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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区域重心的概念及模型，计算了 1987-2006 年河南省的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运用 GIS 软件制作人口

重心、经济重心的空间演变轨迹地图，分析了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因子。结果表明：河南省人

口、经济呈现不均衡分布，人口分布主要表现为东西不均衡，东部人口密度高于西部；经济格局主要表现为南北差

距，北部经济优于南部。人口、经济重心偏离较大，表明河南省区域差距的扩大已经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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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the conception and model of the regional gravity center and adopting the data collecting from each
district from 1987 to 2006，this paper calculates the population gravity center and the economy gravity center yearly，

figures out the dynamic evolvements of these two gravity centers and analyzes the dynamic change of the population and
economy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ir related causes and at the same time，makes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the dynamic
evolvement tendencies of the two gravity centers. And use GIS software to make the space evolution map of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economy of Henan Province
is disequilibrium，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th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s imbalance between east and West，the
eastern part of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s higher than the west；The main pattern of economic is the gap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economy is better than the South，deviation of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center of
gravity of Henan Province indicate that the larger gap of the regions in Henan Province has effecte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Key words：population gravity center；economy gravity center；space evolvement

中国关于人口重心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

代，1990-1999 年的人口重心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

人口重心的测算和分析上，袁祖亮（1998）研究了近

两千年来河南人口重心及其运动轨迹[1]；2000-2008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把人口重心和产业重心、经济重

心、人口就业重心相结合，同时进行一些空间分析和

GIS 测绘。例如：GIS 在人口重心迁移研究中的应用[2]；

近 20 年来中国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演变及其对

比分析[3]；近 50 年来中国经济重心移动路径分析[4]；

1978-2003 年中国经济重心与产业重心的动态轨迹

及其对比研究[5]；我国人口重心、就业重心与经济重

心空间演变轨迹分析[6]。通过人口重心的研究，可以

揭示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和原因；通过经济重心

的分析研究区域经济差距的演变，从而为制定人口

发展政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决策依据。

1 区域重心的概念及其计算方法

“重心”原本是物理学概念，是指物体内各点所

受重力产生合力的作用点。应用于经济活动中，是指

在区域空间上存在某一点，在该点前后左右各个方

向上的力量对比能够维持平衡。区域重心的分析方

法主要是确定区域重心空间区位及不同年份区域重

心空间区域的移动距离及移动方向，在社会经济问

题研究中通常用以下方法确定区域重心。假设某个

区域有 n 个次一级区域构成，该区域某种属性的重

心通常采用如下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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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Mi 表示第 i 个次一级区域的某种属性的

量值。（Xi ，Yi）表示第 i 个次一级区域中心的坐标。
显然，若属性值 Mi 为各小区单元的面积，则空间均

值（χ， y）就是区域的几何中心。当某一空间现象的

空间均值显著区别于区域几何中心，就指示了这一

空间现象的不均衡分布，或称“重心偏离”。偏离方向

指示了空间现象的“高密度”部位，偏离的距离则指

示了均衡程度。

2 1987—2006 年河南省人口重心及空间演变

运用前文所述的计算方法，取 Mi 为河南省 18
个地市 1987-2006 年不同年份的人口总数，取（Xi，
Yi）为各地区中心城市所在的经度值和纬度值，通过

计算得出 1987-2006 年间每年人口重心的地理坐

标，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 GIS 的支持下，以空间地理

图形数据库和人口重心坐标数据库为基础，制作人

口重心分布及重心移动轨迹专题地图（图 1），从近

20 年人口重心空间演变轨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 河南省人口重心一直位于东经 113.83°以
东、北纬 34.07°以北，即许昌县中部偏东北方向，偏

