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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历史、
现实与未来∗

　①

师　 博　 张冰瑶∗∗ 　 ②

摘　 要： 本文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为基本遵循构建了经济发展质量的

评价指数， 在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背景之下， 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进

行了测度分析。 研究发现，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呈现出波动上升的态势，
且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与中东部地区有趋同的收敛态； 西部省会城市的经

济发展质量水平较高， 中小城市经济发展质量、 发展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在新时代的发展背景下， 西部地区不仅面临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 也

面临着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的短板约束， 必须以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

为指导， 以创新驱动为发展的基本动力， 处理好发展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增长数量的协同并进。

关键词： 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质量　 高质量发展

一　引言

经过改革开放 ４０ 年的稳健高速增长， 中国不仅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

二， 而且迈入中高收入经济体行列。 区域经济增长在这一举世瞩目的过程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地方分权” 极大地调动了区域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形成了区域竞争格局。 西部地区抓住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机遇迎难而上， 逐

渐缩小了与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差距。 然而， 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数量的目标

虽然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高速增长， 但也助长了 “掠夺性” 开发行为，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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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社会生态问题频现。 在越来越多元化的区域竞争面前， 西部地区必须把

经济发展的重心转移到高质量发展方面。 “五大发展理念是我们在深刻总

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 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

的基础上形成的， 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也

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①， 这为西部地区的发展转

型指明了方向， 即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以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

享” 的发展理念为先导。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 在新

的历史方位上中国经济表现出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特征。
在理论研究层面， 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联的增长质量受到了广泛关

注②③④⑤。 但是增长质量更多地聚焦于宏观经济范畴， 而高质量发展的内

涵则拓展至经济、 社会和生态等维度。 新时代具有新的发展条件， 现有文

献构建的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是基于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社会特征， 因

此对新时代背景下经济发展质量的水平与特征缺乏针对性的研究。 在质量

变革、 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背景下， 传统的评价方式难以准确反映新时代

的要求和新发展理念，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对高质量发展的量化评估和对未来

经济发展质量的研判。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作为

２０１９ 年重点工作任务， 在新时代下， 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是区域协调发展。 鉴

于此， 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 通过探讨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来测算我国省级和地级城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比较分析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所表现出的经济发展质

量的特征， 以期能够为推动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二　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在新时代， 经济发展必须以高质量发展为遵循， 充分体现和刻画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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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的内涵。 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是一种 “以物为本” 向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的实质性转变。 发展质量高低以能否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准则①， 而美好生活的内涵绝不局限于单纯的以物

质需求为代表的经济领域， 其核心更拓展至优美的生态环境与优质的公共

服务等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 “发展必须

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 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 必须是

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这为西部地区在新时代下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供了理论遵循②。
一是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经济规律。 从新时代发展的矛盾来看， 解决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应是西部区域的首要任务， 然而， 尽管西部区域处于

全国经济发展的洼地， 但是， 在发展过程中仍需要遵循复杂系统的经济规

律， 仍必须把重心放在质量效益上。 在改革开放之前， 我国处于一种产品

短缺状态， 为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实现经济数量

和规模的快速扩张。 经过改革开放 ４０ 年的高速增长， 我国完成了经济起

飞， 基本解决了 “落后” 问题。 在此期间， 中国经济的质态发生了显著变

化， 从低收入变为中等收入， 从生产力落后的贫穷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 从以 ＧＤＰ 论英雄变为实现平衡和充分发展最重要③。 与此同时， 我

国的主要矛盾业已转变，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

间的矛盾暴露出经济发展质量亟须提高。 因此， 基于发展环境的变化， 中

央实事求是地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新时

代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必须坚持质量第一、 效益优先， 通过质量变革、 效

率变革、 动力变革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不断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二是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这对生态脆弱的西部经济又提出

了新的约束条件， 不仅要在经济总量上赶上来， 还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共

生问题。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虽然物质财富得到了迅速积累， 但同时也

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 粗放的增长方式不仅引发了资源约束趋紧，
还造成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 使人与自然的矛盾激化。 人民群众的生活质

量受到环境污染的严重侵蚀， 人民对优质生态环境的需求与日俱增。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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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碚： 《关于 “高质量发展” 的经济学研究》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５ ～ １８ 页。
任保平： 《新时代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理论阐释与实践取向》， 《学术

月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６６ ～ ７４６ 页。
金碚： 《关于 “高质量发展” 的经济学研究》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
第 ５ ～ １８ 页。

