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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刚

“胡焕庸线”是一个刻画经济地理
的形象化分析工具，一条线的发现直观
揭示了人口分布的规律、经济社会发展
的奥妙。

2017 年省社科院和 2023 年省发展
规划研究院的研究，分别用两条浙江的
类“胡焕庸线”分析了区域之间、城乡之
间发展的分野。浙江的类“胡焕庸线”
形成，有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差异带来
的自然选择性，但我认为更多的是既有
制度条件下经济规律、成本规律持续作
用下的必然。

为什么沿海区域发展比山区领
先？为什么越发达城乡越均衡？看似
两条不同的线，其实背后道理就是一
个——发展的开放性。回首 45 年前开
始的改革开放，不正是从把锁在农村土
地上的剩余劳动力解放出来而启动的
吗？引领全国的“千万工程”，不正是从
破除工作重心的城乡之别开始的吗？
区域经济差距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
最大的内因是城乡二元的体制机制，二

元体制机制最坚硬的壳是对生
产要素市场化自由

配置的壁垒。阻碍城乡融合的，不是山
高河阔，而是制度的城乡二元。制约山
区发展的，不只因为山高路远，更因为
缺乏盘活要素的市场化理念、开放性思
路和改革突破的办法。山区留不住的
人和产业，城市下不了乡的能人、产业
资本，无不与发展的开放性和要素的流
动性相关。

这也启示我们，世上无难事，只怕
有心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最新部署
指出，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
振兴有机结合起来，促进各类要素双向
流动，推动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
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打破“胡焕庸线”的路径锁定，需要主动
作为、找准支点，加快区域协调发展和
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让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把区域
之间、城乡之间不能流动的土地、资源、
人才、资金、技术
双向流动起来，不
断推动城乡融合、
区域协调发展。

（作者系省发
展规划研究院副
院长、研究员）

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促进各类要素双向流动

两条地理分界线的出现，是否意味
着浙江的三大差距在发生变化？

不论在哪个国家或地区，也不论在
哪个时期，区域差距、城乡差距都是客
观存在的，浙江也不例外。2017 年省
社科院的区域协调发展调研报告提出，
从国际经验来看，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
根本之策，就宏观层面而言，主要是促
进两股“流”的对流：人口由相对落后地
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资金由发达地区向
相对落后地区流动。

不论是德国东西部发展，还是美国
田纳西河流域开发，乃至广东缩小珠三
角地区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的差距，
都是基于这个“对流”理论。

“比如强化浙西南地区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当下实施的力度很大，丽水机
场、衢黄高铁、杭温铁路、温福铁路等，
以及多条高速公路项目都有眉目或正
在推进。”迟全华说。

单以资金流为例——今年前三季
度，衢州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6.8%，居
全省第二。丽水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57.1%，高于全省 40 个百分点，居全省
第一位。

从地理和气候等视角来看，“清大
线”不会发生改变或转移，但从经济和
社会发展来看，“清大线”两侧发展更为
均衡，导致分界线正在逐年淡化。今年
前 10 个月，山区 26 县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占全省比重达到 8.2%，相较 2021
年全年的 7.6%、2022 年全年的 8.0%，
比重持续提升。

再来看“淳安—磐安—椒江”线，它的
出现并非代表着“清大线”在向外延展，而
是对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有了更细颗粒度
的研究，尤其是城乡收入倍差问题。

比如，城乡收入倍差，缩小到什么
水平最合理？

客观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倍差过高
不可避免会影响城乡发展均衡性协调
性，但是由于城乡体制和资源禀赋不
同，城乡收入倍差“过小”或“无差距”也

不符合实际情况，
还可能降低发展积极
性。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
同富裕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祝立雄说，从近5年的情况看，如
果以人均 GDP 为标准，将浙江各
县（市、区）划分为前、中、后三档，会
发现人均 GDP 排名前 1/3 的县（市、
区），平均倍差水平基本处于1.7左右。

因此，对城乡收入倍差已经达到或
低于 1.7 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已经较
为均衡，可以围绕“率先实现城乡融合”
的目标积极探索、先行先试，把缩小城
乡差距的重点聚焦在推进城乡公共服
务优质共享、促进城乡发展机会公平等
方面；对于距离 1.7 还有距离的地区，
缩小收入倍差仍应是核心目标。

此外，从“淳安—磐安—椒江”线
上，他们还发现了两个潜在性问题，需
要引起重视、辩证看待。

祝立雄提到，比如，“城弱乡弱”的
低水平均衡现象。在部分地区，城乡居
民收入的绝对水平和倍差出现“双低”，
这种低水平均衡的情况多发生在经济
弱县，以某山区县为例，城乡收入倍差
小于 1.75，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准，但城
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全
省平均低了1.2万元、0.6万元。

