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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需求：新时代西部地区

社会发展评价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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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中国发展需求已从高速增长转为新时代高

质量发展。 本文立足于西部地区社会发展现状与机遇， 通过

建立 “新时代高质量需求———新发展理念———西部社会发展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内在逻辑， 以新发展理念为牵引， 构建

了一个包含创新水平、 生态效益、 开放程度、 民生福祉和协

调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从而对西部地区社会发展质量进行

综合评价与分析。 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对西部 ９ 省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６
年的社会发展质量进行综合比较分析， 以此为基础对新时代

西部地区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对策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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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时代西部地区社会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一）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

　 　 受多种因素影响， 西部地区的发展一直落后于东中部地区， 早期西部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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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政策推进及国家和政府对西部地区优惠政策力度的加大， 西部地区社会发展

有所改善， 但与新时代高质量社会发展的要求尚存诸多欠缺， 还有很多问题尚

待解决。

第一， 社会基础层面。 首先， 西部地区贫困问题严峻。 根据国务院扶贫开

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网站中公布的中国贫困县名单数据 （２０１６ 年） 显示， 目前

中国的贫困县总数是 ５９２ 个， 其中中部省份 ２１７ 个， 西部省份 ３７５ 个， 民族八

省区 ２３２ 个， 而在西部省份中贫困县最多的省份为云南， 达到了 ７３ 个， 陕西

和贵州紧随其后， 均为 ５０ 个。 其次， 居民收入水平低于东中部地区， 尤其是

农村。 ２０１６ 年， 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１５３７６ 元， 其中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为 ２４３９１ 元， 而农村仅为 ８２９５ 元， 同期东、 中部以及东北地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分别为 １３１４５ 元、 １００１１ 元、 １０８０２ 元。 最后， 日

常生活中生活困扰大。 据 ２０１３ 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显示， 西部地区居民

的生活压力因素位于前三位的是物价上涨、 家庭收入低、 日常生活困难， 住房

条件差、 买不起房， 此外还有医疗支出高的问题。 当然物价和住房问题在全国

范围内都比较普遍， 而西部地区的医疗问题， 与东、 中部相比更显严重。

第二， 社会发展层面。 在居民的基本需要之外， 还有提升进一步发展的能

力的需要， 而西部地区在居民发展层面的民生保障情况依然不太乐观。 首先，

教育基础设施薄弱、 教育综合实力较弱， 部分教育资源存在浪费现象。 统计数

据显示， 当前西部各省份小学、 初中和高中在学校数、 教职工数、 在校学生数

这三个指标方面， 均占全国的 ３０％ 左右， 与东、 中部地区的差别不是很大，

而普通本、 专科学校的学生情况则相差很大， 西部 １２ 个省份普通本、 专科学

校在校学生数占全国的比例不到 ２５％①。 而西部地区学校在基础设施方面仍然

与中东部地区的学校有很大差别， 中东部地区高校的综合实力也远远高于西部

地区， 而且由于生育政策的影响和城镇化的推进， 西部农村一些地区学校的招

生和在校学生数的情况并不乐观， 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 其次， 就业形势严

峻， 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情况也较差。 从 ２０１７ 年西部省份公共就业服务情况

表中可知， 本期单位登记招聘人数比例仅为全国的 １８ ３２％ ， 而本期登记求职

人数为 １７ １７％ ， 接受职业指导人数也才 ２１ ３３％ ， 最终通过就业服务成功就

７０１

① 数据来源： 《中国社会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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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人数只有全国的 ２０％ 左右。 从职业培训来看， 就业训练中心的数量仅占

全国的 ２７ ３２％ ， 民办职业培训机构个数占全国的比重不到 ３０％ ， 就业人数占

比最多为 ３０％①。 最后， 人口结构不够合理， 城镇化、 养老社会化面临许多

新的问题。 西部地区发展程度不高， 农业人口比重大， 老龄化社会也带来诸

多压力。 在城镇化过程中， 一方面， 农村地区出现了比较多的土地纠纷， 据

国务院调查发现， 农民上访六成以上都是由于土地征用的原因。 而目前西部

地区农村土地改革缓慢， 也导致了城镇化后劲不足。 另一方面， 农民大量涌

入城镇， 其市民身份的完全确认和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也成为影响社会全面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高质量发展机遇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由注重 “快” 转向对 “质” 的需求上， 这是对单纯

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反思， 更是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和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 政策的扶持与倾斜， 西部地区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进程上成果累累， 但同时也存在区域发展失衡、 生态环境恶化、 社会阶层固

化、 社会心态波动频繁等矛盾和问题。 新发展理念则为以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为

指导、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的中国社会发展质量建立一个可行的突破口， 成为

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实践规律、 识别经济社会发展趋向、 全面实现高质量社会、

破解中国经济转型困境的新视角。

二　新时代西部地区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

　　理论及指标体系

（一）理论基础与内在逻辑

1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中国化演进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比较完整地回答了人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在中国的