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

社版权所
有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xH
l6Q
EoS
X62
KcE
SSX
T0H
AeT
xO
x6S
fHV
TD
8og
gxd
gIv
cYQ
iHv
UX
ItD
bm
d8I
zge
8n2

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不良现象能否得到缓解和遏制成为新时代下经济发展质

量高低的重要判断之一。 人与自然相依相存， 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尊重

并保护自然， 树立和践行新的财富观， 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坚

定走绿色发展之路， 为人民群众打造优质的生态环境。
三是高质量发展必须遵循社会规律。 西部区域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状

态， 民生社会福利发展相对滞后， 在高质量的发展中更需要得到关注， 打

好脱贫攻坚战， 补齐民生短板。 在低收入阶段社会物质产品和精神文化产

品相对匮乏， 为了解决贫困问题， 人们对经济和社会的不平衡发展具有一

定的包容性。 但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居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的改

善， 对公平正义的诉求愈发强烈， 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 社会发

展的相对滞后令民生问题日益凸显， 如果不能妥善解决， 有可能会成为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羁绊。 新时代下和谐的社会发展能够为高质量发展营造稳

定的社会环境， 而尖锐的社会矛盾可能为高质量发展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甚至可能造成一定的风险隐患。 新时代下必须多谋民生之利、 多解民生之

忧， 积极主动回应群众关切， 增进民生福祉， 在高质量发展中补齐民生短

板、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必须充分体现出其基本内涵与本质特征。 笔

者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体现在， 具有增速稳定和结构合理的经济增长基

础， 并能产生社会友好型和生态友好型的发展成果， 最终服务于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人的全面发展①。 基于此， 以高质

量发展为基本遵循的经济发展质量的评价体系应充分把握如下三个准则。
一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核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必须是科学的发

展，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五大发展理念。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坚持新的发

展理念， 推动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 动力变革， 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难题需要用新发展理念来破解， 为了更好地评价

这一理念的贯彻情况， 我们对经济发展质量构造数量化的指数， 详细刻画

西部地区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方面所做的努力。 具体来讲， 通过对创新载体

人力资本水平的测度来反映创新发展理念， 通过对经济结构合理性的测度

来反映协调发展理念， 通过对生态成果的测度来反映绿色发展理念， 通过

对经济外向性的测度来反映开放发展理念， 通过对医疗水平的测度来反映

分享发展理念。

６００
① 师博： 《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作用》， 《陕西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２６ ～ １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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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有限但有效的测算为基础。 首先， 高质量发展内涵丰富， 如果

过分强调全面可能会因其概念晦涩难懂而不具有可实施性。 其次， 高质量

发展具有多维属性特征， 对其各个维度均进行测评会因为缺少相关数据而

不具有可操作性。 最后， 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 评价标准难

以统一。 所以本文力求用最基本、 最重要的要素来测度各地区经济发展质

量水平， 对其进行较客观地评价， 希望通过简明且易形成共识的指标， 为

经济发展质量确定努力的方向， 鼓励各地区从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地方

优势出发， 制定相应的高质量发展战略， 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三是以弱化经济增长为指导。 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业已转换， 这不仅意

味着经济工作的关注重点已经由经济增长速度转向经济发展质量， 更意味

着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 在新的发展阶段， 经济的

“好” 与 “快” 有时是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高质量发展阶段速度肯定是

逐步下降的。①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已经不需要过度关注经济增长

速度， 在经济增长保持基本稳定和可持续的条件下应将经济发展的注意力

更多地放在提质增效上。② 所以本文所构建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重在反映

经济发展的强度、 稳定性、 合理化和外向性， 更加重视反映社会、 生态的

发展变化情况。

三　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算方法

２０１８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确定发展思路、 制定经济政策、 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必须加快

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 政策体系、 标准体系、 统计体系、 绩效

评价、 政绩考核， 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 推动中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

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尽快建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 不仅可以

找出当下经济发展质量所存在的问题，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还可

以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进行量化评估。 这也是我们在制定西部经济发

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时的基本遵循。
笔者参照 Ｍｌａｃｈｉｌａ 等③的方法， 从三个维度表征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

７００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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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 《转向高质量发展 “三谈”》， 《经济日报》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８ 日。
胡敏： 《高质量发展要有高质量考评》， 《中国经济时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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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质量 ＝ α 发展基本面 ＋ β 发展的社会成果 ＋ γ 发展的生态成果

