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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以全国30个省(市、区) 
2017~2021年数据为基础，基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这五个方面的新的发展观念，构建一个

评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为这些基础指标分配权重，同时使用变异系数来解释区

域内的发展不均衡性。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区域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呈现东高–中平–西低的不平衡态势，并且东、西部区域内部差异逐渐缩小，中部区域内部差异逐渐

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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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come the primary task of building a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Based on the 2017~2021 data of 30 provinces (municipali-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er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4.131012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4.131012
https://www.hanspub.org/


岳嘉欣 等 
 

 

DOI: 10.12677/wer.2024.131012 115 世界经济探索 
 

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innovation, coordi-
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 an index system for evalua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
opment is constructed, and the entropy method is adopted to assign weights to these basic indica-
tors, while the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is used to explain the development imbalance within the re-
gion. At present,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shows a slow rising 
trend, and the inter-regional level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ws an unbalanced 
situation of high in the east, flat in the middle and low in the west, and the differences within the 
east and west regions are gradually narrowing, while the differences within the central region are 
gradually expa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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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多数学者曾把目光聚焦于经济增速上，但简单对经济增速进行描述并不能很

好地反映经济发展的复杂情况，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 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引入

了高质量发展这一观念，这标志着中国经济正在从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转变为一个高质量的发展时期。 
在 2022 年的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强调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是实现高质量的发展，并在 2023 年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进一步强调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

高质量的发展。这意味着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的发展方式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

的重中之重。 
应时而生的高质量发展，是基于中国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变化而做出的科学评估。

考虑到中国独特的发展背景，如何构建一个科学的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估体系，并系统地衡量各个地

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状况，成为了深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策略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自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在 2017 年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指标测度就得到了广泛关注和

研究。任保平[1]认为高质量发展是比经济增长有着更高要求的质量状态。任保平、师博[2]表示应从经济

增长的基本面和社会成果出发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赵剑波和史丹等[3]认为高质量发展的

本质特征具有多维性和丰富性，应从系统平衡观、经济发展观、民生指向观三个视角出发把握高质量发

展内涵。马茹、罗晖等[4]则从固定资本的产出效率、人力资本的产出效率、污染排放情况等方面对经济

高质量发展水平以及区域非均衡性进行说明。魏敏和李书昊[5]在把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主线上，构

建了有关经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等 10 个方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更多学者则是基于

新发展理念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了测度，如王利军和陈梦冬[6]就在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下构建指标，测

算得出中国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但地区间差异较大的结论。王婉和范志鹏[7]等以新发展

理念为基础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来探究区域发展差异，并通过组态视角来表述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发展路径。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算方式上，任保平、师博[2]采用均等赋权法进行赋值。马茹和罗晖等[4]

则是采用线性加权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陈景华和陈姚等[8]使用熵值法对指标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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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一步利用 Kernel 密度探究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布动态及演进趋势。杨沫和朱美丽等[9]采用主观和客观

赋权相结合的方法，对一级指标进行主观赋权再对二级指标进行线性加权的方式进行测算。王婉和范志

鹏等[7]通过熵权 TOPSIS 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进行测算，并通过聚类分析对中国各省份的经济高质

量发展情况划分协调类型。王利军和陈梦冬[6]则是通过 CRITIC-TOPSIS 法来避免数据波动情况及重叠情

况进而对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佟孟华和褚翠翠等[10]利用障碍因子诊断模型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进行测度，并发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体表现出“发展水平提升、绝对差异缩小”的特征。郭佳钦和

田逸飘[11]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评价，并得出长江经

济带各省市经济高质量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借鉴已有成果，本文从新发展理念出发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

值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权重及各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通过变异系数对中国各

区域内部不平衡情况进行说明，希望通过本文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2.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测算方法 

2.1. 体系构建 

结合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理念的内涵，保证数据可得性以及可操作性，构建包含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 5 个一级指标，10 个二级指标，24 个三级指标的指标体系(表 1)测度中国各省份经济

高质量发展水平。 
 

Table 1. Evaluation system of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表 1.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属性 

