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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

陈南岳,冯佳辉1

(南华大学 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1)

[摘　 要] 　 文章首先探讨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以及高质量发展指标构建的理论基础,然后基于五大发展理念,采用改进

的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由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 5 个维度共 37 项指标构成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评价指标体系,最后以湖南省为例,分析了湖南省 2000—2018 年 19 年间 5 个维度的发展指标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

的发展状况。 研究发现:2000—2018 年 19 年间湖南省创新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快速增长的基本态势;协调发展的增长趋势不

明显,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绿色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出显著的“梯型”变化趋势;开放发展水平一直处于上下波动过程中;共
享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增长趋势。 综合来看,2000 年以来湖南省高质量发展指数近似呈现线性增长趋势,发展势头良好。 “十

四五”阶段湖南省应稳固创新发展态势,加强协调发展力度,重视绿色发展前景,加大开放发展水平,保持共享发展稳定增长,
从而使高质量水平继续快速发展,早日达成高质量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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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经过多年的飞速增

长,其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然

而,传统的 GDP 锦标赛的粗放式发展思维引起了很

多问题,例如投入资源要素浪费、经济管理效率低下

和环境污染严重等[1]。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

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历史攻关期。”那么研究高质量

发展的内涵及定义以及如何评价高质量发展状况在

新时期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总结和评价

各种已有的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以
高质量发展内涵为理论基础,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核

心,试图更加全面系统地构建出中国高质量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并以湖南省为例,对湖南省 2000 年以

来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评,并对“十四五”期间湖

南省高质量发展方向提出建议。

一　 高质量发展内涵及理论研究

2017 年 12 月 18 日,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推动实施高质量的发展战

略是促进和保持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

必然要求[2]。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经济

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当前阶段确定经济发展方

向、优化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

颇多探索。 本文将先对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进行整

理,并在此基础上,对近几年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文献进行总结归纳。
(一)高质量发展内涵

从三个不同视角来分析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1. 从“五大发展理念”入手。 何立峰(2018)认

为,高质量发展是可以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发

展[3]。 李梦欣和任保平(2019)认为高质量发展阶

段主要强调“提质”“增效”,是新发展理念的延伸和

发展[4]。 王锋和王瑞琦(2020)认为经济高质量发

展理论是五大发展理念的进一步阐述[5]。
2. 以 经 济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为 视 角。 张 军 扩

(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强调的是从增长到发展的

转变,也就是说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

化[6]。 任保平(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

的高水平状态,不仅包括速度的增长,而且包括城

乡、环境等多方面的发展[7]。 李金昌(2018)等认为



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是指商品和服务质量、产出效率

和经济效 益 的 普 遍 而 持 续 的 提 高[8]。 朱 启 贵

(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坚持质量第一、效
益优先[9]。 马茹等(2019)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意

味着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显著提高[10]。
3. 以微观和宏观的不同要求为视角。 王一鸣

(2018)认为,高质量发展可以分为微观层面的产品

和服务的高质量发展、中观层面的产业和区域的高

质量发展以及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整体的高质量发

展[11]。 汪同三(2018)认为,微观高质量发展必须满

足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高质量需求;宏观高质量

发展要在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基础上,不断

提高我国整体发展的效益[12]。
综上所述,上述学者虽然对高质量发展的研究

视角不尽相同,但是其本质内涵却近乎一致:都是以

“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落脚点,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缺一不可,从微观的产品和服务层面和宏观

的结构和效率层面加强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8]。
(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构建

首先是在高质量发展内涵尚未明确时,一部分

学者初步构建了高质量指标体系。 钞小静和任保平

(2011)建立了包含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等 8 项

基础指标和 11 项分项指标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评

价体系[13]。 宋明顺等(2015)建立了包括竞争质量、
民生质量和生态质量 3 个维度的宏观经济质量指标

体系[14]。 易昌良(2016)在五大发展理念基础上构

建了中国发展指数体系[15]。
随着高质量发展内涵的不断明确,十九大明确

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为了缓和“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因此部分学者选择从这一矛盾着手构建指标

体系。 李金昌(2019)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发展”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着

