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部蓝皮书


新时代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现状、差距和对策
∗

　 刘家旗　 茹少峰∗∗

摘　要：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西部地区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

标是社会各界关心的重要课题。 因此， 本文首先介绍了国家

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及实现目标值。

参照指标体系的各目标值对比分析了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

各指标的实现程度； 采用灰色预测模型预测了 ２０２０ 年西部地

区各指标的实现程度； 对预测值与目标值进行了差距分析；

最后针对差距较大指标提出了相应的追赶对策建议。

关键词：　 西部地区　 建成小康社会　 灰色预测模型

引　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出一共历经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 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２ 年。 １９８２ 年党的十二大首次提出小康建设的理念。 １９８４ 年从经济发展方面

提出 “到 ２０ 世纪末， 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 ８００ 美元” 的小康建设目标。 第二个

阶段是 ２００２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０２ 年党的十六大从经济、 民主、 科教、 社会、 人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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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等方面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即 “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

２０２０ 年比 ２０００ 年翻两番”。 第三个阶段是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１２ 年党的十八大从

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五大方面提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 即

“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比 ２０１０ 年翻一番”。 目前距 ２０２０

年仅剩两年时间， 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 习近平主席对小康社会建

成做过深入解读， 指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的是建设的目标要达到 ‘小康’，

实现的范围要 ‘全面’， ‘全面’ 意味着覆盖的领域要全面， 覆盖的人口要全面，

覆盖的区域要全面。 其中， 覆盖的区域要全面是指全国各个地区都要迈入小康社

会。 但是目前部分农村， 特别西部地区发展仍然滞后， 只有把落后地区的发展搞

上去， 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小康”。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明确了建成小康社会的特征

就是 “全面”， 能否实现全面的重点在 “西部地区”。 学者们的研究也认为西部

是全国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区域， 例如陈仁安 （２０１３） 认为实现 ２０２０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难点和重点在西部①。 姜英华、 王维平 （２０１４）

认为找出制约西部欠发达地区建成小康社会的因素对达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具有重

要意义②。 和军、 樊寒伟 （２０１６） 测算发现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西部地区小康社会实

现程度最低③。 目前距 ２０２０ 年仅仅剩余不到两年， 西部地区能否达到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政府和学者亟须关注的问题， 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研究安

排是厘清西部地区小康社会发展的现状， 预测 ２０２０ 年西部地区小康实现程度，

对照建设目标找出发展中的差距， 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与目标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评价指标体系及目标值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 国家统计局制定了 《全国人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

３３３

①

②

③

陈仁安： 《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经济研究导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８
期。
姜英华、 王维平： 《破解西部欠发达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制约因素的现实路径分析》，
《贵州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８ 期。
和军、 樊寒伟：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全国四大区域全面小康建设比较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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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来评价小康的进程。 指标体系包括 ５ 个二级指标， 经济发展、 精神生

活、 物质生活、 人口素质和生活环境， 共 １６ 个三级指标； ２００８ 年， 国家统计

局对之前评价指标体系做了补充和调整， 建立了更科学反映和监测小康社会建

设进程的指标体系， 具体包括经济发展、 民主法制、 生活质量、 社会和谐、 文

化教育、 资源环境 ６ 个二级指标， 共 ２３ 个三级指标； ２０１３ 年， 国家统计局根

据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新要求， 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标体系进行了进一步细化

和完善， 形成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 包括经济发展、 民

主法制、 文化建设、 人民生活、 资源环境 ５ 个二级指标， 共 ３９ 个三级指标。

目前， 全国各省各地区基本采用该指标体系比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 因

此， 本文依据 ２０１３ 年国家统计局制定的指标体系和 ２０２０ 年各指标的实现目标

值进行西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状分析， 指标体系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及各指标目标值

指　 标 权重 单　 位
目标值

（２０２０ 年）
指标属性

一、经济发展 ２２ ％

　 １ 人均 ＧＤＰ（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４ 元 ≥５７０００ 正向

　 ２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２ ％ ≥４７ 正向

　 ３ 居民消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２ ５ ％ ≥３６ 正向

　 ４ Ｒ＆Ｄ 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１ ５ ％ ≥２ ５ 正向

　 ５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１ ５ 件 ≥３ ５ 正向

　 ６ 工业劳动生产率 ２ ５ 万元 ／ 人 ≥１２ 正向

　 ７ 互联网普及率 ２ ５ ％ ≥５０ 正向

　 ８ 城镇人口比重 ３ ％ ≥６０ 正向

　 ９ 农业劳动生产率 ２ ５ 万元 ／ 人 ≥２ 正向

二、民主法制 １０ ５ ％

　 １ 基层民主参选率 ３ ５ ％ ≥９５ 正向

　 ２ 廉政指数 ０ 人 ／ 万人 ≤８ 逆向

　 ３ 社会安全指数 ４ — １００ 正向

　 ４ 每万人拥有律师数 ３ 人 ≥２ ３ 正向

三、文化建设 １４ ％

　 １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３ ％ ≥５ 正向

　 ２ 人均公共文化财政支出 ２ ５ 元 ≥１５０ 正向

　 ３ 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 ３ ％ ≥６０ 正向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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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　 标 权重 单　 位
目标值

（２０２０ 年）
指标属性

　 ４ 每万人拥有“三馆一站”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２ ５ 平方米 ≥４００ 正向

　 ５ 城乡居民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 ３ ％ ≥５ 正向

四、人民生活 ２６ ５ ％

　 １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４ 元 ≥２５０００ 正向

　 ２ 地区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差异系数 ０ ％ ≤６０ 逆向

　 ３ 失业率 ２ ％ ≤６ 逆向

　 ４ 恩格尔系数 ２ ％ ≤４０ 逆向

　 ５ 基尼系数 ０ — ０ ３ ～ ０ ４ 区间

　 ６ 城乡居民收入比 ３ 以农为 １ ≤２ ８ 逆向

　 ７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达标率 ２ ％ ≥６０ 正向

　 ８ 公共交通服务指数 ２ — ＝１００ 正向

　 ９ 平均预期寿命 ２ 岁 ≥７６ 正向

　 １０ 平均受教育年限 ２ 年 ≥１０ ５ 正向

　 １１ 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 １ ５ 人 ≥１ ９５ 正向

　 １２ 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 ３ ％ ≥９５ 正向

　 １３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１ ５ ％ ≥８０ 正向

　 １４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１ ５ ％ ≥７５ 正向

五、资源环境 ２０ ％

　 １ 单位 ＧＤＰ 能耗（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３ 吨标准煤 ／ 万元 ≤０ ６ 逆向

　 ２ 单位 ＧＤＰ 水耗（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３ 立方米 ／ 万元 ≤１１０ 逆向

　 ３ 单位 ＧＤＰ 建设用地占用面积（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３ 公顷 ／ 万元 ≤６０ 逆向

　 ４ 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量（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０ 吨 ／ 万元 ≤２ ５ 逆向

