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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地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研究 

——基于熵权法的 TOPSIS 综合评价模型 

陈静
1
 

(南京工程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211167) 

【摘 要】：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江苏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迅速，但各地市发展很不均衡，严重制约着江苏综合

实力的提升。TOPSIS评价法是一种广泛运用于有限方案多目标决策分析的科学评价方法，熵权法是具有较高可信度

和精确度的客观赋权方法。设计开放型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基于熵权法的 TOPSIS综合评价模型，对江苏 13个

地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寻找不同地市间存在差距的原因，并提出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实现江苏改

革开放跨越式发展的建议:融入“一带一路”，开创对外开放空间;特色产业引领，创新对外开放优势;优质发展为

先，升级对外开放结构;优化制度供给，营造对外开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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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大会上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1]。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是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江苏地处东部沿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大省,开放型经济发展位居全国前列。但江苏各地区经济

发展不均衡,苏北、苏中和苏南的地区差异严重制约着江苏综合实力的提升。因此,探究江苏 13 个地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能力,

寻找缩小差异、解决瓶颈的措施,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实现江苏改革开放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措施。 

国内学者对江苏开放型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定性研究。刘志彪、陈柳分析了江苏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的主要表现,提

出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改革,灵活运用先行先试政策,强化服务功能,加强国际经贸网络建设,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形成更为高

效综合的管理体制等现实路径[2]。张二震、安礼伟、戴翔预见到江苏面临的贸易摩擦将呈常态化、复杂化,分析了发展江苏开放

型经济存在的短板,江苏应以互利共赢的理念和思路发展开放型经济[3]。王刚认为要解决江苏在对外开放方面存在的问题,应改善

改革开放环境、提升外资引进质量、扩大开放范围、统筹对外开放[4]。张远鹏、蒋昭乙、曹晓蕾建议江苏要在原有开放优势的基

础上发挥跨国公司、平台经济、苏中苏北发展等新优势,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5]。张二震、戴翔提出“新常态”下

江苏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对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融入全球创新链,吸收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弥补创新资源短缺,集聚整合创

新要素[6]。陈思萌通过实证分析解释了江苏开放型经济内生增长的优势:优良的科技创新、高效的产业集群和先进的制度保障[7]。 

对江苏开放型经济定量研究的文献很少。卢山、江可申基于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构建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从开

放基础、开放潜力、开放规模、开放效益等方面对江苏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考察评价[8]。王博凡采用因子分析法分别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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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连云港、盐城、淮安和宿迁等苏北五城市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指数,并对五城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作了综合评估,又构

建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各市的对外贸易发展潜力[9]。 

TOPSIS(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评价法是一种著名的经典指标方法,常

被运用于有限方案多目标决策分析中。TOPSIS评价法对样本和指标的数量、数据的分布等都无严格限定,能充分利用原始数据中

的有效信息,几何意义直观,适用范围广泛。因此,国内一些学者运用该方法评价城市竞争能力。曹培培构建指标体系,运用熵权

-TOPSIS法,对江苏各地市旅游与发展的协调性进行对比分析[10]。廖青虎、王瑞文、陈通构建城市丝路文化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运用改进的 TOPSIS模型,根据 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 15个城市的横截面数据为样本,分析评价城市丝路文化竞争力[11]。于小

兵、俞显瑞构建了江苏省“生态智慧”城市建设体系,运用 TOPSIS法实证分析评价了 2013～2015年江苏 8个地级城市的城市建

设水平
[12]
。 

本文采用 TOPSIS 评价法,对江苏 13 个地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评价,寻找不同地市之间的差距,分析其原因,探

索缩小差距的措施,为全面提升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寻求对策。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权重的确定 

首先,开放型经济可以从开放基础、开放程度、开放潜力三个维度进行评价,对每个维度下再分别选取二级指标与三级指标。

鉴于私营经济和港澳台经济在我国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重要贡献,本文在开放程度维度下创新性地引入对内开放度二级指标,同时

