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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共十九大明确指出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由此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

学者们主要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展开研究，但尚未能形成一致的观点。未

来的研究重点应从以下方面展开：首先，应持续完善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的理

论框架；其次，应全面考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性和动态性，以构建一套充分

体现新时代特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再次，应在充分考虑各影响

因素的作用机理和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准确揭示各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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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２０１８年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追

求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并进一步强调了要围

绕促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而协调各方面

工作。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我国经济进入了提质

增效的新阶段，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未来经济

发展的新指向，高质量发展由此成为学者们研

究的热点。从现有文献来看，虽然众多学者从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界定、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和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

学者们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还

未能形成一致的观点。鉴于此，本文拟从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评价指标和影响因素三个

方面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有研究情况进行梳

理，并据此提出关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

可能的研究方向，为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关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内

涵的研究

　　准确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推动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经济高质量发展

有其深刻而丰富的理论内涵，且在实践中不断

完善与拓展。目前学界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内涵尚无统一的表述，从现有的研究来看，

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内涵进行了界定。

１．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角度界定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内涵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已成共识。

新常态就是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

转换，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率型转

换，经济结构全方位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动

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其

中，增长速度的转换表明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

而发展方式的转换、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经济

增长动力的转换可以将其看作高质量发展的特

征［１］。与此同时，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

的消费升级、需求结构变化、劳动力缺乏、收入

分配不均、资源环境压力等，都表明我国经济发

展已不具备高速增长的客观条件，在经济新常

态的背景下，需要向高质量发展转换。概括来

说，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常态背景下对当前我

国经济形态的时代化、精确化和具体化的

描述［２］。

２．从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角度界定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内涵

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

的变化决定了经济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在新时

代背景下，要解决社会主要矛盾需要把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作为基本立足点，坚持质量第一，推

进质量变革。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能够解决我国

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而更好地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３］，也

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

发展。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反映出社会供

给不能很好地匹配社会需求由消费数量的扩张

向消费质量的提高这种转变，也反映出全方位

和高层次的供需不匹配。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背景下，居民的消费习惯、消费结构也随之发生

了显著变化：由只看重产品质量转变为全面考

虑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与环境质量［４］。消费者

需求层次上升，对于产品与服务的需求也从

“有没有”转变为“好不好”，而传统的供给结构

主要重视数量规模的扩张而忽视质量的提高，

供给对需求的不适应已转变为质量保障能力的

不足［５］。这一问题的出现要求加快企业转型，

从粗放型大规模扩张转向集约型高质量生产，

从而实现有质量保证的供给，推动供给结构优

化升级。王臖［６］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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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某一种产品或者服务的标准符合国际上的

先进水平，而且指供给体系上下都要有效益、有

活力和有质量。这一界定指出了当前经济高质

量发展进程中在供给侧所存在的问题，必须从

供给体系出发来加以解决。这种界定将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内涵从微观扩展到宏观，深化了对

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认识。

３．从不同衡量口径的角度界定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内涵

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可以从窄口

径与宽口径这两个方面来理解。

从窄口径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一个经

济体（或企业）在投入方面能够利用创新与科

技进步进行资源要素的科学配置，促进效率变

革，推动资源要素配置由过去的粗放型经营向

集约节约型经营转变，从而显著提高资源要素

的利用效率；在产出方面，可以通过科技进步与

管理创新促进质量变革和动力变革，从而显著

提高产出的质量和效益［７］。

从宽口径看，理解经济高质量发展不能仅

仅局限于经济范围之内，还要考虑社会、政治、

文化和生态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经济高质量

发展是能够全面体现和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发

展，具有增长速度稳定和经济结构合理的特征，

并能产生社会友好型和生态友好型的发展结

果［８－９］，是一种包容性的发展，是推动经济、社

会和自然同步协调的发展［１０］。因此，新常态下

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全面体现产业产品的创新

性、城乡之间的平衡性、经济与其他各领域的协

调性、环境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

开放性和发展成果的可共享性。

　　二、关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

指标的研究

　　查阅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关于如何
衡量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目前尚未形成

一致的观点，而且直接给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

标体系的文献也并不多。但是，通过梳理现有

文献仍然可以发现，学者们主要是从两个角度

来对此进行研究的：一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衡量

经济发展质量，并以效率的提升作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评价标准；二是通过统计方法直接构

建多维度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

１．从效率的角度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水平

蔡窻［１１］指出，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综合指

标，其实质是反映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的优

化、企业竞争与创新竞争所引发的资源重新配

置，都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全要素生产

率是能够全面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一个

重要指标。贺晓宇等［１２］利用全要素生产率来

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指出现代经济体

系的建立可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经济

高质量发展。张月友等［１３］也采用全要素生产

率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此外，还有学

者考虑到环境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水平。例如，王群勇等［１４］采用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并研究了如何通过

环境规制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卞元超

等［１５］基于绿色经济增长的视角，采用绿色全要

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进行衡量，并通过实证分

析探究市场分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

系。谌莹等［１６］运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

经济增长质量。

除全要素生产率外，也有学者从其他效率

角度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例如，陈诗一等［１７］

采用劳动生产率来衡量经济发展质量，并探讨

了雾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胡苏敏

等［１８］通过构建生态社会效率与经济发展综合

效率的测度体系，深入研究了政府创新支持对

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还有学者采用投入产出

率和投资效率等指标来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

衡量［１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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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通过建立多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

郑玉歆［２１］指出了用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经

济发展质量的局限性，认为从宽口径来看经济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具有多个层面的综合体系，