　 ５ 环境质量指数 ４ — ＝１００ 正向

　 ６ 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指数 ４ — ＝１００ 正向

　 ７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３ ％ ≥８５ 正向

　 　 注： 各地区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量、 基尼系数、 每万名公务人员检察机关立案人数、 人均基

本公共服务支出差异系数数据尚未公布， 所赋权重为 ０。

（二）指标评价方法

1 单指标评价方法

该套指标体系共 ３９ 项单指标， 计算方法如下：

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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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ｉ ＝

ｘｉ
ｘ∗
ｉ

× １００％ （正指标）

ｘ∗
ｉ

ｘｉ
× １００％ （逆指标）

ì

î

í

ï
ï

ïï

其中， ｚ ｉ 为指标 ｘ ｉ 的评价值， ｘ ｉ 为实际值， ｘ∗
ｉ 为标准值。

2 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

在单指标评价基础上， 采用加权平均法进行多指标的综合分析。 计算公式

如下：

（１） 二级指标实现程度计算公式： Ｆ ｊ ＝ ∑
ｎ ｊ

ｉ ＝ １ ｊ

ｗ ｉｚ ｉ ／∑
ｎ ｊ

ｉ ＝ １ ｊ

ｗ ｉ × １００％

（２） 一级指标实现程度计算公式： Ｆ ＝ ∑
５

ｊ ＝ １
Ｆ ｊＷ ｊ ／∑

５

ｊ ＝ １
Ｗ ｊ × １００％

其中， Ｆ ｊ （ｊ ＝ １， ２， ３， ４， ５） 为第 ｊ 个二级指标的实现程度， 并设第 ｊ

个二级指标下有 ｎ ｊ 个三级指标， 每一个三级指标权重为 ｗ ｉ， 权重 ｗ ｉ 为国家统

计局给出的固定值。 Ｆ 表示一级指标实现程度， 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程

度， Ｗ ｊ 为各方面权重。 Ｆ 越接近 １００％说明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越高。

二　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状分析

根据以上指标体系并参照 ２０２０ 年目标值对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小康实

现程度进行测算。 各三级指标数据来源于西部地区 １２ 个省 （自治区、 市） 统

计年鉴及各部门统计公报。

（一）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单指标分析

1 经济发展方面分析

２０１６ 年， 经济发展 ９ 项指标中有 ４ 项实现程度达 １００％ ， 分别为居民消费

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工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劳动生产

率； 实现程度在 ９０％ ～１００％的指标有 ２ 项， 分别为互联网普及率和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平均增长率为

３ １７％ ，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为 ９６ １６％， 距离目标值 ３ ８４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互联网普及率平均增长率达 ９ １３％ ，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为 ９６ ６９％ ， 距离目标

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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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３ ３１ 个百分点； 实现程度在 ８０％ ～ ９０％ 的指标 １ 项， 为城镇人口比重，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城镇人口比重平均增长率达 ２ ９９％ ，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为

８５ ８３％ ， 距目标值 １４ １７ 个百分点； 实现程度在 ７０％ ～ ８０％ 的指标 １ 项， 为

人均 ＧＤＰ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人均 ＧＤＰ 平均增长率达 ９ ６６％ ，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为 ７３ ２６％ ， 距离目标 ２６ ７４ 个百分点； 实现程度在 ７０％以下

的指标 １ 项， 为 Ｒ＆Ｄ 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 Ｒ＆Ｄ 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平均增长率达 ２ ２９％ ，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为 ４３ ０２％ ， 距离目标 ５６ ９８

个百分点 （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经济发展方面单指标实际值及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

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２０ 年

目标值

２０１６ 年

实现程

度（％ ）

１ 人均 ＧＤＰ
（２０１０ 年不

变价）（元）
２４０４５ ５４ ２７１９２ ５６ ３０３４２ ６７ ３３３５０ ８８ ３６１３１ １８ ３８９０２ ６１ ４１７６０ ８０ ≥５７０００ ７３ ２６

２ 第 三 产

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 ）

３７ ５３ ３７ ２９ ３８ １４ ４０ ５４ ４１ １８ ４３ ７４ ４５ １９ ≥４７ ９６ １６

３ 居民消

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 ）

３５ ４６ ３４ ５３ ３５ １５ ３５ ４５ ３６ ６５ ３８ ４３ ３９ ３３ ≥３６ １００ ００

４ Ｒ＆Ｄ 经费

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０ ９４ ０ ９２ ０ ９６ ０ ９８ ０ ９９ １ ０３ １ ０８ ≥２ ５ ４３ ０２

５ 每 万 人

发明专利拥

有量（件）
０ ７６ １ １６ １ ６３ ２ ３６ ２ ９８ ３ ７４ ３ ９７ ≥３ ５ １００ ００

６ 工 业 劳

动 生 产 率

（万元 ／ 人）
１０ ７４ １２ ６５ １４ ４４ １４ ２４ １４ ５１ １４ １３ １４ ５３ ≥１２ １００ ００

７ 互 联 网

普及率

（％ ）
２８ ７０ ３２ １４ ３６ ４７ ４０ ６１ ４２ ４１ ４５ ８８ ４８ ３５ ≥５０ ９６ ６９

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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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２０ 年

目标值

２０１６ 年

实现程

度（％ ）

８ 城 镇 人

口比重

（％ ）
４３ １６ ４４ ６６ ４６ ２２ ４７ ４０ ４８ ８１ ５０ １１ ５１ ５０ ≥６０ ８５ ８３

９ 农 业 劳

动 生 产 率

（万元 ／ 人）
１ １６ １ ３６ １ ５４ １ ６７ １ ８０ １ ９０ ２ ０３ ≥２ １００ ００

　 　

2 民主法制方面分析

２０１６ 年， 民主法制 ３ 项指标实现程度均未达到 １００％ 。 实现程度在 ８０％ ～

９０％的指标有 ２ 项， 分别为基层民主参选率和社会安全指数。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

基层民主参选率平均增长率达 ０ ３４％ ，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为 ８９ ９３％ ， 距离目标

１０ ０７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社会安全指数平均增长率达 ０ ４２％ ， ２０１６ 年

实现程度为 ８８ ６５％ ， 距离目标 １１ ３５ 个百分点； 实现程度在 ７０％ ～ ８０％的指

标有 １ 项， 为每万人拥有律师数。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每万人拥有律师数平均增长率

达 ８ ０１％，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为 ７２ ７８％， 距离目标 ２７ ２２ 个百分点 （见表 ３）。

表 ３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民主法制方面单指标实际值及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

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２０ 年

目标值

２０１６ 年

实现

程度％

１ 基层民主

参选率（％ ）
８３ ７３ ８４ ２１ ８４ ６８ ８５ ４８ ８５ １７ ８５ ２０ ８５ ４３ ≥９５ ８９ ９３

２ 社会安全

指数
８６ ４３ ８６ ５５ ８６ ６５ ８６ ６７ ８７ ３３ ８７ ８７ ８８ ６５ １００ ８８ ６５

３ 每万人拥

有律师数

（人）
１ ０６ １ １７ １ ２６ １ ４０ １ ５４ １ ６１ １ ６７ ≥２ ３ ７２ ７８

　 　

