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时空格局及驱动机制 

田玲玲
1，2，3，4

 陈链
1
 罗静

1，2，4
 孙凯媛

1
 周琳

1
 王梓

1
 陈国磊

51
 

（1.华中师范大学 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9； 

2.华中师范大学 地理过程分析与模拟湖北省重点实验室，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9； 

3.华中师范大学 社会学院，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9； 

4.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华中师范大学 

武汉城市圈研究院，中国湖北 武汉 430079； 

5.贵州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中国贵州 贵阳 500025） 

【摘 要】：民营经济是在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具有按照市场需求来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和追求高质量

发展的内生动力。研究构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空间统计方法对 2014—2018 年中国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现阶梯式

上升趋势，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演化路径多样，等级之间存在递次向上或向下转移。

②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均衡，呈现“东—中—西”格局，并有从东部向中、西部扩散的趋势；城市带和城市

群带动效应明显，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变化剧烈。③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程度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对外贸易、社

会消费、科技和政策支持度等因素驱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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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巨大成就，其中民营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和稳定就业、技术创新、

贡献税收的重要主体［1］。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都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用近

40%的资源，贡献了 60%以上的 GDP、5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技术创新与新产品开发、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和 90%以上的

新增就业岗位［2］。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经济发展有了新的要求，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

量发展的表述，表明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大批民营企业参与新兴产业建设和新一轮科技革

命，民营企业整体实力、创新能力和竞争力都有质的飞跃，成为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3］。

因此，民营企业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程度直接关系到新时代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水平。 

自“高质量发展”提出以来，学界对其概念和内涵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认为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发展方式、结构和动力

能满足新时代人民的需求，核心为高质量和高效益，并能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展现出多样、个性、健康和可持续的特征
［4-5］

。

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涉及效益、实力和潜力，还关系到行业结构的协调完整以及政府、企业与市场关系。学术界关于民

营经济的研究大多基于管理学或经济学的视角，探讨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运营绩效和对策制度［6-8］，或从企业的角度分析某一

行业民营企业的作用、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9-11］。对民营经济的空间研究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的空间区位选择［12-13］和空间网络

组织两方面［14-15］。有学者基于民营企业 500 强研究中国民营经济时空演化和影响因素［16］；也有学者基于实证发现民营企业的空

间格局与企业组织结构、制度和技术、资本的趋利性等
［17-19］

；少数学者从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角度探讨区域间经济发展水

平差距［20］。但总的来看，现有对于民营经济的研究主要以管理者、企业家或者某一行业为对象［21］，以城市或城市群为区域，关

注地区的政策、制度和环境等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22-24］。近来，有学者将高质量发展内涵引入城市群发展水平和人地关系评

价［25-26］，而将高质量发展内涵引入民营经济发展评价以及从综合水平和空间视角考察民营经济发展差异的研究甚少，评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缺乏考虑新常态下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理念和要求。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

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

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要“毫不动

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目前各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情形各

异，如合营和混改导致民营企业过于集中于传统或低端行业、民营企业数量庞大但竞争力不强、民营经济市场和资本活力不足

等。尽管各部委和各省份积极推进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但各地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程度和方向差异显著。鉴于此，本

研究基于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视角，结合新时代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与理念，构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对中国

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估，并探讨其空间格局和时空演化的驱动因素，以期为地方政府和决策者制定更健康合理的

政策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与处理 

“民营经济”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概念和经济范畴［27］，各研究对其概念众说不一，主要解释有非国有经济、私有经

济、私营经济、非国有国营经济等。本文从所有制和资产经营方式角度，选取个体、私营及私人合作和私人股份为主的公司等

代表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有关的数据时间跨度为 2014—2018年，基本空间单元为 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香港、

澳门地区制度环境不同，未纳入研究；台湾地区暂不纳入研究范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数，普通高等学生数，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比重等传统宏观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外贸进出口依存度，批发零售

住宿餐饮行业的负债、营业额、利润，创新层挂牌公司数量，中小企业股票发行金额等互联网新媒体平台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

