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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分析研究

王婷婷 王紫晨
1

【摘要】在 2020 年全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而贵州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在各种条件的制约下，贵州省如何实现跨

越式发展，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

构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监测指标体系，主要由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文

化教育、资源环境等 6个方面（或子目标）构成，借此来监测贵州省构建小康社会的进程完成情

况，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贵州省统计年鉴》。通过研究发现，贵州省目前困

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本生产生活条件较差；二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层

次薄弱；三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生态环境脆弱；四是人力资源的严重缺乏。为了加快贵州经济

发展，逐步缩小贵州经济发展水平和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的差距，使贵州省人民也能逐步走上基本

小康和全面小康的生活，文章最后针对贵州省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四项建议：一是区域协作发展

战略；二是资源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促进产业与城镇化协同推进；三是推行可持续发展

战略；四是提高人口素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素质。以期对贵州省实现全面小康生活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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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测方案简介

(一）监测内容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展情况，其内容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文化教

育、资源环境等 6 个方面，23 项指标。在这 23 个指标中，又有一些指标属于复合指标，即由其他多项单

项指标按照一定方法组合而成,如环境质量指数，就是由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率、地表水达标率、国土绿化达

标率 3个单项指标合成的；社会安全指数是由刑事犯罪率、交通事故死亡率、火灾事故死亡率、工伤事故

死亡率等 4个单项指标复合而成。

(二）评价方法

1.单指标评价方法

(1)正指标。正指标共有 15 个，即人均 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城镇人口比重、基本社会

保障覆盖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人均住房使用面积、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居民文教娱乐服务

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高中毛入学率、公民自身民主权利满意度、社会安全指数、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平均受教育年限、平均预期寿命和环境质量指数。其实现程度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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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逆指标

逆指标共有 3个，即恩格尔系数、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和单位 GDP 能耗。其实现程度计算公式为：

(3)区间指标

区间指标共有 5 个，即失业率（城镇）、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和常用

耕地面积指数。其实现程度计算公式为：

许下、上界限值。每个区间指标的

具体目标区间值，允许上、下界限值如下：

失业率（城镇）：目标区间为[3，6],允许下界限值为 0,允许上界限值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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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目标区间为[0.3，0.4],允许下界限值为 0,允许上界限值为 0.5。

城乡居民收入比：目标区间为[1,2.8],允许下界限值为 1，允许上界限值为 4。

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目标区间为[0，60],允许下界限值为 0,允许上界限值为 80。

常用耕地面积指数：目标区间为>100，允许下界限值为 90。

2.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由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活质量、民主法制、文化教育、

资源环境等 6个方面（或子目标）构成，各子目标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计算公式如下：

(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计算公式为：

(2)子目标实现程度计算公式为：

二、现状与特点

全省各族人民在贵州省委、省政府带领下，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

在建设全面小康、富民强省的道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全省资源开发步伐加快，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

经济实力持续增强，和谐社会构建成效显著，民生进一步改善，民主与法制更加健全，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资源环境保护力度加大,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迈出新步伐。小康建设进程呈现特点如下：

(一）经济取得较快发展，但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发展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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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近年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全省国内生产总值从 2011 年的 5701.84 亿元

增加到 2015 年的 10502.56 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从 1981 年的 66.7：10.8：22.5 变化为 2015 年的

15.6:39.5:44.9，从一、三、二结构调整为三、二、一结构，其中二、三产业大幅增长。2015 年，财政总

收入达 2294.25 亿元，比上年增长 7.7%，财政支出达 3930.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9%。人均 GDP 从 2011

年的 16413 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29847 元。2015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7386.87 元，年均增长 12.34%，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4579.64 元，年均增长 12.53%，整体上经济取得了较快的发展。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从增长速度来看，贵州省

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 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和人均财政收人的年均增长率都高于全国的平均水

平，这说明贵州省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二）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结构层次偏低，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较大

贵州省三次产业结构已由 1981 年的 66.7：10.8：22.5 演变为 2015 年的 15.6:39.5:44.9，第一产业

比重大幅度下降，二、三产业比重均有所提高，其中第二产业发展进程缓慢，工业化程度不高，一直落后

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第三产业比重提升较快，到 2010 年就已超过全国的第三产业比重，说明第三产业己成

为贵州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贵州省的工业发展整体上以采矿业、水电和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消耗型

的煤化工、冶金等重工业为主，轻、重工业发展极不协调，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较大，产品附加值较低，工