3 文化建设方面分析

２０１６ 年， 文化建设 ５ 项指标中有 ３ 项实现程度达 １００％ ， 分别为城乡居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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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 人均公共文化财政支出和每万人

拥有 “三馆一站” 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和

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的实现程度均在 ７０％以下。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文化产业增加

值占 ＧＤＰ 比重平均增长率为 ６ ０３％ ，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为 ５８ ９３％ ， 距离目标

４１ ０７ 个百分点。 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出现下降，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平均增长率达 ０ ３８％ ，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为 ６１ ７％ ， 距目标差距 ３８ ３ 个百

分点 （见表 ４）。

表 ４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文化建设方面单指标实际值及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

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２０ 年

目标值

２０１６ 年

实现程

度（％ ）

１ 文化产业增加

值占 ＧＤＰ 比 重

（％ ）
２ ０９ ２ １０ ２ ２０ ２ ５７ ２ ５７ ２ ７８ ２ ９５ ≥５ ５８ ９３

２ 人均公共文化

财政支出（元）
１９７ ８８ ２０１ ４０ ２０７ ５０ ２３１ ８３ ２４２ ０９ ２６４ ４１ ２６６ ６５ ≥１５０ １００ ００

３ 有线广播电视

入户率（％ ）
３６ ３５ ３７ ５９ ３９ ８８ ３９ ５８ ３９ ４４ ３９ ５９ ３７ ０２ ≥６０ ６１ ７０

４ 每 万 人 拥 有

“三馆一站”公共

文化设施建筑面

积（平方米）

４４４ ４６ ５３９ ５７ ５８２ １１ ６２７ ７８ ７０４ ２３ ７１７ ６５ ７２８ １０ ≥４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５ 城乡居民文化

娱乐服务支出占

家庭消费支出比

重（％ ）

７ ４９ ７ ５３ ７ ５０ ７ ５６ ７ ６５ ７ ７９ ７ ８７ ≥５ １００ ００

　 　

4 人民生活方面分析

２０１６ 年， 人民生活的 １２ 项指标中有 ５ 项实现程度达到 １００％ ， 分别为恩

格尔系数、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达标率、 失业率、 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医

师数和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 实现程度在 ９０％ ～ １００％的指标有 ４ 项， 分别为

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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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比、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平均预期寿命和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年均下降 ３ ０２％ ，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为 ９５ ４４％ ，

距离目标差距 ４ ５６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６ 年平均预期寿命实现程度为 ９６ １５％ ， 距

离目标 ３ ８５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平均增长率达

３ ２３％ ，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为 ９９ ７５％ ， 距离目标差距 ０ ２５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平均增长率达 ４ ９６％ ，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为

９３ ０４％ ， 距离目标 ６ ９６ 个百分点； 实现程度在 ８０％ ～９０％的指标有 １ 项， 为

平均受教育年限。 ２０１６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实现程度为 ８２ ６５％ ， 距离目标差距

１７ ３５ 个百分点； 实现程度在 ７０％ ～ ８０％ 的指标有 １ 项， 为公共交通服务指

数，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公共交通服务指数平均增长率达 ３ ９１％ ，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

为 ７５ ９７％ ， 距离目标 ２４ ０３ 个百分点； 实现程度在 ７０％ 以下的指标有 １ 项，

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平均

增长率达 １０ １７％ ，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为 ６５ ７０％ ， 距离目标差距 ３４ ３ 个百分点

（见表 ５）。

表 ５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人民生活方面单指标实际值及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

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２０ 年

目标值

２０１６ 年

实现程

度（％ ）

１ 城乡居民人

均收 入 （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元）

９１８９ ９３ １０２４９ ３１ １１５５６ １２ １２７８９ ５２ １３９５６ ８７ １５１８７ ９９ １６４２３ ７９ ≥２５０００ ６５ ７０

２ 失业率（％） ３ ８１ ３ ７１ ３ ５１ ３ ４７ ３ ４３ ３ ３７ ３ ３０ ≤６ １００ ００

３ 恩格尔系数

（％ ）
４０ ７０ ３８ ８２ ３９ ５５ ３７ １１ ３３ ７３ ３３ ０４ ３１ ５８ ≤４０ １００ ００

４ 城乡居民收

入比 （以农为

１）
３ ５４ ３ ４２ ３ ３７ ３ ２８ ２ ９６ ２ ９５ ２ ９３ ≤２ ８ ９５ ４４

５ 城乡居民家

庭人均住房面

积达标率（％ ）
８６ ７５ ９２ ０３ ９２ ９１ ９３ ９１ ９６ ２８ ９７ ８３ ９８ ７３ ≥６０ １００ ００

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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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２０ 年

目标值

２０１６ 年

实现程

度（％ ）

６ 公共交通服

务指数
６０ ４８ ６３ ０４ ６６ ５１ ７２ １６ ７４ １８ ７５ ２０ ７５ ９７ ＝ １００ ７５ ９７

７ 平均预期寿

命（岁）
７３ ０２ ７３ ０２ ７３ ０２ ７３ ０７ ７３ ０７ ７３ ０７ ７３ ０７ ≥７６ ９６ １５

８ 平均受教育

年限（年）
７ ６９ ８ ４１ ８ ４３ ８ ５４ ８ ５６ ８ ６２ ８ ６８ ≥１０ ５ ８２ ６５

９ 每千人口拥

有执业医师数

（人）
１ ７２ １ ７８ １ ８７ ２ ００ ２ ０４ ２ １２ ２ ２０ ≥１ ９５ １００ ００

１０ 基本社会

保 险 覆 盖 率

（％ ）
７１ ０３ ７７ ９０ １０１ ２２ １０４ ７８ １０６ ８９ １０９ ３５ １０９ ８８ ≥９５ １００ ００

１１ 农村自来

水普及率（％ ）
６５ ９５ ６８ ５３ ７１ ７６ ７３ ９０ ７６ ５０ ７８ １６ ７９ ８０ ≥８０ ９９ ７５

１２ 农村卫生

厕 所 普 及 率

（％ ）
５２ ２３ ５６ ０８ ５９ ４０ ６２ ２８ ６４ ３９ ６８ ２５ ６９ ７８ ≥７５ ９３ ０４

　 　

5 资源环境方面分析

２０１６ 年， 资源环境 ６ 项指标中有 ２ 项达到 １００％实现目标， 分别为主要污

染物排放强度指数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实现程度在 ９０％ ～ １００％的

指标有 １ 项， 为环境质量指数。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环境质量指数平均增长率达

０ ３３％ ，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为 ９７ ８３％ ， 距目标差距 ２ １７ 个百分点； 其余 ３ 项

为单位 ＧＤＰ 建设用地占用面积、 单位 ＧＤＰ 水耗和单位 ＧＤＰ 能耗实现程度均在

７０％以下。 其中，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单位 ＧＤＰ 建设用地占用面积年均减少

４ ３２％ ，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为 ６９ ８２％ ， 距离目标 ３０ １８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单位 ＧＤＰ 水耗年均减少 ９ ３７％ ，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为 ６９ ２２％ ， 距离目标差

