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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评价及

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

　 钞小静　 薛志欣　 李 俏∗∗

摘　要：　 新时代下， 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破解是提动我国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 为了扎实推进西部大开发， 形成

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本文从经济发展质量分析框架出发，
在界定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论与实践内涵基础上构建经济发展

质量评价体系， 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西部地区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的经济发展质量状态进行测度与评价。 测度结果表明： 从

总体层面上看，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总指数偏低且随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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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移呈现 “Ｎ” 形波动， 尚未形成稳定的增长态势； 从地区

层面上看， 西部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分化严重， 区域协调发

展的联动机制尚未建立。 因此， 本文从完善创新机制、 优化

产业结构、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提升幸福基础与缩小经济差

距等方面对西部地区推进高质量发展提出可行路径。

关键词：　 经济发展质量　 增长动力　 经济结构

一　引言与文献述评

中国从改革开放到 ２０１０ 年达到中等收入程度， 经济一直以高速发展为特

征， 但此后经济受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 一个国家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中， 是因为教育不足、 产品多样化不充分、 制度约束、 缺乏创新文化和社会能

力不足等 （Ｋａｒｓｔｅｎ Ｓｔａｅｈｒ①， ２０１５； Ｅｓｔｅｂａｎ Ｐéｒｅｚ Ｃａｌｄｅｎｔｅｙ②， ２０１２）。 经济发

展质量涵盖了改革、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技术进步、 人力资本积累、 政府职能

转变、 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及相关政策、 制度、 基本设施支持下的经济驱动方式

的变更等， 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郑秉文③， ２０１１； 代法涛④， ２０１４；

张德荣⑤， ２０１３； 蔡昉⑥， ２０１１； 马岩⑦， ２００９）。 因此， 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的攻坚时期， 不能只追求经济发展数量上的成果， 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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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ｒｓｔｅｎ Ｓｔａｅｈｒ：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ｌｔ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ａｕｇｈｔ ｉｎ ａ 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 Ｉｎｔ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ｍａｙ， ２０１５．
Ｅｓｔｅｂａｎ Ｐéｒｅｚ Ｃａｌｄｅｎｔｅｙ： “ 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Ｔｒａｐ：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ｏｆ Ｃｈｉｌｅ”， Ｓｔ Ｃｏｍｐ Ｉｎｔ Ｄｅｖ， ２０１２．
郑秉文： 《 “中等收入陷阱” 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 《中国人口科

学》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
代法涛：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理论、 经验和对策———基于 ４４ 个国家的跨国实证分

析》， 《财经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张德荣： 《 “中等收入陷阱” 发生机理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动力》，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９ 期。
蔡昉： 《 “中等收入陷阱” 的理论、 经验与针对性》， 《经济学动态》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２ 期。
马岩： 《我国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及对策》， 《经济学动态》 ２００９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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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上的改进。

在总结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及我国发展状况变化的基础上， 十九大强

调了质量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并明确了新时代的主要矛盾以及总任务。

要使现阶段的总任务圆满完成和社会主要矛盾得以解决， 我国发展不充分、

不平衡的问题就必须首先得到解决。 发展不充分问题的解决， 是以发展不平

衡问题的解决为前提的。 这种不平衡性在地区层面上表现为东西部地区之间

发展不平衡。 发展基础、 禀赋条件和要素结构在东、 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

造成了各地区之间经济差距长期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现如今两地区差距扩

大的势头虽有所缓解， 但区域之间实质性的差距并未明显缩小。 西部地区仍

然存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 经济结构失衡、 经济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低等经济

发展质量低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加剧了

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是我国克服社会主要矛盾与完成现阶段总任务的

一大障碍， 所以要实现充分发展， 中国必须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得到改

善。

要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必须首先明确什么是经济发展质量以及如何对其进行

衡量。 尽管实践中存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性， 然而学者在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的

界定上并未达成统一。 现有文献对于如何界定经济发展质量内涵存在两种观

点， 一种观点是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基础的经济发展质量界定， 但其只考虑了经

济因素， 而对非经济因素没有涉及， 这样做所带来的后果是经济发展质量与经

济增长质量的内涵界定含混不清， 不能够对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发展质量做出

实质性的区分 （许永兵①， ２０１３； 冷崇总②， ２００８； 何伟③， ２０１３； 魏博通、 王

圣云④， ２０１２； 梁东黎⑤， ２０１２）。 许永兵 （２０１３） 认为经济发展质量的优劣反

映在民生的改善、 社会公平正义程度的提高， 以及发展的可持续等方面，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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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永兵： 《河北省经济发展质量评价———基于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的分析》， 《河北经贸

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冷崇总： 《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与评价》 ２００８ 年第 ４ 期。
何伟：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
魏博通、 王圣云： 《中部六省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与比较分析》， 《湖北社会科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２ 期。
梁东黎：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新研究———以居民收入占比为标准的考察》， 《经济改革》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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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总需求、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经济结构、 科技进步、 民生改善和资源环

境六个方面构建指标以反映发展的全面、 协调、 可持续， 但其在民生改善方面

并没有体现出经济发展质量与增长质量的不同。 冷崇总 （２００８） 从经济内部

及其与社会的协调性出发， 以充分性、 有效性、 持续性、 稳定性、 协调性和分

享性构建衡量发展质量的指标体系， 以评价经济发展质量。 何伟 （２０１３） 提

出经济增长的优劣是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容， 因而其从持续性、 有效性、 创新