演进历程也反映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化， 对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和问题的认

８０１

① 数据来源：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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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日趋成熟。 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中国化演进， 能够更深刻地理解理论

背景和社会问题， 对于深入理解人类社会发展、 树立科学的社会发展观以及构建

和谐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中国而言， 追求社会质量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后

的理想①。 在新时代下构建具有中国气质和西部特点的评价理论与具体维度， 对中

国社会发展质量的可操作化与量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作用， 也为中国社会

治理创新提供了重要的方向与标尺。

2 以新发展理念为牵引

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提出的新发展理念， 是对马克思主

义社会发展观的时代解读， 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完善和升华。 其创

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五项内容成为科学判断经济社会发展趋向、 全面社

会发展质量的重要依据。 它不仅是对各种 “发展理念” 的提炼和升华， 也是社

会发展的一种新图式和评价社会发展的一种新标准②。 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一， 是新时代发展理念的集中反映。 西部地区社会高质量发

展是基于经济新常态和新发展理念而得出的最新发展旨归和结论。 以创新、 协

调、 绿色、 开放、 共享为内容的新发展理念反映了新时代对于社会 “好” 与

“坏” 的衡量标准和价值取向， 也反映了社会创新与活力、 社会公平与正义、 社

会融合等含义， 也是社会质量的应有之义， 是评价社会发展的新标准。 因此， 可

将新发展理念作为价值牵引， 以此作为参照的规范性因素， 从而构建反映新时代

社会发展要求的社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3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社会愿景

欧洲的社会发展评价理论是基于 “福利社会” 的制度背景和现实需求。

在我国， “和谐社会”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内涵和近十年来社会发展的

主要取向， 一切为了人民的幸福、 坚持公平正义和共建共享的原则是新发展理

念的伦理蕴涵③。 同时，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本土社会发展观形成

的来源， 更是评价社会 “好” “坏” 的价值来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

的社会观与和谐社会思想， 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人与人之间、 人与

９０１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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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王卓祺： 《治理视角下的社会质量与社会和谐的比较分析》， 《发展与社会》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２
期。
张志勇： 《共享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超越》， 《探索》 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
王小锡： 《五大发展理念的伦理蕴涵》， 《思想理论教育》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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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看法和主张， 是树立全面、 协调和科学的社

会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源泉。 因此， 在现阶段进行社会质量评价时， 可依托中国

传统文化建立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见图 １）。

图 １　 新时代下西部地区社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与内在逻辑

（二）评价指标体系

在探讨和评价新时代西部地区社会发展质量的同时， 指标体系作为直观有

效的衡量和评价工具， 不仅能够在纵向上直观地表现社会发展质量趋势和波动

幅度， 同时还能在横向上将西部各省进行比较与分析。 在选取指标的过程中笔

者遵循综合性、 代表性和可实施性的原则， 构建了包含 ５ 个二级指标、 ２５ 个

三级指标的社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具体指标体系见表 １。

第一， 创新发展是一个社会焕发活力的核心动力。 一个高质量的社会应该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 社会的经济驱动和创新潜力与社会发展质量高低有着

密切联系。 所以， 社会活力是评价一个社会发展质量应该涵盖的内容。

第二， 协调发展是决定当代中国社会高质量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协调的

主题是均衡， 包括城乡、 区域、 民族、 经济与社会、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

面的协调发展， 我国地域辽阔、 民族众多， 各个地区间的地理条件、 历史发展

阶段、 政治文化环境都存在较大差异， 在进行社会发展质量的评价时， 应该基

于被评价区域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 凸显被评价地区的历史发展阶段和

特色。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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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社会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社会发展

质量

创新水平

生态效益

开放程度

民生福祉

协调程度

Ｘ１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 件 正

Ｘ２　 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 项 正

Ｘ３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Ｒ＆Ｄ 项目数 项 正

Ｘ４　 技术市场成交额 亿元 正

Ｘ５　 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 亿元 正

Ｘ６　 城市燃气普及率 ％ 正

Ｘ７　 道路清扫保洁面积 万 ／ 平方米 正

Ｘ８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

Ｘ９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

Ｘ１０　 每年空气质量等于或好于二级的天数 天 正

Ｘ１１　 互联网普及率 ％ 正

Ｘ１２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法人单位比重 ％ 正

Ｘ１３　 涉外及港澳台居民登记结婚比重 ％ 正

Ｘ１４　 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 万美元 正

Ｘ１５　 接待国际游客 百万人次 正

Ｘ１６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正

Ｘ１７　 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 ％ 正

Ｘ１８　 社区服务设施覆盖率 ％ 正

Ｘ１９　 地方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亿元 正

Ｘ２０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张 ／ 万人 正

Ｘ２１　 城乡就业人口比 ％ 逆

Ｘ２２　 少数民族代表占全国人大代表总数比例 ％ 正

Ｘ２３　 外资总投资比重 ％ 正

Ｘ２４　 第三产业比重 ％ 正

Ｘ２５　 博物馆参观人次 千人次 正

　 　