距 ３０ ７８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单位 ＧＤＰ 能耗年均减少 ４ ２４％ ， ２０１６ 年实

现程度为 ５７ ２７％ ， 距离目标 ４２ ７３ 个百分点 （见表 ６）。

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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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资源环境方面单指标实际值及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

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２０ 年

目标值

２０１６ 年

实现程

度（％ ）

１ 单位 ＧＤＰ 能

耗（２０１０ 年不变

价） （吨标准煤 ／
万元）

１ ３６ １ ３３ １ ２９ １ ２１ １ １６ １ １１ １ ０５ ≤０ ６ ５７ ２７

２ 单位 ＧＤＰ 水

耗（２０１０ 年不变

价） （立方米 ／ 万
元）

２８６ ９８ ２５３ １０ ２３２ ２２ ２０９ ５７ １８９ ４５ １７４ ９４ １５８ ９２ ≤１１０ ６９ ２２

３ 单位 ＧＤＰ 建

设用地占用面积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公顷 ／ 万元）

１１２ １９ １０５ ９０ ９６ ９８ ９３ ４０ ９２ ３５ ８９ ３０ ８５ ９３ ≤６０ ６９ ８２

４ 环境质量指数 ９５ ９６ ９６ ９９ ９７ ６１ ９６ ３１ ９７ ４５ ９７ ５３ ９７ ８３ ＝ １００ ９７ ８３

５ 主要污染物

排放强度指数
４７ １０ ３６ ０２ ４１ ３７ ４７ ０６ ５２ ９０ ６１ ０５ １１２ ４８ ＝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６ 城市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

（％ ）
８０ ６１ ８１ ６１ ８３ ６５ ８６ ４９ ９０ １６ ９０ ５３ ９１ ３８ ≥８５ １００ ００

　 　

（二）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综合指标分析

1 西部整体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分析

从各综合评价指标实现程度变化趋势看， 经济发展实现程度 ２０１０ 年排名

仅高于资源环境实现程度 （６３ ２６％ ）， 但经过 ６ 年的大力发展， ２０１６ 年达到

８８ ６０％ ， 年均提升 ４ ２２％ ； ２０１０ 年民主法制实现程度较高 （７５ ４３％ ）， 但在

６ 年中年均提高速度相对较慢， 年均提高 １ ５２％ ； 文化建设实现程度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７９ ０８％起步， 年均增速最慢， 为 ０ ６５％ ， ２０１６ 年增加到 ８２ ９９％ ， 是分

项实现程度中最低； 人民生活 ２０１０ 年实现程度为 ７６ ４１％ ， ２０１２ 年率先跃上

２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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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的台阶， ２０１６ 年实现程度最高， 达 ９０ ４８％ ， 年均提高 ２ ３５％ ； 资源环境

实现程度从 ６３ ２３％起步， ２０１１ 年略有下降， 为 ６２ ７７％ ， 之后稳步上升， 年

均增速达 ２ ６１％ （见表 ７）。

从总体小康实现程度来看，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小康实现程度不断上

升。 ２０１０ 年从 ７０ ７６％ 起步， ２０１２ 年提升到 ７６ ２６％ ， ２０１４ 年跨上 ８０％ 的台

阶， 达到 ８１ ４０％ 。 ２０１６ 年提升到 ８６ ８５％ 。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程度上升了 １６ ０９ 个百分点， 年均提高 ２ ６８％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小康

实现程度距离 １００％全面实现目标还差 １３ １５ 个百分点， 剩余 ４ 年时间年均还

需提高 １３ １５％ （见图 １）。

表 ７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小康实现程度

单位： ％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经济发展 ６３ ２６ ６８ １１ ７２ ８６ ７７ ８０ ８１ ６７ ８５ ８２ ８８ ６０

民主法制 ７５ ４３ ７７ ０１ ７８ ３２ ８０ ４７ ８２ ２４ ８３ ４２ ８４ ５４

文化建设 ７９ ０８ ７９ ５７ ８０ ８３ ８２ ３０ ８２ ２６ ８３ ２１ ８２ ９９

人民生活 ７６ ４１ ７９ ７１ ８３ ６６ ８５ ７７ ８８ ０３ ８９ ３６ ９０ ４８

资源环境 ６３ ２３ ６２ ７７ ６５ ９３ ６８ ５９ ７１ ２８ ７４ ３３ ８４ ０１

小康实现程度 ７０ ７６ ７３ ００ ７６ ２６ ７９ ０７ ８１ ４０ ８３ ７０ ８６ ８５

　 　

图 １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小康实现程度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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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西部各地区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的总体分析

（１） 总体实现程度

２０１６ 年， 西部地区小康实现程度为 ８６ ８５％ 。 在西部地区 １２ 个省 （自治

区、 市） 中， 陕西、 内蒙古、 重庆和四川小康实现程度超过了西部平均水平，

具体如图 ２ 所示。 小康社会建设进度最快的是重庆， ２０１６ 年小康实现程度达

到 ９２ ９５％ ； 排名第 ２ 的是陕西， 小康实现程度为 ９２ ８１％ ； 排名第 ３ 的是内

蒙古自治区， 小康实现程度为 ８９ ３７％ 。 小康实现程度在 ８０％ ～９０％的省 （自

治区、 市） 有 ５ 个， 从高到低分别是内蒙古、 四川、 广西、 宁夏、 青海； 小康

实现程度在 ７０％ ～ ８０％ 的省 （自治区、 市） 有 ４ 个， 由高到低分别是新疆、

云南、 贵州、 甘肃； 仅西藏小康实现程度低于 ７０％ 。 １２ 个省 （自治区、 市）

小康实现程度间离散程度较大， 标准差达到了 ７ ６４。 发展最快的重庆市比西

藏自治区小康实现程度高 ２５ ４７ 个百分点。

图 ２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各省 （自治区、 市） 全面小康实现程度

（２） 综合指标实现程度

内蒙古、 重庆和四川发展结构相似， 经济发展、 民主法制、 人民生活、 资

源环境均已基本达到目标值但文化建设相对落后， 还需加大投入； 广西的资源

环境优势显著， 在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上面需要继续提升； 贵州和陕西在 ５ 个

方面发展较为均衡， 其中贵州各要素发展程度在 ８０％ 左右， 陕西各项发展程

度已基本接近全面小康； 云南 ５ 个要素发展不均衡， 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两

方面的低水平综合作用， 使得其不占优势； 西藏各要素发展程度均较为落

４４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新时代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状、差距和对策

后， 经济发展是最大制约因素； 甘肃和青海发展情况类似， 人民生活方面是

其优势所在； 宁夏和新疆整体水平处于中下游， 资源环境是制约其建成全面

小康的短板。 ２０１６ 年西部各省 （自治区、 市） 小康社会二级指标实现程度如

图３ ～ 图 １４ 所示。

图 ３　 ２０１６ 年内蒙古小康二级指标实现程度雷达示意

图 ４　 ２０１６ 年广西小康二级指标实现程度雷达示意

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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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１６ 年重庆小康二级指标实现程度雷达示意