手,构建了包括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

生活、社会和谐 5 个维度 27 项指标的高质量发展指

标体系[8]。 徐鹏杰和杨萍(2019)从中国发展面临

的主要矛盾出发,从社会平衡发展、环境治理、保障

民生 3 个维度选取 12 个指标,测算中国省际社会高

质量发展水平[16]。
还有一些学者直接根据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构建指标体系。 张震和刘雪梦(2019)从经济发展

动力、新型产业结构、交通信息基础设施、经济发展

开放性、经济发展协调性、绿色发展、经济发展共享

性 7 个维度构建了副省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17]。 方大春和马为彪(2019)根据五大发

展理念,将经济高质量发展分为创新发展、协调发

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与共享发展 5 个方面,并分

别选取指标测度了中国高质量发展水平[18]。 魏敏

和李书昊(2019)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基础,构建了包含创新驱动、市场主导、结
构均衡、绿色环保、资源高效和以人为本 6 个维度的

经济发展水平测度体系[19]。
综上所述,目前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的构建主要存在 4 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由于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所以指标体系

彼此之间普遍差异较大,无法进行可比性研究。 其

次,目前指标体系主要涵盖的是以可衡量的反映经

济建设的指标,而缺少体现质量的指标。 最后,大多

学者进行的都是指标构建理论研究,并未考虑到数

据的可得性,少部分学者虽然进行了实证研究,但是

实证研究涉及到的指标较少,不能全面反映出各个

维度的具体发展状况。 尽管上述研究仍存在一些问

题,理论并未成熟,但是其指标构建体系的根本理念

都是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核心,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 5 个维度缺一不可。

因此本文试图从五大发展理念入手,尽可能全

面地考虑各个维度的内涵,并结合数据可得性,构建

了 5 个维度 37 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状况,并以湖南省为例,评价 2000 年以来湖南省经

济高质量发展状况,同时对“十四五”期间湖南省高

质量发展方向提出建议,以期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定量评价研究作出一些贡献。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

于改进了传统的层次分析法因主观因素使得结果准

确性欠缺的缺点,增强了层次分析法的客观性和科

学性。

二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构建的理论基础

准确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科学构建经

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 2015 年,习近

平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五大发展理念由“创新”
入手,最终落脚到全民“共享”发展成果,深刻揭示

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 因此要理解高质量发

展,就需要充分重视新发展理念的深刻内涵。
(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驱动作用,可以显

著提升我国综合国力[20-21]。 新时代中国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主要包括经济发展动力持续和经济结构

78第 2 期 陈南岳,冯佳辉:湖南省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



优化两方面内容。 首先通过创新发挥驱动作用,推
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其次,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

来改善劳动力质量和提高生产效率;最后,通过提高

创新能力,保障经济更有活力、更有效率地发展。 创

新发展,涉及了科技成果、人力资本以及创新能力三

个方面。
(二)协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了长期快速増长,
但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产生了诸多不协调、不均

衡等方面的问题。 因此必须坚持协调发展的理念。
习近平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是发

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22]。 贯彻协调的发展理念

能够进一步促进区域和城乡的协调发展,促进产业

结构协调发展,促进国家供需协调水平达到更高层

次[23]。 因此协调发展包括了区域协调、城乡协调、
产业结构协调以及供需结构协调四个方面。

(三)绿色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
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22] 高质量发展应

坚决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

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美丽中国[23-24]。 这意味

着绿色发展必须重视资源的可持续性,提高环境治

理能力,加强绿化建设,构建居民良好生活需求。 因

此绿色发展包括了资源消耗、环境治理能力以及绿

化建设 3 个方面的内容。
(四)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出口

是中国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 习近平在党

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

后。” [22]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一直奉行对外开放

的基本国策。 虽然目前中国的出口商品仍以廉价劳

动力产品为特色,导致我国在世界产业链分工中始

终处于劣势地位,无法有效支撑中国产业转型升

级[25-26],但是世界各国因为疫情和恢复经济而使得

基础医疗产品和大宗商品需求猛增,为我国提升对

外开放水平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 在“十四五”时

期,中国要继续贯彻开放的理念,提升开放质量,逐
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促进

国内国际双循环。 开放发展,包括了开放水平和开

放效果两个方面。
(五)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充分体现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