性、 协调性、 稳定性和分享性这六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以评价经济发展质量。

魏博通、 王圣云 （２０１２） 将经济发展质量界定为技术、 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

要素的配置比例、 配置结构及方式等以及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对经济发展和人类

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并根据经济发展质量内涵， 以居民生活水平、 经济发展

水平、 技术发展水平、 环保发展水平和教育发展水平五个维度为内容构建了指

标体系， 并测度了中部六省的发展质量。 梁东黎 （２０１２） 认为要将以人为本

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核心， 将劳动报酬初次分配占比以及居民收入占比作为以

人为本要求的体现， 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一个标准。

另一种观点在界定经济发展质量内涵时考虑了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 但

是对于非经济因素的总结并不全面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Ｂａｒｒｏ①， ２００２； Ｄｅｂｒａ Ｋｎｏｐｍａｎ②，

２０１５； Ｍｏｎｔｆｏｒｔ Ｍｌａｃｈｉｌａ③， ２０１４； 刘阳④， ２００９； 喻新安、 完世伟、 王玲杰⑤，

２０１４； 李永友⑥， ２００８）。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Ｂａｒｒｏ （２００２） 提出发展质量与相关经济变

量均应受到关注， 其中经济发展的质量则应该涵盖健康、 生育率、 收入分

配、 犯罪发生、 政治与宗教等多个维度。 Ｄｅｂｒａ Ｋｎｏｐｍａｎ 等 （２０１５） 认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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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ｒｒｏ Ｒ Ｊ ： “Ｃａｎｔｉｄａｄ ｙ Ｃａｌｉｄａｄ ｄｅｌ Ｃｒｅｃｉｍｉｅｎｔ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Ｃｈｉｌｅｎａ， ２００２．
Ｄｅｂｒａ Ｋｎｏｐｍａｎ， Ｊｏｈａｎｎａ Ｚｍｕｄ， Ｌｉｓａ Ｅｃｏｌａ， Ｚｈｉｍｉｎ Ｍａｏ， Ｋｅｉｔｈ Ｃｒａｎ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２０１５．
Ｍｏｎｔｆｏｒｔ Ｍｌａｃｈｉｌａ， Ｒｅｎé Ｔａｐｓｏｂａ，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ａｗｅｎｄｅ Ｊ Ａ Ｔａｐｓｏｂａ ：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ｄｅｘ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
刘阳： 《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 《区域经济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喻新安、 完世伟、 王玲杰： 《县域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和反思》， 《区域经济评论》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 期。
李永友： 《基于江苏个案的经济发展质量实证研究———兼与浙江、 上海的比较分析》， 《中
国工业经济》 ２００８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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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质量应当包括公共服务与公共设施的有效提供， 例如充足的就近服

务、 有效的交通方式的选择和高质量的公共空间。 Ｍｏｎｔｆｏｒｔ Ｍｌａｃｈｉｌａ 等

（２０１４） 将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界定为发展的本质及其社会维度， 其中发展

的本质包括增长率、 稳定性、 多样的资源和开放程度四个方面， 而发展的社

会维度包括消除贫困、 提高生活质量等。 李永友 （２００８） 基于对经济发展的

传统认识， 认为经济增长与结构优化两个层次是发展质量的内涵， 发展的优

劣体现为经济增长质量和结构优化与社会公正。 刘阳 （２００９） 认为以人为本

是经济发展质量指标的核心， 因而人民福利及人的全面发展是衡量发展质量

的根本出发点。 喻新安等 （２０１４） 认为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优劣程度是经

济发展质量的内涵， 而经济发展质量的特征包括发展规模水平、 发展结构、

发展的有效性、 发展潜力活力、 民生幸福、 可持续性、 创新性、 农业基础能

力和开放性。

以上研究所界定的经济发展质量都没有凸显出经济发展质量与增长质量

的本质区别， 并且没有考虑到新时代下经济发展条件变化这一因素对经济发

展及其质量界定的影响。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 经济发展

的背景发生了变化， 我国由中等收入阶段向高等收入阶段迈进。 为了刻画在

新背景下经济发展的优劣程度， 本文从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论界定与实践界定

出发， 提出了测定经济发展质量的条件、 过程和结果三个维度， 其中通过创

新驱动重塑的增长动力作为经济发展的条件推动经济发展过程的改进， 而经

济发展过程的改进即生产效率的提高与经济结构的优化会改善经济发展结

果， 使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本文还从经济发展质量的条件、 过

程和结果三个维度对现行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评价， 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高质量

发展的路径。

二　经济发展质量的基本内涵与指数构建

（一）经济发展质量的基本内涵

　 　 目前， 我国经济正经历由数量时代向质量时代转型的关键时期。 国际经验

表明， 发展中国家要想成功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需要实现发展由量到质的

４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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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 （高继贤①， ２０１７； 龚刚等②， ２０１７； 胡鞍钢等③， ２０１６）。 这首先要求我

