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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economic spatial organization system,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Hainan Province is analyzed.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astal area i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inland, and in northern 
coastal area and Sanya City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middle area, the feature of coast-inland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similar U-shaped differentiation in the north-south direction is obvious and 
gradually strengthened, and economic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has shifted from a relatively 
balanced type to a apparently unbalanced type since the Hainan Province was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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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在识别海南省经济空间组织系统的基础上分析海南省经济空间分异格局，结果表

明，目前海南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内陆，北部沿海地区与三亚市经济发展水平

高于中间地区，沿海内陆与北南向类似U形分异特征明显；海南建省以来沿海内陆分异与北南

向类似U型分异逐步强化，经济空间分异格局总体由相对均衡型转变为明显非均衡型。 

1.引言 

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格局是区域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分化或不平衡的状态，是区域经济

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格局分析可为优化区域经济空间布局提供较科学的

决策依据，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和平衡发展及长期可持续发展。海南省是我国发展全局

中具有战略作用的重要区域，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必须以优化的

经济空间布局作支撑，需要充分研究海南省经济空间分异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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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空间组织是构成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格局的基本结构单元 [1]，识别经济空间组织系统

是分析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格局的关键。目前，有部分学者研究了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格局，理

论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各种经济空间组织及其变迁推动的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格局演变[2-5]，实证

研究针对不同层面区域展开[6-9]，但鲜见对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系统进行分析的成果，具体到海

南省经济空间分异格局，目前虽有少数学者的研究有所涉及 [9-10]，但少见专门性研究成果，

且未见涉及经济空间组织系统分析的成果。 

鉴于以上，本文在识别海南省经济空间组织系统的基础上分析海南省经济空间分异格局

的现状与演变特征，以期丰富和深化区域经济空间分异格局研究方法，并为海南省优化经济

空间布局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观察年份和研究区域单元的选取 

考虑到1988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与2009年底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战略出台，选取1988

年、2009年和2016年为观察年份。基于海南省行政区划和经济增长空间分异格局[9]
，将研究

区域单元分为直管市县、沿海和内陆地区及北部沿海地区、三亚市和中间地区几个层次。其

中，18个直管市县（三沙市因设立时间短除外）为基本区域单元，沿海地区包括沿海口、三

亚、儋州、文昌、琼海、万宁、东方、澄迈、临高、乐东、陵水和昌江12个市县；内陆由五

指山市、定安县、屯昌县、白沙县、琼中县和保亭县6个市县构成，北部沿海地区包括海口、

文昌、澄迈、临高和儋州5个市县，中间地区则包括北部沿海地区与三亚市之间的12个市县。 

2.2 经济空间组织系统的识别 

（1）增长极、过渡区、边缘区和主要经济空间组织的特征界定。为识别海南省经济空间

组织系统，本文依据空间结构理论和相关研究成果
[2-5,11-12]，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增长极、

过渡区、边缘区和主要经济空间组织的特征界定如下。增长极须同时具备以下4个条件。①经

济或人口规模大于研究区域的平均规模。②经济增长水平高于研究区域平均水平。③与邻近

空间单元存在较强的经济关联性。④有较高端的显著优势产业。过渡区具备增长极的前两个

条件之一。边缘区为增长极和过渡区以外的空间单元。单核心-边缘空间组织由邻近的增长极

和边缘区构成，点-轴空间组织中存在一条增长轴，轴上至少分布有两个邻近的增长极，多核

心-边缘空间组织由邻近的3个及以上增长极及其邻近空间单元构成，但未形成网络，网络空

间组织由是邻近的3个及以上增长极通过3条及以上增长轴连接而成的网络
 [1]。 

（2）经济增长空间关联型式的确定。采用局域Moran指数Ii衡量各市县经济增长水平的局

域空间自相关性。计算Ii时采用距离反比法，据欧几里得距离标准构建空间权重矩阵，指定

小邻居数为4。将经济增长水平与Ii结合起来，确定各市县经济增长空间关联型式。 

（3）较高端产业的确定。本文研究的产业涉及两个层面，一是三次产业，二是标号为A-S
的19个字母产业。对字母产业大致归类如下。①A、B和D为基础产业。②C。③E。④G、I、
J、K、L和M6个生产性服务业。⑤F、H、O与R为生活性服务业。⑥N、P、Q与S为公共服务

业。据库兹涅茨法则，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是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

