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 1 月，第 44 卷第 1 期，Jan． ，2014，Vol． 44，No． 1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

收稿日期: 2013-05-21
基金项目: 2009 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09JZD0029) ; 2010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

年项目( 10YJC790418) ; 2014 年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朱楠，女，天津塘沽人，西北大学博士，从事转型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研究。

【经济研究】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
测度与评价研究

朱 楠1，郭 晗2

( 1． 西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2．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通过经济增长质量测度指标的构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 2000—2010 年间

天津市数据为例，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和评价，结果表明:十年来天津

市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针对天津的测度结

果，提出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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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十二五”规划纲要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

方向，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科学发展”的表述已在“十一五”规划中有所体现。本文通过对天津

市近十年间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分析、测度与评价，进而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政策的制定提供

理论参考。

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总体评价: 以天津市为例的分析

( 一) 指标处理与数据描述

本文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及国民经济素质等六大维度考察 2000—2010 年天津市经济增长质

量状态的时序变化( 见表 1) 。文中数据来源于国家、天津市的历年统计年鉴及中国人民银行官方网站，

其中对于缺失数据均通过建立回归方程进行估测。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与同类研究的可比性，本

文所涉及的数据均以 2000 年为基期。

其中，在指标体系中，诸如城镇登记失业率、物价指数、人均 GDP 等指标，可以直接选用统计年鉴数

据或进行简单计算。但对于诸如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动、技术效率变动等指标的测算则采用 DEA －

Malmquist 指数法进行估算。



表 1 天津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构成一览表①

方面指数 分项指标 基础指标
计 量

单 位

指标属性

正指标 逆指标 适度指标

经济增长

的效率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 
技术变动 － 

技术效率变动 － 
资本生产率 － 
劳动生产率 － 

经济增长

的结构

产业结构

工业化率 % 
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 
第二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 
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 

投资消

费结构

投资率 % 
消费率 % 

金融结构
存款余额 /GDP － 
贷款余额 /GDP － 

国际收支 进出口总额 /GDP － 
城乡二

元结构

二元对比系数 － 
二元反差指数 － 

经济增长

的稳定性

产出波动 经济波动率 % 

价格波动
消费者物价指数 － 
生产者物价指数 － 

就业波动 城镇登记失业率 % 

经济增长的

福利变化

与成果分配

福利变化

人均 GDP 元 
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 平方米 

农村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 

成果分配
泰尔指数 － 

劳动者报酬占比 － 

经济增长的

生态环境代价

资源消耗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电耗 

环境污染

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 倍数 
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 倍数 

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 倍数 

国民经济素质

基础素质

公路里程 /人口数
万公里

/万人


铁路里程 /人口数
万公里

/万人


能力素质 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协调素质
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比重 % 

公共安全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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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济增长质量指标构成是在任保平教授等著《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报告( 2012) :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及省区排名》
编著组成员共同努力下完成的。



另外，有关资本生产率中的资本存量的测算，则采用永续盘存法，其公式为 : Kit = Kit－1 ( 1 － δit ) +

Iit，其中 K 表示资本存量，δ 表示经济折旧率( 参照张军等的研究成果设 δ 为 9. 6%［1］) ，I 表示投资额( 即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i 指第 i 个地区，t 指第 t 年;

对于基年资本存量，采用公式: K0 =
I0

( g + δ)
来计算，其中K0 表示基期年资本存量，I0 表示基期年投

资额，g 表示样本期真实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资本生产率 = GDP( 2000 年不变价格) / 资本存量。

对于泰 尔 指 数 的 度 量，采 取 王 少 平、欧 阳 志 刚 研 究 中 泰 尔 指 数 的 计 算 公 式［2］，即: dis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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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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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其中，dist 表示 t 时期的泰尔指数，i = 1 表示城镇，i = 2 表示农村地区，zit 表示 t 时期城

镇或农村的人口数量，zt 表示 t 时期的总人口，pit 表示城镇或农村的总收入，pt 表示 t 时期的总收入。

由于各基础指标的指标属性和量纲量级在经济增长质量指标体系中并不相同，因此需要对数据进

行处理。就指标属性而言，对于逆指标均采取倒数形式，对适度指标采用公式 X = 1 /原始值 － 适度值，根

据项俊波的研究成果，中国的投资率低于 38%，消费率高于 60% 为正常区间来确定适度值［3］。以量纲

量级为例，由于各基础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量级，因此需要对原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在常用的无