们深入了解发展质量的理论意蕴， 重新审视发展质量的基本内涵， 为新时代下

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基于此， 本文拟从经济发展质量的理

论界定和实践界定两个层面出发以期准确刻画经济发展质量的基本内涵。

1 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论界定

ＱＦＩＮＡＮＣＥ④ 将经济发展定义为提高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的生活状态以及

财富状况。 托达罗⑤ （１９９９） 将经济发展从满足人们基本生活的需要延伸到社

会的进步。 而熊彼特⑥ （２０１２） 认为经济发展不仅包含经济增长与福利水平，

还应涉及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结构变迁。 经济发展狭义上为一个经济体

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 但广义上为经济活动的量在增加与扩大的同时，

实现经济活动所包含的质的提升。 可见， 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相比较其不再单

纯强调发展速度， 而更注重发展的质量， 是以 “增长” 为基础逐步实现人的

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的进步。 因此， 经济发展质量有别于经济增长质量， 两者虽

都涉及价值判断， 反映事物或现象的优劣程度， 但经济增长质量主要表现为我

国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换时期国民经济在经济增长的效率、 结构和

稳定性与国民经济素质、 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以及资源环境代价等方面的优劣

程度 （钞小静、 惠康⑦， ２００９； 任保平⑧， ２０１２）， 侧重反映经济体在经济方面

的优劣变化。 而本文认为经济发展质量表现为我国由中等收入国家跨越到高收入

国家时期的国民经济状况， 不仅包含经济方面的优劣变化， 还涉及与经济相关的

社会、 文化、 民主等方面的优劣变化， 包含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容但比经济增长质

量更关注 “人” 的发展， 是经济发展的条件、 过程和结果不断改善的产物。

５３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高继贤： 《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研究》， 《当代经济》 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６ 期。
龚刚、 魏熙晔、 杨先明、 赵亮亮： 《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７ 年第 ８ 期。
胡鞍钢、 任皓、 鲁钰锋、 周绍杰：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
ＱＦＩＮＡＮＣＥ 为 Ｑ 金融词典。
托达罗： 《发展经济学》， 机械工业出版社， ２００９。
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 中国画报出版社， ２０１２。
钞小静、 惠康：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２６ 期。
任保平： 《经济增长质量： 理论阐释、 基本命题与伦理原则》， 《学术月刊》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西部蓝皮书

本文将经济发展的质量定义为： 以经济发展的条件视角分析， 经济发展质

量体现为一个国家长期有效地开发、 更新与利用各种资源创造国民财富的能

力。 创新作为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基础， 可以通过源源不断的 “乘数” 效应作

用到劳动力、 资本等生产要素中提高发展质量 （林兆木①， ２０１８）； 以经济发

展过程视角分析， 经济发展质量体现为经济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良好且有效

的联结关系以及转换关系。 如张雪玲、 叶露迪② （２０１６） 将优化经济社会结构

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都包括进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的范畴， 经济结构的优化

与经济效率的提高是实现经济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其中， 要素之间合

理的流动与配置是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手段， 产业结构、 金融结构、 投资消

费结构、 开放结构与城乡二元结构的优化有助于改善发展的经济结构， 而资

本、 劳动和技术要素之间的有效转换有助于提高发展的经济效率。 以经济发展

的结果视角分析， 经济发展质量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成果由人民共

享。 它不仅包括物质财富的共享， 还包括社会事业发展以及帮助民众不断肯定

和实现其自身价值 （陈学明等③， ２００８； 张海波④， ２０１２； 颜鹏飞、 李酣⑤，

２０１４）。 因此， 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使得人们的基本需求得

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从而提高群众的幸福基础， 切实增进群众的福利水平

（刘晓旭⑥， ２０１７）。

2 经济发展质量的实践界定

改革开放 ４０ 年来， 中国在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 也要意识到在

一系列内外部环境复杂变化的影响下， 中国经济仍然面临不少的困难与挑战。

“经济发展质量” 依托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方针而产生， 是新时代、 新阶

段、 新模式的发展要求， 其内涵应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阶

６３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林兆木： 《关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几点认识》，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张雪玲、 叶露迪： 《长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研究——— “创新驱动” 视角下的定量

分析》，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
陈学明、 金瑶梅： 《以人为本： 以 “什么样的人” 和 “人的什么” 为本？》， 《哲学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８ 期。
张海波： 《经济发展质量： 经济学范畴与统计测度》， 武汉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颜鹏飞、 李酣： 《以人为本、 内涵增长和世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思

想》， 《宏观质量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刘晓旭： 《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六个维度》，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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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保持高度一致。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我国经济已转型到高质量发展阶段，

正是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以及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 发展阶段转

换亟待推进以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为首的三大变革。 动力变革是推

进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是实现效率变革与质量变革的基础。 ２０１５ 年中央工作

会议中强调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第一动力的作用， 动力变革的实现需以创新驱动

为首要手段。 效率变革是实现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的关键， 它要求从生产要素

的角度出发， 通过有效的使用资源以及实现要素的合理配置满足经济发展的需

要， 即实现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及经济结构的优化。 我国强调生产效率的提高既

是经济发展动力支撑的具体要求， 也是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现实载体。 此外，

２０１８ 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在达沃斯会议中也将结构优化问题

纳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涵中。 质量变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结果。 ２０１８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民生保障工作上下功

夫。 特别是现今，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已成为新阶段中国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 质量变革的核心是民生质量， 应