网（http://www.ce.cn/）、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http://www.neeq.com.cn/）、中国人民银行（http://www.pbc.gov.cn/）

等网站。地图矢量数据来自标准地图服务网站（http://bzdt.ch.mnr.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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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方法 

1.2.1熵值法 

运用熵值法确定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各项指标的权重。熵值法是客观赋权法的一种，根据原始数据展现出的客观信息

进行赋权，能够消除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28］。采用极差标准化的方法对 2014—2018年中国 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 29项

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计算出贡献度、熵值和信息效用值，根据指标的离散程度确定各项指标的权重，计算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 

1.2.2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为分析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采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索各影响因素在地理空间作用下对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的影响。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与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相比，能更好地考虑地理空间的作用，为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29］。计算公式为： 

 

式中：β0回归模型的截距项；(u)i,vi为省级单元 i的经纬度坐标；βk(u)i,vi为连续函数βk(u,v)在第 i个省级单元的

值；xik表示第 i个省级单元上的第 k个解释变量；εi为随机误差项；yi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 

1.3高质量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就是要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25］。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是建立在高质量发展内涵基础上，充分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要求测度

各省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本文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30-33］，从质量、潜力、景气和环境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质量是

发展基础，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保证整体贡献水平，提高竞争实力和打开国际市场；潜力体现发展后劲，科技创新、转

型升级以及资本活力是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景气指标从结构上体现内生机制，评价民营企业发展的生产经营

和发展信心；而环境维度则是体现政府与企业、企业与市场、绿色与发展之间的协调共生，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保障。四

个维度和五大理念相互贯通和融合，充分体现各省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程度（表 1）。 

表 1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质量指标 

贡献水平 

竞争实力 

外向发展 

城镇民营经济从业人员数占比（％）；农村民营经济从业人员数占比（％）；规模以上工业私营企业总资

产贡献率（％）民营经济数量（万户）;500强民营企业数量（个）；500强民营企业营业收入（亿元） 

外贸进出口依存度（％） 

潜力指标 

创新发展 

转型升级

资本活力

财务状况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数（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万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

利申请数（件）;技术合同成交额（万元） 

现代服务业增加值（亿元）;高新技术类创新层挂牌公司数量（个） 

中小企业股票发行金额（万元）;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亿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限额以上住宿餐饮批发零售行业负债合计（亿元） 



 

 4 

景气指标 经营效益 
限额以上住宿餐饮批发零售行业营业总额（亿元）；限额以上住宿餐饮批发零售行业主营业务利润（亿

元）；限额以上住宿餐饮批发零售行业所有者权益（亿元） 

 内部资源 
限额以上住宿餐饮批发零售行业资产总计（亿元）；限额以上住宿餐饮批发零售行业流动资产（亿元）；

限额以上住宿餐饮批发零售行业固定资产（亿元） 

环境指标 

人居环境 

服务环境 

市场环境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比重（％）；废气排放总量（万 t） 

财政透明度排名；普通高等学生数（人） 

限额以上住宿餐饮批发零售行业主营业务成本（亿元）；限额以上住宿餐饮批发零售行业主营业务税金

及附加（亿元） 

 

2 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时空特征 

2.1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时序分析 

2014—2018 年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现阶梯式上升趋势，综合得分由 19.83 上升到 22.91。2014—2015 年呈

现跨越式增长，全国平均增长 1.96；2015—2017 年处于波动上升阶段，全国平均增长 0.14；2017—2018 年再次出现大幅度增

长，全国平均增长 0.84。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 5年中出现波动式上升与国家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密不可分。2014年国家

和相关部门出台了大量针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的扶持政策，给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资本与市场环境，民营企业活

力大增。2016 年全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对民营经济冲击明显，民营实体经济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生存发展困境，企业发展速度

明显放缓。2017年 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出台，

这是中央首次以最高规格文件聚焦企业家群体、明确企业家的地位和价值；随着“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民

营经济再次迎来发展契机。 

具体来看，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分演化路径可以归结为三种类型：①稳步增长型，包括广东、上海、福建、湖