第三， 绿色发展是衡量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因素。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

观中曾经提到 “社会代价” 论。 社会发展， 不可避免地伴随着社会代价， 社

会代价可能以某种特殊的形式转化为社会发展， 同时， 社会代价又制约着社会

发展， 是与社会发展相对立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民环保意识的提

升， 以牺牲资源和生态为代价的社会发展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对生态环境越来

越关注， 一个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的高低对总体社会发展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作

用， 也逐渐成为社会发展质量重要的评价和参考维度。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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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开放发展是保障社会高质量的强大动力。 开放发展的主题是合作与

融合， 新发展理念中的 “开放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中 “世界历史”

的深化和总结。 随着 “逆全球化” 思潮的兴起，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积极融入

外部世界， 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阶段， 任何一个地

区和社会的发展都不能 “独善其身”， 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和质量受到其周围

地区发展的影响， “合作开放” 是一个地区发展走向繁荣和必由之路。

第五， 共享发展是反映社会融合、 弥补社会发展缺陷的必由之路。 其主题

是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 目的在于增进人民福祉与人的全面发展， 让人民有更

多的获得感。 社会公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发展是社会公正的必要条

件。 西部是多民族地区， 文化多元。 一个好的、 高质量的社会应该是公平的、

和谐的、 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社会。 这些都理应成为衡量一个社会发展质量

高低的关键。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是高质量社会的应有之义， 也是

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要求。

三　新时代西部地区社会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及分析

（一）数据来源和评价方法

　 　 基于对社会发展质量的考量， 以及西部地区社会发展状况， 本文在创新水

平、 生态效益、 开放程度、 民生福祉、 协调程度五个方面， 根据统计数据的完

整性、 针对性原则， 选取了能够基本反映西部地区 ９ 个省份社会发展质量的

２５ 个指标。 评价数据主要来自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的 《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和 《中

国统计年鉴》。 在评价方法上选择主成分分析， 通过 “降维” 来简化数据结

构， 用几个综合指标反映原来多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的方法。

（二）评价过程

本文计算了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各省社会福利水平综合得分， 在此以 ２０１６ 年为

例。 首先， 我们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并将负向指标正向化；

其次， 依据各个主成分的特征根、 累积贡献率选择合适的主成分， 运用

ＳＰＳＳ２１ ０ 统计分析软件计算综合得分。 具体情况如表 ２、 表 ３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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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解释的总方差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百分比

（％ ）
累积百分比

（％ ）
合计

方差的百分比

（％ ）
累积百分比

（％ ）

１ １１ ５４９ ４６ １９７ ４６ １９７ １１ ５４９ ４６ １９７ ４６ １９７
２ ５ ４６２ ２１ ８４８ ６８ ０４５ ５ ４６２ ２１ ８４８ ６８ ０４５
３ ２ ８９０ １１ ５６１ ７９ ６０６ ２ ８９０ １１ ５６１ ７９ ６０６
４ １ ７５１ ７ ００２ ８６ ６０８ １ ７５１ ７ ００２ ８６ ６０８
５ １ １７８ ４ ７１２ ９１ ３２０ １ １７８ ４ ７１２ ９１ ３２０
６ ０ ９０４ ３ ６１６ ９４ ９３６
７ ０ ７０７ ２ ８２７ ９７ ７６３

　 　 注： 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

表 ３　 成分矩阵ａ

指标
成分

１ ２ ３ ４ ５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件） ０ ９３８ － ０ ００３ ０ ２００ ０ １８７ ０ ００２

国内专利申请授权量（项） ０ ９７７ － ０ ０５４ ０ １４９ － ０ １２４ ０ ０３８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Ｒ＆Ｄ 项目数（项） ０ ９５９ ０ ０５４ ０ １５６ ０ １５５ － ０ １１２

技术市场成交额（万元） ０ ５８１ － ０ １３７ ０ ０８０ － ０ ６６４ － ０ ０５６

地方财政科学技术支出（亿元） ０ ９０４ ０ ２３５ ０ ０７１ ０ ０７９ ０ ３１２

城市燃气普及率 ０ ２８３ － ０ ６９８ － ０ ０９９ ０ ０３７ ０ ４５４

道路清扫保洁面积 ０ ８２５ ０ ３８０ ０ ００７ ０ ２７９ ０ ３０３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０ ６３９ － ０ ２５２ － ０ ２５０ ０ ４７９ － ０ ０９２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０ ５４５ － ０ ２９４ － ０ ６０６ ０ １３２ － ０ ２４３

地方财政环境保护支出 ０ ８０１ ０ ４８０ ０ １１８ － ０ １４３ － ０ １４８

互联网普及率 － ０ １５１ － ０ ９０６ － ０ １４９ － ０ １２１ ０ ２０４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法人单位比重 ０ ７８９ ０ １３１ － ０ ２５２ ０ ０４０ ０ ３３０