创新 

创新投入 

研发投入强度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支出/地区 GDP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  + 

财政科技支出强度 地方科学技术支出/地方财政支出 + 

创新产出 
技术市场成交活跃率 技术市场成交额/地区生产总值 + 

新产品创收度 新产品销售收入/GDP + 

协调 

产业协调 
产业结构合理化 干春晖泰尔指数 1 − 

产业结构高级化 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 + 

城乡协调 

城乡居民收入差异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 

城乡居民消费差异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总人口 + 

区域协调 
人均 GDP 水平 各省份人均 GDP/全国人均 GDP + 

地区居民消费水平 各省份居民消费水平/全国平均消费水平 + 

绿色 

环境治理 
环境保护支出强度 环境保护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工业污染投资治理强度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GDP + 

绿色生态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森林覆盖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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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开放 开放程度 

外贸依存度 进出口总额/GDP + 

外资依存度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GDP + 

市场化程度 樊纲地区市场化指数 2 + 

共享 

社会保障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 

公共服务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力度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教育投入力度 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医疗投入力度 医疗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注：属性“+”“−”分别表示指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为正向指标，“−”为负向指标。 

2.2. 测算方法 

根据表 1 的综合评价体系，使用极值法对数据进行去量纲化，并使用客观赋权法中熵值法对各级指

标进行赋权，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去量纲化。其中正向指标采用公式(1)进行处理，负向指标采用公式(2)进行处理。 

ij ijmin
ij

ijmax ijmin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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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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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计算指标在样本期间的贡献度 ij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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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计算第 j 个指标的熵值 j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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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计算第 j 个指标的权重 j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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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计算综合评价指数 S。 

3.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算结果 

由于西藏地区数据严重缺失，港澳台地区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因此未纳入研究范围。数据来自《中

 

 

1产业结构合理化：通常使用泰尔指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进行描述，即：
1 1

1 1n ni i i
i i

i

Y L Y YE
Y L L L= =

= − = −∑ ∑ ，但传统的泰尔指数采用

绝对值进行计算会导致一定的偏差，因此本文采用的干春晖泰尔指数：
1

lnn i i
i

i

Y Y YTL
Y L L=

  =   
   

∑ ，在保留了结构偏离度的理论和

经济含义的基础上，考虑到了产业的相对重要性，对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度量也更为合理。而当其不等于0时，说明产业结构从均

衡状态偏离。 
2樊纲地区市场化指数：在衡量市场化指数上，并没有出现一个“纯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因此选用受认可度较高的樊纲地区市

场化指数对市场化情况进行描述，即通过基期年份计算的市场化指数，是一个相对的表示各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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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省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及樊纲地

区市场化指数，缺失数据使用插值法对缺失值进行补齐。 

3.1. 指标权重 

基于构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对指标权重进行计算。 
从表 2 的测评结果来看，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创新所占比重最大，为 35.77%，其次为协调，占

比 26.88%，开放占比为 14.48%，绿色为 13.11%，共享的占比较小为 9.76%。这表明在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过程中，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方式仍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引领发展的中坚力量。协调

所占比重较大，仅次于创新，这也进一步表明，随着中国的不断发展，产业不协调、城乡不协调、区域

不协调的问题有一定的改善，但也仍需注重发展的整体效能。绿色所占比重较小，而绿色发展所关注的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也表明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开放所占比重不高，而开放所关注

的内外联动问题，即在对外开放下提高开放质量及内外联动性，而如何用好国际国内市场，进一步提高

开放程度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共享的占比最小，仍存在较大不足，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

程中有关社会公平正义上仍存在一定分配不公、基础设施不完善情况。 
 

Table 2. Evaluation system and weights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cators 
表 2.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创新(0.3577) 
创新投入(0.2011) 

研发投入强度 0.033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 0.1032 

财政科技支出强度 0.0641 

创新产出(0.1566) 
技术市场成交活跃率 0.1109 

新产品创收度 0.0457 

协调(0.2688) 