发展基本面 ＝ Ө１ 强度 ＋ Ө２ 稳定性 ＋ Ө３ 合理化 ＋ Ө４ 外向性

发展的社会成果 ＝ φ１ 每万人大学生人数 ＋ φ２ 每万人医生人数

发展的生态成果 ＝ η１ （单位 ＧＤＰ 气体污染 ＧＤＰ 排放物） ＋ η２ （单位 ＧＤＰ 固体污染物

排放产出） ＋ η３ （单位 ＧＤＰ 液体污染物排放）

经济高质量发展

指标体系

发展基本面

发展的社会成果 教育

强度 稳定性 合理化 外向性

气体污染 液体污染 固体污染

医疗

发展的生态成果

图 １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

经济发展质量的基本面可表述为： （１） 经济发展的强度， 采用实际人

均 ＧＤＰ 来测度。 一个地区的人均 ＧＤＰ 越高代表其产出能力越强， 则人民

生活水平相对较高， 经济发展越强劲。 （２） 经济发展的稳定性， 用经济增

长率变异系数的倒数来度量。 变异系数可以衡量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程度。

一个地区如果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变异系数， 表明该地区经济发展的稳定

性越差， 极易发生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 为了排除异常值的干扰，

省级增长率变异系数采用 ５ 年期滚动窗口的方法进行测算， 市级增长率变

异系数采用 ３ 年期滚动窗口的方法进行测算。 （３） 经济发展的合理化， 用

１ 与泰尔指数的差值来表征。 借鉴干春晖等①的方法， 利用三次产业占比和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来计算泰尔指数， 用以衡量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干

春晖等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结构越合理， 经济波动越小， 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越高。 （４） 经济发展的外向性， 用净出口占 ＧＤＰ 比重来衡量。 外向型经济

有助于本地区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联系， 可以通过进出口贸易、 外商直接

投资、 人员交流等渠道的技术溢出提高本地区的生产率。

经济发展社会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共享发展理念与创新发展理念

的落实情况。 全体社会成员均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来拓展自身参与经济

活动的机会， 进而凭借自身能力公平享有经济发展成果。 同时人力资本还

是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 质量较高的人力资本可以提高创新发生的概率。

８００
① 干春晖、 郑若谷、 余典范： 《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 《经济研

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５ 期， 第 ４ ～ 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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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本文从人力资本视角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测度社会发展成果：
（１） 教育， 是人力资本在知识和创新层面的表征。 在省级层面笔者使用人

均受教育年限加以衡量， 地级市层面则采用平均每万人高校在校学生人数

作为代理变量。 （２） 医疗， 作为人力资本在健康层面的表征。 笔者用每万

人医生人数作为代理变量。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人力资本水平越高， 意味着个体在经济发展中所获得的发展能力和机会越

大， 经济发展所创造的社会福利越高。
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果与绿色发展理念紧密联系， 具体包括： （１） 单位

ＧＤＰ 气体污染排放产出； （２） 单位 ＧＤＰ 固体污染排放产出； （３） 单位液

体污染排放产出。 这三个指标均表示在既定经济产出量上的污染排放量。
在给定的污染排放水平情况下经济产出水平越高， 则说明经济发展的生态

成果越好。
以上指标具有不同量纲， 因而不可以直接合成。 本文采用 “最小—最

大标准化” 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变换和处理， 然后通过设定相应权重将变

换后的指标加总计算得到经济增长质量指数。 主成分分析法虽然可以依据

数据特征来对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指标进行客观赋权①， 但是该方法也会

因为降维而使原始指标丧失经济含义， 并且当变量个数过多时也不易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 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协调经济系统、 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
把物质生产、 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有机联系起来， 实现经济效益、 生态效

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因此， 本文参照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Ｈｕｍａｎ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和经济脆弱度指数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对各

基础指标赋予简单而透明的均等权重。 具体而言， 对 “发展的基本面”、
“发展的社会成果” 和 “发展的生态成果” 三个维度各赋予 １ ／ ３ 的权重，
以凸显经济、 社会和生态三者发展的同等重要性。 相应地， “发展的基本

面” 下属指标的权重均为 １ ／ ４， “发展的社会成果” 二级指标的权重均为

１ ／ ２， “发展的生态成果” 下属指标的权重为 １ ／ ３。 虽然采用简单而透明的

均等权重法赋值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但这里旨在强调经济发展质量需要多

方位均衡发展。
为了更好地评价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 本文将其置于全国经济发展

