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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研究背景与意义

四川省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省份，

县域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对全省及至

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深入发展，县域经济差异问题越来越

受到关注，研究其时空动态及变迁机

制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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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四川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时空动态进行分析，

揭示其演变趋势和特征。

探究四川省县域经济差异的变迁机制，包括政策、

资源、区位、产业等多方面的因素。

提出促进四川省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研究目的与问题



VS

采用四川省统计局发布的县域经济数据，

包括GDP、人均GDP、财政收入、工业

增加值等指标。

研究方法

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变异系数、泰尔指

数等方法对四川省县域经济差异进行定量

测度；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影响县

域经济差异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02
四川省县域经济差异现

状分析



四川省县域经济总体情况

01

四川省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一个经济大省，其县域经

济发展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

02

四川省的县域经济在全省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但

不同县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四川省的县域经济发展受到自然资源、地理位置、

政策扶持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03



四川省县域经济差异类型划分

根据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地域

特色等因素，可以将四川省的县域经

济差异划分为发达型、发展型、欠发

达型和贫困型四种类型。

发展型县域分布较广，具有一定的经

济基础和产业特色，但整体发展水平

相对较低。

发达型县域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地区，

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

平。

欠发达型和贫困型县域主要分布在川

西高原和川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

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亟待加

强。



四川省县域经济差异空间格局

01

四川省的县域经济差异空间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分异和集聚特征。

02

成都平原地区是四川省县域经济的核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高，产业
集聚效应明显。

03

川南地区和川西高原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呈现出连片贫困
和边缘化的特征。

04

川东北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潜力，但受到交通不便、资源
匮乏等因素的制约。



03
四川省县域经济差异时

空动态分析



经济增长速度差异

通过对比不同时间段四川省各县域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发现各县之间的经济增长差异呈现出明显的波动。一些县域

经济增长迅速，而另一些则增长缓慢或甚至出现负增长。

经济总量差异

四川省各县域的经济总量差异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一些县域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逐渐成为经济强县，而另

一些则经济总量较小，发展相对滞后。

产业结构变迁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川省各县域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些县域逐渐从以农业为主导转变为

以工业或服务业为主导，而另一些则仍然以农业为主要产业。

时间序列上的动态变化



经济重心转移

四川省的经济重心在空间上不断

发生变化。一些地区由于政策倾

斜、资源优势或交通便利等因素，

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热点地区，

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人才聚集。

县域经济联系加强

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四

川省各县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

加强。一些相邻的县域通过加强

合作，形成了经济协作区或产业

带，实现了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城市化进程加速

近年来，四川省的城市化进程不

断加速，一些县域逐渐融入到城

市经济圈中。这些县域通过承接

城市产业转移、发展特色产业和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实现

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空间格局上的动态变化



时空动态变化的特征总结

• 时空差异显著：四川省各县域在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存
在显著的时空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不同时间段上，也体现在不同空间尺
度上。

• 经济重心不断转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格局的变化，四川省的经济重心不
断发生转移。这种转移与政策调整、资源开发和交通布局等因素密切相关。

• 县域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随着交通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四川省各县域之间
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这种联系不仅促进了资源、技术和人才的流动，也推动
了各县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 城市化进程对县域经济影响深远：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对四川省各县域经济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城市化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另一方面，城市化也带来了一些挑战和问题，如人口流动、资源环境压
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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