选取对港澳台经济开放度(N8)、对私营经济开放度(N9)及内贸依存度(N10)三个三级指标以衡量一个地区经济的内向开放程度。

开放型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其次,确定评价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由于指标众多而且层级复杂,如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关系到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

性。“熵权”理论是一种广泛运用于工程技术和社会经济领域的客观赋权方法,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精确度。它基于信息论中

“熵”的概念,即某种特定信息的出现概率,根据各指标提供给决策者信息量的多少来确定其权重,为多指标综合评价提供客观

科学的依据。本文采用熵权法来确立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二、基于熵权法的 TOPSIS 开放型经济综合评价模型 

评价步骤如下: 

步骤 1 在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中,具有 m 个评价对象(即 m 个城市),n 个评价指标,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建立初始评价

指标体系 X=(xij)m×n,xij是第 i个评价对象在第 j个指标下的相关值。 

步骤 2采用极差法对初始数据矩阵 X=(xij)m×n作标准化处理,得到新矩阵 Y=(yij)m×n。其中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的公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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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价指标体系中均为正向指标,因此采用公式(1)求出新矩阵 Y。 

步骤 3根据如下公式计算信息熵 ej 

 

 

步骤 4求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Wj 

 

其中 dj=1-ej 

步骤 5根据标准化矩阵 Y=(yij)m×n,得出由各列最大值和最小值组成的最优解向量 Y+和最劣解向量 Y-。其中 Y+为每个指标在所

有城市中的最大数据值的集合,Y-为每个指标的最小数据值的集合,即: 

 

步骤 6计算评价对象相对最优解向量 Y+和最劣解向量 Y-的距离 Di
+和 D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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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各评价对象的 Ci值进行排序,Ci值越大,表示该评价对象各指标的综合评价越优。 

三、实证分析 

按上述建立的基于熵权法的 TOPSIS开放型经济综合评价模型,下文对江苏 13个地市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研究。 

(一)评价指标 

根据建立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收集原始数据构建初始评价矩阵。此评价模型以江苏 13个地级城市为评价对象,

分别为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根据《江苏统计年鉴 2018》收

集相关统计数据建立初始评价指标矩阵。 

(二)评价过程 

第 1步采用极差法对初始数据矩阵作标准化处理,本评价指标体系中均为正向指标,得到矩阵 Y=(yij)m×n,其中 m为评价对象城

市数,m=13,n为评价指标数,n=20,如下所示。 

 

第 2 步根据矩阵 Y=(yij)m×n 计算各评价指标的信息熵 ej=0.8224,0.8843,0.9557,0.9218,0.7200,0.8377,0.8989,0.8736, 

0.9490,0.9127,0.7318,0.9296,0.8926,0.8317,0.7353,0.7202,0.7659,0.8711,0.8780,0.7425。 

再求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Wj=0.0568,0.0370,0.0142,0.0250,0.0896,0.0519,0.0323,0.0404,0.0163,0.0279,0.0858, 

0.0225,0.0344,0.0539,0.0847,0.0895,0.0749,0.0412,0.0390,0.0824。 

第 3 步根据标准化矩阵 Y=(yij)m×n,得出最优解向量 Y+和最劣解向量 Y-,计算评价对象相对 Y+和 Y-的距离 Di
+和 Di

-,最后得出各

评价对象的 Ci值。 

四、评价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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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放型经济综合评价模型的实证结果来看,苏南城市苏州的开放程度最高,其次是南京和无锡,苏中城市南通超过了第五

名苏南城市常州,居全省第四。徐州和盐城位列第六和第七,超过第八名苏南城市镇江。泰州第九,连云港、扬州、淮安和宿迁依

次最后四位。从结果来看,南通异军突起,徐州和盐城在苏北城市中居于领先。 

苏州充满经济活力,是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龙头。苏州的开放之路既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又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其各项开放

型经济指标长期位列江苏乃至全国前茅。2017 年以来,苏州的进出口总值超过江苏全省的一半,在全国大中城市中紧随上海、深

圳、北京,名列第四。苏州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中方境外协议投资增长位居全省第一。据统计,目前苏州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的 35%、全口径税收及 GDP的 60%、规模工业总产值的 65%和 300万左右的就业岗位均由开放型经济直接提供[13],开放型经济已成

