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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江苏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第一方阵之省份，高质量

发展是其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也对我国整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

选取 6 个一级指标、35 个二级指标构成江苏省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体系，运用“变异系数-主成分评价”方法，生成

各指标权重，构建起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模型，对江苏省 13 个地级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通过分析测度结果

发现，尽管江苏省的经济发展处于高水平，但其在高质量发展方面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而且各地市之间发展的差

距较大。因此，江苏需要借势“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借机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和借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

展的重大机遇，在促进与更大区域的开放、融合、协作等方面下功夫，全力提升高质量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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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江苏省经济发展已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总体发展水平居全国各省（市）前列。2017年，江苏省人均 GDP约为 15876

美元，高于世界银行同期发布的高收入标准[1]。因此，江苏未来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高起点”上，但是“高起点”并不意味

着“高质量”。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江苏如何在“高起点”上实现发展的“高质量”，将是该省

未来发展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对于区域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研究，目前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沈坤荣（2018）、李芸(2018)等以江苏为例对区域高质量发展

的路径进行了研究[2,3]。江三良(2018)对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研究，指出对外融合比开放更能够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4]。刘国斌（2019）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仍然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5]。詹新宇（2016）基于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 2000—2014年中国各省（市）的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评价[6]。师博（2018）

通过构建基于经济增长基础面和社会成果两个维度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对 1992—2016年中国省际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

评价[7]。这些研究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1 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所谓高质量发展是指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多维度协调发展，表现为质量更好、结构更优、

效率更高、惠及更广。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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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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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是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以人为本发展的本质要求。此外，表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上，还要讲究高效，即高效率和高

效益，它又成为发展应追求的基本目标。以上六个维度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构成高质量发展的有机整体，

从而不断推动经济与人、经济与社会、经济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 

2 测度模型的构建 

依据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遵循指标体系构建的全面性、科学性、实际性、可操作性、可比性等原则，从“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有效”六个维度，选取了 6 个一级指标、35 个二级指标；利用变异系数法和主成分分析法分别确定各指标的

权重，取两种方法所得权重的算术平均数作为各级指标的最终权重，从而构建了江苏省高质量发展测度模型，如表 1所示。 

3 测度结果及分析 

3.1测度结果 

测度对象为江苏省管辖的 13个地级市。相关数据均来自各市 2018年的统计年鉴，及 2018年江苏统计年鉴。运用江苏省高

质量发展测度模型（表 1）对 2017年江苏省 13个地级市的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各市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及各维度综合指数

（见表 2）。 

表 1 江苏省高质量发展测度模型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单位 指标向度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C1） 0.2186 亿元 正 

  有 R&D活动企业数（C2） 0.1516 个 正 

创新 0.14 专利申请授权量（C3） 0.2126 件 正 

  本年 R&D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合计（C4） 0.2180 万元 正 

  科学研究人员（C5） 0.1992 万人 正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C6） 0.1487 元 逆 

  城乡人均消费水平差距（C7） 0.1478 元 逆 

协调 0.13 城乡恩格尔系数差距（C8） 0.3279 % 逆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C9） 0.1066 % 正 

  男女人数的协调度（C10） 0.2689 无量纲 正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C11） 0.2388 m
2
 正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C12） 0.1387 %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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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 0.10 污水处理率（C13） 0.1002 % 正 

  无害化处理厂日处理能力（C14） 0.5255 t 正 

 

续表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单位 指标向度 

  地区进出口总额（C15） 0.1834 亿美元 正 

  外贸依存度（C16） 0.1469 % 正 

  接待境外旅游者人数（C17） 0.1678 万人次 正 

开放 0.32 实际使用外资（C18） 0.0796 亿美元 正 

  旅游外汇收入（C19） 0.1836 万美元 正 

  境外协议投资（C20） 0.1344 万美元 正 

  境外投资新批项目数（C21） 0.1044 个 正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C22） 0.1225 元 正 

  每万人拥有医院卫生院床位数（C23） 0.1002 张 正 

  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C24） 0.1842 册 正 

  人均住房建筑面积（C25） 0.0882 m2 正 

共享 0.19 商品房销售建筑面积（C26） 0.1488 万 m2 正 

  居民恩格尔系数（C27） 0.0601 % 逆 

  每万人拥有医师数（C28） 0.0781 人 正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C29） 0.1115 标台 正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C30） 0.1064 m2 正 

  人均 GDP（C31） 0.2173 元 正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C32） 0.2502 元 正 

高效 0.12 城镇化率（C33） 0.0977 % 正 

  城镇登记失业率（C34） 0.0951 % 逆 

  自来水综合生产能力（C35） 0.3398 万 t/d 正 

 

表 2 江苏各市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及各维度发展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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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综合发展指数 创新发展指数 协调发展指数 绿色发展指数 开放发展指数 共享发展指数 高效发展指数 

苏州 79.50 92.79 44.37 53.11 100.00 82.66 64.89 

南京 50.08 44.03 12.06 82.97 44.34 74.42 95.76 

无锡 48.58 62.24 36.94 45.94 36.75 57.62 63.77 

南通 38.59 48.05 27.17 42.70 19.80 51.63 64.56 

常州 37.96 25.26 51.74 39.66 22.47 57.98 44.81 

徐州 28.10 18.25 57.36 44.74 7.43 32.72 41.00 

盐城 27.28 28.64 49.74 52.79 4.37 32.62 32.46 

扬州 26.70 25.82 71.39 34.55 6.43 27.16 25.77 

泰州 23.24 19.51 78.42 12.69 4.91 26.74 19.24 

镇江 22.85 16.42 43.69 19.77 7.31 35.29 30.99 

淮安 22.43 10.04 80.10 9.76 5.27 29.37 18.86 

连云港 21.06 18.48 75.68 29.18 0.14 23.83 9.51 

宿迁 20.89 11.88 58.69 25.56 2.86 28.13 22.50 

均值 34.40 32.42 52.87 37.96 20.16 43.09 41.09 

极差 58.61 82.75 68.04 73.21 99.86 58.83 86.25 

标准差 16.23 22.81 19.73 18.85 26.54 18.88 23.79 

离散系

数① 
47.18 70.36 37.32 49.66 131.65 43.82 57.90 

 