量纲化处理中我们选择均值化法对原始指标进行纲化处理。

文章通过主成分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来确定各单项指数在方面指数中的权重并

合成方面指数，“形成的权重结构可以充分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各维度各基础指标对于形成总指数的贡

献大小”［4］，然后采用同样的方法合成总指数，最终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评价。

( 二) 基础指标与方面指数的权重确定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来确定基础指标的权重，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出各方面指数的权重( 见表 2) ，最终

计算出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值。

表 2 各方面指数的系数向量与相应权重

方面指数
第一主

成分系数

方面指

数权重
方面指数

第一主

成分系数

方面指

数权重
经济增长效率 0. 370 0. 300 5 经济增长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 0. 542 0. 440 3
经济增长结构 － 0. 700 － 0. 568 3 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代价 0. 716 0. 581 5

经济增长稳定性 － 0. 137 － 0. 111 3 国民经济素质 0. 253 0. 205 8

由表 2 可见，第一主成分指数中权重最高的是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代价，为 0. 581 6，这意味着

2000—2010 年间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改善是天津市经济增长质量改变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福利变

化与成果分配、经济增长效率、国民经济素质的权重分别为 0. 440 3、0. 300 5、0. 205 8，对经济增长质量

指数的贡献都是正向的，且处于较高的水平。而经济增长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的权重分别为 －

0. 568 3 和 － 0. 111 3，其中经济增长结构存在的问题比较严重，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调整经济增长结构

已成为“十二五”期间天津市亟待破解之难题。

( 三) 天津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结果

依据主成分分析法，在经济增长各基础指标指数值的基础上，天津市经济增长质量表现出不断上升

的态势( 见表 3) ，由 2000 年的 － 1. 051 5 上升到 2010 年的 2. 614 6，尤其是 2005 年以后，经济增长质量

大幅度提升，归因于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和成果分配、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和国民

·461·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1 期



经济素质指数的提高，而生态环境代价指数的贡献比较显著。另外，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和成果分配以

及经济增长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也是明显的，反映出天津市的经济增长中福利分配较为均

衡，经济增长可持续强。

表 3 2000—2010 年天津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测度结果

年 份

方面指数

经济增长

的效率

经济增长

的结构

经济增长

的稳定性

经济增长的

福利变化与

成果分配

经济增长的

生态环境代价

国民经

济素质

经济增长

质量指数

2000 0. 521 6 3. 020 3 1. 604 8 0. 507 0 1. 132 2 － 0. 946 5 － 1. 051 5
2001 0. 582 6 2. 569 2 1. 457 7 0. 608 6 0. 997 1 － 0. 924 1 － 0. 789 7
2002 0. 670 5 2. 247 2 1. 399 8 0. 664 3 0. 997 3 － 0. 854 8 － 0. 534 9
2003 0. 742 0 1. 795 7 1. 224 0 0. 891 0 1. 130 9 － 0. 715 7 － 0. 031 2
2004 0. 855 1 1. 641 5 1. 167 8 1. 077 9 1. 368 2 － 0. 669 7 0. 326 5
2005 0. 971 2 1. 891 9 1. 222 7 1. 230 4 1. 345 3 － 0. 654 0 0. 270 0
2006 1. 033 9 1. 595 1 1. 239 5 1. 375 8 1. 559 3 － 0. 642 7 0. 646 4
2007 1. 267 3 1. 234 0 1. 187 9 1. 519 1 1. 888 6 － 0. 161 0 1. 281 3
2008 1. 269 4 1. 042 6 1. 130 8 1. 728 9 2. 380 8 － 0. 153 2 1. 777 2
2009 1. 459 8 0. 785 1 1. 141 9 1. 884 3 2. 754 5 － 0. 225 6 2. 250 4
2010 1. 665 1 0. 759 6 1. 087 4 2. 148 6 3. 126 1 － 0. 471 1 2. 614 6

值得关注的是，天津市经济增长的结构和稳定性不容乐观，两项指数都表现出不断下降的态势，经

济增长的结构指数从 2000 年的 3. 020 3 下降到 2010 年的 0. 759 6，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从 2000 年的

1. 604 8 下降到 2010 年的 1. 087 4。根据目前发展态势来分析，这两个维度存在的问题阻碍了天津市经

济增长质量的进一步提升，是“十二五”期间天津市经济调整的方向。

三、影响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基本因素分析

通过对天津市经济增长质量的六大维度进行评价，认为影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基

本因素主要包括:

( 一) 经济增长的效率

经济增长效率是反映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从表 3 可以看出，天津市的经济增长效率指数

从 2000 年的 0. 521 6 上升至 2010 年的 1. 665 1，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天津市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在增强。

然而，根据测算显示劳动生产率指标的权重是 0. 997 3，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指标权重为 － 0. 022 5，

折射出天津市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进步。但天津市的科技进步水平位于第一类

地区的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和北京①，这种现象可以解释为天津市的科技进步更多地反映在对人力资本

素质的提升上，但缺乏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有效机制。

( 二) 经济增长的结构

经济增长结构对天津市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为负，由 2000 年的 3. 020 3 下降到 2010 年的 0. 759 6，

表明天津市经济结构失衡，在中国总体经济结构失衡的背景下，这并非偶然。天津市经济增长结构失衡

主要源于产业结构不协调，具体表现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最高但波动较大，产值增加不显著，工业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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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全国科技进步统计监测及综合评价》课题组分析，根据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的高低，可将全国( 不包括港澳台

地区) 31 个地区划分为五类: 第一类为综合科技进步水平指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58. 22% ) 的地区，为上海、北京、
天津、广东、江苏和辽宁。



不高，说明天津市的第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虽占主导，但产业发展已经进入瓶颈期。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2007 年以后开始显著上升。第一产业产值比重逐年下降，但就业比重并没有随之减少。天津市虽然不

是农业大省，但是第一产业基础薄弱等问题仍然困扰着天津市产业结构的发展。城乡经济的二元反差

指数权重为 － 0. 079 2，说明天津市二元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实现城乡一体化任重道远。从

金融结构来看，天津市金融发展水平也较低，希望在未来借助天津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的发展机遇调

整金融结构问题。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天津市的投资消费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指标权重处于较高水平，

它们对经济增长结构的贡献是正向的，说明天津市的“三驾马车”处于协调发展之中。

( 三)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对天津市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为负向，近十年来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其中

2000—2004 年下降的趋势明显，2004 年以后处于波动并缓慢下降的状态。在构成经济增长稳定性的三

个分项指标中，产出波动指数权重较高，说明天津市的经济增长处于不稳定状态。而价格波动指数权重

不高，反映天津市在稳定物价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城镇登记失业率方面，由于年鉴统计范围有

限，未包含流动人口、农村隐性失业人口、城镇未登记失业人口，但可以通过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变动来反

映整体失业率的趋势。因此，对于东部沿海地区，预防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建立良性的就业机制和平

稳的物价保障机制，对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 四) 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

天津市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处于持续上升的态势，从 2000 年的 0. 507 0 上升至

2010 年的 2. 148 6，其中经济增长福利变化指数对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提高做出重要贡献。在经济福利

变化与成果分配的基础指标中，人均 GDP 的权重最高，达到 0. 851 9，2010 年天津市人均 GDP 达到 70

996. 2 元，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了居民收入、住房、健康等方面的改善。但天津市在经济增长水平提升的

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人民群众并没有最大程度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劳动报酬

占比从 2000 年的 46. 72%下降到 2010 年的 38. 55%，而这两者将不同程度制约着未来天津市经济增长

质量的提高。

( 五) 经济增长的生态环境代价

生态环境代价指数显著上升，对天津市经济增长质量贡献最大。在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代价指数的

两个分项指标中，天津市经济增长质量提高主要得益于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其中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的

指标权重为 0. 866 9、单位产出大气污染程度为 0. 323 8。但在资源消耗方面，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的

指标权重为 － 0. 017 0，凸显出天津市虽然在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业绩，但也存在诸如能源利用低效问题，

暴露出经济增长方式仍显粗放。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天津市在“十二五”期间实

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

( 六) 国民经济素质

天津市国民经济素质总体表现良好，十年间处于稳定上升的趋势。国民经济素质指标中分为基础

素质、能力素质和协调素质三个分项指标。基础素质方面反映了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由于天津市是北方

重要的港口城市，公路、铁路、水路等交通枢纽发达，“十一五”期间建成了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津

京高铁，构建了津京地区“半小时生活圈”。能力素质方面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进一步提

升，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和科技发展能力。天津市的指标权重为 0. 096 6，反映