到工业化后期及以后过渡到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因此，认定二三产业与

字母产业中的C、E与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为较高端产业。 

（4）显著优势产业的确定。采用区位商（简称LQ）和比较劳动生产率（简称CLP）的乘积

构建产业梯度系数（简称IGC）[13]，IGC>1.25的产业为显著优势产业[14]。IGC的计算公式如下。 
* 1k k k

ik ik ik ik i i ik i iIG C L Q C L P L Q S S C L P S L= = =， ， （）

式中，
k
iS 、

k
iL 与Si分别为i区域单元k产业增加值、从业人员数和产业整体增加值占全省份额。 

（5）增长极和主要经济空间组织的确定。从满足增长极第1个条件的市县中找出有高高或

高低关联型式且有较高端显著优势产业的市县，定为增长极。将满足增长极前两个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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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县定为过渡区。将增长极和过渡区外的市县定为边缘区。找出空间关联型式为高低型的

增长极，然后对每个这样的增长极，找出与其邻近的边缘区，确定单核心-边缘空间组织。基

于海南岛内主要的铁路线与公路线可以确定，海南建省以来始终存在西环轴、东环轴与中线

轴3条主要经济增长轴，通过考察每条轴上增长极的数量和邻近性，确定点-轴空间组织。找

出空间邻近的3个及以上增长极及其邻近市县，判定多核心-边缘空间组织和网络空间组织。 

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海南省18个市县数据取自相应年份的海南省统计年鉴，其他区域单元的数据由所含市县

数据计算得出。受数据可获得性的限制，在字母产业层面，确定优势产业时，以区位商代替

产业梯度水平，按从业人员数计算区位商。 

3. 海南省经济空间分异格局的现状 

目前海南省经济空间呈明显的沿海内陆与北南向类似U形分异格局。 

3.1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内陆地区 

（1）沿海地区经济总量远大于内陆，经济增长水平远高于内陆。2016年，沿海12个市县

中有7个市县的GDP或人口数或人均GDP高于全省均值，内陆6个市县的GDP、人口数和人均GDP

均低于全省均值（表1），内陆与沿海地区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水平差距大（图1）。 

表1 观察年份海南省域增长极、过渡区和边缘区 

观察

年份 

GDP或人口数大于 

均值的市县 

人均GDP大于 

均值的市县 

高低关联型的

市县 

有较高端显著优势产业

的市县 
增长极 过渡区 

1988 
海口*三亚文昌琼海 

万宁澄迈儋州*乐东 

海口*三亚琼海 

儋州白沙昌江 

海口三亚 

儋州白沙 

海口三亚 

五指山昌江 

海口三亚 

儋州 

文昌琼海万宁 

澄迈乐东白沙昌江 

2009 
海口*三亚*文昌琼海 

万宁澄迈儋州*乐东 
海口*三亚*儋州 

海口三亚 

儋州 

海口三亚万宁澄迈儋州

东方昌江 

海口三亚 

儋州 

文昌琼海万宁 

澄迈乐东 

2016 
海口*三亚*文昌万宁 

澄迈儋州* 

海口三亚澄迈 

儋州昌江 

海口三亚 

澄迈儋州 

海口三亚琼海万宁定安

澄迈儋州东方陵水昌江 

海口三亚 

澄迈儋州 
文昌万宁昌江 

注：①带*的市县大于1.5倍均值；②限于篇幅，本表中未列出有其他空间关联型式的市县与“弱关联型”市县，

各市县均没有高高型空间关联型式；③增长极和过渡区以外的市县为边缘区。 
 

    

图1 观察年份海南省5个空间单元经济总量与经济增长水平 

（2）沿海地区产业结构优于内陆，产业分工水平高于内陆。2016年，沿海地区三次产业

增加值结构和就业结构均优于内陆（表2），沿海地区整体及其多数市县有较高端的优势产业

（限于篇幅，未列出各空间单元的优势产业，下同），所处产业分工层次比内陆高。 

表2  1988-2016年海南省各空间单元三次产业结构类型变化 

观察年

份 
类型 

空 间 单 元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北部沿海地区 三亚市 中间地区 

1988 
增加值结

构 

132型 132型 312型 132型 132型 

2009 321型 132型 321型 321型 132型 

2016 321型 312型 321型 321型 312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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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就业 