离位于襄城县的中部偏西北的几何中心（113.499°
E，33.876°N） 较大，1987 年人口重心与几何中心的

偏 移 距 离 为 43.43 km，2003 年 偏 移 距 离 最 大 为

46.89 km，2006 年的偏移距离为 46.82 km（表 1）。这

说明 20 年来河南省人口空间分布一直不均衡，受自

然环境、历史因素、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形成如今

的人口分布格局———东部密度高于西部，北部高于

南部，且东西方向的不均衡程度大于南北方向。

（2） 人口重心呈现整体向东北方向缓慢移动的

趋势，20 年人口重心迁移直线距离仅 3.5km，人口空

间结构的稳定性决定人口变动极为缓慢。以 2000 年

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1987-2000 年偏移方

向是东北，偏移直线距离为 3.20km；第二阶段 2000-
2006 年偏移方向整体是向北，仅有南北方向直线距

离 0.25km。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主要有人口再生产

和人口迁移，第一阶段影响人口重心迁移的主要因

素是人口再生产中的人口增长，黄淮地区和豫北地

区人口增长率高而且基数大，人口增长就继续偏东

偏北发展；第二阶段影响人口重心迁移的原因是两

者共同的作用，在原来的人口增长趋势和人口向中

原城市群等经济发达地区的迁移作用下，东西方向

的牵引力趋于平衡，人口重心继续向北迁移。

3 1987—2006 年河南省经济重心及空间演变

本文计算经济重心时，1988-1990《河南年鉴》
仅提供了国民生产总值数据。考虑到各个地（市）的

国民在省外（国外）所创造的生产总值十分有限，国

民生产总值数据与 GDP 差别不大，故使用了国民生

产总值数据。取 Mi 为河南省 18 个地市 1987-2006
年间不同年份的 GDP，取（Xi，Yi）为各地区中心城市

所在的经度值和纬度值，通过计算得出 1987-2006
年间每年经济重心的地理坐标，在地理信息系统软

件 GIS 的支持下，制作经济重心分布及重心移动轨

迹专题地图（图 2）。经济重心及其位移取决于经济

活动的地域分布及其调整，一定时期经济重心向某

个方向移动就说明经济活动正在向该地理方向转

移，经济重心的演变轨迹能够反映经济活动空间布

局方面的变化，因此可以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

变化轨迹，并用以评估区域经济政策的实际效果，从

近 20 年经济重心空间演变轨迹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河南省经济重心大部分年份在新郑市北部，

表 1 河南省人口、经济重心相对几何中心的偏移
及两者偏移距离 （km）

年 份
人口重心
偏离几何
中心距离

1987
1989
1991
1993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2006

经济重心
偏离几何
中心距离

43.43
43.85
45.10
45.11
45.27
46.15
46.45
46.78
46.89
46.83
46.82

68.14
70.25
62.02
62.81
59.18
53.13
49.05
51.15
50.98
52.72
53.69

36.39
39.47
31.38
32.94
28.58
22.74
19.90
21.82
23.68
25.73
27.05

人口、经济
重心南北方
向偏离距离

人口、经济
重心东西方
向偏离距离

人口、经
济重心偏

离距离

2.64
4.87
9.82
11.18
11.12
14.59
18.54
18.52
24.33
24.79
25.77

36.48
39.77
32.88
34.78
30.67
27.02
27.20
28.62
33.95
35.73
37.36

图 1 河南省 1987-2006 年人口重心迁移
轨迹及与几何中心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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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经济区经济、人口总量占全省比重