出天津市注重科技创新的同时加大科技投入尚有空间。但在协调素质方面，天津市行政费用占财政支

出比重的权重为 － 0. 971 8，折射出天津市的政府运作机制成本过高，政府转型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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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部沿海地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政策建议

对天津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结果表明，十年间天津市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总体处于提升态势，构成

经济增长质量的六大维度中生态环境代价、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经济增长效率、国民经济素质指数表

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而经济增长的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却处于下降的趋势。天津市的情况

表明，东部沿海地区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尚需采取积极措施来调整经济增长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以期改善民生，最终达到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目标。

( 一) 调整经济增长结构

经济增长结构失衡是导致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发展的主要因素，而调整和优化经济增长结构已

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因此，东部沿海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中要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

能，引导和扶持新兴产业。未来东部沿海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要从以下三个层面着手: 一是重点发展服

务业，构建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发展现代物流业、提高商业服务水平; 二是发展社区服务业，发展家政服

务和社区养老、医疗; 三是引进培育知名品牌，推动会展经济等服务模式发展。

( 二) 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中国经济的一大难题在于找不到一条较为稳定的增长路径，经济不是处于过冷就是处于过热的状

态［5］。过度的波动将破坏经济增长的稳定机制。在测度天津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时经济波动是非常

明显的，经济波动率的指标权重达到 0. 978 4。据研究表明，中国经济波动大约 30% 来源于地方政府冲

击，并且地方政府冲击表现出跨时差异和地域差异，其中冲击程度最高的地区为北京、天津、广东和上海

等经济发达地区，行政、财政分权以及地区间竞争是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因［6］。因此，推进政府层级改

革、官员评价机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是东部沿海地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

( 三)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十一五”期间，天津市将城市定位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在生态环境改

造方面天津市确实做出了努力，环境污染治理卓有成效，其中基础指标中的单位产出污水排放数、单位

产出大气污染程度、单位产出固体废弃物排放数的指标权重对经济增长质量贡献是正向的。然而，在资

源消耗方面，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的权重为 － 0. 017 0，显示出经济发展方式仍显粗放，这要求东部沿

海地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循环经济首当其冲，这种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

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为原则，首先政府从规划指导、财税、金融、法律法规等

方面加强政策支持，建设一批循环经济示范区，并形成有各地区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其次，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全面实行资源利用总量控制。重点推广先进节能技术和产品，调整能源结构，发展新能源、

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最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和生态建设，构筑生态宜居城市。在未来的发展中，

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构建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

源环境可持续性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承载、社会承受的良性互动。

( 四) 实现经济增长的创新驱动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这也成为天津市发挥示范区

带动作用的关键。就天津市目前情况而言，在国民经济素质中，科学技术支出，虽然对经济增长质量的

影响为正向，但权重较低，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因此，东部沿海地区在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方面须关

注以下四点: 一是树立科技创新驱动的观念，增加财政在科研和教育领域的支出; 二是注重产学研三者

有机结合，扶持一批科技骨干企业，大量孵化科技型中小企业; 三是加强科技队伍建设，夯实科技研究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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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础，为科技发展提供保障; 四是通过税收、知识产权、保护发明创造等手段，加大政府扶持力度。深

化城乡一体化改革、金融体制创新、科技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创新、社会领域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

科技创新为平台，推进东部沿海地区开发开放，促进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 五) 推动公平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是为了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如果收入分

配差距逐渐扩大、劳动报酬占比不断缩小、福利水平得不到改善，继而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长，不利于二元经

济结构转化。对天津市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分析，在经济增长福利变化和成果分配维度中，福利水平的变

化带来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提高，而成果分配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贡献是负的，人民群众并没有从中获得更

大的份额。因此，东部沿海地区在未来的发展中，要推进公共产品提供的均等化，注重初次分配的效率性

和二次分配的公平性，使人民群众从经济增长中得到更多实惠。首先，优先发展教育，促使受教育机会的

均等化; 其次，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落实保障性住房政策; 再次，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尤其加强对农村

剩余劳动力的培训和转移，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最后，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吃药

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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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China)

Abstract: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gram provides that the aims to ac-

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comprises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and the strategic adjustment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This paper adapts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to measure and evaluate the economic growth of eastern coastal region，based on the data in Tianjin

from 2000 to 2010． The result turns out that there has been a great achievement in Tianjin in the 10 years． In-

deed，there is still large space for the future improvement of the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in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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