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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定区域经济发展有一个相对于自身的平衡区间，在此区间内能够一定程度保持经济稳定又高效的增长，同时促

进区域整体的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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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区域经济发展，通常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经济增长，

另一种是消减即负增长，保持一种动态的波动，几乎不存在

恒定不变的情况，特定的情形除外。对于世界范围内区域经

济建设，我们通常多方努力力求经济发展稳定而又迅速，但

实际大多情况下都差强人意，原因是经济的发展受多种因素

影响又不易掌控，且具有发展周期波动 [1]。

2 区域经济发展综述
区域经济发展关系到多个方面，如人口、科技、资源、

文化、管理、金融等因素。这里不能全面分析以上提及的各

项关联发展的因素指标，主要针对人口因素，利用分析模型，

间接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概况。基于构建简约模型研究，分析

区域经济发展与人口的关联作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提供发

展参考，面向未来、消除极化，力求区域经济发展进一步相

对平衡，促进整体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实力，利于区域内部、

区域与区域之间协调与和平发展 [2]。

3 区域经济发展关键指标

3.1 人口数量

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数量、结构、分布、素质

的相对平衡是重要基础。人口相对平衡是区域经济平衡的基

本因素之一，人属于多元性聚合体，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

性，涉及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从特殊视角理性的、

不夹杂任何感性色彩来观察，人口就是特定的资源，是经济

生产建设的基础，起一定的决定性作用，能带来人口产值，

是区域总产值的重要组成，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总量的间接

表现。

人口产值基本计算模型：

y=x×m×T×z

式中，人均生产力 z 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常量，

在一定时期内基本无变化；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效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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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不同，如使用技术和工具与不使用技术和工具的效率指数

