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　第２２卷第５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ＬＩＧＨ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２２Ｎｏ．５Ｏｃｔ．２０２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０４－２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２０ＦＧＬＢ０５０；１９ＦＧＬＢ０６７）；河南省科技发展计划软科学项目（１９２４００４１００８８）

［作者简介］林桢（１９６７—），女，河南省许昌市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宏观经济政策。

引用格式：林桢，柳林，黄毅敏．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评价［Ｊ］．郑州轻工业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２２（５）：５４－６０．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１２１８６／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７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９８６４（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５４－０７

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评价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Ｃｈｉｎａ

关键词：

高质量发展；

新发展理念；

经济运行；

熵值法

林桢，柳林，黄毅敏
ＬＩＮＺｈｅｎ，ＬＩＵＬｉｎ，ＨＵＡＮＧＹｉｍｉｎ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４６

摘要：基于新发展理念，结合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从经济运

行、创新驱动、结构协调、绿色持续、对外开放、福利共享６个维度构建我国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对３０个省区市、四大区域和全国层面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从综合评价结果与分项评价结果，
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以及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展开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不断上升，区域差异依然明显；东、中、西部差距逐

渐缩小，东北地区与东、中、西部的差距仍在拉大；六大维度中创新驱动和对外

开放的区域差异最为明显，绿色持续和结构协调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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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发展”是中共十九大以来我国经

济发展的主题，也是我国“十四五”时期乃至更

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进入２１世纪，

我国经济总体发展良好，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一直存在，甚至还有进一步拉

大差距的趋势。“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

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

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构建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鉴于此，本文拟

对我国各区域近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

度，准确把握各区域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长板

和短板，发挥优势，补齐短板，以推动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一、文献综述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首先要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含义有较为清晰的理解，

近年来学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了充

分的探讨。金碚［１］从人的角度出发，指出高质

量发展是能够更好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真实需

要的经济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状态，其本质特

征是以各种有效和可持续方式满足人民不断增

长的多方面需要。王永昌等［２］从社会运行的环

境角度出发，认为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生产要素

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

济社会效益好，本质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

解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的测度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不同

学者的切入点不同，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构

建尚未形成一套统一的标准。与金碚［１］的思路

一脉相承，任保显［３］基于使用价值的视角，从经

济循环入手，围绕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

环节及其外部性，构建包括２８项二级指标的高

质量发展评价体系。以新发展理念为出发点构

建指标体系是大多数学者的选择。朱启贵［４］从

动力变革、产业升级、结构优化、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民生发展６个维度用共计６２个指标构建

了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张军扩等［５］构建

了包含高效、公平和可持续３个方面共计１６项

指标的指标体系以衡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任保平等［６］从新发展理念切入，构建了新

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全国

层面的数据为研究对象，致力于在测度中提出

使中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呈现繁荣盛况的

路径设计。郭芸等［７］进一步缩小了测度范围，

从发展动力、发展结构、发展方式和发展成果４

个维度评级看四大板块和五大经济带的高质量

发展水平。

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学者们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方面取得了重大

成果，虽然研究角度不同，但都认为高质量发展

是一个具有高度综合性的概念，应从多维度、多

层次对其水平进行考察。由于高质量的概念比

较复杂，相关数据浩繁，现有研究大多是止于理

论阐释或指标体系的构建，相关的实证分析并

不多，即使进行实际测度，也大多是从高质量发

展的整体水平进行讨论，鲜有文献对各子维度

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基于此，本文拟从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出发，结合

经济运行整体状况，从经济运行、创新驱动、结

构协调、绿色持续、对外开放、福利共享６个维

度构建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利

用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

析，以期找出各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短板。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１．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

系，需要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作为依据和

参考。高质量发展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其特征与以往的高速增长不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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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体现在：发展目的由数量追赶转为质量追赶；

