多从省区级尺度上分析[8，16- 18]，缺乏西部地区

内部小尺度的深入比较。二是一些研究仅限于一些

特殊地区贫困落后的案例分析，局部的研究结论难

以代表西部地区的整体状况。三是大多研究集中于

从“生态贫困”和“资源环境制约”角度入手评价西

部地区的总体现状，缺乏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条件

的多要素综合评判。四是仅局限在西部地区整体

“落后”的探讨，尚没有科学的进行内部地域划分和

落后地区的综合辨识。基于上述不足，本文从建立

综合评价体系入手，评析西部地区内部发展状况。
在此基础上依照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特点进行地

域划分，以期综合辨识中国西部特殊困难地区发展

的症结所在。

图 1 西部地区各人均指标和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Fig.1 Per capita index of western China compared with the
state，1999—2008

资料来源：根据西部各省 （区、市） 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
2000—2009 整理。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西部 171 个地（州、市）级行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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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部大开发 10 年来的工作重点以“打基础”为主，对提高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重视不够。造成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西部地区内部发展差异较为显著。特别是仍有部分地区贫

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地区，其发展存在特殊困难。现有研究缺乏西部内部小尺度的比较分析和综合评判，也

缺乏综合地域划分。文章选用改进熵值法对西部 171 个地级行政单位进行综合发展评价，依据地理空间一致

性对特殊困难地区进行地域划分，得到七个集中连片地区。分析显示，各片区致贫落后诱因相对一致。并探讨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的一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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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为县级单位，下同）为研究对象，选取的人

均 GDP、人均财政收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

人均纯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乡收入

差距、人均普通中学教师数、人均病床数和人均道

路长度数均通过西部各省（区、市）2009 年统计年鉴

统计得出。各地区海拔、坡度数据利用分辨率为

90m的 SRTMDEM数据运算提取，地区荒漠化数据

是在 2008 年土地利用 / 土地覆被数据库中 1km 网

格数据的基础上统计提取的①。
对上述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可以得到三个主

成分。可以将数据分为经济发展与人民收入、社会

事业与公共服务、自然条件与生态条件三个大类，

依此建立指标体系，见表 1。由于西北地区和西南地

区自然条件差异显著，生态环境的影响机理显著不

同，因此在指标设定上将坡度和荒漠化两个指标标

准化后取大值，作为一个影响因子。
1.2 研究方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确定评价指标权重的方法，

它根据各指标的联系程度或各指标所提供的信息

来决定指标的权重。设有 m 个待评方案，n 项评价

指标，形成原始指标数据矩阵 X=(xij)m×n，对于某项指

标 xj，指标值 xij 的差距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

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如果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全部相

等，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不起作用。它根据各指

标的联系程度或各指标所提供的信息量来决定指

标的权重，且尽量保留选取信息，避免信息缺失造

成的评价误差[19]。但在地区发展计算中，经常对熵值

法进行改进，以规避由于选取统计数据产生的不确

定性。有学者认为，利用数据标准化改进后的熵值

法更具合理性[19- 20]。本研究采用改进熵值法，计算出

各指标的权重，实现地区发展的综合测度，其具体

步骤如下：

（1）为了消除不同的指标的方向性和量纲的不

一致性，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首先对原始数据进

行 0—1 标准化得到 xij，以消除方向性影响。再令

xij'=(xij- xj)/σj，式中，xij' 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xj 为第 j
项指标的平均值；σj 为第 j 项指标的标准差。

（2）为了消除负值，将坐标进行平移。指标值 xij'