的整体中， 通过比较分析加以综合考评。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设始于 １９９２ 年， 所以在省级层面本研究测算了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７ 年的经济发展

９００
① 钞小静、 任保平：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 《经济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第 ２６ ～ 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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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指数。 鉴于数据的可得性， 在市级层面本研究计算了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７ 年的

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其中计算省级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数据来源于 《新中

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年鉴》 和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计

算市级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以及 ＣＥＩＣ

数据库。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可比性， 省级数据以 １９９２ 年为基年剔除

价格波动的影响， 地级市数据以 ２００４ 年为基年剔除价格波动的影响， 缺失

数据使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四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水平测算结果与分析

（一） 西部省级经济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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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７ 年全国以及东中西部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平均值

１ 与中东部发展情况的比较分析

图 ２ 展示了自 １９９２ 年以来全国以及东中西部省份平均经济发展质量指

数。 在研究时段内东部省份的平均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最高， 西部省份指数

值最低， 中部省份指数值居中， 表现出与经济增长数量相类似的地理分布

情况。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７ 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变化趋势与全国保持一

致， 并且在整个研究时段内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和东中部地区虽然

存在一定差距， 但是 ２０１２ 年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向东中部地区

收敛的态势。 具体来看， ２０１１ 年之前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差

距虽有小幅波动但二者差距大致保持不变， ２０１２ 年之后两地区经济发展质

量差距先扩大再缩小， 预计未来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会进一步

缩小； ２０１１ 年之前西部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差距出现缓慢扩大的趋

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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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但是 ２０１２ 年之后两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波动中逐渐缩小， 预计未来西部

地区和中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将进一步缩小。

２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综合分析

（１） 发展质量指数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７ 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平均值为 ０ ２５３０。 在 ２０１１
年之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均值为 ０ ２５４３， 其间大致经历了 ４ 个

完整的周期： 第一个周期为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４ 年，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有过一

个短暂的小幅波动。 １９９２ 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伊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

性， 可能给西部经济发展带来小幅冲击。 第二个周期为 １９９５ ～ １９９７ 年， 西

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上扬态势。 １９９４ 年我国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管

理体制， 极大地调动了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其发展质量指数持续

上升并于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 １９９７ 年达到历史峰值 ０ ２８７５。 第三个周

期为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６ 年， 该时期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造成了区域发展不平衡、
收入差距拉大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制约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 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质量在波动中上升乏力； 第四个周期为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 虽然面临

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引领下

依旧稳步提升。 ２０１２ 年中国经济进入 “三期叠加” 的新常态， 加之传统要

素驱动高速增长所累积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脆弱性，
导致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出现小幅下滑。 民生问题的解决和生态环境的恢复

不是一蹴而就的，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西部地区应针对民生问题精准施策，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随着社会生态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预计未来西部

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水平会进一步提高。
（２） 发展质量的收敛性分析

从高质量发展的收敛性来看，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７ 年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指数的方差最大， 为 ０ ０１４８， 中部地区方差最小， 为 ０ ００２８， 西部地区的

方差为 ０ ００３３， 居于二者之间。 图 ３ 描绘了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７ 年西部各地区间经

济发展质量的差异化程度，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５ 年西部省际经济发展质量变异系数

波动较大，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３ 年变异系数在波动中上升，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０ 年变异系数

缓慢下降， ２０１１ 年之后变异系数大致保持在 ２０％的水平， 预计未来西部地

区省际经济发展质量差异不会进一步扩大。
（３） 发展指数分维度分析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分维度指数测算结果显示， 发展基本面的均值

最高， 为 ０ ５１９７， 社会成果指数均值最低， 为 ０ １２３２， 生态成果均值居

中， 为 ０ １４１６。 在整个样本期， 发展基本面指数均高于经济发展质量指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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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７ 年西部省际经济发展质量变异系数

数， 说明经济发展是驱动西部省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 而社会和生态

成果方面的绩效不佳，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西部省份在社会和生态层面的发

展空间较大。 发展基本面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个维度中表现最好，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１ 年发展的基本面均值为 ０ ５１８４，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为 ０ ５２４９， 不论

过去还是现阶段西部地区发展基本面均保持在较高水平， 这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西部各省份在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视经济增长，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也为