发展模式由规模扩张转为结构升级；发展动力

由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发展成果从分配失

衡转向共同富裕；发展方式由高碳增长转向绿

色发展［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统筹推进经

济、社会、文化、生态全方位建设，深入贯彻落实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在

经济整体运行良好有效的情况下，不仅注重经

济发展结果，也注重经济发展过程，在宏观上实

现经济稳定均衡增长的目标，在微观上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基于上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特征、要

求和目标的认识，本文拟以新发展理念为抓手，

以考察经济运行稳定有效为背景，分别从６个

维度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见表１），力图全面刻画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

表１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 指标 类型

经济

运行

Ａ１：人均ＧＤＰ（元） 正指标

Ａ２：消费者价格指数（％） 负指标

Ａ３：城镇登记失业率（％） 负指标

Ａ４：城镇化率（％） 正指标

创新

驱动

Ｂ１：Ｒ＆Ｄ人员全时当量（人年） 正指标

Ｂ２：Ｒ＆Ｄ投入强度（％） 正指标

Ｂ３：人均专利授权数（件） 正指标

Ｂ４：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元） 正指标

结构

协调

Ｃ１：第三产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 正指标

Ｃ２：城乡收入差距（％） 负指标

Ｃ３：老年人口抚养比（％） 负指标

Ｃ４：文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正指标

绿色

持续

Ｄ１：单位ＧＤＰ电力消费量（千瓦时／元） 负指标

Ｄ２：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正指标

Ｄ３：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正指标

Ｄ４：省会城市（直辖市）空气优良天数（天） 正指标

对外

开放

Ｅ１：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与ＧＤＰ的比值（％）正指标
Ｅ２：货物进出口总额与ＧＤＰ的比值（％） 正指标

Ｅ３：外商投资企业年底注册数（户） 正指标

Ｅ４：接待国际游客数量（百万人次） 正指标

福利

共享

Ｆ１：每十万人高等学校平均在校生数（人） 正指标
Ｆ２：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人） 正指标

Ｆ３：每万人拥有高速公路里程（公里） 正指标

Ｆ４：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册／人） 正指标

态演进路径。该体系指标数量不多但新发展理

念的关键方面都有涉及，指标不重复，数据易

获得。

２．测度方法与数据来源

熵值法在经济评价中运用广泛，其相比主

观赋权法更加客观公正，相比因子分析法和主

成分分析法更具有合理性，因而本文选择熵值

法来确定指标权重。

熵值法的计算过程如下。

（１）假设有ｍ个研究对象，ｎ项测评指标。

运用极差法将原始数据标准化，以消除不同指

标量纲的影响：

Ｙｉｊ＝
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正指标）

Ｙｉｊ＝
ｍｉｎ（Ｘｉｊ）－Ｘｉｊ

ｍａｘ（Ｘｉｊ）－ｍｉｎ（Ｘｉｊ）
（负指标）

（２）计算第ｊ项指标的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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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计算第ｊ项指标的权重：

Ｗｊ＝
１－Ｅｊ

∑
ｍ

ｊ＝１
（１－Ｅｊ）

（４）最终得到综合指数ｒｉｊ＝Ｗｊ·Ｙｉｊ。

样本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和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部分数据通

过原始数据计算得到。由于港澳台地区和西藏

自治区的数据缺失较多，所以本文未将其纳入

研究范围，本文以除上述之外的３０个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为研究对象。本文对所有的价值型

指标以２０１１年为基期进行平减，以消除物价波

动的影响。

　　三、实证评价

　　１．综合评价

运用熵值法并结合 ＳＰＳＳＡＵ软件，得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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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权重，再进行加权计算，得到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９年中国３０个省区市和四大区域的经济高

质量发展综合评价结果（见表２）。

（１）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但

区域差异明显

由表２可知，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既反映

了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也反映了地区间变化

趋势的不同。

总体来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全国均

值从 ２０１１年的 ０．１４６９提高到 ２０１９年的

０．２０２８，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和社会各界越来越

重视经济发展的质量，在保持经济长期稳定的

同时，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五大

抓手，全面促进经济转型，迈上新台阶。在总体

向好的同时，四大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也在稳步提升。

从区域来看，在四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的排名中，东部地区以远高于全国均值的

表２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中国３０个省区市和四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结果