经过平移后变为 xij''，其中 xij'' =k+xij'，k 为坐标平移

值，本研究中令 k=10。

（3）计算指标 xij'' 的比重 Rij，其中 Rij=xij''
m

i=1
Σxij''。

（4）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j，ej = - (1/lnm)
m

i=1
Σ

RijlnRij，ej∈[0，1]。
（5）计算第 j 项指标的差异性系数 gj =1- ej。

（6）计算指标 xj 的权重，ωj=gj
n

j=1
Σgj，其中 j=1，

2，3…，n。

（7）利用公式 Vi=
m

j=1
ΣωjRij，计算第 i 地区的综合

发展程度。

2 测度结果与分析

2.1 计算结果

根据改进熵值法可以计算得出各指标的权重

得分，如表 1 所示。依据公式（7）可以得到西部 171
个地州市的综合得分，通过排序可以判定西部各地

区发展情况，由于数据较多，不在此列举。综合得分

最低的是怒江傈僳族自治州，Vimin=0.005127；最高

的是克拉玛依市，Vimax=0.007093。
表 1 西部地区发展指标体系及其权重

Tab.1 Index System and Weight of the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领域 序号 评价指标 / 单位 方向性 权重 /%
1 人均 GDP/ 元 正向 8.45
2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正向 9.22
3 农村人均纯收入 / 元 正向 9.03
4 人均财政收入 / 万元 正向 8.22
5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元 正向 8.31
6 城乡收入差距 / 农村 =1 逆向 9.27
7 人均普通中学教师数 / 人 正向 8.98
8 人均病床数 / 张 正向 8.59
9 人均道路长度 /km 正向 7.98
10 海拔（＞3 000m区域占行政区

比重）/%
11 坡度（＞25°区域占行政区比重）/ 荒

漠化（荒漠化区域占行政区比重）/%

2.2 西部特殊困难地区的提取

由于综合评价结果数值较小，故取其相对值

Vi
'= Vi×100 进行评估。如图 1 所示，将各地区对应

Vi
' 放在坐标系下进行曲线拟合。得到的回归曲线表

达式为 y=8E- 7x3- 0.0002x2+0.0141x+5.2734，其回归

相关系数 R2=0.97。从相对指标 Vi
' 的倒 S 型分布趋

势和拟合曲线可以看出，明显分为落后地区、中等

发展地区、条件较好地区。可以将中等发展地区综

合评价结果近似看成相同，故拟合曲线可以近似看

作凸函数（落后地区）、水平曲线（中等发展地区）和

① SRTM数据下载地址：http://www2.jpl.nasa.gov/srtm/，2010 年 8 月 20 日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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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函数（条件较好地区）的组合。
对回归曲线求一次导数 y' = 24E- 7x2 - 0.0004x2

+ 0.015。当 y'=0 时，可以求得两个端点 x 值取整数

为 56 和 110。由于中等发展地区为单调递增曲线，

可判定真实的定义区间略大于[56，110]。这里近似

取值为[50，116]。因此，将综合评价结果中 1—50 位

地区划分为西部特殊困难地区。

图 2 评价指标相对值及其数学拟合

Fig.2 Relative Value of Evaluation Results and Its Fitting

3 西部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地域划分

3.1 地域划分

以特殊困难地区地域自然地理特征为基础，按

照自然区划和行政区划的空间一致性原则，可以进

一步把这 50 个地州市（县）划分为七大集中片区，

如表 2 所示。
3.2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地域特点

七个集中连片区共涉及 50 个地市级单位，国

土面积 242 万 km2，占西部地区总面积的 35.2%，如

图 2 所示。各地州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的 60%，农民人均纯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70%，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75%。不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各片区

内部在发展中还存在相对一致的特殊困难。
秦巴山—六盘山区地处秦岭、大巴山、六盘山

三大山脉腹地及其周边地带，地区山峰林立，断陷

盆地星散于群山之中。生态贫困是该地区最突出的

特殊困难，该片区地处中国自然地带分界线上，受

特殊自然地理位置、地形地貌状况和气候条件的影

响，该区域相当大部分面积不适于人类的社会经济

活动。
滇西边境山区是“三江并流”的核心区域，这里

群山高耸，峡谷切深，地质构造运动十分强烈。地区

特殊困难在于，受地质、地貌、气候、水文等因素的

综合影响，相当部分区域不适于人类社会经济活

表 2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地域划分

Tab.2 Division of GCCASD in Western China
片区名称 所属省区 包含地州市 排序

秦巴—六盘山区 甘肃 临夏回族自治州 11
陇南市 21
定西市 26
天水市 34
庆阳市 50

陕西 商洛市 48
安康市 49

重庆 巫溪县 14
巫山县 20
城口县 25
云阳县 40
奉节县 46

四川 巴中市 31
宁夏 固原市 38

滇西边境山区 云南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1
丽江市 13
临沧市 17
普洱市 32
保山市 45

武陵山区 贵州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29
铜仁地区 27

重庆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24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39
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47

南疆三地州 新疆 和田地区 12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28
喀什地区 35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 四川 甘孜藏族自治州 2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7
雅安市 44