涉外及港澳台居民登记结婚比重 ０ ２６７ ０ ６７２ － ０ ５９１ ０ １１８ － ０ ２０１

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０ ９４６ － ０ ２３３ ０ ０８７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７４

接待国际游客（百万人次） ０ ４７９ ０ ６１７ － ０ ５７７ － ０ ０３５ － ０ １３５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０ ４２７ － ０ ８３９ － ０ １６２ ０ ０４５ － ０ ２５６

最低生活保障覆盖率 － ０ ８０２ ０ ４１９ ０ ３７８ － ０ １０３ ０ １４５

社区服务设施覆盖率 ０ １３８ － ０ ５０４ ０ ３８６ ０ ６６８ － ０ ２０２

地方财政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亿元） ０ ８４７ ０ ４０９ ０ １８２ ０ ０７８ ０ ２７３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张） ０ ５３７ － ０ ４３５ ０ ４０８ ０ ０２３ ０ １０６
少数民族代表占各省人大代表总数比例（％ ） － ０ ６７０ ０ １６８ － ０ ４０５ ０ ３９８ ０ 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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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成分

１ ２ ３ ４ ５

外资总投资比重（％ ） ０ ７９４ － ０ ３９２ － ０ ２０５ － ０ ２２８ － ０ ２１９

第三产业比重（％ ） ０ ００２ ０ ２２８ ０ ８９０ ０ ２３６ － ０ ２５５

博物馆参观人次 ０ ８６４ ０ １９１ ０ ２１１ － ０ ３２８ ０ ０９８

Ｅ１ 倒数 ０ １１３ ０ ９４２ ０ ０４７ ０ １０４ － ０ １０５

　 　 注： 提取方法： 主成分分析。

由表 ２ 可知， 第 １ ～ ５ 主成分的特征根为 １１ ５４９、 ５ ４６２、 ２ ８９０、 １ ７５１。 其

特征根大于 １， 且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了 ９１ ３２％， 因此， 进行各省社会发展质

量的综合评价。 同时， 结合表 ２、 表 ３ 分析结果及原始数据， 建立综合评价模

型： Ｆ ＝ λ１
λ１ ＋ λ２ ＋ λ３ ＋ λ４ ＋ λ５ ∗ Ｆ１ ＋ λ２

１ ＋λ２ ＋λ３ ＋λ４ ＋λ５ ∗ Ｆ２ ＋

λ３
１ ＋λ２ ＋λ３ ＋λ４ ＋λ５∗Ｆ３ ＋ λ４

１ ＋λ２ ＋λ３ ＋λ４ ＋λ５∗Ｆ４ ＋ λ５
１ ＋ λ２ ＋ λ３ ＋ λ４ ＋ λ５∗Ｆ５

（其中，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Ｆ５ 为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主成分的得

分）， 得到西部各省社会发展质量综合得分及排名。

（三）评价结果及分析

通过对数据进行前期处理， 运用主成分进行综合评价， 最终得出西部地区

社会发展质量的具体得分和排名， 具体情况见表 ４。 我们进行综合评价的目的

不在于得分和排序本身， 而是通过评价过程来发现西部社会发展质量的地区差

异和时序演变， 为实现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同理， 我们对西部地区社会发展质量的五个维度： 创新水平、 生态效益、

开放程度、 民生福祉和协调程度也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 具体结果见表 ４。

1 社会发展质量整体评价与分析

总体而言， 相较于四川、 重庆和陕西三省的社会发展质量总体正向得分，

主成分值为负数说明地区社会发展质量低于整体发展的平均水平，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新疆、 广西、 云南、 宁夏、 青海、 甘肃六省份基本为负值， 且值与四川、

重庆、 陕西的差距较大， 说明社会发展质量在西部地区存在着省域差异。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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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西部 ９ 省份综合评价主成分得分及排名

地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四川 ０ ７１５８ １ ０ ９３９７ １ ０ ８９５７ １ ０ ９２８４ １ ０ ９２９２ ２ ０ ９２３５ １

重庆 ０ ６３５６ ２ ０ ６９３８ ２ ０ ５３２１ ２ ０ ４８７９ ２ ０ ５７２１ １ ０ ６４２０ ２

陕西 ０ ２８１９ ３ ０ ２３４５ ３ ０ ４２０７ ３ ０ ４６９２ ３ ０ ３１６６ ３ ０ ３３２８ ３

新疆 ０ ００８６ ４ － ０ ２２８０ ６ － ０ １２５９ ６ － ０ ２０１６ ６ ０ ０７７３ ５ － ０ １３９２ ６

广西 － ０ １００４ ５ ０ ０３５４ ４ ０ ０７４ ４ ０ ０４１７ ４ ０ １４３３ ４ － ０ ０２９０ ４

云南 － ０ ２７３６ ６ － ０ １２２５ ５ － ０ ０４４７ ５ － ０ ０７３９ ５ － ０ ５００６ ８ － ０ ０５６３ ５

宁夏 － ０ ３２４８ ７ － ０ ４６９８ ７ － ０ ４３８４ ７ － ０ ４３９ ７ － ０ ４１４４ ７ － ０ ３４３４ ７

青海 － ０ ４２２４ ８ － ０ ４９６９ ８ － ０ ６３７ ８ － ０ ５３６ ８ － ０ ３１２６ ６ － ０ ５３４７ ８

甘肃 － ０ ５２０７ ９ － ０ ６３６２ ９ － ０ ６７６４ ９ － ０ ６７６９ ９ － ０ ５８２ ９ － ０ ５９５６ ９

　 　

