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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指市场机制强、政府作

用好、创新能力强、生态友好、社会和谐、开放共赢、全要素生

产率高的持续、均衡的发展。

评价模型：在传统经济学模型通常涉及“市场作用、政府调

控、科技创新”三类要素（老三元）的基础上，将“生态能否承受、

社会是否接受、国际市场是否打开”三类要素（新三元）纳入经

济学模型，构建了包含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

要素的“经济质量差距动态模型”，简称“经济差距模型”。

指标体系：包括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6个

一级指标，信息化、工业化、城镇化等26个二级指标，固定资

产投资、人均GDP等90个三级指标。

数据来源与计算方法：本报告原始数据采用国家统计局、

省市区统计局，有关部门、行业协会、学会公布的数据，个别数

据采用指数平滑法计算获得。采用改进的DEA-CP模型计

算各项指标的权重，以及各省市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

计算经济质量差距并进行分区，分三步。第一步是计
算六类要素的差距指数，即计算31个省市区 （不含港澳
台）在市场机制、政府作用、科技创新、生态资源、社会
和谐、全球化六个要素的差距指数，得到2790个反映经济
差距的基础数据；第二步是根据基础数据计算出各省市区
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第三步是将31个省市区分为经济高
质量区、中高质量区、中等质量区、中低质量区和要素缺
乏区5个区域，见表1。

高质量区

经济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大于80，包括广东、江
苏、浙江、上海4省市，共同特征是经济总量大，市场、政府、科
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要素配置均衡、利用效率高，经济高
质量发展短板不明显，或者短板容易补齐（图1）。

经济高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质量仍然有很大潜力，但
需要多要素全面发力、均衡发展，需要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模
式创新、科技创新、社会治理创新、贸易体系创新乃至文化创
新“六大创新”共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发挥试验、示范、带动作用。

广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00，居第1位。市场、政
府、科技、生态、全球化五类要素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或并
列第1。社会指数为97.91，居第5位。

经济高质量区以广东省为例，用90个指标定量分析经济
质量的优势与短板。广东省经济高质量的最大优势是全球
化，6个三级指标中5个居第1位，短板是社会指标，13个指标
均未能达到全国第1位。从26个二级指标、90个三级指标分
析，广东省仍然有许多指标低于其他省市区，经济质量进一步
提高的任务仍然很重，需要在市场、政府、创新等方面全面提
升、均衡发展。

江苏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8，居第2位。市场、政府、
科技三类要素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1，生态、社会、全球化
指数分别为81.53、87.25和55.90，分别居第4、9和3位。

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2，居第3位。市场、社会指
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政府指数为90.08，生态、科技和全球
化指数分别为83.88、60.14和48.14，分别居第3、5和4位。

上海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81，居第4位。市场、政府
指数为100，并列全国第一，社会指数为93.70，居第7位，科
技、生态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12、61.86和59.2，分别居第
4、20和2位。

中高质量区

中高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60-79之间，包括山东、北
京、福建、天津、河南、湖北6个省市区（图2），共同特征是经济
总量较大，市场、政府、科技、生态、社会、全球化六类要素配置
比较均衡、效率较高，经济质量有明显短板，但通过努力能够
补上短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高质量区进一步发展经济质量需要通过均衡发展、差
异化发展两种方式，学习、推广经济发达省市的经验，同时在

发展模式、体制机制、技术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创造一些新
模式、新策略，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山东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6，居第5位。市场指数为
97.67，居第6位，政府、社会指数分别为89.62和86，分别居第
6、10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9.25、54.8和38.12，
分别居第6、6和5位。

北京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5，居第6位。科技指数、
社会指数均为100，居第1位。市场指数为83.62，居第13位，
政府指数为95.07，居第4位，全球化指数为30.79，居第6位，
生态指数只有64.66，居第18位。

福建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70，居第7位。社会指数为
97.91，居第5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88.70和88.03，分别
居第11、8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8.74、28.93和
28.48，分别居第7、14和7位。

天津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4，居第8位。社会指数为
100，并列全国第1位，市场、政府指数分别为98.29和89.13，
分别居第5、7位，生态、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9.77、39.43
和25.17，分别居第7、27和10位。

河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3，居第9位。市场指数为
94.09，居第7位，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78.53和78.31，分别
居第8、9位，社会、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79、29.00和
20.45，分别居第21、13和13位。

湖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61，居第10位。社会、市场
指数分别为84.44和82.62，分别居第11、15位，生态、政府指
数分别为76.59和73.31，分别居第10、11位，科技、全球化指
数分别为37.30和27.84，均居第8位。

中等质量区

中等质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在45-59之间，包括江西、安
徽、湖南、重庆、辽宁、四川、广西、河北、海南、陕西10个省市
区（图3），共同特征是市场、政府、科技等六类要素配置基本均
衡、要素利用效率中等，90项指标中基本没有排名位居前列的
指标，经济质量短板明显，但多数短板能够补上，发展潜力大、
后劲足。

经济中等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首先需要补
上经济质量短板，特别是科技创新、全球化方面的短板；其次
要采取差异化发展方式，寻找并扩大自身发展优势，创新发展
思路、发展模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江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9，居第11位。市场指数
为92.68，居第8位，生态、社会、政府指数分别为75.97、71.91
和70.45，分别居第11、19和17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
22.9和19.92，分别居第17、15位。

