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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选取1991~2021年中部地区湖南、河南、安徽、江西、湖北、山西六个省份共186个样本的面板

数据，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作为解释变量，选取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作为

被解释变量，通过多角度的检验得出需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分析，采用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求

解并证明模型的合理性。选择湖南省1991~202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共31期时间序列数据，通过Eviews
建立ARIMA模型开展时间序列的建模分析，并最后理论分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时间层面上对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最终得出结论：中部地区六个省份之间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人均消费支

出的影响存在着异质性的差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对人均消费支出的提高具有明显且连续的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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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elects panel data of a total of 186 samples from six provinces of Hunan, Henan, Anhui, 
Jiangxi, Hubei and Shanxi in the central region from 1991 to 2021, selects the logarithm of urban 
residents’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as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and the logarithm of urban 
residents’ per capita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s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and concludes that a 
fixed-effect model is needed to conduct the analysis through a multi-angle test, and uses Eviews 
software is used to solve the model and prov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model. The ARIMA model was 
developed by Eviews to analyze the time series of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 from 1991 to 2021 
in Hunan Province, and the final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 
on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per capita of urban residents at the time level was conducted. It is 
finally concluded that there are heterogeneous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n per capita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among six provinces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increase in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has a significant and continuous contribution to the in-
crease in per capita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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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介绍 

1.1. 引言 

居民收入向来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而消费为宏观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作为消费的

前提，收入的高低水平决定着消费能力的大小，并且直接影响居民的消费信心、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

收入作为消费的来源与基础，是影响消费的最重要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发展面临

着一系列问题，其经济发展与东部地区差距逐渐拉大，同时，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发展措施的出台，

西部地区与其经济发展差距也在不断缩小，中部地区面临着“中部塌陷”的危险。因此分析当前中部地

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问题，对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推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文选取中部地区六个省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研究对象，从面板

回归及时间序列分析的角度出发，研究人均消费性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

均衡关系，即消费与收入的长期走向是否大致相同，并进一步建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时间序列预测模型，

为中部地区省份相关政策的制定与修改提供可信的依据。 

1.2. 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就居民收入与消费性支出之间的关系开展了研究。邱慧、黄解宇、李钰(2018) [1]
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研究山西省农村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得出相关结论，并提出调控现

状的相关措施。胡霞(2020) [2]从保障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合理性视角出发，采用我国 28 个省区市城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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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和消费数据，考察了城乡居民收入结构差异与消费差异之间的关联性。该研究发现，我国东部地区

居民劳动性收入对消费升级类消费的影响显著，而中部地区财产性收入差距对消费水平差异具有显著影

响，劳动性收入对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效应不存在，西部地区则表现为前期居民消费倾向对消费具有惯

性作用。李新朋(2019) [3]运用 ARIMA 模型，对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进行了预测研究。臧

旭恒和张欣(2018) [4]以资产价值变动估计了家庭收入的暂时性变动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研究结

果表明：收入的暂时性变动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影响要大于高收入家庭。 
学者们的数据选取、模型设定、变量选取、指标体系构建和分析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同。很

多学者没有具体分析中部地区内部省份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差异，而只

是对中部地区的单一省份进行研究。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来探究我国中部地区城镇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 

2. 数据来源与说明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我国中部地区六个省份(湖南省、湖北省、河南省、安徽省、江西省、山西省) 1991~2021 年共

31 年中各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位：元/人)、人均消费支出(单位：元/人)作为研究数据，数据

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及各省统计局，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结果的可靠性，最终得到 186 个样本数据。 

2.2. 变量的定义与描述 

2.2.1. 解释变量 
从统计局中获取六个省份 1991~2021 年各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通过选择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可更好地反映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变化，消除各年中因人数变化而带来的影响。对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对数化处理，选取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作为解释变量。 

2.2.2. 被解释变量 
从统计局中获取六个省份 1991~2021 年各年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通过选择城镇居民的

人均消费支出可更好地反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水平的变化，消除各年中因人数变化而带来的影响。对城

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对数化处理，选取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2.2.3. 变量定义表(见表 1)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table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人均消费支出 ln(Cost) 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 

解释变量 人均可支配收入 ln(Income)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 

2.2.4. 描述性统计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我国中部地区六个省份的人均消费支出的标准差是 7492.560 元，说明各省份人