注：(1)离散系数为不带%的数值。 

3.2结果分析 

3.2.1江苏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总体分析 

从表 2可见，江苏 13个地级市高质量综合发展指数的均值仅为 34.40%，低于 50%的水平，表明江苏省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水

平不高。其中，徐州、盐城、扬州、泰州、镇江、淮安、连云港、宿迁 8 个地级市的综合发展指数低于全省平均值；苏州市的

综合发展指数最高，为 79.50%，宿迁市最低，仅为 20.89%，两者差值高达 58.61个百分点；13个地级市综合发展指数的离散系

数高达 47.18%。这些数据均表明，江苏 13个地级市之间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水平差异较大。 

从六个发展维度的测度结果看：（1）协调发展指数的均值最高，但也仅为 52.78%，其余五个发展维度的测评均值都在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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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开放发展指数的均值低至 20.16%。江苏高质量发展的现状显然与其在全国省域发展中所处的领先地位极不相称，也表明

江苏发展从高起点向高质量的转型道远且阻。（2）从离散系数看，六个发展维度中有四个维度的离散系数大于综合发展指数离

散系数；协调发展指数的离散系数最小为 37.32，开放发展指数的离散系数最大为 131.65，其余由大到小依次是创新发展指数、

高效发展指数、绿色发展指数和共享发展指数。如此之高的离散系数再一次凸显出江苏 13个地级市之间各维度发展的不平衡问

题。 

3.2.2江苏各地级市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异的空间分布 

根据江苏各地级市高质量综合发展指数（表 2），以该指数值 35%和 25%为参照，将江苏 13 个地级市高质量发展划分为由高

到低三个层次。高于 35%，即高于全省平均值 34.40%的为第一层次，属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市，分别是苏州、南京、无

锡、南通、常州；介于 25%到 35%之间的为第二层次，属于高质量发展水平一般的地市，分别是徐州、扬州、盐城；小于 25%的

为第三层次，属于高质量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市，有泰州、镇江、淮安、连云港、宿迁。特别要说明的是，此处分类是个相对的

概念，目的在于方便比较研究。从空间分布来看，第一层次地市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第二、三层次的地市主要分布于苏北和

苏中地区。由此可见，区域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4 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我国政府陆续推出了“一带一路”发展重大倡议、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国家战略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而江苏正是这一大倡议、两大战略的交汇叠加省份，这不仅使得江苏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更使得江苏的

高质量发展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为此，江苏一方面要牢牢把握住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另一方面更要好好地利用这得天

独厚的优势，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4.1借势“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江苏要站在国家大力提高开放水平的高度，借“一带一路”发展重大倡议这一探索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之势，通过“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进一步扩大江苏城市创新体系的开放度，促进江苏与世界各国在引资、引智、引技

等方面更深层次的交流和合作，不断强化和优化江苏在全球范围内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为实现江苏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驱动

支撑。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务实合作，以大项目建设积极推动江苏参与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构建，争

取在金融合作、经贸投资、人文交流、基础设施等领域取得实质性的更高程度上的突破，为江苏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提供良好的

全球城市网络资源和国际环境。 

4.2借机“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绿色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 

对于长江经济带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4 月 26 日下午主持召开的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指出，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正确把握好 5 个关系：即“第一，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面做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

复工作。第二，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第三，正确把握总体谋

划和久久为功的关系，坚定不移将一张蓝图干到底。第四，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的关系，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第五，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努力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为此，江

苏要深刻领会，并以此为引领，将绿色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坚持生态优先，增强各项措施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实

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统一；将推动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质转变作为中心，实现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相统

一；将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动力转换作为关键，彻底摒弃以投资和要素投入为主导的老路，实现新动能和新经济体系相统一；

将江苏打造成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作为一种责任，树立“一盘棋”思想，错位发展、协调发展、有机融合，形成整

体合力，实现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相统一，以进一步提升绿色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从而奋力写好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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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全国前列的新篇章。 

4.3借力“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加快形成更高能级的创新体系和产业体系 

以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契机，深度参与 G60 科创走廊建设，推动苏州对接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以制定重大科技

专项扶持配套政策为着力点，对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通信、航空发动机等重点方向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攻克“卡脖子”的

核心技术，形成核心技术创新体系，提升重大前沿技术源头创新能力；打造苏州园区建设品牌，支持上海虹桥苏州（相城）数

字经济创新产业园、临港常熟科技产业园建设，支持苏滁现代产业园、中新苏嘉现代产业园发展，加快先行启动区与上海的全

面深度融合，优化嘉昆太、青昆吴和环淀山湖等战略合作机制，促进吴江等临沪地区深入对接上海，并以产业园区为基点，推

动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推进园区拓展功能、提升能级，以形成更高能级的产业体系，从而为江苏高质量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产业

支撑。要主动加强与长三角兄弟省市的合作，有效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不断提高一体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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