地区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均值 年均增长率／％
北京 ０．３９１８ ０．３７３０ ０．３８９０ ０．４３１２ ０．４３０５ ０．４９６２ ０．４９５３ ０．５２５１ ０．５５７７ ０．４５４４ ４．５１２６
天津 ０．２１８３ ０．２２４４ ０．２２７２ ０．２３１０ ０．２４９６ ０．２５７５ ０．２５８９ ０．３００７ ０．３０８４ ０．２５２９ ４．４１４４
河北 ０．０８８４ ０．０９３４ ０．０９００ ０．１４００ ０．０９８７ ０．１００１ ０．１０３９ ０．１３４９ ０．１２４０ ０．１０８１ ４．３１２９
上海 ０．３７９４ ０．３７９９ ０．３７３２ ０．３７７６ ０．３８２３ ０．４０２６ ０．４２０６ ０．４３９０ ０．４５１２ ０．４００６ ２．１９１０
江苏 ０．２８１３ ０．３０４９ ０．２８９５ ０．２８６４ ０．２９９６ ０．３０２８ ０．３１０８ ０．３２７８ ０．３４７０ ０．３０５６ ２．６５６８
浙江 ０．２４３６ ０．２６９４ ０．２６３３ ０．２６３９ ０．２８６１ ０．２８８８ ０．２９８０ ０．３２６６ ０．３４３１ ０．２８７０ ４．３７３３
福建 ０．１７２５ ０．１８３０ ０．１８２８ ０．１８７５ ０．１８７２ ０．２０７１ ０．２１４７ ０．２２６０ ０．２３５０ ０．１９９５ ３．９４２９
山东 ０．１６０６ ０．１７２６ ０．１６８７ ０．１６７４ ０．１７１８ ０．１７５９ ０．１８３４ ０．１８９８ ０．１８１３ ０．１７４６ １．５２９３
广东 ０．３７１５ ０．３９２０ ０．３９５２ ０．３８４９ ０．３９７９ ０．４１１９ ０．４６７７ ０．５３２３ ０．５０８６ ０．４２９１ ４．００４２
海南 ０．１３９２ ０．１４８３ ０．１３５２ ０．１３３９ ０．１３２８ ０．１５７６ ０．１５５５ ０．１７０１ ０．１７９８ ０．１５０３ ３．２４７６
山西 ０．１００２ ０．１０８０ ０．１０７０ ０．１０６２ ０．１０９８ ０．１１３０ ０．１１２２ ０．１１８４ ０．１２５１ ０．１１１１ ２．８１１８
安徽 ０．０９８０ ０．１０８４ ０．１１０１ ０．１１６０ ０．１２８８ ０．１２５９ ０．１３０２ ０．１４２０ ０．１５２２ ０．１２３５ ５．６６０４
江西 ０．１０７５ ０．１０８９ ０．１０６６ ０．１１２５ ０．１１８９ ０．１２３９ ０．１２７３ ０．１３８７ ０．１４８２ ０．１２１４ ４．０９０８
河南 ０．０８６５ ０．０９５７ ０．０９６５ ０．１０２８ ０．１０７０ ０．１１３６ ０．１１２３ ０．１１８５ ０．１２４８ ０．１０６４ ４．６８２２
湖北 ０．１０８４ ０．１１７５ ０．１２４８ ０．２０２７ ０．１４０２ ０．１４７５ ０．１９５８ ０．１７１０ ０．１８４１ ０．１５４６ ６．８４９４