均消费支出的地区差异较大，消费水平有较大的区别。六个省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标准差是 12055.92
元，说明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地区差异较大，可支配收入的分配不均衡。六个省份的人均消费支出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均值分别为 10006.47 元和 14800.32 元，可反映人均可支配收入中除了消费支出，还

包含其他类型的支出，如：投资支出等，这是符合现实经济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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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COST INCOME 

Mean 10006.47 14800.32 

Std. Dev. 7492.560 12055.92 

3.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人均消费支出影响面板回归的建模分析 

3.1. 模型设计 

3.1.1. 模型建立 
为研究中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失业率对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以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

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为解释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 ) ( ), 1 , ,ln Cost ln Incomei t i i t i tα β ε= + +                           (1) 

3.1.2. 变量解释 
在式(1)中，i 为省份，t 为年份，ln(Costi,t)为 i 省在 t 时期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值，ln(Incomei,t)为 i 省

在 t 时期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值，αi 为 i 省的个体异质性，εi,t 为随机扰动项。 

3.2. 数据预处理 

3.2.1. 面板数据的建立 
通过对前文的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并依据建立的面板模型建立面板数据，搜集整合人均消费支出和

人均可支配收入，并辅以中部地区的六个省份赋以的地区值作为虚拟变量建立面板数据。在面板数据中，

每个时期在样本的个体完全一样，即为平衡面板数据。  

3.2.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在面板数据中，为了避免“伪回归”的出现，确保样本数据的平稳性和估计结果的有效性，需要对

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选择 ADF 检验对面板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3、表 4 所示，从显著值(Prob)
中可以看出，在单位根检验中，5%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存在单位根原假设，所有的变量均通过检验，

所以该面板的数据都是平稳的。 
 
Table 3. ADF test for ln(Cost) 
表 3. ln(Cost)的 ADF 检验 

Method Statistic Prob.** 

ADF-Fisher Chi-square 33.8021 0.0007 

ADF-Choi Z-stat −3.66403 0.0001 

注：**表示其显著程度。 
 
Table 4. ADF test for ln(Income) 
表 4. ln(Income)的 ADF 检验 

Method Statistic Prob.** 

ADF-Fisher Chi-square 23.2630 0.0256 

ADF-Choi Z-stat −2.32523 0.0100 

注：**表示其显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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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异方差和截面相关检验 
本文的面板数据为长面板数据，随机扰动项 εi,t 可能存在异方差和截面相关。因此采用沃尔德检验进

行异方差检验，采用 Breusch-Pagan LM 检验进行截面相关检验，检验结果表 5 和表 6 所示：在 5%的显

著性水平下，拒绝同方差的原假设；并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强烈拒绝截面相关的原假设。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cross-sectional correlation 
表 5. 截面相关的检验结果 

Test Statistic d.f. Prob. 

Breusch-Pagan LM 158.3874 15 0.0000 

Pesaran scaled LM 26.17885  0.0000 

Pesaran CD 12.40985  0.0000 

 
Table 6. Test results for heteroskedasticity 
表 6. 异方差的检验结果 

Test Statistic Value df Probability 

t-statistic −19.07101 178 0.0000 

F-statistic 363.7033 (1, 178) 0.0000 

Chi-square 363.7033 1 0.0000 

3.3. 模型的选择 

通过 F 检验来判断应当使用混合模型或固定效应模型，再进行 Hausman 检验来判断选择随机效应模

型或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如表 7 和表 8 所示： 
 
Table 7. Results of the F-test 
表 7. F 检验的结果 

Redundant Fixed-Effect Tests 

Pool: POOL01 

Test cross-section fixed effects 

Effects Test Statistic d.f. Prob. 

Cross-section F 14.014346 (5, 178) 0.0000 

Cross-section Chi-square 61.739796 5 0.0000 

 
Table 8. The results of Hausman’s test 
表 8. Hausman 检验的结果 

Correlated Random Effects-Hausman Test 

Pool: POOL01 

Test cross-section random effects 

Test Summary Chi-Sq. Statistic Chi-Sq. d.f. Prob. 