南、河南、河北、陕西，其中广东由 60.5087增长至 82.8528，增长最快；②波动增长型，包括江苏、浙江、湖北、安徽、山东、

海南、山西、四川、江西、重庆、西藏、贵州、青海、吉林、宁夏、广西、云南，这些省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分呈现

总体上增长，但在 5年间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江苏省增长最快，由 54.0934上升到 64.9819；③波动下降型，包括新疆、

辽宁、内蒙古、天津、甘肃、黑龙江、北京，其中北京最为典型，由 66.3975跌至 61.2281。由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得

分的总体时序趋势可知，通过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大部分地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显著提高。 

2.2空间格局特征 

运用 ArcGIS10.2软件空间可视化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得分（图 1）。根据自然断点分级法将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的平均值划分为高水平区（≥23.1712）、次高水平区［17.4811，23.1711］、中水平区［12.4216，17.4810］、次低水平区［4.8057，

12.4215］、低水平区（≤4.8056）五个等级。高水平区包括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山东和福建 7 省市；次高水平区

有湖北、四川、天津、河南、安徽和河北 6 省市；中水平区有湖南、辽宁、重庆、陕西、江西 5 省市；次低水平区有山西、云

南、广西、新疆、内蒙古、贵州、黑龙江、吉林、甘肃、海南和宁夏 11省区；低水平区包括西藏和青海 2省区。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水平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差异状态，高水平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区域，次高水平区和中水平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和长江沿

岸，次低水平区和低水平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和西部地区。 

2.3空间演变情况 

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演化特征呈现由东向西的梯次变化。2017、2018 年福建、湖北和四川由次高水平区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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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高水平区；2015、2017年安徽、河南、河北、湖南由中水平区上升到次高水平区；江西 2015年由次低水平区上升到中水平区；

青海 2018 年由低水平区上升到次低水平区；辽宁 2015 年由次高水平区下降到中水平区。山西和西藏则是波动型变化，既有下

降也有上升。截至 2018 年，中国已无低水平区省份，高水平区增加了 50%。这说明，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水平提高

且呈现出从东部向中、西部扩散的趋势。 

 

从局部区域来看，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东—中—西”格局，且城市带和城市群带动效应明显。东部地区和

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较快，尤其是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中国民营经济也进入“T字型”

时代。长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地区省份在近几年基本呈现增长趋势。变化最为剧烈的是

中部地区，其中 5个省份均具有不同程度的递次向上转移。 

表 2 2014—2018年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地区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地区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广东 60.5087 72.0862 75.9483 77.6408 82.8528 陕西 12.8826 13.8512 14.0401 15.6273 17.3093 

北京 66.3975 63.9355 61.9021 60.0232 61.2281 江西 11.0141 12.8926 13.4351 13.9115 13.6712 

江苏 54.0934 61.1444 60.5496 61.4158 64.9819 山西 10.5504 11.9387 12.4215 12.1717 13.6166 

浙江 47.5962 53.5622 54.4598 51.9758 55.8183 云南 10.7175 11.6955 10.9388 10.9180 10.7296 

上海 42.3008 45.8887 45.9692 46.6675 46.8253 广西 10.1881 12.2852 10.5958 11.0114 10.4285 

山东 37.9130 41.7638 42.5742 45.4518 41.7435 新疆尔 9.9608 10.4347 10.6955 11.2162 9.8595 

福建 18.8648 22.5327 23.1711 25.4683 27.1817 内蒙古 9.6554 11.3309 9.8311 10.2307 8.8674 

湖北 21.0218 22.5004 22.7751 22.1303 25.4864 贵州 9.0886 10.0491 9.6802 10.4652 10.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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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21.3924 19.7539 18.7248 20.7344 24.0622 黑龙江 10.3061 10.8242 10.2296 8.8278 8.4853 