经济增长提供了发展空间。
西部省份社会成果指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个维度中表现不佳，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１ 年西部地区社会成果指数均值为 ０ １１２８，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的均值

为 ０ １６５１， 大致提高了 ４６ ４３％ 。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 西部地区应再

接再厉， 找准其社会发展问题的症结所在， 周密谋划、 用心布局， 进一步

巩固社会发展成果。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１ 年西部省份的生态成果均值为 ０ １５１６，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生态

成果均值为 ０ １０１５， 出现下滑， 可能是因为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污染作为

工业化的非期望产出超出了自然环境的承载力， 脆弱的生态系统需要较长

的时间来恢复。 随着各类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以及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持续

推进， 预计未来西部地区的生态发展会有所改善。
（４） 省际发展的动态变化

１９９２ 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排名前三的省份是新疆、 内蒙古和云

南， ２０１１ 年排名前三位的省份则变为陕西、 重庆和四川， ２０１２ 年重庆又超

越陕西成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的第一名。 ２０１７ 年西部经济发展质量最

好的省份仍然是重庆、 陕西和四川。 在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 西部地

区应充分发挥重庆、 陕西和四川三个省市的引领示范作用， 带动西部地区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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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发展质量水平的提升。 在研究时间段内贵州的经济发展质量进步较明

显， 由 １９９２ 年西部省份排名最后到 ２０１７ 年位居西部省份第四名； 而青海

的经济发展质量则表现不佳， 由 １９９２ 年西部省份排名第五滑落至 ２０１７ 年

的最后一名。 青海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要努力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水平， 积

极主动向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较高的省份看齐。
从发展基本情况来看，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１ 年内蒙古、 四川和陕西在西部地区

发展基本面指数均值排名前三；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重庆、 新疆和云南则成为西

部地区发展基本面最好的三个省份， 其中云南进步最为明显， 由过去的倒

数第一追赶为现阶段的第三名， 而内蒙古则由过去的排名第一倒退为现阶

段的最后一名。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内蒙古应积极主动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 减少经济对资源和能源的依赖， 以科技创新来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逐

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１ 年新疆、 陕西和内蒙古的社会成

果均值排名前三，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陕西省则跃升至第一名， 内蒙古滑落为第

三名， 而重庆则晋升为第二名。 在过去和现阶段西部地区社会成果排名中，
贵州一直排在末位， 表明贵州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应着重补齐社会发展

的短板。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１ 年陕西、 四川和重庆为西部地区生态成果均值排名前

三的省份，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这三个省份生态成果仍然最好， 只是四川、 重庆

排名分别上升为第一、 二名。 宁夏的生态成果在西部地区排名中不论过去

还是现阶段均为最后一名， 由于地理环境因素宁夏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比较

脆弱， 其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更应加大对生态环境的治理恢复。

（二） 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

１ 与中东部城市发展的比较分析

图 ４ 给出了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７ 年全国及东、 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经济发展质

量指数的平均值。 我国城市间经济发展质量水平保持着和省级相一致的地

理分布态势， 东部城市最高、 中部城市次之、 西部城市最低。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７
年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同东中部城市相同的变化趋势， 在整个研

究时段内西部城市和东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差距较大， 但该差距在波动中

逐渐缩小。 相较之下， 西部城市和中部城市在经济发展质量方面的差距较

小且正稳步缩小。 预计未来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会逐步向东中部城市

收敛。

２ 西部城市整体综合评价分析

（１） 发展质量指数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７ 年西部城市整体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平均值为 ０ ２７３９， 最 ３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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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７ 年全国及东中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平均值

高值出现在 ２０１１ 年， 达 ０ ２９８５， 最低值则出现在 ２００６ 年， 为 ０ ２２９０。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１ 年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平均值为 ０ ２６９２， 该时期

指数波动较大， 大致经历了两个周期： 第一个周期为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６ 年， 呈现

一个短暂的波动状态； 第二个周期为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 表现出显著的攀升态

势。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平均指数为 ０ ２８００， 比 ２０１１

年之前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大致提升了 ４０％ ， 说明在创新驱动的引领下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以及 “一带一路” 建设背景下， 西部城市经济发

展质量水平正逐步提升。
（２） 发展质量的收敛性分析

从各地区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性来看， 研究时段内东部城市经济

发展质量指数的方差最大， 为 ０ ００４７， 中部最小， 为 ０ ００４１， 西部居中，

为 ０ ００４６， 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差异性略小于东部城市， 但经济发展

质量水平的波动性仍高于东部城市。 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看， 西部城市高

质量发展具有收敛性，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１ 年西部城市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的方差为