再如，一部分高倍差地区缩差面临
瓶颈，倍差长期处于高位、排名长期处
于末位。这部分地区的城乡倍差长期
远超全省平均水平，难以实现位次进
阶，是城乡缩差“难题中的难题”。究其
根源，还是其自身城市化、工业化发展
水平不高，对乡村发展的带动作用不
强，乡村非农化程度不高、农业生产效
率不高，制约了收入增长。

不论是寻找“分界线”，还是反思
“反常”现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需要辩证看待城乡收入倍差，
避免“唯缩小倍差指标论”倾向，方能客
观、准确缩小城乡差距。

两线齐看差距变化两线齐看差距变化

从从““清凉峰—大渔清凉峰—大渔””线到线到““淳安—磐安—椒江淳安—磐安—椒江””线线

缩小三大差距缩小三大差距，，浙江两条线里有奥妙浙江两条线里有奥妙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金金 梁梁

在人口地理学上，我国有一条著
名的“胡焕庸线”，由黑龙江黑河至云
南腾冲，一侧人烟稀少，一侧人口密
集，两侧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
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投射到浙江，也有一条地区差距
的分割线——“清大线”，以杭州临安
清凉峰镇为起点，到温州苍南大渔镇
为终点的直线。线的东北侧，水系纵
横、土壤肥沃，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较
好；线的西南侧，群山连绵、耕地稀缺，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

无独有偶。最近，省发展规划研
究院课题组在研究城乡收入倍差时发
现，城与乡之间也存在着一条“地理分
界线”，将杭州淳安、金华磐安、台州椒
江三点串联成线，东北侧城乡收入倍
差没有一个高于 2；西南侧城乡收入
倍差普遍较高。

读懂这两条线，寻找蕴藏背后的
地理、社会、经济意义，或能为缩小三
大差距提供更为精准的方法。

“清大线”，在研究浙江区域经
济的专家学者眼中，是一条有特殊
意义的线。记者检索历史资料，又
经多位研究浙江区域发展的学者提
供线索，最终发现“清大线”首次提
出，是在省社会科学院 2017 年的一
份研究报告中。

2002年，浙江开始实施旨在帮扶
后进地区发展的“山海协作”工程，
2015 年 ，26 个“ 欠 发 达 县 ”实 现 摘
帽。但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影响，区
域差距总是存在的。如何拉高标杆，
持续不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成为当
时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

2017 年，作为省级高端智库，省
社科院组织开展“新的历史方位上浙
江践行‘五大发展’理念继续‘走在前
列’若干问题研究”的课题，其中就包
括区域协调发展。

时任省社科院院长迟全华担任
此课题的负责人，他认为：“可以把

‘胡焕庸线’的研究方法运用到对浙
江的研究中，包括人口、地理的分布、
气候，以及经济社会发展。”

迟全华回忆，2017 年课题立项
后 ，他 借 来 了 许 多 年 份 的《浙 江 年
鉴》，每一本都颇为厚重，光研究计算
的数据，就写满了十几张 A4 纸正反
面，同时还学着自己在电脑上画柱状
图、饼状图、曲线图等。

“一方面要收集、研究和整理大
量的数据进行论证，既包括全省性
的，又要各市的，然后计算、研究，进

行对比分析；另一方面，要收集先发
国家和地区，以及兄弟省市推进

区域协调发展的案例，提
炼其中对我们有用的

经 验 。 整 个 研
究 过 程 可

谓‘痛并快乐着’。”迟全华说。
最终，把庞杂的数据放到地图上

来看，一条西北至东南走向横线逐渐
清晰，线两侧分别是浙东北与浙西
南，线的起点是临安清凉峰镇，终点
是苍南大渔镇。

迟全华说，临安作为杭州的一个
城区，其实东西部差别很大，特别是
西部的昌化、於潜地区属于山区，海
拔很高，达到 1500 米至 1700 米，不
论是人口、地貌还是气候，与临安的
东部地区有很大差异，经济社会发展
程度也有明显差距。清凉峰以北，山
势渐缓，直至湖州都是平原水乡；清
凉峰以南，就是淳安、衢州一直连到
丽水的山区，所以起点选在清凉峰是
比较合适的。

而终点选在苍南的大渔镇，也是
相似道理。大渔镇以北的金乡、钱
库、龙港等地，位于鳌江南岸平原，河
网密布，民营经济发达；大鱼镇的西
南面，多有千米以上高峰，与闽北山
区相连，地势高峻，经济发展不如北
面乡镇。

数据证明，“清大线”的提出极
具研究价值。当时，“清大线”西南
侧拥有全省 40%的面积、20%的人
口和 10%的 GDP，与东北侧形成了
明显差距。单以人均 GDP 为例，“清
大线”西南侧为 4.38 万元/人，东北
侧为 8.50 万元/人，倍差为 1∶1.94，接
近一倍。