由于各省份主成分得分差异不大， 说明西部地区社会发展质量水平整体趋近。

其中， 四川省的综合得分领先西部， 其作为西部核心省域， 在引进新兴产能的

基础上发展城市经济， 在成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立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

中心城市， 以求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同时， 在分项评价过程中， 能够发

现社会发展质量五个评价维度的得分呈现出省域的差异性， 说明社会发展质量

的五个评价维度之间不一定具有正相关关系， 不能仅从一个维度的得分推导一

个地区社会发展质量的水平。

从时序演进来看，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西部地区社会发展质量综合评价得分

总体稳步向好， 但部分地区表现出下降趋势。 四川、 重庆在波动中提升。 陕

西、 广西在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增幅明显， 可能与 ２０１３ 年提出的 “丝绸之路

经济带” 战略有关。 而 ２０１４ 年后广西、 云南、 宁夏、 青海、 甘肃呈现出一

定程度的下降态势。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和发展状况， 人才技术匮乏、 创新动

力不足， 产业结构单一、 升级进度缓慢等因素都可能是造成负面态势的原

因。 重庆、 陕西、 新疆的综合得分在一定的上升之后也偶处于下降阶段。 目

前， 随着改革进程加快， 居民收入分配失衡、 城乡差距较大， 且与东部、 中

部地区发展质量存在一定程度的落差， 同时， 快速追求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

负面效应不容小觑， 加上西部经济基础较弱、 产业升级缓慢， 这些对西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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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现实挑战。 总而言之， 西部各省份的社会发展质量整体

上呈现出 “基本稳定、 偶有波动” 的特征， 上升和下降趋势都是阶段性表

现， 总体地区发展质量变化趋势较好， 这为西部地区在追求高质量社会发展

水平的同时兼顾创新发展、 生态效率、 民生改善、 开放共享等理念提供了重

要的依据。

2 社会发展质量分项评价及分析

在创新水平维度。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 综合得分前两位为四川、 重庆， 得分

后两位为宁夏和青海， 而自西部大开发以来， 四川、 重庆和陕西的整体经济发

展速度较快， 人均可支配收入也都处于西部地区前列。 西部一些省份由于经济

规模较小、 市场结构单一、 城市化进程较缓等因素， 其社会经济水平也相对较

低。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创新活力、 经济发展状况与社会发展质量之间存在密

切联系。 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对新发展理念的吸收和落实相对较早， 开放发展

和创新协调等方式反过来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内生动力， 从而提升地区社会发

展质量。 相比较而言， 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省份容易陷入创新发展的困境， 从

而滞后于西部其他地区的发展。 结合整体评价结果可以发现各省份创新水平的

波动趋势与社会发展质量总体水平最为相近， 可见创新仍然是各省份全面提升

社会发展质量的关键选择。 同时， 四川、 重庆和陕西的得分均为正值， 其他省

份为负值， 表明川渝陕作为西部地区的 “龙头”， 相较于其他省份更能将创新

作为发展的第一动力。

在生态效益维度。 四川、 重庆、 陕西、 广西和西藏的表现较好， 因此提升

能源使用效率、 改进生态治理对提升西部地区社会发展质量具有一定的贡献。

此外， 大部分地区生态效益均表现为稳定态势， 四川、 云南表现出上升态

势， 可能与近年来西部地区大力改善生态环境、 突破绿色发展瓶颈有关。 而

川渝陕等省份近年来在环保方面着力颇多， 逐步移除落后产能和高污染行

业， 在社会发展中融入绿色发展理念。 但同时， 随着城市的进一步扩张、 发

展和自然地理环境的限制， 地区生态不同程度遭受到破坏， 如甘肃常年处于

西部生态效益得分末位， 若不注重生态效益， 在发展过程中的成果也可能因

为种种原因被抵消。

开放发展方面。 开放发展是提升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 但在西部地区

呈现出发展不平衡的特征。 四川、 重庆、 陕西、 甘肃呈现出稳定上升趋势，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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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西部 ９ 省份创新水平主成分得分及排名

地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四川 １ ４３２４ １ １ ７４６８ １ １ ７８３ １ １ ８１０９ １ １ ７２８１ １ １ ７０２９ １