０ ００４６，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则为 ０ ００４５， ２０１１ 年后西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更为趋同， 预计在高质量发展阶段西部城市会继续保持这一趋势。
（３） 发展指数分维度分析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７ 年各分维度指数显示， 西部城市发展基本面均值最高， 达

到 ０ ３７２８， 社会成果均值最低， 为 ０ ２０００， 生态成果均值居中， 为

０ ２５１９， 高质量发展三个维度的均值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在整个样本

期， 发展的基本面指数均高于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说明经济发展同样也是

驱动西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 虽然西部城市在社会和生态层面的

发展不足， 但其提升空间仍然较大。 如果未来西部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加大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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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和生态方面的重视程度， 预计其发展质量会得到极大提升。
具体来看各分维度指标：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７ 年地级城市经济发展质量的基本

面在经济发展质量的三个维度中表现最好， 其中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１ 年指数均值为

０ ３７５１，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基本面均值为 ０ ３６９２。 西部地级城市发展的基本面

一直保持在较稳定的水平，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 未来西部

城市会在该维度上 “稳中有升”。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７ 年西部地级城市社会成果指

数在经济发展质量的三个维度中表现不佳，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１ 年社会成果的均值

为 ０ １９５８，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社会成果的均值为 ０ ２０６８。 不论过去还是现在西

部城市的社会成果指数值均较低， 一方面说明西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 对

全体人民在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上以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重视程度

仍然有待提高； 另一方面， 由于教育和医疗的现代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体现一个地区的软实力， 社会成果指数值较低从侧面反映出西部城市在

经济发展过程中过于重视 ＧＤＰ 等硬实力提升， 对软实力的提高有所忽视。
因此， 西部城市在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需要权衡好生产性投资

和非生产性投资的比例和关系， 加大教育和医疗投入， 从而带动高质量的

人力资本的积累， 在社会发展方面有所突破。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７ 年西部地区城市

生态成果指数与经济发展质量指数表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 其中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１ 年西部城市生态成果指数均值为 ０ ２３６９，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西部城市生态

成果指数均值为 ０ ２７５９， 提高了 １６ ５％ 。 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西部城市为

了实现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自然资源的消耗， 经济产出的提高伴随着污染物

排放的增加， 导致西部地区生态建设成果不佳； 而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随

着绿色发展理念的贯彻， 西部城市在生态建设方面不断加大投资力度， 预

计未来西部城市在生态建设方面会取得更大成绩。
（４） 各城市间发展的动态变化

２００４ 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排在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南宁、 呼

和浩特、 桂林、 兰州、 乌鲁木齐、 成都、 银川、 西安、 昆明和克拉玛依。
除桂林和克拉玛依外其他城市均为西部省会城市， 前十位城市的经济发展

质量指数均值为 ０ ２６９０。 ２０１１ 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排在前十的城

市依次是桂林、 南宁、 呼和浩特、 鄂尔多斯、 兰州、 咸阳、 成都、 西安、
昆明和柳州。 鄂尔多斯、 咸阳和柳州三个非省会城市成功跻身西部城市经

济发展质量排名前十的行列， 前十位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均值为

０ ２９８５， 比 ２００４ 年提高大约 １１％ 。 ２０１７ 年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排

在前十名的城市依次是乌兰察布、 克拉玛依、 成都、 昆明、 西宁、 银川、
柳州、 西安、 乌鲁木齐和呼和浩特， 除乌兰察布、 克拉玛依和柳州外， 其 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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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均为西部省会城市， 可见西部经济高质量发展排名前十的城市仍然以省

会城市为主， 前十名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均值为 ０ ２６０３。 西部省会城

市在整个研究时段内经济发展质量比较高， 因此西部地区在经济高质量发

展过程中要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的辐射引领作用， 各城市应以省会城市为榜

样探索适合自身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从发展基本面来看，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１ 年昆明、 克拉玛依、 包头、 鄂尔多

斯、 呼和浩特、 南宁、 乌鲁木齐、 成都、 西安和兰州在西部城市中发展基

本面指数排名前十， 以省会城市为主。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昆明、 包头、 鄂尔多