产业协调(0.0793) 
产业结构合理化 0.0089 

产业结构高级化 0.0703 

城乡协调(0.0621)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 0.0132 

城乡居民消费水平 0.0196 

城镇化率 0.0293 

区域协调(0.1274) 
人均 GDP 水平 0.0541 

地区居民消费水平 0.0733 

绿色(0.1311) 
环境治理(0.0831) 

环境保护支出强度 0.0236 

工业污染投资治理强度 0.0596 

绿色生态(0.0479)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0.0127 

森林覆盖率 0.0352 

开放(0.1448) 开放程度(0.1448) 
外贸依存度 0.0704 

外资依存度 0.0542 

市场化程度 0.0203 

共享(0.0976) 

社会保障(0.0430) 
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 0.0360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0.0070 

公共服务(0.0546)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力度 0.0120 

教育投入力度 0.0207 

医疗投入力度 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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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由上述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计算得出 2017~2021 年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排

名，见表 3。 
 

Table 3.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s provinces from 2017 to 2021 
表 3. 2017~2021 年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区域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均值 排名 

东部区域 

北京 0.6169 0.6340 0.6302 0.6247 0.6274 0.6266 1 

天津 0.3669 0.3997 0.4040 0.3990 0.3953 0.3930 6 

河北 0.2279 0.2794 0.2575 0.2548 0.2618 0.2563 14 

辽宁 0.2505 0.2533 0.2498 0.2505 0.2590 0.2526 15 

上海 0.5376 0.5002 0.5129 0.5056 0.5305 0.5173 2 

江苏 0.4344 0.4508 0.4569 0.4748 0.4828 0.4599 5 

浙江 0.4502 0.4519 0.4623 0.4820 0.4901 0.4673 4 

福建 0.3167 0.3146 0.3234 0.3423 0.3533 0.3301 8 

山东 0.3523 0.3365 0.3424 0.3537 0.3770 0.3524 7 

广东 0.4316 0.4575 0.4812 0.4839 0.5037 0.4716 3 

海南 0.2166 0.1953 0.2164 0.2590 0.2640 0.2303 19 

中部区域 

山西 0.2169 0.2113 0.2017 0.2078 0.1932 0.2062 20 

吉林 0.1818 0.1917 0.2099 0.2033 0.2005 0.1974 22 

黑龙江 0.2024 0.2033 0.1754 0.1983 0.2165 0.1992 21 

安徽 0.3015 0.2991 0.3239 0.3386 0.3653 0.3257 9 

江西 0.2700 0.2929 0.3072 0.3185 0.3264 0.3030 11 

河南 0.2364 0.2370 0.2462 0.2642 0.2779 0.2523 16 

湖北 0.2886 0.2919 0.3041 0.3196 0.3335 0.3075 10 

湖南 0.2527 0.2625 0.2815 0.3104 0.2973 0.2809 13 

西部区域 

内蒙古 0.2009 0.1865 0.1721 0.1699 0.1812 0.1821 25 

广西 0.1749 0.1779 0.1830 0.1931 0.2327 0.1923 23 

重庆 0.2761 0.2783 0.2779 0.2992 0.3084 0.2880 12 

四川 0.2076 0.2281 0.2422 0.2494 0.2562 0.2367 18 

贵州 0.1520 0.1768 0.1607 0.1818 0.1817 0.1706 26 

云南 0.1379 0.1488 0.1504 0.1644 0.1663 0.1535 27 

陕西 0.2300 0.2404 0.2410 0.2509 0.2623 0.2449 17 

甘肃 0.1154 0.1124 0.1146 0.1272 0.1351 0.1209 28 

青海 0.1100 0.1197 0.1034 0.1108 0.1170 0.1122 30 

宁夏 0.1742 0.1905 0.1781 0.1884 0.1930 0.1848 24 

新疆 0.1029 0.1154 0.1197 0.1243 0.1330 0.1191 29 

全国均值  0.2678 0.2746 0.2777 0.2883 0.2974 0.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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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2017~2021 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均值从 2017 年的 0.2678 上升至 2021 年的 0.2974。分区域看，中国 30 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