重庆 ０ ８４８６ ３ ０ ４９１３ ３ ０ ６５４ ３ ０ ６４５９ ３ ０ ８５２ ２ ０ ８２９４ ３

陕西 ０ ９７０７ ２ ０ ８１０６ ２ ０ ７１２４ ２ ０ ７２０９ ２ ０ ６７０４ ３ ０ ８３１２ ２

云南 － ０ ３２０５ ５ － ０ ２９６４ ５ － ０ ３０８６ ５ － ０ ３１６３ ５ － ０ １８６２ ４ － ０ ２１８ ４

广西 － ０ １７４６ ４ － ０ １１２０ ４ － ０ ０５２ ４ － ０ ０４５５ ４ － ０ ２１５４ ５ － ０ ２５４４ ５

甘肃 － ０ ４８９７ ６ － ０ ４５９８ ６ － ０ ５３０３ ７ － ０ ５３７４ ７ － ０ ５２８３ ６ － ０ ５７７７ ７

新疆 － ０ ４９８５ ７ － ０ ４８７７ ７ － ０ ４５８９ ６ － ０ ５０８９ ６ － ０ ５２９８ ７ － ０ ５５３９ ６

宁夏 － ０ ８２６６ ８ － ０ ７９４８ ８ － ０ ８４２９ ８ － ０ ８３８５ ８ － ０ ８１７６ ８ － ０ ８０５ ８

青海 － ０ ９４１８ ９ － ０ ８９８０ ９ － ０ ９５６８ ９ － ０ ９３１２ ９ － ０ ９７３２ ９ － ０ ９５４５ ９

　 　

表 ６　 西部 ９ 省份生态效益主成分得分及排名

地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四川 ０ ４４０２ ４ ０ ６３６３ ２ ０ ７２７ ２ ０ ７５４ １ １ １２０３ １ ０ ８５７７ １

重庆 ０ ７９２８ １ ０ ９３５１ １ ０ ７６３ １ ０ ６８２３ ３ ０ ６０７６ ３ ０ ７１６９ ２

陕西 ０ ５３４３ ２ ０ ５３６７ ３ ０ ７１０２ ３ ０ ６９１５ ２ ０ ６４４７ ２ ０ ４９５４ ３

云南 － ０ ４２９２ ８ － ０ １０７２ ６ － ０ ３００３ ７ － ０ １７４６ ７ － ０ １８１６ ５ － ０ ３６６３ ６

广西 ０ ４８９１ ３ ０ ３７１８ ４ ０ ３９６１ ４ ０ ４３０６ ４ ０ ４５７２ ４ ０ ２８９ ４

甘肃 － １ ７１８５ ９ － １ ４１２４ ９ － １ ４０６４ ９ － １ ４３５７ ９ － １ ０７６４ ９ － ０ ８１４１ ９

新疆 ０ ３３２０ ５ ０ ００５８ ５ ０ ０７２２ ５ － ０ ０５６ ５ － ０ １９６２ ６ ０ ０２７４ ５

宁夏 － ０ ２３０４ ７ － ０ ５８７７ ８ － ０ ０１０４ ６ － ０ ０８３３ ６ － ０ ６７３８ ７ － ０ ３９５８ ７

青海 － ０ ２１０２ ６ － ０ ３７８４ ７ － ０ ９５１３ ８ － ０ ８０８８ ８ － ０ ７０１８ ８ － ０ ８１０２ ８

　 　

广西、 云南、 新疆、 宁夏、 青海则呈现出短暂下降或在波动中下降的态势。 西

部内陆省份普遍滞后， 特别是甘肃、 青海、 宁夏等欠发达省份的商品市场发育

更为迟缓， 经济发展稍显疲态， 城镇化后劲不足， 竞争力较弱。 此外， 社会转

型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的快速增长， 更是社会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的改变。 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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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等省份社会组织发展落后， 商品和内容单一， 输送效率低， 对于 “走出

去” 仍需助力。

表 ７　 西部 ９ 省份开放程度主成分得分及排名

地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四川 ０ ７７３４ ２ ０ ９０９５ １ ０ ５９２１ ３ ０ ９４４４ １ １ ７２８１ １ １ ７０２９ １

重庆 ０ ５３０７ ３ ０ ５７０４ ３ ０ ５７４８ ４ ０ ４８２２ ３ ０ ８５２ ２ ０ ８２９４ ３

陕西 ０ １３８９ ５ ０ ０６３１ ５ ０ １７５１ ５ ０ ３４２３ ５ ０ ６７０４ ３ ０ ８３１２ ２

云南 ０ ２３５７ ４ ０ ３１１７ ４ ０ ６８２５ １ ０ ３８２ ４ － ０ １８６２ ４ － ０ ２１８ ４

广西 ０ ９２８０ １ ０ ６９３２ ２ ０ ６６４４ ２ ０ ５７６６ ２ － ０ ２１５４ ５ － ０ ２５４４ ５

甘肃 － ０ ９３３０ ９ － ０ ９５５０ ９ － １ １１４２ ９ － １ ０４６９ ９ － ０ ５２８３ ６ － ０ ５７７７ ７
新疆 － ０ ４８８３ ７ － ０ ５０１２ ７ － ０ ４０７６ ６ － ０ ４９４５ ６ － ０ ５２９８ ７ － ０ ５５３９ ６
宁夏 － ０ ８１２５ ８ － ０ ７８４０ ８ － ０ ７４６７ ８ － ０ ６９１１ ８ － ０ ８１７６ ８ － ０ ８０５ ８
青海 － ０ ３７２８ ６ － ０ ３０７６ ６ － ０ ４２０５ ７ － ０ ４９５１ ７ － ０ ９７３２ ９ － ０ ９５４５ ９