征,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 [27]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十四五”时期对共

享层次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必须继续推进脱贫攻

坚保卫战,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提升全民福利水

平[5]。 共享发展涵盖了脱贫攻坚效果、收入分配情

况以及福利水平三个主要方面。

三　 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的方法选择

(一)指标构建过程

1. 根据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基础对中国高质量

发展指标进行构建,由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地位都很重要,故先对 5 大发展维度进行均值赋

权,即每个发展维度都赋予 0. 2 的权重。 构建的指

标体系如表 1 所示,包括 5 个一级指标(用 A 表

示),15 个二级指标(用 B 表示)以及 37 个三级指

标(用 C 表示)。
2. 由于选取的各项指标的量纲不同,直接用原

始数据会导致与实际情况差异较大,因此为消除不

同测度指标在数量级和量纲方面的不一致性,首先

运用 Z-score 标准化方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

度体系中各测度指标 X ij 作标准化处理,步骤如下:
(1)求出各变量(指标)的算术平均值(数学期

望)X i 和标准差 Si。

表 1　 中国高质量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

方面维度 分项指数 具体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创新发展 A1

科技成果 B1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 C1 项 正指标

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 C2 项 正指标

技术合同成交额 / GDP C3 % 正指标

人力资本 B2
硕士研究生毕业人数 C4 人 正指标

R&D 人员当时全量 C5 人 正指标

技工学校毕业生人数 C6 人 正指标

创新能力 B3
科技拨款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 C7 % 正指标

R&D 经费内部支出 / GDP C8 1 正指标

高技术产业总产值 / GDP C9 1 正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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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方面维度 分项指数 具体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协调发展 A2 城乡协调 B4 二元对比系数 C10 1 正指标

泰尔指数 C11 1 正指标

农村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比 C12 1 正指标

产业结构协调 B5 一产比较劳动生产率 C13 % 正指标

二产比较劳动生产率 C14 % 正指标

三产比较劳动生产率 C15 % 正指标

供需结构协调 B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 C16 % 正指标

社会就业率 C17 % 正指标

区域协调 B7 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比 C18 % 正指标

绿色发展 A3 资源消耗 B8 单位 GDP 能源消费量 C19 吨标准煤 /万元 逆指标

单位 GDP 电力消费量 C20 万千瓦小时 /万元 逆指标

环境治理能力 B9 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总额 / GDP C21 1 正指标

环境污染治理总额 / GDP C22 % 正指标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C23 % 正指标

绿化建设 B10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C24 平方米 /人 正指标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C25 % 正指标

开放发展 A4 开放水平 B11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 C26 % 正指标

在外劳务人数占总人口比重 C27 % 正指标

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 C28 % 正指标

开放效果 B12 对外经济合作完成营业额 C29 万美元 正指标

对外经济合作新签合同数 C30 项 正指标

共享发展 A5 脱贫攻坚 B13 最低保障居民占总人口比重 C31 1 逆指标

社会救济主要费用 / GDP C32 1 正指标

收入分配 B14 劳动者报酬占 GDP 比重 C33 1 正指标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 GDP C34 1 正指标

福利水平 B15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C35 万人 正指标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C36 万人 正指标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C37 万人 正指标

　 　 (2)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Z ij =
X ij - X i

Si
,i = 1,2,…n

　 　 其中:Z ij 为标准化后的变量值;X ij 为实际变量

值。 大多研究高质量指标的文献普遍采用极值标准

化方法来进行归一化处理,而本文采用正态标准化

的方法,可以明确揭示各个维度的指标偏离均值的

波动情况。
3. 使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IAHP)对各个层级

指标进行赋权。 采用 2000—2018 年湖南省高质量

发展数据来对 5 个维度的指标进行赋权。
需要说明的是,传统的层次分析法是通过引入

适度的标尺来表示变量之间的相对重要程度(类似

于专家打分),但由于主观因素会导致结果不可靠,
并且核算变量很多,主观赋值可能导致较大误差。
因此本文对层次分析法进行改进,通过构建 5 个维

度内部每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来作为层次分

析法的判断矩阵,并通过使用 MATLAB 软件进行一

致性检验,最终得到各层次之间的权重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改进的层次分析法测算各指标权重结果