青海 迪庆藏族自治州 4
黄南藏族自治州 10
海南藏族自治州 33
海北藏族自治州 41
海东地区 43

甘肃 甘南藏族自治州 6
青藏高原高海拔区 青海 玉树藏族自治州 5

果洛藏族自治州 19
西藏 昌都地区 3

林芝地区 9
那曲地区 18
日喀则地区 30
山南地区 42

乌蒙山—西江上游地区 云南 昭通市 8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16

四川 凉山彝族自治州 15
贵州 毕节地区 22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 23
安顺市 36
六盘水 37

动。同时，这里也是多民族聚居区，受教育程度参差

不齐，人口素质较低，部分地方还保留着刀耕火种、
人背马驮等原始生产方式。

武陵山区位于云贵高原东部，大部分属于武陵

山脉腹地。区内沟壑纵横、山峦绵延，地形起伏较

大，同时相当部分地区属于喀斯特地貌，历来有“九

山半水半分田”之说。受特殊地貌条件影响，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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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自然条件恶劣，极大地限制了社会经济发展。
这一地区也是多民族聚居区，各民族交流存在障

碍，人口素质普遍较低。
乌蒙山—西江上游山区是典型的山地构造地

形，山峦起伏、河流纵横，山高坡陡、耕地贫瘠。该地

区特殊困难集中在，部分属于溶岩山区，石漠化情

况严重。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地下水量锐减，地表

塌陷灾害日益突出，区域性人畜饮水困难时常发

生。此外，本地区贫困分布广泛，绝对贫困显著，呈

现出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综合的特殊困难状况。
南疆三地州地处天山南麓和昆仑山北坡之间、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地区偏远，自然条件严酷，

区内大部分地区为山地、荒漠或戈壁所覆盖，只有

非常小的绿洲适宜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民族人口比

例极高，受语言、文化、教育水平的限制，地方社会

经济发展存在特殊困难。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是我国地形二级阶梯向三

级阶梯过渡的区域。该片区是黄河的源头和长江上

游地区，与三江源地区有重叠，大部分属于限制开

发区，有些地区甚至是禁止开发区。是多民族聚居

区，民族问题突出，人口素质较低。
青藏高原高海拔区是长江、澜沧江的源头，大

部分地区是限制开发区，部分甚至是禁止开发区。
该片区占据了我国三级阶梯的大部分地域，平均海

拔高度超过 4 000m，地形地貌和气候类型复杂多

样，冬季高寒缺氧，不适于大面积大规模社会经济

活动。

图 3 西部七大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空间分布

Fig.3 Spatial distr ibutions of 7 geo- concentrated &
continuous areas with special difficulties

总体来看，本研究划定的七大集中连片特殊困

难地区主要分布在我国自然地理分界线和主要山

脉腹地、重要水系发源地地区。这些地域大多表现

为地质地貌上的纵横沟壑、支离破碎。同时，其自然

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人地关系紧张，聚集着我国最

为贫困落后的地区。从各片区内部发展条件看，其

致贫机理的共性较强，地域环境特点较为一致，适

于分片区推进扶贫开发建设。

4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发展思路

在解决特殊困难地区的发展问题上，国外一些

思路值得借鉴。美国政府在西部开发中，着力于以

铁路为主的基础设施与公共事业的建设，以土地资

源的优惠供给为招商引资的手段，对环境进行管理

和保育，以及布局具有领先技术水平的军事工业等

举措是值得借鉴的[6]。欧洲则积极倡导运用制度手

段 进 行 区 域 治 理 ， 通 过 实 行 欧 盟 结 构 基 金

（Structural Funds）、推进和引导区域协作、发展

Interreg III 计划等解决贫困落后地区的发展[21- 24]。
西部开发的目标已将改善民生确定为下一阶

段发展的核心任务[25]。在改善西部集中连片特殊困

难地区的发展时，首先，要加快推进发展战略转型，

从前 10 年的“打基础”阶段，转向以“富民”为核心

的持续推进经济发展的阶段，加大中央对这些最落

后地区的支持力度。第二，要加强生态治理力度，针

对不同地域状况有针对性的进行生态修复，解决缺

水饮水问题，减少生态贫困。第三，针对集中连片特

殊困难地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特点，加大民族

地区扶持力度，提高人口素质和教育程度。此外，进

一步改善投资发展环境，利用地区特有自然资源、
特色人文资源优势进行针对性开发。使集中连片特

殊困难地区在居民收入、社会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

方面尽快缩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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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dictions: Western China is still lagging behind with significant disparities in internal development.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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