天津 20.2793 22.2092 21.9973 18.1555 18.9614 吉林 8.3236 9.0548 9.0222 9.7518 9.2062 

河南 16.3101 19.2426 20.3691 21.3921 21.5138 甘肃 8.9989 8.6947 9.6544 8.3535 7.5707 

安徽 16.0407 19.5296 20.2921 19.6541 20.3602 海南 5.6850 6.9847 8.1264 6.2478 9.0323 

河北 15.5976 17.3386 17.4810 18.4463 20.4504 宁夏 5.3145 6.5233 7.5316 7.1213 5.8034 

湖南 14.1606 15.7913 16.9413 18.3879 19.6795 西藏 4.1470 4.8601 4.0178 4.4389 5.6256 

辽宁 17.6034 17.6171 15.9340 16.3248 17.0207 青海 4.0286 4.2356 4.8056 4.4280 5.0840 

重庆 13.9308 15.0268 14.9666 15.5860 16.4688       

 

3 驱动机制分析 

民营经济发展主要受社会、经济、文化和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驱动，具体包括经济实力、经济成分、教育水平、人口比例、

社会观念、科技水平和财政政策等方面。为了全面和系统了解 2014—2018年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时空特征的驱动因素，

本文考察 GDP、人均 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货物进出口总额、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劳动人口比例、

人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城镇化率、技术市场成交额和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度等因素。为了避免各项指标之间出现多重线性

问题，采用 OLS 回归分析对 11 个变量进行诊断。根据诊断结果，剔除方差膨胀因子（VIF）过大的冗余变量，最终确立了人均

GDP（RJ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HXFP）、货物进出口总额（JCK⁃ZE）、技术市场成交额（JSCJE）和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度（ZCZCD）

5个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各变量的 VIF小于 3.5，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被解释变量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得分。 

3.1总体情况 

为了更好地拟合空间数据，利用地理加权回归工具（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进行分析。GWR 分析提

供研究区中不同点上的数据拟合方程，不仅产生关于整个区域的总体回归系数（R2），更重要的是产生局地回归系数（localR2），

确定影响因素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力。GWR回归分析结果中，2014—2018年的模型 R2平均值为 0.973875，模型线性拟合度高。 

分析局地回归系数和回归残差等结果，可以得出每个因素对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大小。其中，人均 GDP、货

物进出口总额与得分呈平均正相关，且相关性逐年上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呈平均正相关，但相关性呈下

降态势；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度在不同年度的相关性有正有负，但总体上是波动上升趋势。总的来看，各因素对中国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表现为：货物进出口总额＞技术市场成交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 GDP＞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度。 

3.2驱动机制分析 

从空间上看，人均 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货物进出口总额、技术市场成交额和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度 5个因素对中国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解释程度在区域之间差异显著。 

3.2.1经济发展驱动力 

采用人均 GDP 来表征经济发展水平，体现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2014—2018 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回归系数均为

正值，平均回归系数为 2.039768，在 5 个指标中排名第 4，表明人均 GDP 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较高的正向影响。回归系

数有较大的空间异质性，呈现由南向北依次递减的态势，并逐渐演化成由西南向东北方向依次递减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驱动

的敏感区在西南地区，因此要着重提高西南地区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投资渠道和机会越多，当地民

间资本越活跃，民营企业活力越强。人均 GDP 对东北地区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影响相对较小，其主要原因是以东北三省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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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北方地区国营经济占优势，营商环境相对不宽松。北方地区应着重提高民营经济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活力和影响效应，从而

增强敏感性（图 2）。 

 

3.2.2社会消费驱动力 

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表征地区社会消费水平，反映社会商品购买力的实现程度，以及零售市场的规模状况。2014—

2018 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平均回归系数为 4.755765，在 5 个指标中排名第 3，表明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具有较高的正向影响。空间上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回归系数由东南向西北依次梯度递减，在 2018年演化为由西南向东北

依次梯度递减。社会消费水平驱动的敏感区在东南区域，到 2018年则扩散到长江以南的大片区域，这些区域的批发、零售、住

宿和餐饮等行业的发展对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很强的带动效应，对东北地区影响相对较小，敏感性较低。激发消费潜力

可有效改善民营经济市场竞争环境，推动民营经济产品体系升级与创新；反过来，民营经济发展会推动消费，增加就业，推动

增长方式从投资为主向消费为主转型（图 3）。 

 