方面维度 指标名称　 　 　 　 IAHP 权重 IAHP 权重

创新发展
(0. 2)

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 0. 129 0 技工学校毕业生人数 0. 041 4
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 0. 131 1 科技拨款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 0. 082 1
技术合同成交额 / GDP 0. 074 9 R&D 经费内部支出 / GDP 0. 136 9
硕士研究生毕业人数 0. 134 5 高技术产业总产值 / GDP 0. 133 9
R&D 人员当时全量 0. 13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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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方面维度 指标名称　 　 　 　 IAHP 权重 IAHP 权重

协调发展
(0. 2)

二元对比系数 0. 116 9 三产比较劳动生产率 0. 124 2

泰尔指数 0. 080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品销售率 0. 039 7

农村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比 0. 129 1 社会就业率 0. 123 4

一产比较劳动生产率 0. 140 0 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比 0. 148 3

二产比较劳动生产率 0. 098 1

绿色发展
(0. 2)

单位 GDP 能源消费量 0. 189 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0. 102 9

单位 GDP 电力消费量 0. 164 2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0. 191 0

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总额 / GDP 0. 057 5 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 187 4

环境污染治理总额 / GDP 0. 104 7

开放发展
(0. 2)

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 0. 155 3 对外经济合作完成营业额 / GDP 0. 249 9

在外劳务人数 0. 250 0 对外经济合作新签合同数 0. 099 5

净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 0. 245 3

共享发展
(0. 2)

最低保障居民占总人口比重 0. 158 9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0. 181 5

社会救济主要费用 / GDP 0. 078 8 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0. 164 7

劳动者报酬占 GDP 比重 0. 086 7 失业保险参保人数 0. 182 3

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 GDP 0. 147 1
　 　 数据来源:MATLAB 软件处理得到

　 　 (二)指标构建结果

可以看出,在创新发展层面,对高质量发展贡献

率较高的是发明专利申请受理数、发明专利申请授

权数、R&D 经费内部支出 / GDP、高技术产业总产

值 / GDP、硕士研究生毕业人数、R&D 人员当时全量

这 6 个指标,都达到了 13% 左右;其他 3 个指标贡

献率较低,均未达到 10% ,其中技工学校毕业生人

数贡献率仅 4% 。
协调发展层面,对高质量发展贡献率较高的是

二元对比系数、三产比较劳动生产率、农村与城镇居

民消费水平比、社会就业率、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生

产总值比、一产比较劳动生产率这 6 个指标,均达到

了 10%以上,其中一产比较劳动生产率和西部与东

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比的贡献率达到了 14%以上;
而泰尔指数和二产比较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虽未达

到 10% ,但是也都在 8%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

品销售率的贡献率却不到 4% 。
绿色发展层面,对高质量发展贡献率较高的是

单位 GDP 能源消费量、单位 GDP 电力消费量、城市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 个指

标,它们对绿色发展的贡献率都达到了 15% 以上,
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的贡献率更是将近 20% ;其
次是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和环境污染治理

总额 / GDP 这两个指标,对绿色发展的贡献率都在

10%以上;最后是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总

额 / GDP,贡献率为 5% 。
开放发展层面,对高质量发展贡献率较高的是

对外经济合作完成营业额 / GDP、在外劳务人数、净
出口总额占 GDP 比 3 个指标,其对开放发展的贡献

率均为 25%左右;其次是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 GDP
的贡献率,其贡献率也达到了 15% ;最后是对外经

济合作新签合同数,其对开放发展的贡献率不

到 10% 。
共享发展层面,对高质量发展贡献率较高的是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和失业保险参保人数两个指标,
均达到了 18%以上;其次是最低保障居民占总人口

比重、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 GDP
等 3 个指标,其贡献率在 15% 左右;对共享发展贡