业结构需进一步调整优化。

(三）城镇化水平及质量都较低

至 2015 年末，全省总人口为 3529.5 万人，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 197 人，高于全国（141 人/平方

公里）平均水平。其中城镇人口为 84万，城镇化率为 34.97%，远低于全国 51.27%的平均水平。

2015 年贵州省的非农化率(20.03%)比城镇化率(42.01%)低了近 20 个百分点，这说明城镇人口中有很

大一部分是由农业人口组成。贵州省绝大多数城镇的农业人口都大于非农业人口，例如黔西南州，除了兴

义市区和为数不多的城镇外，多数城镇的吸引力不足，许多被统计为城镇人口还是种地的农民，还没有真

正向市民转化，城镇化水平及其质量都需要提高。

(四）人口素质普遍偏低

全国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口占 40%以上，贵州各县（市）多在 20%以下，且受过大专以上高等教育的

人口比重更是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约为 20%)，文盲比例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约 5倍以上，由此可见

贵州的人口素质普遍偏低，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缺失。

(五）生态环境分析

贵州省以其特殊的地形气候条件，造就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等良好的生态环境基底，以黔西南州为例，

2001 年黔西南州的森林覆盖率达 47%。但黔西南州作为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山区，石漠化现象十分严重。至

2011 年，全州石漠化面积达 5029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29%，潜在石漠化面积 2114 平方公里，占全州国

土面积的 12%。其中中度以上石漠化面积达 2917 平方公里，是贵州省石漠化分布最集中、面积最大、程度

最高的地区。长期以来，黔西南州大量农户耕地建在坡地上，2008 年，全州耕地面积共 689.68 万亩，其

中 25度以上耕地面积 82.06 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11.9%，坡地过度开垦，造成水土流失、石漠化程度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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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生态环境越种越恶化，人地矛盾突出。在此脆弱的生态环境下，黔西南州通过草地畜牧业发展、退耕

还林工程、治理坡耕地过度开垦等专项生态建设工程，使得以石漠化和水土流失为主要表现的生态恶化趋

势得到初步遏制，并探索出了在高海拔地区种草养羊的“晴隆模式”，中海拔地区种植金银花的“坪上模

式”，低海拔地区种植花椒的“顶坛模式”，低热河谷地区种植蔬菜减少开荒的“者楼模式”等科学治理

石漠化措施，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有效遏制了石漠化进程。

三、前景与难点

(一）前景判断

根据 2011-2015 年贵州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监测结果，结合今后一定时期发展趋势，我们对未来

贵州省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程度、年份和单项指标预算和判断如下（见表 1、表 2、表 3、表 4)。

1.从总体实现程度测算

在2011年小康的总体实现程度为69.9%，但 2013年为76.3，2015年小康的总体实现程度达到了83.9%，

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间，贵州省的小康进程有了很大的提高，预计到 2020 年贵州省便可以初步实现全面建设

小康的目标。

2.从各单项指标的发展情况看

经过努力，在正常情况下可以实现目标的指标有 16 个。分别为人均 GDP、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失业率（城镇）、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系数、高中毛入学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恩格尔系数、人均住房使用面积、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公民自身民主权利满意度、社会

安全指数、平均受教育年限、耕地面积指数。

从发展角度出发，实现难度较大的指标有 7个。依次为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城市化率、基本社

会保险覆盖率、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居民文教娱乐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比重、单位 GDP 耗能、环

境质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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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矛盾与难点

1.基本生产生活条件较差

自然条件相对恶劣。贵州省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全省人口占全国的 2.59%，国土面积只

占全国的 1.83%，其中山地和丘陵占 92.5%,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土地承载力较大。

同时，山体滑坡、泥石流、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生态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的遏制。基础设

施建设相对滞后，在交通方面，铁路营业里程仅占全国总里程的 2.32%，并且多数的标准是客货混运铁路，

铁路网密度低于全国多数地区平均水平的 80%。公路的等级较低，处于全国比较落后的水平。

2.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层次薄弱 2015 年，贵州全省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和财政收入分别为 10502.56 亿元、10676.7 亿元、3283.02 亿元、2294.25 亿元。人均生产总

值仅为 29847 元，低于全国水平的 49992 元。城乡居民收人比高达 3.33，大于全国 2.32 的平均水平，平

均受教育年限为 9.12 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9.25 年。高中毛入学率为 85%,比全国水平 93.3%低了 8.3 个

百分点，全省人口预期寿命 75.98，比全国水平低 0.36 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为 83.9%，比全国