3.2.3对外贸易驱动 

我国民营企业在出口贸易中表现尤为引人注目，是出口贸易的绝对主力，2018年民营企业进出口 12.1万亿元，占进出口总

值的 39.7%，民营企业对外贸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50%。本文用货物进出口总额来表征对外贸易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空间差异的影响。2014—2018 年货物进出口总额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平均回归系数为 9.858918，在 5 个指标中排名第 1，表

明对外贸易是强驱动力。回归系数在空间上呈现西北向东南依次递减的态势，从空间分布可知，中国对外贸易驱动力的敏感区

在北方地区，提高外贸水平对提高该地区的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影响显著。因此要注重提高北方地区的对外贸易水平，尤

其是西北地区需抓住“一带一路”倡议机遇，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经济，提高进出口贸易规模，发展跨境电商，创造良好的外贸

环境（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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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科技水平驱动力 

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来体现地区科技水平。2014—2018 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平均回归系数为

4.815940，在 5个指标中排名第 2，技术市场成交额与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较高正向相关性。空间上的异质性表现为回归系数

由西北向东南依次梯度递减，在 2018年演化为由北向南依次梯度递减。科技水平驱动的敏感区在西北和北方地区，说明科技创

新仍是北方省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科技支撑导致技术进步，能提高民营企业的生产力。目前民营经济转型升级以技

术驱动型为主，科技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对民营经济有强大的促进作用。科技水平的变动对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安徽、

上海和福建等南方省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小，主要是由于这些地区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数和高新技术类创新层挂牌公司数量都较高，尤其是东南区域科技水平比较优质，如广东高新技术企

业中，民营企业占比超过七成（图 5）。 

 

3.2.5政策因素驱动力 

政策是民营经济的“激活器”，本文采用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度来探索政策因素的驱动力。2014—201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

区）的回归系数有正有负，在 5 个指标中排名第 5，是有力的辅助影响因素。空间异质性的演化表现多样，2014—2015 年主要

表现为回归系数由西北向东南依次梯度递减，2016年回归系数由南向北依次梯度递减，2017年转为由西南向东北依次递减，而

2018年则为由东北向西南依次递减的态势，递减方向呈逆时针方向演化的态势，这表明政策因素驱动总体上在全国范围内敏感。

2014—201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累计发布推动民营经济发展政策 1426条，其中广东最多，共发布了 135条相关支持政策。

支持性的政府政策对民营经济起指导、规范的作用，例如出口贷款贴息资金政策有利于增强外贸出口优势，民营科技创新发展

支持政策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最新颁布的《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中小企业保护法》等法规则有利

于改善融资难的问题（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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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和阶段性演变趋势表明，人均 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货物进出口总额、技术市场成

交额和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度等因素的影响映射出经济实力、社会消费、对外贸易、科技和政策五大驱动力。其中，经济驱动起

基础性作用，对外贸易和社会消费成为主要拉动力，科技和政策作为刺激和调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5个驱动力相

互作用，形成钻石模型引致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和空间格局。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空间统计方法对 2014—2018年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①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现阶梯式上升趋势，31 省（直辖市、自治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的演化路径多样，可分为稳步增长型、波动增长型和波动下降型。②从区域差异来看，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不平衡，高

水平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次高水平区和中水平区主要集中在中部地区和长江沿岸，次低水平区和低水平区主要分布在东北

和西部地区。③从演化特征来看，中国民营经济整体水平提高且呈现出从东部向中、西部扩散的趋势；城市带和城市群带动效

应明显，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格局进入“T字型”时代。④各指标对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表现为：货物进出

口总额＞技术市场成交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均 GDP＞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度。经济实力、社会消费、对外贸易、科技和政

策五大驱动力共同作用，形成了中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时空格局演变的驱动机制。 

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发展民营经济是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中国经济发展最有活力和发

展最快的地区，往往也是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基于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现状，如何促进区域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程度均衡仍然任重道远。进入新时代，当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导，以高质量发展要求

为目标，政府和民营企业各主体共同努力，各省区通过调整和引导来提高各驱动力的敏感度，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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