为苏州的显著特征和最大优势。 

南通重视产业升级转型,把推动产业转型作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目前已初步形成以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现代纺织为代表的支柱产业,培育了更多的开放主体特别是一批创新型百强企业,如中天科技、通富微

电子、海星电子、通光电缆等。南通着眼便商利商,实施“互联网+政务服务”“放管服”改革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良好的

政商环境促进了民营经济的发展,2018 年中国企业 500 强中,南通上榜的 9 家企业均为民营企业。南通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增长,

处于苏中苏北“领头雁”位置,进口增幅全省第二。 

徐州在苏北淮海经济区各城市中首屈一指,近年来着力打造双向开放经济平台。经过建设,现在的徐州已经基本补齐了多年

开放型经济制约短板,在口岸建设、海关特殊监管、贸易促进、特色功能等方面创建了开放平台。徐州还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创建国家级“一带一路”中国—格鲁吉亚自由贸易合作区,成为苏北对外开放发展的领头羊。 

五、提升江苏地市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建议 

江苏因改革而发展,因开放而腾飞。一直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江苏,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要夺得经济发展的先机,必

须坚定扩大开放,加快走出更高质量开放发展的道路。因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融入“一带一路”,拓展对外开放空间 

江苏各地市位处“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交汇点,有着较好的经济基础和区位条件,要抓住“一带一路”机遇,拓展

开放型经济发展新空间。鼓励各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双向投资和双边贸易方面深化合作,重点开拓亚非拉等新兴市场,

主动化解国际贸易摩擦带来的市场风险。中欧班列是“一带一路”的重要通路,苏州和连云港是两个重要的节点城市,加强“一

带一路”通路建设,吸引和鼓励企业充分利用国际货运班列开展对外贸易。推动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入开展“一带一

路”投资合作,支持企业在“一带一路”重要节点抱团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 

(二)特色产业引领,创新对外开放优势 

江苏各市要突出现有产业优势,加快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新旧动能转化,推动开放式创新。例如徐州是江苏唯一的老工业

基地,应该在工程机械、新能源等领域推进产业升级开放,打造徐州特色的现代装备制造产业体系。盐城、连云港作为沿海新兴

临港城市,应重点发展节能环保、风电、海洋生物等产业,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开放。宿迁应发挥酿酒食品、服装家纺、林木加工

等传统产业优势,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淮安的优势产业在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食品、农业。苏州要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医疗器

械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寻求突破。 

(三)优质发展为先,升级对外开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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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开放型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全面优化升级贸易结构。首先,江苏各市,尤其是苏北城市服务业开放还比较滞后,服

务业利用外资占比相对较低,要加大服务业开放力度,聚焦各自特色行业和重点领域,大力引进现代服务业。其次,加工贸易发达

的苏南城市要加快转型升级,增加中高端产品和服务供给,大力推进出口基地和品牌建设,扩大加工贸易企业自主品牌规模,提升

出口竞争优势。大力推动发展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方式,拓宽贸易渠道,促进海内外市场融合发展。再次,开放型经济发展领先的

城市如苏州、无锡、南通等可以创新发展服务贸易。在金融服务、服务外包、知识产权服务、国际维护和维修服务等重点行业

领域,积极开展探索创新,打造服务贸易创新发展高地和品牌,引领江苏服务贸易加速发展。 

(四)优化制度供给,营造对外开放环境 

江苏各地市要着力营造更加法制化、国际化和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深化行政体制机制改革,以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

活力、企业竞争力的“加法”。在吸引外资方面,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健全外资准入后国民待遇制度体系和保障措施,营造内外

资主体平等享受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参与政府项目招投标、公共服务供应、政府型科技项目及标准化工作等的公平竞争环境。

经济相对欠发达的苏北城市更要在提升城市服务功能方面下功夫,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积极

吸引人才和投资,营造对外开放的优质环境,为“强富美高”新江苏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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