斯、 克拉玛依、 呼和浩特、 六盘水、 重庆、 乌鲁木齐、 玉溪和崇左成为西

部地区该维度表现最好的十个城市， 与过去相比， 越来越多的非省会城市

跻身发展基本面指数排名前十行列， 预计未来非省会城市和省会城市在发

展基本面上的差距会逐步缩小。 从社会成果的指数均值来看，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１
年呼和浩特、 昆明、 桂林、 兰州、 贵阳、 南宁、 成都、 咸阳、 乌鲁木齐和

西安是在社会发展方面排名前十的西部城市。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桂林、 昆明、
兰州、 呼和浩特、 贵阳、 乌兰察布、 咸阳、 南宁、 成都和鄂尔多斯则成为

西部地区社会建设成果最好的十个城市， 除乌兰察布和鄂尔多斯为新晋城

市外， 其他八个城市仍停留在前十行列。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拥有较好生

态建设成果的西部城市在社会发展方面保持稳定， 但其并未充分发挥引领

示范作用， 没有带动更多的城市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从生态成

果的指数均值来看，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１ 年庆阳、 延安、 南充、 天水、 资阳、 遂

宁、 成都、 固原、 丽江和防城港为前十名城市， 除成都外其余城市均为非

省会城市；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巴中、 庆阳、 达州、 资阳、 广元、 成都、 遂宁、
铜川、 西安和安康是在生态发展方面排名前十的西部城市， 在生态方面发

展较好的西部城市仍然以非省会城市为主， 其中以四川省地级市居多。 西

部地区在生态保护方面应注重发挥非省会城市的积极作用， 特别是四川省

的城市， 加强各城市之间经验交流， 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

五　提升西部经济发展质量的政策建议

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背景， 经济发展质量必须以新

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为基本遵循。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体现在， 具有增速

稳定和结构合理的经济增长基础， 并能产生社会友好型和生态友好型的发

展成果， 最终服务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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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①。 本文基于发展基本面、 发展的社会成果和生态成果 ３ 个维度

构建了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并在测度中国省级和地级市层面的经

济发展质量指数的基础上， 置于全国发展的基本背景下， 对西部地区的经

济发展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 笔者分析认为，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呈现

出波动中上升的态势， 且其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变化与中东部地区有趋同

的态势； 西部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较高， 中小城市经济发展质量

有待进一步提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 西部地区需

要多管齐下， 在经济发展质量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 补齐区域经济发展短板是西部地区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中的首

要任务。 尽管从 ２０１１ 年之后， 西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向东中部经济收敛

的特征， 但是从总体情况来看， 西部经济仍处于落后和不充分发展的状态。
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就是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 因此， 西部地

区必须集中精力聚焦区域发展， 形成新的区域发展动能。 当然， 新时代的

发展必须遵循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与要求， 必须遵循新发展理念， 实现经济

增长的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第二， 以创新带动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西部地区应打 “政策组合拳”

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具体而言， 通过激励型政策强化科技创新， 培育

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 通过结构性政策明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方向， 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通过协调型政策有效衔接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 解决好从 “科学” 到 “技术” 的转化， 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 另

一方面西部地区应围绕自身的发展布局， 培养和引进大量与新兴产业和现

代服务业等相关的创新人才， 通过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高质量发展打下良

好的人力资本基础。
第三， 补齐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的短板， 助力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要

针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精准施策， 增加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投入力度， 提

高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能力， 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使人民群众在共享多样性

发展成果中获得感、 幸福感明显增强。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市场化、 多元化

生态补偿机制， 加快恢复西部地区的绿水青山生态价值； 加大绿色技术的

研发投入， 积极推广节能减排技术， 实现可持续发展。

７１０
① 师博： 《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作用》， 《陕西师范大学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２６ ～ １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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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完善考核评价体系， 加强区域合作。 推动西部高质量发展必须

进一步完善发展机制， 转变以 “经济绩效” 为主的单一考核机制， 实施以

“发展质量” 为核心的多维评价体系， 更好地适应人民群众诉求。 经济绩

效考核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的转变， 即由仅要求提高生活水平转变为要求经

济、 社会和生态的协调发展。 西部地区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过程中， 亟须

从区域竞争模式转型为区域合作模式， 积极搭建省份之间以及城市之间的

合作平台， 通过发展质量较好的省份帮扶较差省份来缩小与东中部地区的

差距， 以省会城市带动中小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推动区域整体发展质量

的提升。

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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