湖南 ０．０８７７ ０．０９４４ ０．０９６２ ０．１０２９ ０．１１１１ ０．１１６２ ０．１３３７ ０．１４２７ ０．１５４１ ０．１１５４ ７．３０５３
内蒙古 ０．１０５１ ０．１１３３ ０．１１１８ ０．１１５５ ０．１１９６ ０．１３９０ ０．１３００ ０．１２９８ ０．１３３２ ０．１２１９ ３．００７３
广西 ０．０８６７ ０．０９３７ ０．０９３４ ０．１０２２ ０．１１１７ ０．１１３２ ０．１２１９ ０．１２６３ ０．１３３７ ０．１０９２ ５．５５９１
重庆 ０．１１２０ ０．１２４７ ０．１２６４ ０．１３６２ ０．１４１０ ０．１４６０ ０．１４６１ ０．１６１７ ０．１６１１ ０．１３９５ ４．６４８７
四川 ０．０８８６ ０．１００８ ０．０９９９ ０．１０６７ ０．１１１３ ０．１１３８ ０．１２２７ ０．１３８４ ０．１５４１ ０．１１５２ ７．１６４０
贵州 ０．０６２７ ０．０７１２ ０．０７２３ ０．０７８９ ０．０８６７ ０．０８８２ ０．０９３２ ０．１０２６ ０．１０９９ ０．０８５１ ７．２７４５
云南 ０．０７８３ ０．０８２７ ０．０７８８ ０．０８１２ ０．０９３１ ０．１００２ ０．１０８３ ０．１１５５ ０．１２２６ ０．０９５６ ５．７６７８
陕西 ０．１１０６ ０．１２７４ ０．１３２５ ０．１３７２ ０．１３７２ ０．１５９９ ０．１５９４ ０．１７１６ ０．１７９７ ０．１４６２ ６．２５７４
甘肃 ０．０７１６ ０．０８０７ ０．０８６５ ０．０８９０ ０．０９３８ ０．０９９２ ０．１０１３ ０．１０３５ ０．１１０６ ０．０９２９ ５．５７４９
青海 ０．０８８２ ０．０８９９ ０．０９２７ ０．１０６９ ０．１２６５ ０．１３２８ ０．１４１９ ０．１４５６ ０．１４７３ ０．１１９１ ６．６１８８
宁夏 ０．１０１７ ０．１００３ ０．１０４８ ０．１１１５ ０．１１７７ ０．１２２９ ０．１４２２ ０．１４８１ ０．１４８０ ０．１２１９ ４．７９５９
新疆 ０．０９１９ ０．０９９４ ０．０９８４ ０．０９３１ ０．１００３ ０．１０１５ ０．１０３３ ０．１０６９ ０．１１１８ ０．１００７ ２．４８４８
辽宁 ０．１５９３ ０．１６９４ ０．１５９７ ０．１５８８ ０．１６１０ ０．１６５４ ０．１８０３ ０．１８４１ ０．１９０９ ０．１６９９ ２．２８５４
吉林 ０．１０５４ ０．１０７７ ０．１０６４ ０．１１０２ ０．１１４６ ０．１２００ ０．１２１３ ０．１３２９ ０．１４２４ ０．１１７９ ３．８３６３
黑龙江 ０．１１０７ ０．１０９７ ０．１０５７ ０．１０４６ ０．１０２４ ０．１０５４ ０．１０６９ ０．１０７６ ０．１１３５ ０．１０７４ ０．３０５６
全国 ０．１４６９ ０．１５４８ ０．１５４２ ０．１６２６ ０．１６５６ ０．１７４９ ０．１８３３ ０．１９５９ ０．２０２８ ０．１７１２ ４．１０９５