以绝大多数人分享到发展成果为目的，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这三大变

革不仅强调了增长动力、 经济结构、 生产效率以及成果共享的必要性， 也揭示

了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路径。

结合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论与实践界定， 本文将经济发展质量定义为经济发

展的条件、 过程和结果不断改善的产物。 其中， 经济发展的条件为通过创新驱

动重塑增长动力； 经济发展的过程为生产要素的各种变化， 包括全面提升生产

效率与优化升级经济结构； 经济发展的结果为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 包含幸福

基础的提升与经济不平等的缩小。 条件层面的经济发展会不断推动过程层面的

经济发展的改进， 而过程层面的经济发展的改进又会助力结果层面的经济发展

的改善， 三者相互联系、 缺一不可。

（二）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数构建

经济发展质量是一国或地区通过对增长动力重塑、 经济结构升级、 生产效

率改善以及成果共享增进实现经济长期、 有效、 可持续的发展。 为了更加客观

地评价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态势， 本章拟从经济发展的条件、 过程和结果

三个维度， 从增长动力、 经济结构与生产效率以及成果共享四个方面构建涵盖

７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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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个基础指标的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全面系统地对西部地区经

济发展质量的水平进行测度 （见表 １）。

表 １　 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体系

方面指数 分项指标 基础指标 计量单位
指标属性

正指标 逆指标 适度指标

条件
增长

动力

创新基础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人均受教育年限 年 √

高校专任教师数 人 √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 万人 √

研发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 √

专利申请数 件 √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 ＧＤＰ 比重 ％ √

过程

经济

结构

生产

效率

产业结构

金融结构

投资消费

结构

开放结构

城乡二元

结构

技术方面

资本方面

劳动方面

产业高级化指数 — √

工业化率 — √

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占 ＧＤＰ 比重 ％ √

投资率 ％ √

消费率 ％ √

进出口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 ％ √

二元对比系数 — √

二元反差系数 — √

全要素生产率 ％ √

技术变动 — √

技术效率变动 — √

资本生产率 ％ √

劳动生产率 ％ √

结果
成果

共享

幸福基础

经济差距

人均卫生机构数 个 ／ 万人 √

清扫保洁面积 万立方米 √

人均公路里程 公里 ／ 万人 √

公共图书馆 个 √

单位 ＧＤＰ 能耗 — √

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 — √

固体废物利用率 ％ √

人均绿化面积 公顷 ／ 人 √
城乡人均收入比 元 ／ 人 √
城乡家庭消费性支出比 ％ √
城乡恩格尔系数比 ％ √
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 ％ √

　 　
８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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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发展的条件

增长动力主要源于创新， 创新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引擎 （洪银兴①，

２０１３）。 创新的实质就是利用新要素的重组、 利用与开发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从而促进新技术、 新产品和新业态的发展， 增强创新驱动， 使之真实有效地持

续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推动中国高质量经济发展。 衡量创新发展水平

的内容主要涵盖了创新基础、 创新投入跟创新产出这三个部分， 其中， 创新的

基础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基本要素， 创新的投入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前提条件， 创

新的产出是实现创新发展的成果转化， 三者合起来反映整体的创新发展水平。

创新的基础用人均受教育年限和高校专任教师数来衡量， 知识创新是创新过程

的起点， 创新驱动离不开大量高素质人才的培育， 公众教育质量的高低直接影

响创新是否成为助力推动发展的有效支撑， 其中人均受教育年限反映教育的

平均水平， 高校专任教师数主要体现为高校对专业人力资本的培育水平， 两

者合起来反映教育质量。 创新的投入用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和研发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指标来表示， Ｒ＆Ｄ 人员全时当量反映创新主体的投入力度， 研发支

出占 ＧＤＰ 比重共同反映社会整体对创新的资金投入力度。 而创新产出分别用

专利申请数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 ＧＤＰ 占比来表示， 专利申请数是衡量以基

础科学与技术科学为主的知识创新的发展程度，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 ＧＤＰ 比重

反映技术创新的落地化程度。

2 经济发展的过程

在经济发展阶段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变成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过程中， 纠偏

经济结构失衡有利于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质量的提升。 而效率

作为经济发展的永恒主题， 填平各种低效率洼地， 有助于为高质量发展奠定

稳定的基础 （迟福林②， ２０１８）。 因此， 优化经济结构与提升生产效率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充当重要角色，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其中， 经济结构

主要依据国民核算账户体系的划分以及中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 本文选

取产业结构、 金融结构、 投资消费结构、 开放结构、 城乡二元结构来度量

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程度， 具体来看， 产业结构用产业高级化指数、 工业化

９３０

①

②

洪银兴： 《论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学家》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迟福林： 《以三大变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时报》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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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来表示； 金融结构采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 ＧＤＰ 作比表示； 投资消费