献率最低的是社会救济主要费用 / GDP 和劳动者报

酬占 GDP 比重两个指标,其贡献率均在 8%左右。
通过对层次分析法赋予的各个指标的权重分析

可以看出,本文选取的高质量发展 5 个维度的 37 个

指标较为合理,可以真实地展现出高质量发展状况。
(三)湖南省 2000—2018 年经济高质量增长评

价与分析

根据改进的层次分析法,本文测算出了 2000—
2018 年湖南省高质量发展指数,所得到的结果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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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湖南省高质量发展水平

时间 创新发展 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 高质量发展指数

2000 -0. 929 7 -0. 215 9 -1. 013 6 0. 134 8 -1. 408 0 -0. 686 5

2001 -0. 860 3 -0. 400 7 -0. 835 0 -0. 383 3 -0. 984 1 -0. 692 7

2002 -0. 894 9 -0. 291 7 -0. 710 7 -0. 173 3 -0. 280 1 -0. 470 1

2003 -0. 874 7 -0. 326 7 -0. 387 0 -0. 077 1 -0. 207 9 -0. 374 7

2004 -0. 812 0 -0. 151 2 -0. 213 4 -0. 023 4 -0. 419 8 -0. 324 0

2005 -0. 718 0 -0. 061 3 0. 083 3 -0. 585 1 -0. 265 9 -0. 309 4

2006 -0. 613 2 0. 287 0 0. 466 3 -0. 547 0 -0. 268 4 -0. 135 1

2007 -0. 319 5 0. 125 7 0. 310 6 0. 057 6 -0. 325 1 -0. 030 1

2008 -0. 195 9 0. 034 4 0. 306 1 0. 090 7 -0. 215 7 0. 003 9

2009 -0. 067 7 0. 028 4 0. 439 2 -0. 035 5 -0. 070 0 0. 058 9

2010 0. 022 9 0. 283 9 0. 386 0 0. 249 8 -0. 121 8 0. 164 1

2011 0. 150 3 0. 290 6 0. 506 6 0. 126 0 0. 023 3 0. 219 4

2012 0. 366 2 0. 256 1 0. 300 6 0. 206 4 0. 240 3 0. 273 9

2013 0. 477 6 0. 084 4 0. 357 5 -0. 093 2 0. 265 8 0. 218 4

2014 0. 564 6 0. 093 2 0. 373 7 -0. 014 9 0. 362 6 0. 275 8

2015 0. 769 3 0. 066 6 0. 788 8 -0. 062 8 0. 485 7 0. 409 5

2016 0. 910 9 0. 009 9 -0. 390 3 0. 639 4 0. 564 7 0. 346 9

2017 1. 266 5 -0. 026 4 -0. 428 8 0. 150 9 1. 406 0 0. 473 7

2018 1. 757 7 -0. 086 1 -0. 339 9 0. 339 8 1. 218 7 0. 578 0
　 　 数据来源:MATLAB 软件处理所得

　 　 首先从分项维度来看(见图 1),在创新发展维

度上,2000—2018 年湖南省创新发展水平整体呈现

快速增长的基本态势。 2000 年湖南省创新发展指

数为-0. 929 7,到 2018 年增长为 1. 757 7,年平均增

长率为 15. 21% ,具有较高的增长速度,与此同时,
创新发展指数的波动较小,增长快而稳定,这意味着

湖南省自 2000 年以来的创新发展战略取得了丰硕

成果。 但是,湖南省创新发展与北上广深等发达地

区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因此,“十四五”期间创新发

展仍需大力加强,深度挖掘创新发展潜力,开创湖南

省现代化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从协调发展维度可以看出,2000—2018 年湖南

省协调发展的程度较低,并未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
协调发展指数峰值出现在 2011 年,2006 年、2010 年

紧随其后,且一直处于波动中,可以看出湖南省协调

发展水平偏低。 现阶段,湖南省区域发展不平衡,城
乡差距较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普遍存在,这影

响了湖南省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在绿色发展维度上,可以看出,2000 年以来湖