有很大差异，与科技发达程度、管理水平、文化意识、资源

充裕程度有关；时间 T 是衡量一定时间区间里生产力参与

生产的时间总和；人口数量 x 是一定区域里参与经济活动的

人口总和，受生育率、流动率影响；人口产值 y，是一定时

间区间一定区域内生产力人口数的总产值，直接或间接地转

化成 GNP。

区域经济建设处在一定阶段，z、m、T 为常数基本不变，

由此保持区域人口数量 z 的相对平衡，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区

域人口产值平衡。一定时期内，我们可以统计出人口产值 y

和人口数 x，效率指数 m 和时间 T 为常量，可以得出人均

生产力 x。

区域人口数量与生育率、流动率相关。有关研究表明，

人口总和生育率指标为 2.1 时能基本保障人口数量平衡，即

平均每对夫妻生育 2.1 个小孩。正常情况下每对夫妻生育 2

个小孩就可以实现数学上的人口世代平衡，在实际生活中存

在风险和意外，2.1 中的 0.1 就是风险对抗，这就是为什么

人口数量长期保持平衡总和生育率是 2.1 而不是 2.0 也不是

2.2。这 0.1 的存在，对此我们或许无能为力，让人难以接受

又无法逃避，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将风险和意外降到最低。

另外区域人口生育率除了与群体意识的认知有关以外，

还与家庭经济年收入水平有关。尽管群体意识有一定的盲目

性、滞后性、无序性，但是一定范围内决定了整体的发展方

向。群体意识如果普遍认为生育是合理的、有利的、一定程

度上能提高幸福指数的，那么生育意愿更强，生育率有所提

高，反之则生育率降低。家庭经济年收入是家庭成员一年中

衣、食、住、行、教育、医疗、文化、探究等家庭必要消费

的基础，当收入额低于必要支出额必然导致消费缩减，同时

也丢失了消费增长的前提条件；当然家庭经济年收入大于家

庭年度必要支出额也不一定会带来消费增长，大家可能会把

钱都存起来。

家庭经济年收入与年支出所构成的经济循环姑且称为家

庭经济循环，是区域市场经济循环的单元姑且称作经济微循

环，区域市场经济由数个微循环组成。微循环相对平衡是大

循环相对平衡的基础。家庭年收入没有增加，客观上市场压

力在不断增加，必然会减少家庭年支出，市场供应不变，需

求减少，导致供需不平衡，出现产能过剩，相应的也破坏市

场经济流动性，影响市场资金流循环，影响经济平衡，而影

响区域经济发展，一定程度阻碍生产力、生产效率的提升和

文明的进步。

市场在不断激化不平衡，家庭收入小于支出，必定会

导致家庭必要供给不足，就会直接间接影响生产力和生产 

效率 [3]。无可厚非，不同区域市场基本上都在追求收益最大

值的极限，不断扩张扩大收益，同时无论收益好坏都大力进

行成本压缩，而非寻求收益最优解。或许更要注重未来发展，

只求最大值的结果就是市场经济严重分化，资金流动性变

弱，发展失衡、缺乏动力，陷入极限悖论的困境，实践中，

忽略了市场的有限性，极限最大值往往无法实现，寻求最大

值的同时基础值不断减小，会因为缺少支撑得不到最大值，

而且极限之中还有极限，这里出现了极限的悖论。不可否认，

极限悖论是世界范围内区域经济市场普遍现象，无论是个体

还得群体组织，利益最大化是共同的追求；与极限效应相对

应的暂且称作平衡域，在一个单元循环中，存在一个最大值

和最小值的域，单元循环经济体在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保持

一个动态平衡和稳定发展 [4]。

人口的流动是社会的普遍规律。人口的流入流出，直接

间接的反映区域发展的竞争力和宜居指数，其中流动的数量

和群体是最直观的表现。流动差量流动率不小于零时，即流

动差量流动率 =（流入人口数－流出人口数）/ 区域总人口

数大于 =0 时，区域人口数量不因人口流失而萎缩，反之则

区域人口流失，人口产值减少。

3.2 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使用不同的划定条件就会有不同的结构分布，

如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职业等，这里主要论述人

口年龄结构，即不同年龄段人数的比例，能够反映区域人口

的发展概况和变化趋势，下面主要以中国的最新数据为范

例，各个国家或区域的数据都可以通过相应的途径找到。

2021 年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以下内容

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全 国 总 人 口 1443497378 人 中，0~14 岁 人 口 为

253383938 人，占 17.95%；15~59 岁人口为 894376020 人，

占 63.35%；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18766 人，占 18.70%，

其中 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35280 人，占 13.50%。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 岁人口的比重上升 1.35

个百分点，15~59 岁人口的比重下降 6.79 个百分点，60 岁

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 5.44 个百分点，65 岁及以上人口的

比重上升 4.63 个百分点。31 个省份中，15~59 岁人口比重

在 65% 以上的省份有 13 个，在 60%~65% 之间的省份有 15

个，在 60% 以下的省份有 3 个。除西藏外，其他 30 个省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均超过 7%，其中，12 个省份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 14%[5]。

3.3 人口分布

人口分布，主要指各界定范围内人口数量，一定程度直

接间接的反映区域发展概况和未来变化（以下内容来源于国

家统计局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地区人口 31 个省份中，人口超过 1 亿人的省份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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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在 5000 万人至 1 亿人之间的省份有 9 个，在 1000 万

人至 5000 万人之间的省份有 17 个，少于 1000 万人的省份

有 3 个。其中，人口居前五位的省份合计人口占全国人口比

重为 35.09%。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人口为 563717119 人，

占 39.93%；中部地区人口为 364694362 人，占 25.83%；西

部地区人口为 382852295 人，占 27.12%；东北地区人口为

98514948 人，占 6.98%[5]。

4 总述
区域经济的相对平衡不是从单一的某个角度进行观察、

对比、分析，不能否定发挥特长和优势，需基于综合、整体

的角度论证；不管是个人、家庭，还是组织体，不同经济单

元都有相对于的相对平衡标准。如家庭收入需基本支持必要

的支出，实现家庭经济相对平衡，家庭支出转变为市场经济

主体收入，市场经济主体收入基本支持人工、原料等再生产

支出，实现市场经济体相对平衡，形成有效经济循环 [6]。

5 启示
区域经济发展相对平衡理论区目的是保证整体协调发

展，促使综合实力提升，不是一味的平衡，需与相关理论联

合，区别于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和绝对平衡，失衡就意味着在

一定程度将受到局限，影响进一步的增强整体实力。经济循

环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带来生产力提升，技术发展，生产效

率提高，产值增加，区域综合实力增加、竞争力更强，区域

个体共同强大整体逐渐繁荣。相反，经济失衡，一定程度阻

碍经济稳定和高效发展，抗风险能力降低，市场变为无序混

乱，进一步矛盾不断激化，可能导致危机，不利于长足稳定

与和平发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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