结构用投资率和消费率来表示； 开放结构用外商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 比重来表

示。 城乡二元结构用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来表示。 生产效率是指

生产要素的投入转换为产出时的有效程度 （任保平， ２０１２）。 因此， 选取资

本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以及技术变动和技术效率变动这五

个指标来代表， 其中， 资本生产率反映资本要素的效率， 劳动生产率反映

劳动要素的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变动和技术效率变动反映技术要素

的效率。

3 经济发展的结果

经济发展的重要目的是共享， 要求在实现收获与丰富经济与物质财富的基

础上， 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赵满华①， ２０１６）。 共享包含幸福基础的

共享以及经济差距的缩小， 以切实让发展成果惠及于民， 增进国民福利水

平， 实现经济发展状态的进步。 其中， 幸福基础主要体现为居民在卫生、 公

共服务与环境等方面获得的服务， 人均卫生机构数和清扫保洁面积体现居民

享受到的医疗卫生服务， 其中， 人均卫生机构数体现享受医疗卫生的方便与

快捷程度， 是居民健康的保障， 清扫保洁面积体现居民享有的公共卫生环

境； 人均公路里程指标代表政府在交通基础服务方面的投入力度， 衡量公共

服务中交通基础设施服务的实施效果； 而公共图书馆数反映市政文化设施水

平； 本文选取资源利用与环境治理两个指标对环境质量进行测度。 其中， 单

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体现为能源消耗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 单位地区生产

总值二氧化碳反映空气污染程度， 这两个指标共同刻画资源利用情况。 用固

体废物利用率和人均绿化面积反映环境治理状况。 由于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 关于经济差距的测度， 本文主要考虑城乡之间经济

差距的状况， 在此选取城乡人均收入比代表城镇与农村之间收入的差异， 城

乡家庭消费性支出比来衡量城乡之间消费支出的差异， 城乡恩格尔系数比表

示城乡之间家庭富足程度的差异， 而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表示整体收入增长情

况。

０４０

① 赵满华： 《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及实现机制研究》， 《经济问题》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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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时代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

　　综合评价

（一）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基于上述构建的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 本文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 拟对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西部 １１ 个地区 （除西藏外） 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进行测算

与分析。 本文的数据主要选自历年 《中国统计年鉴》、 各省区历年统计年

鉴、 《新中国六十年汇编》， 以及各省份 ２０１６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

报。

关于指标体系中除了统计年鉴中直接可得的数据外涉及的复杂计算主要

有： 人均受教育年限按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受教育人口与受教育

年限值之积占总人口之比计算得出， 其中， ６ 年、 ９ 年、 １２ 年、 １６ 年分别代

表小学、 初中、 高中和大学受教育年限； 产业高级化指数用结构偏离的泰尔

指数计算得到； 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系数参考任保平等① （２０１４） 的计

算方法得到； 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变动、 技术效率变动借助 ＤＥＡＰ， 用

ｍａｌｑｕｉｓｔ 指数法进行估算；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 用

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得到。 此外， 本文主要借助 Ｅｖｉｅｗｓ７ ２， 利用现有

数据建立回归方程进行估测以处理个别年份缺失数据。 鉴于各个基础指标属

性不同， 本文将逆向指标和适度指标做了倒数化的正向处理。 其中， 适度指

标需先将原始值与适度值做差后再进行倒数处理。 针对不同指标单位和其在

数量级上存在的差异， 参考钞小静等② （２００９） 一文中均值化的处理方法，

消除量纲和量级。

（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方法

研究关于综合评价体系的测度方法主要包含层次分析法、 熵值法、 模糊评

１４０

①

②

任保平、 钞小静、 魏婕：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发展报告 （２０１４）》， 中国经济出版社， ２０１４。
钞小静、 惠康：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２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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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法等测度方法。 考虑到赋权的客观性以及充分反映评价体

系各个维度的具体变化， 本文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体系

进行测度。 最少信息丢失是主成分分析法的主要前提， 主成分分析作为多元统

计分析方法的一种， 它可以通过降维实现多个指标有效简化。 并且形成的权重

结构除了可以避免各个指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以及权重确定的主观性之外， 还

能再保留原有数据信息的情况下完全反映到经济发展质量各维度以及各个基础

指标的贡献程度， 很适用于经济发展质量状态的量化分析 （钞小静①， ２０１４）。

主成分分析法的数学公式为：

ｑ１ ＝ μ１１ｐ１ ＋ μ１２ｐ２ ＋ μ１３ｐ３ ＋ … ＋ μ１ｒｐｎ
ｑ２ ＝ μ２１ｐ１ ＋ μ２２ｐ２ ＋ μ２３ｐ３ ＋ … ＋ μ２ｒｐｎ
ｑ３ ＝ μ３１ｐ１ ＋ μ３２ｐ２ ＋ μ３３ｐ３ ＋ … ＋ μ３ｒｐｎ
…
ｑｎ ＝ μｎ１ｐ１ ＋ μｎ２ｐ２ ＋ μｎ３ｐ３ ＋ … ＋ μｎｒｐｎ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１）

从公式 （１） 可看出， 主成分分析主要通过变化坐标， 将初始变量通过线

性组合变换为另一组不相关的变量实现变量降维的分析方法。 本文的具体操作

过程为： 首先， 对原有变量先进行均值化处理再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其次， 是

对相关系数矩阵关于特征根以及相关的特征向量的计算； 最后， 明确主成分个

数以及各方面指数的权重， 并计算综合得分。 一般选取特征值大于 １ 来确定主

成分的个数， 再以各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在累计方差贡献率的占比作为权

重， 计算各个方面指数的权重以合成方面指数， 再按照同样的方法最终合成经

济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值。

（三）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测算结果

本文对西部地区 １１ 个地区 （除西藏外）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经济发展质量水平