待提高，并呈现出明显的发展不均衡现象，东部区域发展强劲，排名的离散程度较为集中，而中、西部

区域较为薄弱，排名的离散程度较为分散。 

4. 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不平衡分析 

4.1. 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分析 

由图 1 可知，东、中、西三个区域在 2017~2021 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都存在缓慢上升。其中，

西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增速最快，中部区域次之，东部区域增速放缓。这样的状态与目前各个区域的

发展情况紧密相关，东部区域目前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对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更高，这也就

造成了东部区域增速放缓的现象，在此情形下，发挥东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带头示范作用，总

结先发经验对于促进中、西部区域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中、西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因

此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增长潜力，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

东部区域存在追赶效应，即在东部区域的经验和支持下可以达到较快的成长。 
 

 
Figure 1.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
ern regions 
图 1. 东、中、西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年均

增长率 

4.2. 区域内部发展水平差异 

依据 2017~2021 年各省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分均值(表 3)，可知 30 个省份评分在 0.1122 与

0.6266 之间，其中均值为 0.2812，标准差为 0.1258。借鉴魏敏和李书昊[5]根据均值和标准差的关系，对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划分，将大于 E+0.5SD，即大于 0.3441 的省份划分为第一梯队，将在 E+0.5SD
与 E−0.5SD 之间即在 0.3441-0.2183 的省份划分为第二梯队，将小于 E−0.5SD 即小于 0.2183 的省份划分

为第三梯队，对不同区域的各省份进行三个梯队的划分，见表 4。 
从三个梯队的区域分布来看，6 个第一梯队的省份全部位于东部区域，占东部区域一半以上，为

54.5%，其他东部区域省份均位于第二梯队，这表明东部区域整体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程度较高。中部

区域 5 个省份位于第二梯队，3 个省份位于第三梯队，进一步表明中部区域省份发展较为平庸。西部区

域除重庆、四川、陕西 3 省为第二梯队外，其余 8 省均为第三梯队，占第三梯队省份总数的 72.7%，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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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表明西部区域整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由此可知，中国的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

严重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即发展水平由东部区域向西部区域逐步降低，呈现出明显的“东高–中平–西

低”分布格局。 
 

Table 4. Echelon distribution of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表 4.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梯队分布 

梯队/区域 东部区域 中部区域 西部区域 

第一梯队 北京、天津、上海、江苏、

浙江、山东、广东   

第二梯队 河北、辽宁、福建、海南 安徽、江西、河南、 
湖北、湖南 重庆、四川、陕西、 

第三梯队  山西、吉林、黑龙江 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 
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在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用以衡量各年度、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后，最终还需要通过

一定的统计指标来反映区域内部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差异。 
对东、中、西三个区域的内部差异则是利用标准差和变异系数进行说明，即利用标准差说明区域内

部的绝对差异，利用变异系数说明区域内部的相对差异。 
表 5 中可知，东部区域内部各省份之间的变异系数由 2017 年 0.3342 缩小到 2021 年的 0.2991，表明

东部区域内部各省份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中部区域内部各省份之间的变异系数从 2017 年的 0.1729 增

长到 2021 年的 0.2384，表明中部区域内部各省份之间的差距逐渐增大。西部区域内部各省份之间的变异

系数从 2017 年的 0.4084 逐渐降到 2021 年的 0.3792，同样表明西部区域内部各省份间差距在不断缩小。 
 

Table 5. Internal differences in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表 5.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内部差异 

年份 
东部 中部 西部 全国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标准差 变异系数 

2017 0.1277 0.3342 0.0421 0.1729 0.0545 0.3186 0.1254 0.4084 

2018 0.1270 0.3268 0.0438 0.1759 0.0540 0.3007 0.1247 0.3982 

2019 0.1284 0.3257 0.0559 0.2182 0.0567 0.3210 0.1292 0.4043 

2020 0.1224 0.3038 0.0593 0.2196 0.0589 0.3149 0.1271 0.3863 

2021 0.1236 0.2991 0.0659 0.2384 0.0610 0.3097 0.1290 0.3792 

 
可见，东、中、西三个区域内部各省份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较大差异，东部区域内部各省份