　 　

民生福祉维度。 民生改善是社会发展质量的应有之义。 总体上来看， 四

川、 重庆、 陕西、 云南、 广西的民生福祉均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 其余省份则

呈现出下降趋势， 地区间具有两极化发展趋势。 民生改善与实现民生福祉的要

义在于实现共享共富共同发展， 也在于公民自我价值的实现， 一个国家或地区

的高等院校数量、 互联网使用率、 文盲率、 政府信息公开度以及社会成员的社

会参与度和政治参与度等都是民生福祉的重要因素。 而实现民生福祉对提升中

国社会发展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贡献 （见表 ８）。

协调程度方面。 协调发展得分较靠前的是四川、 重庆和陕西。 在此维度，

新疆、 云南和广西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 但其在创新、 开放发展等维度的下

降态势却抵消掉了协调发展带来的正面效益， 因此高质量的社会发展是全面协

调发展。 其余地区则呈现出波动态势， 但近些年宁夏、 青海则呈现出下降态

势， 这种省域协调程度在波动中下降， 表明西部地区社会在协调发展中还处于

失衡状态。 城乡协调、 区域协调、 阶层协调、 物质与精神协调等仍需要改善，

西部区域发展差距拉大、 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带来贫富差距扩

大、 物质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匹配等， 导致协调发展程度不甚理想， 从而制约地

区社会发展质量的提升 （见表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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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西部 ９ 省份民生福祉主成分得分及排名

地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四川 ０ ０６５３ ４ ０ ３６８０ ３ ０ ３３７ ２ ０ ４１６７ １ １ ７２８１ １ １ ７０２９ １

重庆 － ０ ２７１６ ７ ０ ５８６８ １ ０ １８４５ ３ ０ ２５２４ ２ ０ ８５２ ２ ０ ８２９４ ３

陕西 － ０ ４３９６ ８ ０ ２２３７ ５ ０ ０６１１ ４ ０ ０１５２ ５ ０ ６７０４ ３ ０ ８３１２ ２

云南 － ０ ０８１７ ５ － ０ ４８２４ ８ － ０ ２５２７ ８ － ０ １８８７ ６ － ０ １８６２ ４ － ０ ２１８ ４

广西 － ０ ５２３２ ９ － ０ ７６４９ ９ － ０ ２８７ ９ － ０ ２７０１ ９ － ０ ２１５４ ５ － ０ ２５４４ ５

甘肃 ０ ８６７８ １ － ０ ２９５１ ６ ０ ０４１５ ５ ０ ０４０４ ４ － ０ ５２８３ ６ － ０ ５７７７ ７

新疆 ０ ４８１３ ２ ０ ５０６７ ２ ０ ３６６９ １ ０ ２４６５ ３ － ０ ５２９８ ７ － ０ ５５３９ ６

宁夏 － ０ １９４０ ６ ０ ２３４５ ４ － ０ ２２１３ ６ － ０ ２５２３ ７ － ０ ８１７６ ８ － ０ ８０５ ８

青海 ０ ０９５８ ３ － ０ ３７７２ ７ － ０ ２３ ７ － ０ ２６ ８ － ０ ９７３２ ９ － ０ ９５４５ ９

　 　

表 ９　 西部 ９ 省份协调程度主成分得分及排名

地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主成

分值
排序

四川 ０ ２４３８ ２ ０ ７７９４ ２ ０ ６８７５ １ ０ ５２３２ ２ １ ７２８１ １ １ ７０２９ １

重庆 ０ ８５００ １ ０ ８８１５ １ － ０ ０５ ５ － ０ １５１９ ７ ０ ８５２ ２ ０ ８２９４ ３

陕西 ０ ０６２４ ３ ０ １０８８ ３ ０ ０７７７ ３ － ０ ０２４３ ３ ０ ６７０４ ３ ０ ８３１２ ２

云南 ０ ０２７８ ４ － ０ ４１２８ ７ ０ ５４５９ ２ ０ ６０９９ １ － ０ １８６２ ４ － ０ ２１８ ４

广西 － ０ ２７４３ ７ ０ ０２３５ ４ ０ ０１４３ ４ － ０ ０５０５ ５ － ０ ２１５４ ５ － ０ ２５４４ ５

甘肃 － ０ ３６３４ ９ － ０ ４２７５ ８ － ０ １８４ ７ － ０ １０１５ ６ － ０ ５２８３ ６ － ０ ５７７７ ７

新疆 － ０ ３６０２ ８ － ０ １７２７ ５ － ０ １３４８ ６ － ０ ０４２９ ４ － ０ ５２９８ ７ － ０ ５５３９ ６

宁夏 － ０ １７３５ ６ － ０ ３２５２ ６ － ０ ３２６９ ８ － ０ ２９８３ ８ － ０ ８１７６ ８ － ０ ８０５ ８

青海 － ０ ０１２５ ５ － ０ ４５５１ ９ － ０ ６２９７ ９ － ０ ４６３８ ９ － ０ ９７３２ ９ － ０ ９５４５ ９

　 　