Cross-section random 7.038040 2 0.0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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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中，F 检验的 P 值小于 0.05，因而认为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Hausman 检验中 P 值小于 0.05，
因而认为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所以选择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分析求解。 

3.4. 模型的结果与分析 

表 9 为直接对所有的样本使用混合回归得出的估计结果，表 10 为对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的估

计结果，结果如下所示： 
 
Table 9. Mixed regression estimation results 
表 9. 混合回归估计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0.499800 0.042088 11.87506 0.0000 

LOG (INCOME) 0.910298 0.004546 200.2272 0.0000 

 
Table 10. Fixed-effect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表 10. 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C 0.518485 0.033851 15.31687 0.0000 

LOG (INCOME) 0.908269 0.003657 248.3932 0.0000 

Fixed Effects (Cross) 

_HUN-C 0.039327 

 

_HEN-C −0.015821 

_HB-C 0.046673 

_SX-C −0.040573 

_JS-C −0.042951 

_AH-C 0.013345 

 
将表 9 与表 10 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知道：若将面板数据直接看成是截面数据进行混合回归，将忽略了

个体间不可观测或被遗漏的异质性，而该异质性将会导致估计结果不一致，两种模型估计结果的差异证

明了我们前文进行的 F 检验的准确性，即中部地区六个省份之间的差别不可以直接忽略不计。 
总体来看，拟合结果的 R2 和调整后 R2 较大接近 1，P 值为 0，变量显著性较好，证明模型拟合效果

较好。从面板回归方程结果来看，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系数 β1 为正，说明人均消费支

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呈正相关的关系，并且值小于 1 说明消费性支出不会超过可支配收入，这是符合经

济学的假设的。常数项的值为正，说明居民即使没有可支配收入，为了维持生活需要购买各种生活必需

品，依然会存在消费性支出的。因此，两个估计量均是符合经济学意义的。 

3.5. 结论与建议 

3.5.1. 结论 
由上述模型的建立与分析，我们最终得到中部地区六个省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消费性支

出之间的面板回归方程。可以根据该面板回归方程进行预测，如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某一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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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均消费性支出将为多少。从面板回归方程的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部地区内部省份之间的消费水

平是存在差异的，湖北省的人均消费支出相对而言是最高的，江西省的人均消费支出相对而言是最低的。 

3.5.2. 建议 
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影响人均消费性支出的主要因素，其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因此我们应当大力发展

中部地区六个省份的经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加就业，提高居民的工资水平，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

入，从而更大程度地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水平，实现中部地区共同发展的愿景，并且消费水平的提高也

会反过来刺激经济的发展，此为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影响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因素还有很多，如价格水平、利率等，因此在重视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同

时，还需重视其他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从而更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提高消费和收入水平。 

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人均消费支出影响时间序列的建模分析 

4.1. 样本选择说明 

选择湖南省 1991~2021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研究数据开展时间序列的建模分析，并最后

理论分析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时间层面上对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 

4.2. 平稳性检验 

这里初步选择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模型，选择 ACF 自相关系数、

PACF 偏自相关系数检验以及单位根检验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利用 Eviews 作为工具，对数据

进行初步分析。 

4.2.1. 数据预分析 
如图 1 所示为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随时间变化的图像，我们可以初步观察到人均可支配

收入随时间变化有一定趋势及规律，并不是随机变化，同时结合经济学现实意义，数据选择较为正确，

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但同时也发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时间序列图像呈上升趋势，时间序列不平稳，应

当对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处理。 
 

 
注：横坐标的单位为年份，纵坐标单位为元。 

Figure 1.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raw data time series changes 
图 1. 人均可支配收入原始数据时间序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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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ACF 自相关系数 
从图 2 中，我们发现序列的自相关系数递减到零的速度相当缓慢，在很长的延迟时期里，自相关系

数一直为正，而后一直为负，在自相关图上显示出明显的三角对称性，这是具有单调趋势的非平稳序列

的一种典型的自相关图形式。因而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差分处理，并再次进行 ACF 自相关系数检验，希

望得到平稳序列。 
 

 
Figure 2. ACF charts of raw data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图 2. 人均可支配收入原始数据的 ACF 图 

 
如图 3 所示，三阶差分后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大体平稳。如图 4 所示，经过三阶差分后，人均可支