具有系统性的特征，要求我们必须基于多维度

视角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水平。因此有学者通过统计学方法构建综合

指标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目前的评

价指标体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其一，侧重于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考察。

例如，师博等［２２］基于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与社会

成果两个维度，选取６个不同性质的指标，对我
国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测算。任保平等［２３］从

宏观与微观、长期与短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

展、全局与局部、总量与结构等多个维度构建了

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了经济

结构、经济增长速度、创新成果质量等多个具体

的评价指标。殷醒民［２４］认为，高质量发展指标

体系可以从全要素生产率、科技创新能力、人力

资源质量、金融体系效率与市场配置资源机制

这５个维度来建立。
其二，注重对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质量的

综合考察。例如，李金昌等［２５］从社会主要矛盾

着手，构建涵盖经济活力、绿色发展、创新效率、

人民生活和社会和谐５个维度共２７项指标的
评价指标体系来测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

平。徐辉等［２６］从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安全两

大方面建立起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宋

明顺等［２７］从竞争质量、民生质量与生态质量３
个维度并选取８个具体指标设计了宏观质量评
价指标体系。何冬梅等［２８］从五大发展理念入

手构建了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５
个一级指标和２０个二级指标的经济高质量发
展评价指标体系。方大春等［２９］依据五大发展

理念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将五大发展维

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率进行了比较。周

永道等［３０］则结合“五位一体”的思想构建了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

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

态文明建设五个方面。

　　三、关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

因素的研究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从追求数量的
高速增长转向追求效益的高质量增长的关键阶

段，面临着动力转换、结构优化、发展方式转变

等一系列的变革。明确我国现阶段在实现经济

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所面临的各种影响因素，对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尤为重要。

１．从要素投入角度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因素

生产要素组合投入和使用方式的选择对产

出效益起决定性作用，目前相关的大多数文献

把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质量水平所做的

贡献作为选择或转换生产要素投入和使用方式

的标准，且认为在一定阶段，转变生产要素的投

入使用方式是增加经济效益，提高经济发展质

量的直接原因［３１］。国内众多学者还对科技创

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一致

指出科技创新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３２－３３］。

董桂才等［３４］从实证角度研究了研究和发展

（Ｒ＆Ｄ）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得
出了Ｒ＆Ｄ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
的结论。这表明 Ｒ＆Ｄ投入是科技创新的重要
保障，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效益的不

断提升，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动力。

人力资本是指为提升劳动者的个人知识、技能

和健康等素质水平而进行的有关投入和支出。

在人口红利逐步消退的发展阶段，要推动人口

红利逐渐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现阶段我国仍

存在人力资本结构失衡的现象，学者们普遍认

为，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使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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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是实现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３５－３６］。

２．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研究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影响因素

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来看，有效的制度安

排能够把人们的责任与权利有机结合起来，促

使人们积极投入生产活动，促进经济增长，提高

经济发展质量［３７］。杜爱国［３８］提出制度优势是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提升制度

效率可以有力地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这

一结论为新时代背景下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

制度环境方面找到了突破口。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深入推进，贸易开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

扩大———促进经济发展要素的积累与效率的提

高，并通过这一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３７］。

邓翔等［３９］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贸易开放

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贸易开放对

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能够促进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新时代经济发展背景下，政府对环境污染问

题更加重视，环境规制的力度与强度也日益增

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环境规制与经济

增长之间的关系。原毅军等［４０］认为，环境规制

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是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王群勇等［１４］采用中国 ３０个省、区、市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６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实证分析环境规制与
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发现在全

国层面环境规制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安淑新［４１］指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直接

受供给与需求、投入与产出、公平与效率、政府

与市场、国内与国外这五大关系的影响，推进我

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

须要处理好这五个方面的关系。任保平等［４２］

则强调我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正

确认识经济增长的数量与经济增长的质量之间

的关系、稳定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的关系、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协调提升供给质量与淘汰落后

产能的关系，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

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等多层面的关系对我国经济

带来的影响，重视并积极处理好这些关系。

　　四、总结与展望

　　中共十九大作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之后，

学界开始关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问题并对

其展开了研究。目前学界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内涵的研究，侧重从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主要

矛盾的转变、窄口径和宽口径等角度进行论述，

虽然研究角度和侧重点不同，但大体上较为完

整地廓清、界定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学者

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进行了分析，并构建了各

具特色的评价指标体系，但评价指标体系的不

统一引发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与结果的

反映不够客观和单一的问题；同时在指标体系

设计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反映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指标数据缺失、不稳定、质量低或口径变化多

等问题，使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度受到制约。

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目前学

界的研究较少，且缺乏纵向、横向的对比研究。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较多，且各种

影响因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存在差

异，当前缺乏对这些影响因素的横向对比研究。

此外，我国地域广阔，各区域与城市经济发展状

况不尽相同，尚未有学者对不同经济发展状况

下不同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进行纵

向或横向的对比研究。

基于上述对以往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认

为学者们未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已有研究

进行拓展。其一，应持续丰富和完善经济高质

量发展内涵的理论框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研究可以侧重于以内涵为基础的路径研究。其

二，应进一步丰富和完善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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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指标体系。首先，应对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进行深层次的研究，选取合理有效的评价

指标时应遵循真实性、代表性、科学性和可操作

性的原则；其次，应全面考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多维性和动态性，构建一套充分体现新时代特

征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其三，应

充分考虑各影响因素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作用机理和约束条件，准确揭示各因素对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加强经济高质量发展各

影响因素在横向和纵向上的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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