图 ６　 ２０１６ 年四川小康二级指标实现程度雷达示意

６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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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２０１６ 年贵州小康二级指标实现程度雷达示意

图 ８　 ２０１６ 年云南小康二级指标实现程度雷达示意

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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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２０１６ 年西藏小康二级指标实现程度雷达示意

图 １０　 ２０１６ 年陕西小康二级指标实现程度雷达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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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２０１６ 年甘肃小康二级指标实现程度雷达示意

图 １２　 ２０１６ 年青海小康二级指标实现程度雷达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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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２０１６ 年宁夏小康二级指标实现程度雷达示意

图 １４　 ２０１６ 年新疆小康二级指标实现程度雷达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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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预测

（一）预测模型选取

本文期望通过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指标的实际

情况来预测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各项指标的实现程度， 以揭示未来西部地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发展进程以及与全面小康标准间的动态差距， 使用样本量较小且

时间短。 灰色预测模型 （Ｇｒｅｙ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Ｍｏｄｅｌ） 恰好适用于对时间序列短、 统

计数据少的样本进行预测。 因此， 本文选取灰色预测模型 ＧＭ （１， １） （Ｇｒｅｙ

Ｍｏｄｅｌ， 一阶一个变量的灰微分方程模型） 对未来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进行预

测。 ＧＭ （１， １） 模型计算过程如下。

设原始序列：

Ｘ（０） ＝ ｘ（０） （１），ｘ（０） （２），ｘ（０） （３），…，ｘ（０） （ｎ）{ }

对原始序列做一阶累加， 生成序列：

Ｘ（１） ＝ ｘ（１） （１），ｘ（１） （２），ｘ（１） （３），…，ｘ（１） （ｎ）{ }

其中

ｘ（１） （ｋ） ＝ ∑
ｋ

ｉ ＝ １
ｘ（０） （ ｉ），ｋ ＝ １，２，…，ｎ

利用累加生成数列 ｘ（１） 建立一阶白化微分方程：

ｄｘ（１）

ｄｔ ＋ ａｘ（１） ＝ ｕ

通过下式估计参数 （ａ，ｕ） Ｔ ：

（ａ
＾
，ｕ

＾
） Ｔ ＝ （ＢＴＢ） －１ＢＴＹ

Ｂ ＝

－ ｚ（１） （２） １
－ ｚ（１） （３）

︙
－ ｚ（１） （ｎ）

１
︙
１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 Ｙ ＝

ｘ（０） （２）
ｘ（０） （３）

︙
ｘ（０） （ｎ）

é

ë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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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１） ＝ ｚ（１）（２），ｚ（１）（３），…ｚ（１）（ｎ）{ } 为 Ｘ（１） 的紧邻均值生成序列， 其中

ｚ（１）（ｋ） 为：

ｚ（１） （ｋ） ＝ １
２ ［ｘ（１） （ｋ） ＋ ｘ（１） （ｋ － １）］，ｋ ＝ ２，３，…，ｎ

求解白化方程， 得到时间响应函数为：

ｘ（１） （ ｔ） ＝ ［ｘ（１） （１） － ｕ
ａ ］ｅ －ａｔ ＋ ｕ

ａ

再根据 ＧＭ （１， １） 的基本形式：

ｘ（０） （ｋ） ＋ ａｚ（１） （ｋ） ＝ ｕ

得灰色预测的离散时间响应序列为：

ｘ
＾
（１） （ｋ ＋ １） ＝ ［ｘ（０） （１） － ｕ

ａ ］ｅ －ａｋ ＋ ｕ
ａ ，ｋ ＝ １，２，…，ｎ

从而其预测值为：

ｘ
＾
（０） （ｋ ＋ １） ＝ ｘ

＾
（１） （ｋ ＋ １） － ｘ

＾
（１） （ｋ）

（二）模型预测结果

1 经济发展水平预测结果

根据模型预测结果，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指标的实现程度

将分别达到 ９０ ８１％ 、 ９２ ２５％ 、 ９３ ９９％ 、 ９６ ０５％ 。 ２０２０ 年， 经济发展衡量

的 ９ 项指标中有 ６ 项实现程度将达到 １００％ ， 分别为人均 ＧＤＰ （２０１０ 年不变

价）、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居民消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每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 互联网普及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 未完成的指标中 Ｒ＆Ｄ 经费支

出占 ＧＤＰ 比重实现程度最低， 仅为 ４８ ８％ （见表 ９）。

表 ８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各项指标 ＧＭ （１， ｌ） 模型预测结果

指标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１ 人均 ＧＤＰ（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元） ４５０４５ ９４ ４８５３２ ２５ ５２２８８ ３８ ５７０１０ ２２

２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 ４７ ４９ ５１ ５３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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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３ 居民消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 ４１ ４３ ４４ ４６

４ Ｒ＆Ｄ 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 １ １１ １ １５ １ １８ １ ２２

５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４ ８６ ５ ７３ ６ ７７ ８

６ 工业劳动生产率（万元 ／ 人） １４ ４８ １４ ５４ １４ ５９ １４ ６４

７ 互联网普及率（％ ） ５１ ５５ ５８ ６２

８ 城镇人口比重（％ ） ５３ ５４ ５６ ５８

９ 农业劳动生产率（万元 ／ 人） ２ １６ ２ ３ ２ ４５ ２ ６１

　 　

表 ９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各项指标预期实现程度

单位： ％

类别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经济发展实现程度 ９０ ８１ ９２ ２５ ９３ ９９ ９６ ０５

１ 人均 ＧＤＰ（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７９ ０３ ８５ １４ ９１ ７３ １００ ００

２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３ 居民消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４ Ｒ＆Ｄ 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 ４４ ４０ ４６ ００ ４７ ２０ ４８ ８０

５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６ 工业劳动生产率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７ 互联网普及率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８ 城镇人口比重 ８８ ３３ ９０ ００ ９３ ３３ ９６ ６７

９ 农业劳动生产率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2 民主法制水平预测结果

根据模型预测结果，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 西部地区民主法制指标的实现程度

将分别达到 ８６ １７％ 、 ８７ ６６％ 、 ８９ ２７％ 、 ９１ ０１％ 。 ２０２０ 年， 民主法制衡量

的 ３ 项指标均未达到目标值。 其中基层民主参选率实现程度最低， 为

８９ ７４％ 。 社会安全指数和每万人拥有律师数实现程度分别为 ９１ ２５％ 和

９２ １７％ （见表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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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西部地区民主法制各项指标 ＧＭ （１， ｌ） 模型预测结果

指标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１ 基层民主参选率（％ ） ８５ ２９ ８５ ２８ ８５ ２７ ８５ ２５

２ 社会安全指数 ８９ ２６ ８９ ９２ ９０ ５９ ９１ ２５

３ 每万人拥有律师数（人） １ ７９ １ ８９ ２ ２ １２

　 　

表 １１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西部地区民主法制各项指标预期实现程度

单位： ％

类别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民主法制指数 ８６ １７ ８７ ６６ ８９ ２７ ９１ ０１