9

水平低 8.7 个百分比。从产业结构来看，贵州省的产业多以生产效率较低、以初级产品加工为主的传统产

业为主。近年来，贵州省第一产业比重逐年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速度较快，但是产业结构层次仍

然较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高，由于资金、技术人才等因素的限制，缺乏高附加值产业，主导产业对周围

地区的带动能力不强。农业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农业内部结构层次较低，仍然处于精耕细作的阶段，

尚未形成规模化农业，导致农产品综合产出效益较低。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尚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

3.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生态环境脆弱

其实贵州省是个资源丰富的地区，为了尽快发展经济，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目前主要依靠的是投

入和消耗大量资源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贵州省地区多为山地，地质条件复杂，生物资源主要依赖于此，

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弱，如果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而盲目开采建设，对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将会带来无法弥

补的破坏。所以贵州省必须尽快寻找一条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又能保护生态和资源的新路子。

4.人力资源的严重缺乏

人力资源的短缺失是制约贵州省经济发展的瓶颈。人力资本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人口素质普遍较低，

科技教育水平落后。贵州省虽然人口众多，有大量的农村富余的劳动力，但由于普遍接受教育的水平比较

低，人口总体素质偏低，使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是人力资源相对结构性的短缺。二是人才流失严重。在

市场经济条件下，贵州省通过自身教育发展所培养的人才不一定形成对本地区的供给，而大多向沿海发达

地区流动，使得人才短缺现象愈加严重，对贵州省的发展已经构成了新的制约因素。因此贵州省的地区经

济发展，除了加快教育发展之外，还要解决如何将人才长期留在贵州省的问题。

四、对策与建议

(一）区域协作发展战略

从相对封闭的内循环型发展向相对开放的外循环型发展转变。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除去自

然、历史条件等条件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发展处于相对封闭的内循环，缺乏活力。因此在今后的发

展中，贵州省应当实行区域协作发展战略，与周边地区避免恶性竞争，互惠互利，积极参与到国家及区域

层面的协作，发展外向型经济。

开放与合作是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要依托滇黔桂三省结合部的区位优势以及较发达的网络交通条件，

主动融人到国家大的发展战略中，充分利用外部资金技术及资源、市场，优化区域内部快速联系通道，主

动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同时，优化自身软硬环境建设、积极探索体制创新，吸引外部企业进人同时

也鼓励内部企业走出去，鼓励内部与外界信息、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力要素的双向流通，融入外界

经济大环境中。

(二）资源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促进产业与城镇化协同推进

资源优势是贵州省最重要的发展动力，也是贵州省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近年来，贵州省依托丰富的

农特、水电、矿产以及文化和旅游资源，逐渐形成了以能源、冶金、建材、农特产品加工、制药等为主体

的产业体系，地区经济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经济总量小，工业化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尤其二

产内部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大等问题仍然突出，这些对于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都

产生着负面的影响，不利于地区产业和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因此，应注重科学利用资源，找到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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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资源开发的产业发展方向并时刻注意保护地区的生态环境。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升级，在推动煤

炭、电力、煤化工、冶金、建材等支柱产业进一步加快发展的同时，不断壮大轻工业、现代制造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比重，使产业内部结构更为协调。另外，抓住贵州省大力发展旅游业的机遇，整合地区文化

和旅游资源，构建集观光、休闲、度假为一体的旅游发展大框架。

(三）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

贵州省的生态环境基底良好，但较为脆弱，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结合自身特点，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

发展模式，必须要坚持科学发展，着力推动“两型”社会建设，走“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促进

绿色繁荣和生态文明”的绿色集约发展道路。节约集约利用土地；逐步优化产业结构、大力推进节能减排；

不断优化能源结构，鼓励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发展与使用，对传统能源进行技术革新；积极推动生态城镇

建设；提高城乡森林覆盖率和绿化覆盖率，实施生物固碳工程。充分利用山水资源，强化城镇自身特色，

全面提升人居环境质量，形成宜居宜业的特色城镇；高度重视对历史文化资源和山水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利

用，积极发展休闲度假、风景旅游型城镇，多模式促进城镇化发展。

(四）提高人口素质，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素质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深化素质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巩固提高义务教育、着力突破高中教育，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调整优化高等教育,从整体上提高人口素质。大力开展城乡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农村劳

动力的文化素质，拓宽其就业渠道，保障基础教育覆盖面与服务水平，推动义务教育均等化，保障农民工

子女享受公平的教育服务，开展面向广大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为困难企业职工提供技能提升培训和转

岗转业培训，为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为失业人员提供再就业培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