东部地区 ０．２４４７ ０．２５４１ ０．２５１４ ０．２６０４ ０．２６３６ ０．２８０１ ０．２９０９ ０．３１７２ ０．３２３６ ０．２７６２ ３．５５７５
中部地区 ０．０９８１ ０．１０５５ ０．１０６９ ０．１２３８ ０．１１９３ ０．１２３３ ０．１３５３ ０．１３８５ ０．１４８１ ０．１２２１ ５．２８９１
西部地区 ０．０９０７ ０．０９８６ ０．０９９８ ０．１０５３ ０．１１２６ ０．１１９７ ０．１２４６ ０．１３１８ ０．１３７４ ０．１１３４ ５．３３７６
东北地区 ０．１２５１ ０．１２８９ ０．１２４０ ０．１２４５ ０．１２６０ ０．１３０３ ０．１３６２ ０．１４１５ ０．１４８９ ０．１３１７ ２．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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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遥遥领先，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处于中间

位置，西部地区排名末尾。除东部地区外的其

他三大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均值均低于

全国均值，东部地区均值相当于中部地区均值

的２．２６２１倍、西部地区的２．４３５６倍、东北地

区的２．０９７２倍，东部地区与中部、西部、东北

地区之间差距显著，但中部、西部、东北地区间

均值差距并不明显。不过应该看到，即使东部

地区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但各省份之间差距依

然不小，既有均值超过 ０．４的北京、上海和广

东，也有均值仅为０．１０８１的河北。

（２）高质量发展速度：中、西部发展快，东

部提升趋缓，东北增速滞后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全国的平均增长率为

４．１０９５％，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分别以

５．３３７６％和５．２８９１％的年均增长率位于前两

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约是东部地区增速的

１．５倍，显示出强大的后发优势。高质量发展

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在发展速度上有趋缓态

势，以３．５５７５％的增长速度位居第三，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发展速度的２／

３左右，这说明东、中、西部的差距正在逐步缩

小。发展速度最慢的是东北地区，９年间的年

均增长速度为２．１９８４％，远低于中、西部地区，

不足中、西部地区发展速度的一半，不足东部地

区增长速度的２／３，这说明东北地区与东、中、西

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在加速拉开。由此可以判断，

“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正在逐步

实现，而“振兴东北”战略落实得并不令人满意。

２．分项评价

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不仅要了解目前的综合发展水平、发展潜

力如何，更重要的是弄清楚经济高质量发展过

程中的长处与短处，才能找准方向走对路、对症

下药。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六

大维度的发展趋势和２０１９年我国四大地区的

分项指标分别见图１、图２。

从分项结果的时间角度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

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六大维度的表现各有特

色。经济运行总体上比较平稳，经济运行指数

稳定在０．０３００左右，这为经济在技术创新、发

展结构、发展方式、对外交流等方面实现突破提

供了良好环境。创新驱动和对外开放实现了快

速增长，尤其是创新驱动发展势如破竹，这彰显

了我国对创新的高度重视提升了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成效。然而在２０１９

年这一年，创新驱动这一指标增长明显趋缓，和

２０１８年水平相当，可能的原因是一直以来我国

的创新大多数属于学习式创新，是在模仿、改进

他人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旦基础供应不足，创新

发展就会受到明显影响。２０１９年，中美贸易摩

擦不断升级，美国在限制高科技产品和中国人

图１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六大维度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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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９年我国四大区域分项指标水平

赴美学习先进技术等方面实行了较大限制，这

使中国高科技领域的人才、技术、投资和供应链

面临严峻的挑战［９］。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的增

长趋势基本一致，均是徐徐前进，这说明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促进社会协调发展任重道远，需要