１ 基层民主参选率 ８９ ７８ ８９ ７７ ８９ ７６ ８９ ７４

２ 社会安全指数 ８９ ２６ ８９ ９２ ９０ ５９ ９１ ２５

３ 每万人拥有律师数 ７７ ８３ ８２ １７ ８６ ９６ ９２ １７

　 　

3 文化建设水平预测结果

根据模型预测结果，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 西部地区文化建设实现程度将分

别达到 ８５ ３９％ 、 ８６ ４７％ 、 ８７ ５６％ 、 ８８ ７５％ 。 ２０２０ 年， 文化建设衡量的

５ 项指标中有 ３ 项实现程度将达到 １００％ ， 分别为人均公共文化财政支出、

城乡居民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 每万人拥有 “三馆一站”

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未完成指标中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３ ５７％ ， 实现程度为 ７１ ４％ ， 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仅 ４５ ６７％ ， 实现程度

为 ７６ １２％ （见表 １３）。

表 １２　 西部地区文化建设各项指标 ＧＭ （１， ｌ） 模型预测结果

指标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１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 　 ３ ０７ 　 ３ ２３ 　 ３ ３９ 　 ３ ５７

２ 人均公共文化财政支出（元） ２８４ ２７ ２９８ ８８ ３１４ ２４ ３３０ ３９

３ 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 ） ４２ ２５ ４３ ３６ ４４ ５０ ４５ ６７

４ 每万人拥有“三馆一站”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平方米） ７７４ ９３ ８１０ １２ ８４６ ９１ ８８５ ３７

５ 城乡居民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 ） ７ ９９ ８ １０ ８ ２１ ８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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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３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西部地区文化建设各项指标预期实现程度

单位： ％

类别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文化建设实现程度 ８５ ３９ ８６ ４７ ８７ ５６ ８８ ７５

１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 ６１ ４０ ６４ ６０ ６７ ８０ ７１ ４０

２ 人均公共文化财政支出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３ 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 ７０ ４２ ７２ ２７ ７４ １７ ７６ １２

４ 每万人拥有“三馆一站”公共文化设施建筑面积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５ 城乡居民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4 人民生活水平预测结果

根据模型预测结果，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 西部地区人民生活实现程度将分别

达到 ９２ ２８％ 、 ９３ ５１％ 、 ９４ ６７％ 、 ９５ ９１％ 。 ２０２０ 年， 人民生活衡量的 １２ 项

指标中有 ８ 项实现程度将达到 １００％ ， 分别为失业率、 城乡居民收入比、 恩格

尔系数、 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达标率、 基本

社会保险覆盖率、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公共交通服务指

数和平均受教育年限实现程度未超过 ９０％ ， 分别为 ８１ ５％ 和 ８４ ４８％ （见表

１５）。

表 １４　 西部地区人民生活各项指标 ＧＭ （１， ｌ） 模型预测结果

指标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１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元） １７８７０ ６４ １９４１９ ７５ ２１１０３ １３ ２２９３２ ４４

２ 失业率（％ ） ３ ２７ ３ ２４ ３ ２１ ３ １９

３ 恩格尔系数（％ ） ２９ ７１ ２８ ２２ ２６ ８ ２５ ４５

４ 城乡居民收入比（以农为 １） ２ ７７ ２ ６７ ２ ５８ ２ ４９

５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达标率（％ ） １０１ １０２ １０４ １０６

６ 公共交通服务指数 ７７ ５３ ７８ ８３ ８０ １６ ８１ ５

７ 平均预期寿命（岁） ７３ １２ ７３ １７ ７３ ２２ ７３ ２７

８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８ ７２ ８ ７７ ８ ８２ ８ ８７

９ 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人） ２ ２７ ２ ３４ ２ ４２ ２ ５０

１０ 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 ） １１２ １１４ １１６ １１８

１１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 ８２ ０４ ８４ １２ ８６ ２５ ８８ ４４

１２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 ０ ７３ ０ ７６ ０ ７９ ０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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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５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西部地区人民生活各项指标预期实现程度

单位： ％

类别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人民生活实现程度 ９２ ２８ ９３ ５１ ９４ ６７ ９５ ９１

１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７１ ４８ ７７ ６８ ８４ ４１ ９１ ７３

２ 失业率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３ 恩格尔系数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４ 城乡居民收入比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５ 城乡居民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达标率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６ 公共交通服务指数 ７７ ５３ ７８ ８３ ８０ １６ ８１ ５０

７ 平均预期寿命 ９６ ２１ ９６ ２８ ９６ ３４ ９６ ４１

８ 平均受教育年限 ８３ ０５ ８３ ５２ ８４ ００ ８４ ４８

９ 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 基本社会保险覆盖率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１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２ 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９７ ３３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5 资源环境水平预测结果

根据模型预测结果，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 西部地区资源环境实现程度将分别

达到 ８５ ７７％ 、 ８７ ７２％ 、 ８９ ７４％ 、 ９１ ９９％ 。 ２０２０ 年， 资源环境衡量的 ６ 项指

标中有 ４ 项实现程度将达到 １００％ ， 分别为单位 ＧＤＰ 水耗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环境质量指数、 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指数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未完

成的指标中， 单位 ＧＤＰ 能耗实现程度最低， 仅为 ６８ ９７％ 。 单位 ＧＤＰ 建设用

地占用面积实现程度较低， 为 ７７ ６２％ （见表 １７）。

表 １６　 西部地区资源环境各项指标 ＧＭ （１， ｌ） 模型预测结果

指标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１ 单位 ＧＤＰ 能耗（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吨标准煤 ／ 万元） １ ００ ０ ９５ ０ ９１ ０ ８７

２ 单位 ＧＤＰ 水耗（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立方米 ／ 万元） １４５ ０６ １３２ ４２ １２０ ８９ １０９ ３６

３ 单位 ＧＤＰ 建设用地占用面积（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公顷 ／ 万元）

８４ ０８ ８１ ７６ ７９ ５０ ７７ ３０

４ 环境质量指数 ９８ ４４ ９８ ９１ ９９ ３９ １００ ２６

５ 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指数 １４１ ４７ １９８ ２０ ２７７ ６８ ３８９ ０３

６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９３ ４４ ９５ ０１ ９６ ６０ ９８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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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７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西部地区资源环境各项指标预期实现程度

单位： ％

类别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资源环境实现程度 ８５ ７７ ８７ ７２ ８９ ７４ ９１ ９９

１ 单位 ＧＤＰ 能耗（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６０ ００ ６３ １６ ６５ ９３ ６８ ９７

２ 单位 ＧＤＰ 水耗（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７５ ８３ ８３ ０７ ９０ ９９ １００ ００

３ 单位 ＧＤＰ 建设用地占用面积（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７１ ３６ ７３ ３９ ７５ ４７ ７７ ６２

４ 环境质量指数 ９８ ４４ ９８ ９１ ９９ ３９ １００ ００

５ 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指数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６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6 小康实现程度预测结果

根据 ５ 项子目标的 ＧＭ （１， ｌ） 模型预测结果可以计算出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西