以及发展的条件、 过程、 结果三个维度进行测算， 测算结果见表 ２。 需要说明

的是，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为正表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水平位于西部地区总

体层面的经济发展平均水平之上， 而经济发展质量指数为负则表示该地区的经

济发展质量水平位于西部地区总体层面的经济发展平均水平之下。

２４０

① 钞小静：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区域评价研究》，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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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代表性年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及排序

地区 质量指数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重庆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经济发展质量排序

变动

－ ０ ２３ ０ ５０ ０ ９１ １ ０８ ０ ７３ ０ ７６ ０ ８６ １ ７１ ２ ０９

（７） （３） （３） （３） （３） （３） （３） （２） （１）

—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四川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经济发展质量排序

变动

１ ６８ ２ ２８ １ ８５ １ ６２ １ ７４ １ ４３ １ ６８ ２ １９ １ １６

（１） （１）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２）

— ０ ０ － １ １ ０ ０ ０ － １

贵州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经济发展质量排序

变动

－ ０ ８８ － １ ３６ ０ ０６ ０ ６１ － ０ ８３ － １ ２２ － １ １０ ０ ４５ － １ １７

（１０） （１１） （５） （６） （９） （１０） （１０） （５） （９）

— －１ ６ － １ － ３ － １ ０ ５ － ４

云南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经济发展质量排序

变动

－ ０ ７３ － ０ ６７ ０ ４６ ０ ６８ － ０ ３９ － ０ ７０ － ０ ４１ ０ ６６ － １ ４６

（９） （９） （４） （４） （６） （８） （７） （３） （１１）

— ０ ５ ０ － ２ － ２ １ ４ － ８

陕西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经济发展质量排序

变动

１ ２２ ０ ４３ １ ５５ １ ６６ ０ ９３ ０ ４５ １ ３０ ０ ５４ ０ ９８

（２） （５） （２） （１） （２） （５） （２） （４） （３）

— －３ ３ １ － １ － ３ ３ － ２ １

甘肃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经济发展质量排序

变动

０ ０３ － ０ ４６ － ０ １７ － １ ３２ － ０ ９５ － １ ２４ － １ ２１ － ０ ３４ － １ ３９

（６） （６） （６） （９） （１０） （１１） （１１） （６） （１０）

— ０ ０ ３ － １ － １ － １ ５ － ４

宁夏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经济发展质量排序

变动

－ ０ ６４ － ０ ６６ － １ ３８ － １ ８４ － １ １５ － １ ０２ － １ ０９ － ０ ９１ ０ ０９
（８） （８） （１１） （１１） （１１） （９） （９） （９） （６）

— ０ － ３ ０ ０ － ２ ０ ０ ３

青海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经济发展质量排序

变动

－ １ ４２ － １ １３ － １ １３ － １ ８１ － ０ ６５ － ０ ２９ － ０ ４５ － １ ７２ － ０ ４５
（１１） （１０） （１０） （１０） （８） （７） （８） （１１） （７）

— １ ０ ０ ２ １ － １ － ３ ４

新疆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经济发展质量排序

变动

０ １２ ０ ５０ － ０ ９３ － ０ ５７ ０ ５０ ０ ６３ － ０ ３９ － １ ３２ － ０ ５２
（５） （４） （８） （７） （５） （４） （６） （１０） （８）

— １ － ４ １ ２ １ ２ － ４ ２

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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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地区 质量指数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广西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经济发展质量排序

变动

０ ２０ １ １２ － ０ ２９ － ０ ７８ － ０ ４６ ０ ４２ ０ ４６ － ０ ３７ ０ ３９

（４） （２） （７） （８） （７） （６） （４） （７） （４）

— ２ － ５ － １ １ １ ２ － ３ ３

内蒙古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经济发展质量排序

变动

０ ６５ － ０ ５５ － ０ ９４ ０ ６７ ０ ５３ ０ ７７ ０ ３４ － ０ ８９ ０ ２８

（３） （７） （９） （５） （４） （２） （５） （８） （５）

— ４ － ２ ４ １ ２ － ３ － ３ ３

　 　 注： 括号为该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当年排序值。

表 ２ 汇总了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的代表性年份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及与前一年相比各省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排序变动结果。 一方面， 从西部地

区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经济发展质量排序的变动来看， ２０００ 年西部地区有 ６ 个省区

经济发展质量水平位于西部地区总体层面平均水平之上， 且经济发展质量排序

前三的省份分别有： 四川 （１ ６８）、 陕西 （１ ２２） 和内蒙古 （０ ６５）； 而经济

发展质量排序后三的省份分别有： 云南 （ － ０ ７３）、 贵州 （ － ０ ８８） 和青海

（ － １ ４２）。 到 ２００５ 年经济发展质量水平位于整个西部地区平均水平之上的省

份数降到 ５ 个， 其中排序位于前三的省份有： 四川 （２ ２８）、 广西 （１ １２） 和

重庆 （０ ５０）； 而经济发展质量位于后三的省份有： 云南 （ － ０ ６７）、 青海

（ － １ １３）和贵州 （ － １ ３６）。 在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间， 经济发展水平位于整个西