以及西部区域内部各省份之间的差异有逐渐缩小的趋势，中部区域内部各省份间的差异有逐渐扩大的趋

势。 

5. 结论及对策建议 

5.1. 结论 

本文从新发展理念入手，构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的指标，通过熵值法测算

得出 2017~2021 年中国 30 个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将中国划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利用变异系

数对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性进行说明。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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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略有波动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经济发展质量也有较为明显的提升，

但五个维度的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发展不均衡现象，创新、协调维度发展水平较高，开放、绿色、共

享发展水平较低。 
2) 对东、中、西三个区域划分梯队。其中，第一梯队的省份全部来自于东部区域，中部区域多为第

二梯队，西部区域多为第三梯队。由此可见，三个区域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仍呈现较大的差距。 
3) 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区域内部差异也较为明显。从区域内部来看，东部区域各

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并且呈现均衡的趋势。中部区域内部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较大，

并且这种不均衡的发展呈现扩大的趋势。西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内部差距逐渐缩小。这也表明区

域内部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将长期存在。 

5.2. 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对推动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 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积极推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始终坚持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

向往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始终谨记发

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2) 根据经济高质量发展各维度的表现特征，维持优势补足劣势，以优势带动劣势。中国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的发展水平并不均衡。由 2017~2021 年五年的计算权重

可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创新和协调上较为突出，而在绿色、开放、共享上有所欠缺。“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随着目前资源约束的趋紧，更要着重把握绿色发展在人类生活发展中的特殊地位，打

造高质量发展的生态环境。另外，中国的开放水平不高，主要体现在东部区域外向型经济优势明显，中、

西部区域开放程度较弱，中、西部区域更要抓准时机始终坚持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以开放带动

高质量发展。发展更应惠及人民全体，成果也应由人民全体共享，将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和效益作

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 
3) 打破区域边界，促进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当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不均衡的态势，东

部地区发展较好，而中西部地区发展较为疲乏。在此情形下，各区域应根据各区域的优势所在，积极制

定因地制宜的发展路径。从上至下推行区域联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各个区域间协调发展，以东部

区域的先发优势带动中、西部区域加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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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学术月刊 , 2018, 50(3): 

66-74+86. 

[2] 师博, 任保平. 中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分析[J]. 经济问题, 2018(4): 1-6. 

[3] 赵剑波, 史丹, 邓洲.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研究[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9, 40(11): 15-31. 

[4] 马茹, 罗晖, 王宏伟, 等. 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测度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9(7): 60-67. 

[5] 魏敏, 李书昊.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35(11): 3-20. 

[6] 王利军, 陈梦冬.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J]. 统计与决策, 2023(6): 87-91. 

[7] 王婉, 范志鹏, 秦艺根. 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实证测度[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3): 124-128. 

[8] 陈景华, 陈姚, 陈敏敏.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12): 108-126. 

[9] 杨沫, 朱美丽, 尹婷婷. 中国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及不平衡测算研究[J]. 产业经济评论, 2021(5): 5-21.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4.131012


岳嘉欣 等 
 

 

DOI: 10.12677/wer.2024.131012 123 世界经济探索 
 

[10] 佟孟华, 褚翠翠, 李洋.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分布动态、地区差异与收敛性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 39(6): 3-22. 

[11] 郭佳钦, 田逸飘. 基于五大发展理念的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J]. 统计与管理, 2021, 36(9): 53-59. 

https://doi.org/10.12677/wer.2024.131012

	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测度和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The Index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of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in China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与测算方法
	2.1. 体系构建
	2.2. 测算方法

	3.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算结果
	3.1. 指标权重
	3.2. 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4. 经济高质量发展区域不平衡分析
	4.1. 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分析
	4.2. 区域内部发展水平差异

	5. 结论及对策建议
	5.1. 结论
	5.2. 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