配收入的 ACF 图以及 PACF 图的波动较小，不存在明显的变化趋势，出现一定的截尾及拖尾现象，可以

认为时间序列稳定，通过 ACF、PACF 检验。 

4.2.3. 单位根检验 
对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直观地从数据上确定序列的平稳性。从表 11 中得知处理后序列的 P 值等于

0.0006，即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序列不存在单位根，说明经过上述处理后序列平稳，可以继续建模。 
 

 
注：横坐标的单位为年份，纵坐标的单位为元。 

Figure 3. Time series changes of third-order differential data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图 3. 人均可支配收入三阶差分数据时间序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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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ACF charts of third-order differential data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图 4. 人均可支配收入三阶差分数据的 ACF 图 

 
Table 11. Unit root test result 
表 11. 单位根检验结果 

 t-Statistic Prob.*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statistic −6.506057 0.0006 

1% level −2.669359 

 5% level −1.956406 

10% level −1.608495 

注：*表示其显著程度。 

4.3. 白噪声检验 

如表 12 所示，对三阶差分过后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时间序列数据运用 Ljung-Box 方法进行白噪声检验。

可以发现 12 阶滞后项的 LB 检验 P 值均小于 0.05，拒绝原假设，即认为所检验时间序列不是白噪声序列，

通过白噪声检验，具有研究价值，可以进行进一步分析。 
 
Table 12. LB test results of third-order difference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time series data 
表 12. 三阶差分人均可支配收入时间序列数据 LB 检验结果 

 AC PAC Q-Stat Prob 

1 −0.466 −0.466 6.7601 0.009 

2 0.050 −0.214 6.8412 0.033 

3 −0.118 −0.254 7.3105 0.025 

4 0.118 −0.079 7.8011 0.044 

5 −0.179 −0.245 8.9707 0.018 

6 0.392 0.274 14.830 0.022 

7 −0.328 −0.025 19.142 0.008 

8 0.114 0.008 19.684 0.012 

9 −0.131 −0.096 20.443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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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0 0.107 −0.092 20.977 0.021 

11 −0.086 −0.064 21.340 0.030 

12 0.179 −0.017 23.021 0.028 

4.4. 模型识别 

从三阶差分后的自相关图可以看出，人均可支配收入时间序列数据呈现出 ACF 值迅速跌入置信区间，

没有收敛趋势，显示出拖尾性。所以考虑选用 ARMA 模型来拟合时间序列，考虑到是三阶差分后的时间

序列，因此对原始序列使用 ARIMA 模型。 

4.5. 参数选择 

通过相关系数检验，三阶差分后人均可支配收入时间序列数据 ACF 在 1 阶后衰减趋于零，PACF
在 1 阶后衰减趋于零，差分阶数为 3，因此 q = 1，p = 1，n = 3，考虑到参数选择的偏误，也可选择 ACF
在 4 阶后衰减趋于零即 q = 4，故分别建立 ARIMA(1,3,1)和 ARIMA(1,3,4)模型。同时，使用 Eviews 自
动计算 ARIMA 模型参数功能，得到类似结果，最终建立人均可支配收入原始时间序列数据的 ARIMA
模型。 

4.6. 模型检验 

4.6.1. 模型的拟合度检验 
首先绘制模型拟合图，如图 5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残差无规则地在拟合曲线附近波动，表明残

值大致上是符合随机分布的，满足残差独立性的检验；并且从图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红色曲线与绿色曲线

的重合度较高，因此我们认为真实值与估计值之间的差别是较小的，从侧面反映了模型的拟合程度是较

高的。 
 

 
Figure 5. Residual plot 
图 5. 残差图 

 

绘制残差正态图，如图 6 所示，P 值大于 0.05，则接受原假设，样本残差服从正态分布，符合模型

对残差服从均值为零的正态分布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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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Residual normal graph 
图 6. 残差正态图 

 

模型的显著性检验为检验模型的有效性，一个模型是否显著有效主要看它提取的信息是否充分，一

个好的拟合模型应该能够提取观察值序列中几乎所有的样本相关信息，换言之，拟合残差项将不再蕴涵

任何相关信息，即残差序列应该为白噪声序列，模型的显著性检验包括残差序列的白噪声检验。 
通过对 Eviews 输入相关命令得到残差序列，其自偏相关值见表 13，对残差序列的自偏相关值进行分