“清大线”出炉之后，浙江陆续出
台了许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文件，
包括《浙江省山区 26 县跨越式高质
量发展实施方案》《关于新时代支持
浙西南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施
意见》《关于深入实施山海协作工程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若干意见》《关
于进一步加强山海协作结对帮扶工
作的指导意见》等。

一条线看区域协调一条线看区域协调
时隔 6 年之后，在共同富裕示范区

建设大背景下，另一家省级高端智库浙
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的课题组再次围
绕区域协调发展进行研究。

浙江是我国城乡发展最均衡的省
份之一，代表性数据就是城乡收入倍
差。2022 年，浙江城乡收入倍差为
1.90，连续 10 年缩小，在全国各省区中
最低。1.90，意味着城镇居民收入是农
村居民收入的 1.90 倍，倍差数值越小，
城乡发展越均衡。

然而，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战略谋划
研究所所长郎金焕发现，省域整体均衡
发展的背后，在更微观层面不同程度地
存在着“偏科”。比如，倍差较低县（市、
区）主要集中在浙北地区，比如嘉兴的
秀洲区、南湖区和舟山的岱山县，该数
值小于 1.5；倍差较高的主要集中在浙
西南地区，杭州淳安县、丽水遂昌县和
金华婺城区，该数值大于2.1。

“为看清楚我省城乡收入差距的空
间特征，我们将全省各县（市、区）由低
到高、分 8 个层级绘制在行政区划图
中，用不同颜色表示不同倍差。在这个
图上，淳安、磐安、椒江的城乡收入倍差
都在2左右，构成一条新的界线。”郎金
焕说，这条城乡收入差距界线，被简称
为“淳安—磐安—椒江”线。

从地图上来看，在这条线的东北
侧，各县（市、区）城乡收入倍差较低，没
有一个高于 2；在这条线的西南侧区
域，城乡收入倍差普遍较高。

若把“清大线”和“淳安—磐安—椒
江”线叠加起来看，两条分界线把浙江
省域从浙西南向浙东北，按照城乡倍差
高低分为了“高倍差—中倍差—低倍
差”地区3个层次。

郎金焕解释说，“清大线”是经济密
度线，反映的是地区之间的差距，但我
省城乡关系往往是经济越发达、城乡倍
差越小，因此“清大线”也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区域城乡倍差关系。从这个意义
上说，“淳安—磐安—椒江”线正是对

“清大线”的补充，为缩小城乡、区域差
距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在“淳安—磐安—椒江”线北侧，主
要是杭嘉湖平原和杭甬城市群，是浙江
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城乡收入倍差历来
较低，虽然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但
缩差的空间、潜力更小，需要付出的努
力也更多。

在“清凉峰—大渔”线南侧，主要是
山区 26 县，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
的重点，也被称为“最难啃的骨头”，农
村居民增收难度最大。

在两线合围的中间区域，主要以浙
中城市群为主，地理条件相对优越，交
通条件便利，人口分布集聚，城乡倍差

“不高也不低”，是“由高到低”的过渡地
带，这些地区基础好、潜力大，是城乡缩
差的主阵地和主战场。

“针对不同的发展水平，分类设定
缩小城乡差距的目标导向，为精准施策
提供了科学依据。”郎金焕说。

此外，两条界线的几个端点，如淳
安、临安、椒江、苍南，是缩小城乡、区域
差距的难点，若能实现“端点振兴”，对
下一步推动城乡、区域融合发展有很强
的推动作用。

“我建议，借鉴嵊泗、景宁的做法，
将这些地区作为新一批我省高质量发
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省级综合性
试点，集中研究形成针对性方案。”郎金
焕说。

一条线看城乡均衡一条线看城乡均衡

专家观点

““清凉峰—大渔清凉峰—大渔””线线

““淳安—磐安—椒江淳安—磐安—椒江””线线

在杭州市五常街道亲橙里购物中
心，临安区清凉峰镇工作人员向市民推

介新鲜的竹林土鸡蛋。
本报记者 林云龙
拍友 方潇文 摄

1212月月2424日日，，一排排光伏面板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一排排光伏面板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这是淳安县中洲镇樟村毛山岗正在建设中的集中式农光互补项目这是淳安县中洲镇樟村毛山岗正在建设中的集中式农光互补项目。。 拍友拍友 汪建林汪建林 摄摄

磐安县龙源电力风电场雪后初霁，一台台风电机组在高山之巅迎风起舞，与雪景、青山构成一幅冬日生态美景。 拍友 王华斌 摄

在台州市椒江区大陈
岛，渔民用吊机把海里养殖的
贻贝吊上船。 拍友 孙金标 摄

在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周在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周
边海域边海域，，大片的贻贝养殖成为大片的贻贝养殖成为

了一道风景了一道风景。。
拍友拍友 孙金标孙金标 摄摄

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