综上所述， 省域的创新水平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地区社会发展质量， 各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由于创新能力不同而呈现出显著差异； 生态效益、 开放发展

则凸显出提升资源利用效率、 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等新时代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影响。 另外， 协调发展和民生改善方面体现出平衡、 共享的新理念， 每一个

评价维度对西部地区社会发展质量的影响都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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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策与建议

西部地区社会发展质量评价的结论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新时代下经济社会发

展规律和理念有更多的启发和方向。 高质量是新时代西部地区全面发展的内在

需求和根本旨归， 更是西部地区落实新发展理念的重大责任。 为了进一步提高

西部地区社会发展质量， 发挥 “一带一路” 倡议的区位优势， 发挥主要城市

于西部地区整体发展的支撑作用， 另外， 明确西部地区社会发展的区位特征、

生态环境和国际机遇等。 本文围绕现实背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建议， 从而发

挥西部地区发展优势， 不断增强其创新力和竞争力。

（一）推动科技创新，提升社会活力

经济基础是社会发展质量提升的物质基础， 在经济发展方面西部地区

仍与其他地区存在较大差距， 但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西部地区仍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 西部地区要紧紧抓住 “丝绸之路经济带” 战略带来的区位优势，

与核心城市群一起带动西部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 同时， 要认真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一系列重要论述， 把握创新发展的趋势和机遇，

吸引优秀研究人才， 打造西部地区发展的内生源动力， 立足西部众多高校

科研成果， 汲取地区优势成果， 提升地区影响力和竞争力。 同时， 明确西

部发展态势， 加快市场改革和城市化进程， 为就业、 创业、 产业的有效发

展腾出空间。

（二）坚持协调发展，平衡发展矛盾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 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西部地区

城乡、 区域、 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比较大， 在扶贫脱贫、 农业农村、 生态环

境、 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短板亟待补齐。 产业、 行业分化现象凸显， 传统产业产

能过剩的问题没有根本改变，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 发展失衡的问

题更加凸显， 这就要求我们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 坚持质量第一、 协调发

展， 不断实现区域、 城乡、 民族、 生态与社会、 物质和精神的协调发展， 为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全面进步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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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调共享理念，增进民生福祉

强调 “共享” 理念， 在着力提升收入分配制度公平性的同时， 将经济发展

的成果以 “社会福利” 的方式回馈给社会，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提升基本公共

服务水平， 协调各方利益， 缓解社会矛盾， 增进人民福祉， 提升西部地区居民的

“获得感”， 满足西部地区的社会发展质量需求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四）积极推进政府转型，重视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一方面， 加强市场化改革， 鼓励企业 “引进来” 和 “走出去”， 提升国际

影响力和竞争力， 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 为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创造有利

条件。 另一方面， 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调政府和其他社会治理力量之间的

有效合作， 政府在发挥主体作用的同时， 应为社会成员提供机会， 随着社会分

工愈加细化、 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流动速度加快， 社会出现了很多新型的边缘群

体， 旧的矛盾未曾解决， 又增添了新的问题。 再次， 虽然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

数量上蓬勃发展， 但在参与程度和服务能力上都存在着不足， 很难为民众向上

表达诉求、 政府向下传达政策理念提供确切有效的途径。 因此， 在现有社会制

度壁垒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困境下， 社会治理应着力培育社会组织， 关注边缘群体

的声音， 增强社会政策的包容性， 结合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 增进社会融合。

（五）统筹推进法治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党的十九大将 “全面依法治国”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重要内容， 上升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一。 新时代

西部地区社会高质量发展， 需要统筹推进法治建设。 社会高质量发展不仅包括经

济、 产业、 创新等硬实力， 也包括法治、 文化软实力， 要以更强意识、 更实举

措、 更大力度， 推动法治建设不断取得新进步。 地方立法机关需紧扣提高立法质

量主线， 建立科学立法、 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的高质量立法体系。 围绕推动社会

高质量发展战略， 制定出台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 开发区条例、 财政监督条例、

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围绕推动实施民生共享战略， 制定出台慈善条例、 医疗纠

纷预防与处理条例、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水域治安管理条例等， 通过制定针

对性和实用性的地方性法规让西部地区群众充分享有新时代改革发展红利。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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