析，可知 Q 统计量的 P 值远大于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为白噪声序列，所以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即拟

合残差项几乎不存在有效信息，所以模型有效。 
 
Table 13. A self-biased correlation of residual sequences 
表 13. 残差序列的自偏相关值 

 AC PAC Q-Stat Prob 

1 0.320 0.320 3.1791 0.075 

2 −0.122 −0.250 3.6612 0.160 

3 −0.132 −0.004 4.2468 0.236 

4 −0.082 −0.070 4.4848 0.344 

5 −0.160 −0.163 5.4182 0.367 

6 0.001 0.111 5.4183 0.491 

7 0.152 0.063 6.3371 0.501 

8 0.076 −0.025 6.5788 0.583 

9 0.009 0.039 6.5821 0.681 

10 0.026 0.018 6.6130 0.761 

11 −0.02 −0.022 6.6322 0.828 

12 −0.116 −0.064 7.3328 0.835 

4.6.2. 模型的显著性检验 
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时间序列建立的 ARIMA 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是较好的，R2 和调整

后的 R2 都较大，并通过了 F 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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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模型结果分析 

4.7.1. 人均可支配收入原始时间序列建立 ARIMA 模型结果 
ARIMA 模型的原始模型为： 

( ) ( )
( ) ( ) ( )20 , 0,

0,

d
t t

t t t s

s t

B x B

E Var E s t
Ex s t

ε

ε

ε ε σ ε ε

ε

Φ ∇ = Θ
 = = = ≠
 = ∀ <

，  

 
Table 14. Results of ARIMA model estimation 
表 14. ARIMA 模型估计结果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 Error t-Statistic Prob. 

AR(1) −0.975462 0.092035 −10.59886 0.0000 

MA(1) −0.112155 0.392838 −0.285499 0.7779 

MA(2) −1.351197 0.321985 −4.196466 0.0004 

MA(3) −0.019281 0.229386 −0.084056 0.9338 

MA(4) 0.535264 0.338517 1.581204 0.1281 

SIGMASQ 182243.2 75505.24 2.413650 0.0246 

 
结合表 14 的拟合结果建立如下模型： 

3 3
1 1 2 3 40.income 0.9755 RIT 0.1122 1.3512 0.019 5 33 35t t t t t t tε ε ε ε ε− − − − −+∇ = − ∇ + − − −  

上述模型各估计值标准差较小，具有良好的拟合程度，再次证明模型建立的正确性。具体观察结果，

通过数理分析并结合相关理论可以知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确实具有时间相关性，过去的数据会影

响当期数据，这说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同时往期数据的影响系数为正，说

明往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当期人均可支配收入产生正向影响，人均可支配收入直接作用于人均消费支

出，使人均消费支出总额增加。不仅是本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本期的消费支

出仍有着间接影响，上期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让人们对未来有一个较好的预期，这直接促进了本期居民消

费支出的增加。 

4.7.2. 模型预测 
对模型进行预测并绘制出相应的预测图形，如图 7 所示，湖南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进一步

提升，这源于多年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将随着时间继续不断地增长。 

4.8. 结论和建议 

4.8.1. 结论 
本文采用三次差分的方法来处理不平稳的序列使其变得平稳。对于平稳的时间序列而言，ARIMA 模

型的预测会比较精准；而对于不平稳的时间序列而言，由于经过差分的处理，本身微小的误差在数据还

原过后会导致原序列的预测误差较大。因此，针对不平稳序列的建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4.8.2. 建议 
由上述模型以及预测结果可知：自改革开放以后，湖南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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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快速提高。近年来湖南省对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也促使

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提高，中部地区的其余省份可以学习这种做法，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提

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居民的消费支出。 
 

 
注：横坐标的单位为年份，纵坐标单位为十元。 

Figure 7. Time series forecast of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图 7. 人均可支配收入时间序列预测 
 

中部地区欠发达县(市、区)继续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老工业基地城市继续比照实施振兴东

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有关政策，并结合实际调整优化实施范围和有关政策内容；对重要改革开放平台建

设用地实行计划指标倾斜，按照国家统筹、地方分担原则，优先保障先进制造业、跨区域基础设施等重

大项目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不断地发展地区经济，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促进居民的消费支出，

实现中部地区的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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