久久为功。增长速度最均匀的是福利共享维

度，这说明我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

把实现人民群众最广泛、最根本的利益放在第

一位，解决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从分项结果的空间角度看，六大维度中除

绿色持续维度外都是东部地区领先，呈现出东

强西弱的格局，而在绿色持续方面各地区的表

现相近，虽然东部地区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

占据绝对优势，但是其他地区也有各自的比较

优势，如中部地区的创新发展显著高于西部地

区和东北地区，东北地区的开放发展紧跟着东

部领头羊。湖北省作为中部地区的中流砥柱，

是我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众多的科研院所

为该省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支持，从而

使其创新表现鹤立鸡群，也为中部其他省的创

新发展起到了榜样作用。东北地区的开放测评

分数位居第二主要归功于辽宁省。在开放维度

上，东北三省中的辽宁省评分为０．０６８１，相当

于黑龙江省的３倍、吉林省的４倍。辽宁省作

为东北地区唯一沿海沿边地区，具有天然的区

位优势，未来辽宁省应继续借助自身禀赋推动

向东北亚特别是日韩的深层次开放。西部地区

虽然在共享层面与排名第一的东部地区相近，

但这一方面不能归于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人

均量提升的可能原因是西部地区人口流出量

大、人口基数小。东部地区在绿色持续发展方

面有待提高，中部地区的短板表现为绿色持续

发展和福利共享发展方面，西部地区的创新驱

动和对外开放在四个地区中均排名最后，东北地

区的经济运行和结构协调发展还存在一定问题。

　　四、结论与启示

　　１．结论

从综合评价结果来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总体水平稳步提升，但区域差异明显，发展

水平最高的是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

紧随其后，排在最后的是西部地区；整体发展水

平趋势为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但发展速度却与

此几乎相反，中西部地区发展势头强劲，东部地

区稍逊一筹，东北地区发展最为缓慢。从分项

评价结果来看，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我国经济运行

总体平稳，创新驱动和对外开放水平增长最快，

结构协调和绿色持续发展缓慢，福利共享发展

匀速前进。从四大地区的角度来看，东部地区

除在绿色持续发展方面与其他地区持平外，其

他五个维度的评分都高于其他三个地区，尤其

是在创新驱动和对外开放方面；中部地区和东

北地区分别在创新驱动、对外开放上占有比较

优势，西部地区在各个方面基本上都处于中等

水平。而在短板方面，东、中、西、东北地区尚存

在较大改进余地的方面分别是绿色持续发展和

福利共享、创新驱动发展和对外开放、结构协调

发展和经济运行。

２．启示

其一，发挥自身比较优势，促进区域优势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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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由于各地的要素禀赋和所处的发展阶段不

同，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制定发展目标，以

比较优势为出发点，构建具有区域特色的新的

增长极。同时，各地区应加强互联互通、打破空

间束缚、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形成供应、生产、销

售一体化且资源最优利用的循环体系，破除区

域发展瓶颈，为区域发展注入新的血液。党政

干部作为区域行政层面的领导者，其个人行事

作风和思想导向会对地区发展产生影响，各地

区可通过对口帮扶、干部挂职等形式将发展成

功地区的经验带到发展落后地区，有效发挥党

政干部的引领作用。应积极提升城市群和中心

城市的带动和辐射能力，以点带面，缩小区域发

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其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经济发展动

力。我国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应坚持

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并匹配以相应的制度创新，

为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形成制度创

新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互利局面。在核心科

技方面，要由改进式创新转向原研式创新，实现

更多由０到１的突破；在创新成果转化方面，要

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促进产学研结合，推

进自主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应用。人作为

创新中最活跃的因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

好人才应作为地方政府制定人才政策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各地区应充分挖掘人力资本潜能，

全力促进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如每年为特殊人

才提供免费的教育培训、给予人才落户奖励和

定期举办人才交流会等。另外，应加大对基础

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资金投入力度，引进先进装

备，提高研发人员的工作效率。

其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绿色发展。

在政策引导方面，应鼓励企业采用清洁技术进

行生产，根据不同盈利状况设置企业绿色节能

环保设备使用率的下限，以严格执法、不定期抽

查等方式倒逼企业严格按照规定标准进行碳排

放；在融资支持方面，应给予绿色环保企业优惠

贷款，强化绿色产业扶持，减轻相关企业的治污

资金压力；在资源配置方面，应大力促进排污权

交易市场化、透明化，满足不同主体的排污需

要，使得排污量的分配各得其所，既在当期环境

的自我净化范围内，又能扩大社会生产量；在监

测监督方面，应推动形成完善的生态环境监测

预警机制，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相关情况，通过

环境污染的奖惩机制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度与

监督力。另外，应以水力、风力、太阳能等来源

可持续的能源代替煤炭、石油的使用，落实垃圾

的分类、无害化处理和再回收，促进资源的循环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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