经济区域

※：由于统计年鉴的原因，1987 年用国民生产总值代替 GDP。

各经济区人口总量占全省比重

中原城市群
豫北地区
豫西豫西南
黄淮地区

各经济区经济总量 GDP 占全省比重

1987
0.3986
0.1047
0.1391
0.3576

1996
0.4064
0.1045
0.1341
0.3550

2000
0.4022
0.1060
0.1332
0.3595

2003
0.4023
0.1061
0.1326
0.3591

2006
0.4021
0.1060
0.1325
0.3594

1987﹡
0.5319
0.1236
0.1267
0.2178

1996
0.5356
0.1139
0.1299
0.2206

2000
0.5274
0.1072
0.1353
0.2301

2003
0.5535
0.1067
0.1352
0.2046

2006
0.5673
0.1055
0.1288
0.1984

３４.5
３４.4
３４.3
３４.2
３４.1
３４.0
33.9
33.8

113.4 113.5 113.6

经济

113.7 113.8 113.9 经度

人口 几何中心

图 2 河南省经济重心、人口重心演变对比

纬
度

仅 1990、1997、1998、1999、2000 年五年在长葛市境

内。经济重心在几何中心东偏北方向，1987-2006 年

偏移度数为 59.5°~74.9°；经济重心偏离几何中心距

离 1987 年为 68.14km，1987-1999 整体是呈减小的

趋势（表 1），到 1999 最小为 49.05km，1999-2006 整

体呈增大的趋势，到 2006 年增大到 53.69km。这表

明河南省经济空间结构总体上是东北部经济好于西

南部，经济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黄河沿岸各地市和

京广铁路沿线交通枢纽地区，各地区发展极不平衡。
1987-1999 经济不均衡整体有所缓和，近 7 年又有

扩大，已经明显转化为南北方向的差距。这说明

1991 年的《河南经济发展战略》把可持续发展作为

全省经济发展的战略，较好地解决了河南省中西部

发展问题，使区域差距特别是东西的差距明显缩小。
（2）以 1999 年为界，经济重心近 20 年演变轨迹

整体上分为两个阶段：1.1987-1999 年整体偏移方

向为西南，迁移直线距离为 22.71km；2.1999-2006
整体偏移方向是西北，迁移直线距离为 10.25km。20
年来经济重心在经度上实际距离 20.67km，一直是

自东向西移动；纬度上直线距离为 18.62km，方向上

除 1987 年和 1990 年外，整体上是先向南偏移，近 7
年又向北偏移，经济重心的偏移轨迹表明河南省区

域经济发展的变化过程。

4 河南省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的演变轨迹

4.1 经济重心、人口重心所处地理位置比较

河南省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在地理位置上共同

点是：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都在几何中心的东北方

向。河南省人口、经济空间分布在农业为主的阶段主

要与自然条件直接相关，河南省由于横跨第二和第

三两级地貌台阶，自西向东依次由中山、低山、丘陵

过渡到平原，人口分布山区与平原差别很大。山区面

积占全省面积的 44.3%，但人口只占全省人口的 1/5，

平原却占了 4/5 的人口，形成了东密西疏的格局，农

业阶段的早期经济发展主要与自然地理条件相关，

经济的布局与人口分布相似，都在河南省的东北部。

不同点是经济重心在经度上比人口重心偏西，

在纬度上偏北。这与河南省的自然地理条件与区域

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河南省东南部的黄淮地区以平

原为主，农业发展条件优越，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34.1%，人口密度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经济低于全

省水平；豫北地区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8.3%，在人口

密度与经济发展上都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中原城市

群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35.3%；经济占全省比重的

52.74%-56.73%，经济比重快速增长，而人口比重反

而有所降低；豫西豫西南区域土地面积为占全省土

地面积的 22.3%，在四个经济区中属于人口密度最

低的区域（表 2）。由上可知，人口密度最低的是豫

西、豫西南，经济比重相对人口最低的是黄淮地区；

所以在东西方向上人口偏东，经济偏西，在南北方向

上特别是位于豫中北的中原城市群的经济龙头作用

是经济重心比人口重心偏北的重要的原因之一。

4.2 经济重心、人口重心移动程度比较

经济重心移动幅度明显大于人口重心移动的幅

度，经济重心在第一阶段 （1988-1999） 迁移距离

22.71km，平均速度为 2.06km/年，而人口重心 20 年

间仅迁移 3.5km，平均速度为 0.175km/年，还不足经

济中心平均移动速度的 1/10；第二阶段 （1999-
2006）迁移距离 10.25km，平均速度为 1.46km/年。从

表 2 还可以看出，人口比重在各个经济区变化不大，

而经济比重在各个经济区都有明显变化。一方面由

于近 20 年豫西北、豫中地区经济逐渐崛起，在空间

上集聚形成全省的经济中心，使全省经济发展十分

迅速，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速度快；另一方

面，由于我国城乡二元化户籍制度下，从经济总量扩

展到推动就业，再到吸引其他地区人流流入需要一

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国内外的历史经验表明，决定一

个国家内部人口与就业分布的最主要因素是经济力

量的区域分布，一个经济总量大、经济发展速度快的

地区不仅人口外流少，而且会吸引其他地区的人口

大量流入，这种人口流动必然会造成人口向经济发

达地区所在方向移动的现象。但是，河南省正处于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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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区域