安徽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2位。市场、社会
指数分别为88.83和71.74，分别居第10、20位，生态、政府指
数分别为70.26和63.60，分别居第13、18位，科技、全球化指
数分别为33.51和19.03，分别居第11、17位。

湖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3位。市场、生态
指数分别为82.34和80.04，分别居第17、5位，政府、社会指数
分别为67.06和64.01，分别居第15、28位，科技、全球化指数
分别为28.64和17.84，分别居第15、18位。

重庆市，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4，居第14位。市场、政府
指数分别为82.46、74.97，分别居第16、10位，社会、生态指数
分别为66.54和65.38，分别居第27、15位，科技、全球化指数
分别为32.91和20.63，均居第12位。

辽宁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5位。市场指数
为90.45，居第9位，社会、生态、政府指数分别为69.3、63.84和
61.49，分别居第23、29和 19位，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
25.75和24.25，分别居第16、11位。

四川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2，居第16位。市场指数
最高，为82.96，居第14位，政府指数为60.98，居第20位，社会
指数为61.04，居第29位，生态指数为74.37，居第12位，科技
和全球化指数分别为36.75和26.08，均居第9位。

广西壮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1，居第17位。生
态指数为86.94，居第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
分别为79.39、57.78、11.56、73.85和17.57，分别居第19、22、
22、15和19位。

河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50，居第18位。政府、生态、
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0.01、66.99和20.36，分别居第13、14和14
位，市场、科技、社会指数分别为78.76、17.35和69.24，分别居
第20、19和24位。

海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9，居第19位。社会指数
为100，并列第1，市场、生态指数分别为86.78、78.17，分别居
第12和9位，政府、科技、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2.16、3.84和
15.25，分别居第28、29和23位。

陕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6，居第20位。科技、政府
指数分别为35.61和69.56，分别居第10、14位，市场、社会、生
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3.30、73.68、65.12和19.18，分别居第
26、14、16和16位。

中低质量区

经济中低质量区的经济质量差距指数在30-44之间，包
括黑龙江、山西、吉林、内蒙古、宁夏5个省市区（图4），共同特
征是经济要素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匹配不均衡，经济质量短
板明显，一些要素短期内很难弥补。

中低质量区进一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需要均衡发展、差
异化发展“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学习发达国家、发达省份的
经验，缩小经济质量差距；另一方面，对一些短期内难以缩小
的差距，则要面对现实，挖掘、再造自身优势，走差异化发展道
路，力争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黑龙江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2，居第21位。社会、市
场指数分别为89.67和76.65，分别居第8、21位，政府、科技、
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48.92、14.98、59.45和16.26，分别居
第25、20、22和21位。

山西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41，居第22位。社会、政府
指数分别为77.61和65.31，居第13、17位，市场、科技、生态和
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5.93、12.37、45.88和14.11，分别居第22、
21、25和24位。

吉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9，居第23位。市场、社
会、政府、科技指数分别为79.49、75.79、66.76和19.11，分别
居第18、14、15和18位，生态、全球化指数为30.78和13.64，
分别居30、26位。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8，居第24位。社
会指数最高，为72.61，居第18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
球化指数分别为69.67、59.86、5.86、54.75和13.09，分别居第
24、21、27、24和28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3，居第25位。
社会指数最高，为83.76，居第12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
全球化指数分别为71.97、50.30、6.83、39.35和13.69，分别居
第23、24、26、28和25位。

要素缺乏区

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指数小于30，主要包括贵州、云南、
甘肃、新疆、西藏、青海6个省份（图5），共同特征是支撑经济发
展要素短缺、很难实现要素合理匹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需
要外部注入新的经济要素，才能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缩小与发
达区域的经济数量、质量差距。

要素缺乏区的经济质量不高，不是有关地方政府与企业
工作努力不够，而是缺乏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要实现与全
国其他区域同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素缺乏区要走差异
化发展道路，在自身努力创造新优势的同时，需要注入外部经
济要素，加大对这一区域的定向支持，让其补上发展短板，如
生态建设专项补贴、技术援助政策、人才政策等。

贵州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9.6，居第26位。市场、政
府、科技、社会、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5.96、44.34、8.78、
56.61、58.16和13.27，分别居第25、27、25、30、23和27位。

云南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30，居第27位。生态指数
为64.81，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分别
为61.84、37.62、8.8、67.38和15.88，分别居第27、31、24、26和
22位。

甘肃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22，居第28位。市场指数为
60.39，居第28位，社会、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为67.55、
38.04、10.5、40.12和12.89，分别居第25、30、23、26和29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7，居第29
位。全球化指数为16.91，居第20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
生态指数分别为45.21、44.51、3.79、69.89和32.36，分别居第
30、26、30、22和29位。

西藏自治区，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6，居第30位。生态
指数为61.65，居第22位，市场、政府、科技、社会、全球化指数
分别为21.45、55.21、0.10、53.47和 12.14，分别居第31、23、
31、31和30位。

青海省，经济质量差距指数为14，居第31位。社会指数
为72.64，居第17位，市场、政府、科技、生态、全球化指数分别
为48.72、39.23、4.09、27.55和11.68，分别居第29、29、28、31
和3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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