部地区平均水平之上的省份个数基本维持在 ６ 个左右， 其中， ２０１１ 年经济发

展质量指数超过 １ 的省份个数最多， 排前三名为陕西 （１ ６６）、 四川 （１ ６２）、

重庆 （１ ０８）。 而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低于 － １ 的省

份个数最多， 均为 ３ 个， 具体的有 ２０１１ 年的甘肃 （ － １ ３２）、 青海 （ － １ ８１）

和宁夏 （ － １ ８４）， ２０１３ 年的宁夏 （ － １ ０２）、 贵州 （ － １ ２２） 甘肃（ － １ ２４）

和 ２０１４ 年的宁夏 （ － １ ０９）、 贵州 （ － １ １０） 和甘肃（ － １ ２１）。 ２０１６ 年各省

区经济发展水平位于整个西部地区平均水平之上的有 ６ 个省份， 分别是： 重庆

（２ ０９）、 四川 （１ １６）、 陕西 （０ ９８）、 广西 （０ ３９）、 内蒙古 （０ ２８） 和宁

夏 （０ ０９）， 而经济发展质量排序后三的省区分别有： 贵州（ － １ １７）、 甘肃

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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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 ３９） 和云南 （ － １ ４６）。 此外， 西部地区 ２０１６ 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相比

２０００ 年整体变化并不显著， 整体发展质量仍有待提升。

另一方面， 从西部地区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排序的变化趋

势来看， 经济发展质量排序基本不变的省份 （排序变化≤１） 有四川， 并且整

体上四川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幅度较小且其基本处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

前列。 经济发展质量排序变化较小的省份 （１ ＜ 排序变化≤３） 有陕西和宁夏，

其中， 陕西经济发展质量的排序呈波动上升且基本位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

排序的中上游位置， 而宁夏的经济发展质量大致位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排

序的中等偏下位置。 经济发展质量排序变化较大的省份 （３ ＜ 排序变化≤６）

有重庆、 贵州、 甘肃、 青海、 新疆、 广西和内蒙古， 其中， 重庆经济发展质量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６ 年基本呈现上升趋势， 经济发展质量的表现较好。 广西和内

蒙古经济发展质量大致位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排序的中等位置， 贵州、 甘

肃、 青海和新疆经济发展质量位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排序的中等偏下位

置。 经济发展质量排序变化大的省区 （６ ＜ 排序变化） 有云南， 其经济发展质

量指数的位次的变化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６ 年间有明显的波动性下降趋势。 各省份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区域差异性较大， 分化现象明显。

（四）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特征

为了更加全面地衡量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总体特征，

一方面， 本文将西部地区各省区的经济发展质量按年份分别进行均值化处理，

列出主要年份里西部地区总体层面的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动趋势 （见图 １）。 西

部地区总体层面的经济发展质量的总体变动趋势主要呈现出的特征为： 随着年

份的推移，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大致呈现波动式先上升再下降后上升的

“Ｎ” 型趋势。 从图 １ 可知，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与人均实际 ＧＤＰ 的上升表

现出明显的不一致性， 西部地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０００５ ８６

元增加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４７８３１ ８３ 元， 相比 ２０００ 年扩大了近 ５ 倍， 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大致呈逐年递增的趋势。 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状况的变化则相对不规

则， 整体经济发展质量不高。 具体来看，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 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

量随时间呈现波动式增长的趋势， 而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表

现出阶梯式下降态势， 经济发展质量表现较差， 到 ２０１５ 年以后西部地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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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质量有所转好， ２０１６ 年经济发展质量上升趋势明显。 虽然经济发展质量

总体水平仍然偏低， 但也在逐渐向好发展。

图 １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变化趋势

注： 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核算人均实际 ＧＤＰ。

另一方面， 本文还选取了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来分

别刻画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地区分布， 比较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质量水平可发现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 ２０００ 年经济发展质量水平为 ［ － １ ４２，

１ ６８］ 区间段内， 而 ２０１６ 年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在 ［ － １ ４６， ２ ０９］ 区间段内。

说明 ２０１６ 年虽然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靠后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没有显著

提升， 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靠前的省区经济发展质量较 ２０００ 年有所增长，

正指数的程度较负指数有所上升， 因而提升了西部地区总体层面的经济发展质

量水平， 改善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 第二，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分布

呈现出不均衡性并且表现为向中南部集聚的状态。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较高

的省份主要分布在中南部地区， 以四川、 重庆一带较为集中， 而西部和北部的

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相对较低。 从空间上看，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从高到

低划分的四个地带中， 四川和陕西一直处于第一等级； 而其余省份经济发展质

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第三， 我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分布同样呈现不一致性。

如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处于第一等级的省份有内蒙古、 陕

西和重庆， 而经济发展质量处于第一等级的省份有重庆、 四川以及陕西； 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处于第四等级的省区有甘肃和贵州， 而经济发展质量处于第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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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省份则为青海和宁夏， 其余等级的经济发展质量也都表现出相应的不一致

性， 并没有随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升高相应升高， 这也从侧面证实经济的

发展与增长并不等价。

进一步， 本文对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条件、 过程

和结果三个维度进行趋势分析 （见图 ２），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特征： 其

一，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四个方面指数总体大致表现为波动式增长的特

征。 其中， 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指数随年份增加的波动趋势较为一致， 呈现

“Ｍ” 型波动增长， 而生产效率和成果共享指数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６ 年则大致呈