南省绿色发展呈现出显著的 “梯型” 变化趋势。
2000 年到 2006 年间,绿色发展指数呈现显著的上

升趋势,这意味着,自 2000 年以来,湖南省环境治理

和环境保护十分有效,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城市

绿化水平也持续提升;2006—2015 年间,绿色发展

趋势出现水平波动,绿色发展遇到了瓶颈,这一阶段

通过基础绿化方式已经达到饱和状态,急需开发新

型绿色发展模式;2015—2017 年以来呈现显著下降

趋势,直到 2018 年这种下降趋势才得以缓解。 一方

面因为在经济粗放型增长时期,遗留了大量的环境

污染和生态治理问题;另一方面,虽然近年来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相应措施的实施加快了绿色发

展的步伐,但是想要进一步加强绿色发展需要通过

科技创新来发展新型绿色经济。
开放发展维度上,湖南省开放发展一直处于上下

波动过程中。 2000 年开放发展指数值为 0. 134 8,
2018 年增长到 0. 339 8,然而却在 2016 年达到最大

值 0. 639 4,表示开放发展状况整体呈现波动趋势。
这是由于湖南省地处我国内陆地区,没有发达的交

通运输和外贸活动,从而导致湖南省开放水平和开

放程度相比其他发达地区而言相差较大,使得其引

进外资、对外交流水平较弱。 中国现阶段正处于高

质量发展的变革期,湖南省必须升级改造传统制造

业,积极引进外资,加大开放程度。
在共享发展维度上,可以从图 1 看出湖南省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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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发展近似呈现线性增长趋势。 2000 年共享发展

指数为-1. 408 0,到 2018 年增长到 1. 218 7,年均增

长率为 9. 8% 。 2000—2002 年共享发展指数快速增

加;2002—2017 年共享发展指数波动中稳步提升;
到了 2018 年有轻微下落。 这说明 2000 年以来,起
初湖南省共享发展程度较低,而随着湖南省积极响

应国家加强共享发展号召,注重优化社会保障制度,
加快社会医疗保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后,共享发展

在波动中稳步提升。 2018 年,由于我国已经进入了

高质量发展阶段,湖南省的共享发展也达到了这一

阶段的较高水平。 在经济新时代,人民的美好生活

需要成为人们愈发关注的问题,湖南省必须重视人

民的需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进一步提高共享发

展的水平。

图 1　 湖南省五大发展维度 2000—2018 年发展状况

从图 2 可以看出 2000—2018 年湖南省高质量

发展指数的整体变化趋势。 2000 年以来的 19 个年

度里湖南省高质量发展指数整体近似呈现显著的线

性增长趋势,波动程度较小,且一直保持快速的发展

状态。 2000—2018 年湖南省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年

平均增长率为 9. 6% ,这意味着湖南省高质量发展

速度较快。 但是,由于 2012 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

进入了“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

刺激政策消化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新常态,经
济不再保持快速增长[28]。 从而也使得湖南省经济

高质量发展指数略微向下波动,但是随着高质量发

展意识的加强,湖南省高质量发展指数还是呈现上

升趋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省高质量发展的动

能效果并不显著,其高质量发展指数在近年来只是

略微增长,增长率比较低,尚未进入加速增长阶段,
这意味着“十四五”时期湖南省应注重高质量发展

的动能不足问题,着实做好各个维度的均衡发展,在
保持创新和共享发展继续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大力

加强协调、绿色和开放维度的发展,争取早日实现湖

南省高质量发展目标。

图 2　 湖南省 2002—2018 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四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5 大发展理念,在参考国内外相关评

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构建

了由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

发展 5 个方面共 37 项指标构成的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湖南省为例,分析了湖南省

2000—2018 年 19 年间 5 个发展维度指标以及经济

高质量发展总体指标的发展状况。 主要结论如下:
2000—2018 年 19 年间湖南省创新发展水平整体呈

现快速增长的基本态势;协调发展的增长趋势不明

显,面临很大的下行压力;绿色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

出显著的“梯型”变化趋势;开放发展水平一直处于

上下波动过程中;共享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增长趋势。
综合来看,2000 年以来湖南省高质量发展指数近似