部地区小康社会实现程度的预测值分别为 ８８ ８１％ 、 ９０ ２５％ 、 ９１ ７７％ 、

９３ ４７％ （见表 １８）。 ３５ 项实际测算的指标中， １００％ 实现的有 ２２ 个， 实现程

度在 ９０％ ～ １００％ 的有 ５ 个， ８０％ ～ ９０％ 的有 ３ 个， ７０％ ～ ８０％ 的有 ３ 个，

７０％以下的有 ２ 个。

表 １８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西部地区小康实现程度预测结果

单位： ％

类别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经济发展 ９０ ８１ ９２ ２５ ９３ ９９ ９６ ０５

民主法制 ８６ １７ ８７ ６６ ８９ ２７ ９１ ０１

文化建设 ８５ ３９ ８６ ４７ ８７ ５６ ８８ ７５

人民生活 ９２ ２８ ９３ ５１ ９４ ６７ ９５ ９１

资源环境 ８５ ７７ ８７ ７２ ８９ ７４ ９１ ９９

小康实现程度 ８８ ８１ ９０ ２５ ９１ ７７ ９３ ４７

　 　

四　预测结果与目标差距分析

根据以上预测结果可以看出， 按照当前的发展速度， ２０２０ 年西部地区小

康实现程度将达到 ９３ ４７％ ， 距离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值 ６ ５３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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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方面的实现程度与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间差距由大到小分别为文化建设、

民主法制、 资源环境、 经济发展、 人民生活。

（一）经济发展指标预测结果与目标差距分析

从总体分析看， ２０２０ 年经济发展实现程度预测值为 ９６ ０５％ ， 距离 １００％

的目标值相差 ３ ９５ 个百分点。 从单指标分析看， 差距主要体现在： Ｒ＆Ｄ 经费

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和城镇人口比重。

1 R&D经费支出占GDP 比重

２０２０ 年 Ｒ＆Ｄ 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预测值达 １ ２２％ ， 距离 ２ ５％的目标值

仍有 １ ２８ 个百分点， 实现程度仅为 ４８ ８％ ， 距离目标值相差 ５１ ２％ ， 是所有

指标中实现程度最低的。 为在 ２０２０ 年达成目标， 年均增长率需从 ２ ２９％提升

到 ２３ ３５％ 。

2 城镇人口比重

２０２０ 年城镇人口比重预测将达 ５８％ ， 与目标值 ６０％ 相差 ２ 个百分点， 实

现程度达 ９６ ６７％ ， 接近 １００％ 。 年均增长率达到 ３ ６４％ 方可在 ２０２０ 年实现

目标。

（二）民主法制指标预测结果与目标差距分析

从总体分析看 ２０２０ 年民主法制实现程度预测值为 ９１ ０１％ ， 距离 １００％的

目标值相差 ８ ９９ 个百分点。 从单指标分析看差距主要体现在： 基层民主参选

率、 社会安全指数以及每万人拥有律师数。

1 基层民主参选率

２０２０ 年基层民主参选率预测值达 ８５ ２５％ ， 与 ９５％的目标值相差 ９ ７５ 个

百分点。 实现程度为 ８９ ７４％ ， 距离 １００％实现值 １０ ２６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实际增长率为 ０ ３４％ 。 为在 ２０２０ 年顺利实现目标值， 年均增长率应达到

２ ６９％ 。

2 社会安全指数

２０２０ 年社会安全指数预测值为 ９１ ２５， 距 １００％实现相差 ８ ７５ 个百分点。

为保证 ２０２０ 年达成目标， 年均增长率应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的 ０ ４２％ 增加到

３ 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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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万人拥有律师数

根据预测结果， 每万人拥有律师数在 ２０２０ 年将达 ２ １２ 人， 距 ２ ３ 人的目

标值 ０ １８ 人， 实现程度 ９２ １７％ ， 距离 １００％实现还差 ７ ８３ 个百分点。 为保证

２０２０ 年实现目标， 从 ２０１７ 年起， 应保持 ０ １６ 人的年均增长。

（三）文化建设指标预测结果与目标差距分析

从总体分析看 ２０２０ 年文化建设实现程度预测值达 ８８ ７５％ ， 距 １００％的目

标值仍差 １１ ２５ 个百分点。 从单指标分析看差距主要体现在： 文化产业增加值

占 ＧＤＰ 比重以及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

1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

２０２０ 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预测将达 ３ ５７％ ， 与 ５％ 的目标值相

差 １ ４３ 个百分点。 实现程度为 ７１ ４％ ， 与目标相差 ２８ ６ 个百分点。 年均增长

率只有从 ６ ０３％提升到 １４ １％才能达到目标。

2 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

根据预测结果， 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在 ２０２０ 年达 ４５ ６７％ ， 与 ６０％ 的目

标值相差 １４ ３３ 个百分点， 实现程度 ７６ １２％ ， 距离全面实现目标 ２３ ８８ 个百

分点。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有线广播电视入户率年均增长率仅为 ０ ３８％ ，

年平均增长率需达 １２ ８５％才能在 ２０２０ 年达成目标。

（四）人民生活指标预测结果与目标差距分析

从总体分析看 ２０２０ 年人民生活实现程度预测值为 ９５ ９１％ ， 与 １００％的目

标值相差 ４ ０９ 个百分点。 从单指标分析看差距主要体现在： 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 公共交通服务指数、 平均预期寿命以及平均受教育年限。

1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２０２０ 年， 西部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将达到 ２２９３２ ４４ 元， 距离

２５０００ 元的目标值相差 ２０６７ ５６ 元， 实现程度达 ９１ ７３％ ， 与全面实现目标相

差 ８ ２７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 年均增长率需达到 １１ ０８％才能实现目标。

2 公共交通服务指数

２０２０ 年西部地区公共交通服务指数预测值达 ８１ ５％ ， 实现程度与 １００％的

目标值相差 １８ ５ 个百分点。 年均增长速度从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间的 ３ ９１％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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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１１％才可实现目标。

3 平均预期寿命

２０２０ 年预测平均预期寿命距离 ７６ 岁的目标值 ２ ７３ 岁， 实现程度为

９６ ４１％ ， 距 １００％实现目标值差 ３ ５９ 个百分点。 为达成目标， 年均需增加

０ ７３ 岁。

4 平均受教育年限

２０２０ 年预测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８ ８７ 年， 距 １０ ５ 年的目标值差 １ ６３ 年，

实现程度与目标相差 １５ ５２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 年均增加 ０ ４６ 年即可

实现目标。

（五）资源环境指标预测结果与目标差距分析

从总体分析看 ２０２０ 年资源环境实现程度预测值为 ９１ ９９％ ， 距离 １００％的

目标值差 ８ ０１ 个百分点。 从单指标分析看差距主要体现在： 单位 ＧＤＰ 能耗和

单位 ＧＤＰ 建设用地占用面积。

1 单位GDP 能耗

２０２０ 年单位 ＧＤＰ 能耗预期将达到 ０ ８７ 吨标准煤 ／万元， 仍需降低 ０ ２７ 单

位才能达到 ０ ６０ 吨标准煤 ／万元的目标值。 实现程度 ６８ ９７％ ， 与 １００％ 实现

目标值差 ３１ ０３ 个百分点。 为达成目标，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均需降低 ０ １１ 吨标准