结构 

132型 132型 132型 132型 132型 

2009 132型 132型 132型 312型 132型 

2016 312型 132型 312型 312型 132型 

注：表中312型产业结构表示第三产业比重 高，第二产业 低，第一产业居中，其他依此类推。 

（3）沿海地区经济空间组织系统发育状况好于内陆。2016年，沿海地区囊括全部增长极，

是4个单核心-边缘空间组织和1个点-轴空间组织的主体，而内陆市县均为边缘区（表1和表3）。 

表3 观察年份海南省域经济空间组织 

观察年

份 
单核心-边缘空间组织的核心 点-轴空间组织的点+轴 其他空间组织 

1988 海口 三亚 儋州 无 无 

2009 海口 三亚 儋州 无 无 

2016 海口 三亚 儋州 澄迈 海口 澄迈+西环轴海澄段 无 

3.2 北部沿海地区与三亚市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区 

（1）北部沿海地区和三亚市经济总量大于中间地区，经济增长水平均高于中间地区。2016

年，GDP或人口数或人均GDP大于全省均值的市县基本不涉及中间地区，只有万宁的人口数和

昌江的人均GDP大于全省均值（表1），北部沿海地区经济总量 大，三亚市经济增长水平

高，中间地区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水平均相对偏低（图1）。 

（2）北部沿海地区和三亚市产业结构优于中间地区，产业分工水平高于中间地区。2016

年，北部沿海地区和三亚市三次产业结构均优于中间地区（表2），北部沿海地区整体及其多

数市县和三亚市有较高端的优势产业（表3），所处产业分工层次比中间地区高。 

(3)北部沿海地区和三亚市经济空间组织系统发育状况好于中间地区。2016年，北部沿海

地区有3个增长极，是3个单核心-边缘空间组织和1个点-轴空间组织的主体，三亚市为增长极，

中间地区各市县为过渡区或边缘区（表1和表3）。 

4. 海南省经济空间分异格局的演变特征 

海南建省以来沿海内陆分异与北南向类似U型分异逐步强化，经济空间分异格局总体由建

省初期的相对均衡型转变为目前的明显非均衡型。 

4.1 建省初期经济空间分异格局相对均衡 

建省初期沿海内陆分异与北南向类似U型分异均不明显。1988年，沿海地区和内陆、北部

沿海地区、三亚市与中间地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水平均较低且差距很小（图1），三次产

业结构基本为低端的132型，只有北部沿海地区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略具优势（表2），虽然3

个增长极均位于沿海地区（表1），但实力较弱。  

4.2 1988-2009 经济空间分异格局由相对均衡变为非均衡 

1988-2009年，沿海地区相对于内陆，北部沿海地区和三亚市相对于中间地区，经济增长

水平的提升与三次产业结构的改善较明显（图1和表2），且人均GDP大于均值的市县数减少，

3个增长极的实力明显增强（表1），沿海内陆分异与北南向类似U型分异均明显强化。 

4.3 2009-2016 年经济空间分异格局的非均衡性进一步强化 

2009-2016年，沿海地区相对于内陆，北部沿海地区和三亚市相对于中间地区，经济总量

或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更为明显（图1），虽然内陆和中间地区的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改善，

沿海地区特别是北部沿海地区就业结构改善更明显（表2），北部沿海地区增加了1个增长极

和1条增长轴（表1和表3），沿海内陆分异与北南向类似U型分异不同程度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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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目前海南省经济空间呈明显的沿海内陆与北南向类似U形的分异特征。沿海地区特别

是北部沿海地区和三亚市，经济总量较大，经济增长水平较高，产业结构较优，产业分工水

平较高，囊括了全部增长极，是4个单核心-边缘空间组织和1个点-轴空间组织的主体，而内

陆为经济发展的洼地或边缘区，中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由过渡区和边缘区组成，沿海

内陆分异与北南向类似U形分异明显。 
（2）海南省经济空间分异格局总体由建省初期的相对均衡型转变为目前的明显非均衡型。

建省之初，沿海地区和内陆及北部沿海地区、三亚市与中间地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水平

均较低，产业结构均较低端，增长极位于沿海地区但实力较弱，沿海内陆分异与北南向类似U

型分异均不明显。1988-2009年，沿海地区相对于内陆，北部沿海地区和三亚市相对于中间地

区，经济总量或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和三次产业结构的改善较明显，位于沿海的3个增长极实

力明显增强，沿海内陆分异与北南向类似U型分异均明显强化。2009-2016年，沿海地区相对

于内陆，北部沿海地区和三亚市相对于中间地区，经济总量或经济增长水平提升更明显，产

业结构进一步改善，且北部沿海地区增加了1个增长极和1条增长轴，沿海内陆分异与北南向

类似U型分异不同程度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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