呈现线性增长趋势,发展势头良好。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本文尽可能全面地构建出

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具有

一定的研究基础和独特思想,但是仍有不足之处,比
如创新维度的制度创新作为我国很重要的特色本文

并未涉及。 只期望能抛砖引玉,对高质量发展评价

体系做出一点贡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为积极推进湖南省经济高

质量发展不同子系统水平全面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水平提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让创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风向标。 在五

大发展理念中,“创新”位于首位,这不仅代表其作

为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而且也代表着其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定位。 习近平在十九届五

中全会指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这意味着湖南省在“十四五”时期应加快推进长沙

大数据产业集聚区和产业园建设,壮大数字经济;健
全完善高校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的机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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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的产权保护等问题;围绕湖南省支柱性新

型产业和高端产业集聚的需要,实行人才柔性管理,
突破地域、单位和工作方式的限制,留住高端人才,
发挥人才的核心作用。

(二)让协调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内在特色。 协

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 湖南省作为

农业大省,“十四五”时期必须优先发展农业农村,
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加快发展现代

化农业,推动省内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的新型城

乡协调发展关系。 要加快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推
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大力发

展现代化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协调发展。 加快培

育供需平衡体系,把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有机结合起来,推动供需协调发展。 继续推进“十
三五”规划《建议》提出的打造“一核三极四带多点”
战略,让湖南省主体功能区战略、产业发展战略和国

家“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建设等区域战略相衔

接,形成核心引领、板块协调、极带互动、多点支撑的

竞相发展新格局。
(三)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活特色。 绿

色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是一致的。 绿色发展最

有利于人民的福祉,切实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环境

与健康。 而资源消耗是影响绿色发展水平的重要因

素。 减少资源消耗,就要合理利用资源,提高资源利

用率。 因此,湖南省应该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鼓
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推动节能、节水和资源综合利

用等项目实施。 同时通过环境保护带动绿色发展水

平,重点加强自然保护区、森林、湿地等重要生态功

能区的环境保护。 必须把绿色发展融入到现代化建

设各方面和全过程,通过政府、社会、群众的共同努

力,让三湘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

优美。
(四)让开放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添加剂。 开放

发展是地区经济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湖南省要加

大贸易开放度,构建全方位的开放新格局。 首先,湖
南省要不断深化与周边发达省份和港澳台等地区的

深度合作。 其次,要融入“一带一路”沿线沿岸国际

和地区的建设。 最后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凸显湖

南“一带一部”的区位优势和交通的枢纽地位,拓宽

国外市场渠道,加强综合保税区、出口加工区等一系

列开放创新平台的建设水平,并提供各种便利引进

海外高层次人才,努力将湖南省打造成为内陆开放

新高地。
(五)让共享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归宿。 共享发

展就要使全体人民有更多幸福感、获得感。 湖南省

要持续扩大公共服务供给,集中力量做好基础性民

生工程,巩固民生保障制度。 通过借助“数字经济”
模式深入推进分级医疗、推动公共服务创新,提高服

务效率,増加人民的满意度。 政府还应继续实施脱

贫攻坚收尾举措,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着力解决就

业、住房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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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of Hunan Provinc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CHEN Nan-yue,FENG Jia-hui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found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icators; then, based on the 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the improve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s used to construct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composed of 37 indicators in five as-
pects of innovatio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green development, open development, and shared development; finally, Hunan Prov-
ince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Hunan Provinces five development dimension indicators and the overall
indicator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2000 to 2018.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evel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Hunan Province from 2000 to 2018 showed a basic trend of rapid growth as a whole; the degre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as low,
and there was no obvious growth trend, but it was characterized by a continuous downturn and greater downward pressure; the level of
green development has generally shown a significant “ladder-shaped” trend; the level of open development has been fluctuating up and
down; the level of shared development has shown an overall growth trend;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high-quality develop-
ment in Hunan Province has shown a significant growth trend. During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eriod, Hunan Province should stabilize
i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rend, strengthen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ttach importance to green development prospects, increase the
level of open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 a steady growth in shared development, so that to rais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level rap-
idly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goals as soon as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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