煤 ／万元。

2 单位GDP 建设用地占用面积

单位 ＧＤＰ 建设用地占用面积预测值为 ７７ ３ 公顷 ／万元， 高出目标值 １７ ３

个单位， 实现程度 ７７ ６２％ ， 距 １００％ 实现目标值差 ２２ ３８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平均减少 ６ ４８ 单位才能在 ２０２０ 年实现 ６０ 公顷 ／万元的目标。

五　新时代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对策建议

（一）全面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对策建议

1 加大 R&D经费投入力度

Ｒ＆Ｄ 经费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是西部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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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经测算， ２０２０ 年 Ｒ＆Ｄ 经费支出须达到 ５０００ 亿元才能实现目标，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 Ｒ＆Ｄ 经费支出仅 １６９４ 亿元，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需增加 ３３０６ 亿元， 可

见其任重道远。 Ｒ＆Ｄ 投入是支持科技活动开展的投入， 其活动主体包括： 政

府、 企业、 高校及科研院所， 加大 Ｒ＆Ｄ 投入需三方面进行共同努力。 政府部

门应发挥带头作用， 明确规定各级财政每年 Ｒ＆Ｄ 经费占财政预算的比重； 企

业作为 Ｒ＆Ｄ 投入主体， 需依靠政府有关激励政策， 自觉加大 Ｒ＆Ｄ 投入， 加强

创新能力， 提高企业竞争力， 从而增加 Ｒ＆Ｄ 经费投入力度， 形成良性循环；

高校及科研院所应加强与企业和政府间的产学研合作， 以 Ｒ＆Ｄ 活动研究成果

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激励高校及科研院所加强 Ｒ＆Ｄ 投入力度。

2 提高城镇人口比重

城镇人口比重是衡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２０１６ 年全国城镇人

口比重为 ５７ ３５％ ， 西部地区 １２ 个省 （市、 自治区） 中仅内蒙古和重庆的城

镇人口比重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总量占全国 ８０％

以上， 民族人口集中在西部偏远农村地区， 农业生产技术落后， 农业生产效率

低下， 成为制约西部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移的主要原因。 为提高西部地区城

镇人口比重， 首先应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同时加快第二、 第三产业， 尤其是

第三产业发展， 以吸纳农村劳动人口向城镇转移； 健全如放宽落户条件、 简化

落户手续、 申请住房保障等制度体系， 疏通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的阻碍。

（二）全面实现民主法制建设目标的对策建议

1 加强基层民主参选率

加强法制宣传力度， 尤其是像宁夏、 西藏、 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 积极引

导居民参与各项基层民主自治活动； 建立健全村级民主自治机制， 规范化村级

自治程序； 落实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制度， 充分发挥村 （居） 民会议及代表

会议的议决功能。

2 加快律师队伍建设

律师队伍建设一是培养， 二是引进。 培养方面需规范律师执业资格考试，

为律师业的建设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加大律师行业整合力度， 提升规模、

塑造品牌， 建立律师实习补贴等激励制度； 引进方面， 通过制定优惠的政策，

吸引优秀法律人才入驻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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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实现文化建设目标的对策建议

文化产业建设方面主要是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指标不达标。 经测

算，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年均增长率需从 ６ ０３％提升到

１４ １％才能达到目标值。 为顺利实现目标， 应从以下几方面增大文化产业增加

值。 以文化企业为主体， 充分调动社会资源， 加快建设一批具有重大示范效应

和产业拉动作用的文化产业项目； 以文化创意、 影视制作、 演艺娱乐、 文化会

展等产业为重点， 完善产业政策体系， 加大扶持力度； 扩大文化消费。 开发与

文化结合的服务性消费，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加大文化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

培育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 依托 “一带一路” 建设， 扩大文化产业国际合作，

扶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 展览、 电影、 电视剧、 动画片、 出版物等产品

和服务的出口。

（四）全面实现人民生活目标的对策建议

1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达 １６４２３ 元， 比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低 ７３９７ 元。 为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一要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和对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的投入， 推进土地确权登记、 土地流转， 促进土地增值， 提高农业劳动

生产效率， 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 二要着重发展县域经济， 以三产转移升级

为抓手， 实施差异化政策， 发挥县域禀赋资源优势，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 提高

城镇居民收入水平； 三要通过提高退休职工的收入水平， 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等， 为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提供有力保障。

2 优化提升公共交通服务

公共交通服务指数由城镇居民每万人口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总数和行政村客

运班车通达率构成。 为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指数， 应合理增加西部各地区， 尤其

是西藏、 青海、 宁夏等的公交车、 出租车数量， 加快推进轨道交通建设； 完善

农村客运基础设施建设。 对西部地区未通客运班车行政村公路现状进行摸查，

完善未通客运班车行政村农村公路改扩建； 创新发展农村客运经营模式。

3 强化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

平均受教育年限指 ６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接受教育的年数， 受教育程度包括

２６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新时代西部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状、差距和对策

小学、 初中、 高中和中专、 大学专科及以上。 ２０２０ 年预测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８ ８７ 年， 距 １０ ５ 年的目标值仍有 １ ６３ 年的差距。 为使 ２０２０ 年目标能顺利实

现， 应在普及和巩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加快推行十二年义务教育的步

伐， 增加小学、 初中、 高中教育程度人数； 通过利用网络教育资源， 开展网络

中专 （高中） 教育。 以适度扩大地方普通高等教育规模等方式增加大学专科

及以上教育程度人数。

（五）全面实现资源环境目标的对策建议

1 降低单位GDP 能耗

根据预测结果， ２０２０ 年西部地区单位 ＧＤＰ 能耗比目标值高出 ０ ２７ 个单

位。 ２０１６ 年全国单位 ＧＤＰ 能耗最高的十个省份中， 西部地区占了 ７ 个。 单位

ＧＤＰ 能耗过高反映出西部地区以高能源消耗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

为降低单位 ＧＤＰ 能耗， 首先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变粗

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从而减少能源

消耗量； 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将绿色 ＧＤＰ 纳入经济发

展考核指标， 发展低碳经济； 对于能源消耗程度高的企业， 采取征收高税收或

加大罚款力度等措施促使企业降低能源消耗水平。 同时， 对能源消耗水平低的

企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

2 减少单位GDP 建设用地占用面积

２０２０ 年单位 ＧＤＰ 建设用地占用面积预测值为 ７７ ３ 公顷 ／万元， 超出 ６０ 公

顷 ／万元的目标值 １７ ３ 个单位，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年均需减少 ４ ３２％ 才能达成目

标。 为此， 西部各地区应严格管控建设用地的总量。 通过控制总量来倒逼建设

用地利用效率增加；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加快闲置土地利用； 推广空间立体开

发、 土地复合利用等， 增加用地的科技水平， 提高用地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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