中原城市群

豫北地区
豫西、豫西南

黄淮地区

城 市
郑 州
开 封
洛 阳

安阳市
三门峡
商 丘
驻马店

人均 GDP
11743
4876
6830
4966
7771
3618
3475

城 市
焦 作
许 昌
漯 河

濮阳市
南 阳
周口

人均 GDP
7000
6644
6664
5894
4963
3325

城 市
平顶山
济 源
新 乡

鹤壁市

信阳

人均 GDP
5680
9287
5245
6140

3392

表 3 2000 年河南省各地市人均 GDP 与各经济区
人均 GDP 比较（元）

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向以工业品生产为主的工

业化加速阶段过渡，在这一时期，尽管城市经济已经

逐步超过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但农村人口

的比重长期超过城市人口的比重，中原城市群城市

化水平高、城市经济相对发达，而豫东南地区城市化

水平不高、城市经济相对落后，所以，经济分布格局

的变化虽然影响到了人口分布格局，但是还不能赶

上经济变化的步伐。
4.3 经济重心、人口重心之间相互偏离所引发的问题

河南省经济重心对人口重心偏离距离东西方向

变化明显（表 1），从 1987 年的 2.64km 增大到 2006
年的 25.77km；南北方向的变化不大，整体有先减后

增的趋势，从 1987 年的 36.48km 减小到 1999 年的

27.20km，2006 年又增大到 37.36km。1987-2006 年

总体相比，东西方向直线距离 25.77km，南北方向直

线距离 37.36km，说明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格局的

差距南北大于东西。河南省的经济正处于空间集聚

过程，经济空间结构已经形成明显的中心-外围模

式，形成了以郑州为中心向周围递减的圈层结构，这

与国际理论比较，显现出区域发展早期阶段的特征，

造成了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经济重心与人口就业重心相互偏离所引发的问

题非常多，最主要的是使地区差距长期存在，甚至不

断扩大化。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个世界性现

象，例如，美国经济力量主要分布在大西洋沿岸、太
平洋沿岸和五大湖区，人口也主要集中在上述地区，

中部地区特别是密西西比河沿岸，经济相对落后，人

口也较为稀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人口重心和经

济重心偏离程度并不是很大，各地的人均收入水平

也相对接近。河南省情况与此恰恰相反，经济重心与

人口重心明显偏离，特别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没

有能够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落

后地区的人口也没有能够通过向发达地区迁移来分

享相对富裕地区的繁荣，这就造成了地区差距不仅

仅是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而且人均收入和生活水

平的差距巨大，郑州市人均 GDP 为 11743 元，周口

市为 3325 元（表 3），说明河南省的地区差距已经

是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

5 结束语

（1）在地理位置上，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都在几

何中心的东北方向，而且偏离几何中心距离较大，说

明人口和经济呈现不均衡分布，经济重心与人口重

心位置比较，经济重心在纬度上偏北，河南省的经济

格局已经演化为南北差距，东西方向逐渐趋于均衡，

在经度上偏西，经济重心近 20 年一直向西偏移，而

人口重心沿着原来惯性向东北偏移，东部人口密度

高于西部的分格局布变化不大。
（2）河南省经济近 20 年的快速发展和区域发展

的不平衡使经济重心自身偏移幅度较大，相对经济

重心，人口重心偏移幅度很小，主要是人口空间结构

的稳定性决定变化极为缓慢；在影响因素中经济发

展水平对人口分布的作用越来越大，在现代社会工

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地区分

布将成为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决定性因素。
（3） 河南省人口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偏离距离较

大，使区域差距长期存在，已经成为人均收入和生活

水平的巨大差距，转化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分析

原因，一是自然条件和政策决定的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是人口政策和社会政策决定人口迁移政策落后。
今后河南省的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①

在经济的空间分布上，经济发达区位于省中部偏北，

针对全省北高南低的经济格局，在维持经济快速增

长的同时，政策上应适度对欠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

区倾斜；②在人口的空间分布上，鼓励人口迁移，把

发展劳务经济作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提高农业

劳动生产率、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重要途径；

③在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将人口发展和经

济发展紧密地与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科技化结

合起来，最终实现河南省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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