现 “Ｎ” 型波动增长， 这与经济发展质量指数保持一致， 说明 ２０００ 年以来西

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生产效率和成果共享这个层面上。 其

二， 西部地区总体层面的经济发展质量的四个方面指数发展不均衡。 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质量条件维度的增长动力虽由负指数转为正指数， 但较过程层面经济

发展质量的经济结构和生产效率以及结果层面的经济发展的成果共享仍表现较

弱， 有待进一步改善。

图 ２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各方面指数的变化趋势

四　新时代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

　　影响因素及提高路径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 从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总体上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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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较低； 其在空间上表现为各地区不平衡， 并且其发展指标随时间变化的路径

表现出较大的区域差距性； 在时间上波动幅度大、 没有比较稳定的时间趋势。

为了准确找出西部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差异的来源、 存在的问题以及影响各省

份经济发展质量的制约因素， 以下对西部地区不同省份经济发展质量的各个维

度进行了比较与分析， 并在把握两会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方向上

提出的新要求———紧紧抓住高质量发展这个要求， 瞄准靶心破解高质量发展瓶

颈， 把人民福祉的增进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本文就提升西部地

区发展质量提出了以下几条路径。

（一）通过完善创新机制以提升增长动力

从经济增长动力约束方面来看， 西部各地区相应指标随时间的变化并没有

表现出相同的规律， 并且增长动力指标波幅较大。 整个西部创新能力不足， 增

长动力较低的省份难以形成有效的体制机制以提高本省吸引人才及高科技产业

的能力。

经济发展离不开高的增长速度， 而长期较高的增长速度需要的不是传统要

素的增长， 而是创新驱动。 创新不仅能带来技术上的革新， 而且能够产生新的

生产要素， 实现对边际报酬递减的突破， 激活经济发展的新一轮动力。 人力资

本质量作为创新基础， 其提高是创新活力激发、 创新能力提升的条件。 首先，

西部各省份作为落后地区需要提升本地区的教育质量， 减缓人才外流趋势， 引

入高水平人才， 促进人力资本质量长期有效提升。 其次， 西部地区要加大创新

投入， 有效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在有限投入下尽可能创造最大的创新产出， 同

时政府应采取加强创新激励措施， 营造出全社会积极创新的氛围， 激励高校及

企业进行创新活动。 最后， 应采取有效的创新项目评价机制， 促进创新知识及

信息快速流动， 提高创新成功率， 促进创新投入向创新产出转化效率的提高。

（二）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以优化经济结构

从经济结构约束方面来看， 广西、 四川、 新疆和重庆有较好的表现， 经济

结构指标整体为正。 从总体上讲， 西部地区整体产业结构层次偏低以及城乡二

元结构现象突出。

经济发展会受到不合理经济结构的制约， 而要优化经济结构必须以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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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升级为中心。 针对西部地区存在经济结构指标数值过低的情况， 各省份应

调整产业政策以提高本省份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在整个产业中所占的比例， 同

时发展支柱产业， 实现各产业相互配合加速增长。 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也是

不可忽略的， 西部各省份应有效利用金融资源， 加强金融深化与宽化以促进产

业资本积累。 工业化程度高的城市拥有较农村地区高的劳动生产率， 劳动力要

素在趋利性的作用下会由农村向城市流动， 政府应放开户籍及相关政策， 促进

劳动力有效流动， 纠正资源配置扭曲效应， 加速城市化进程。 同时应重视农业

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 加速其生产向现代化方式转变， 提高生产率， 改变城乡

生活水平悬殊的状态， 使经济结构得到优化。

（三）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提高生产效率

从经济生产效率来看， 西部地区表现出生产效率低下的特征。 除广西、 内

蒙古和新疆在总体上拥有正的生产效率外， 其他省份在较多年份里呈现出负的

生产效率。

要提高生产效率， 首先应该实现从技术含量低的粗放型经济向知识型经济

的转变， 通过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 淘汰现有落后技术， 学习企业组

织管理的先进知识及成熟经验， 优化企业管理流程， 提高新技术应用率， 合理

化生产要素投入结构， 使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 其次， 政府应当制定政策促

进劳动力流动以及鼓励高水平人才流入本地， 同时应当鼓励对于工人的培训，

提升其技能， 促进低技能劳动群体向高技能转化， 保证本地区拥有充足的人力

资本。 最后， 政府应当鼓励高校等研究机构与企业的合作， 促进研究成果向经

济产出的转化， 提高经济的生产效率。

（四）通过提升幸福基础和缩小经济差距以促进成果共享

从经济成果共享约束来看， 除陕西和四川成果分享指标数值为正， 有较好

的结果以外， 西部其他地区的经济成果共享状况较差， 同时其波动幅度也比较

大。 总体来说， 西部地区发展成果没有很好地为每个人所享有。

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要实现人更好地发展， 首先， 西部地区应该

增加公共设施供给、 提高教育质量、 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加大社会保障力度、

提高科教文卫支出， 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实现， 同时采取有效的政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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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促进不同地区公共福利均等化。 其次， 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提升

能源、 资源利用率， 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同时严格实施环境保护政策， 通过

有力的惩罚措施约束企业行为， 减轻其生产对资源、 环境的负担。 西部地区应

重视城乡发展差距带来的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 重视农村农业生产问题，

根据农村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状况发展适合于各地区的产业， 使农业生产效率

进一步提升， 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及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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