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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发展视角下中原五省发展质量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刘少丽 屈小爽
1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 要】：本文从协调发展角度构建多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以 2000-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评价样本，分别评

价中原五省的发展质量。结果显示：中原五省各系统发展质量贡献较大的指标基本上是一致的；且综合发展质量不

断提升，发展的步调相对比较一致，但是生态文明系统的发展质量提升速度相对较慢；耦合协调度指数一直在平稳

上升，但目前还都处于失调阶段。中原五省可以通过牢固树立协调发展理念、加强自身薄弱领域建设、借助优势因

素走特色发展之路等路径，加快省际内部各领域的协调均衡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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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与此同时，高质量发展

的根本在于提升经济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而经济发展的活力、创新力和竞争力都与绿色发展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绿色发

展是我国从速度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本文认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是统筹协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系统

的全面综合发展；协调发展不仅意味着区域的协调，也意味着区域内部各个系统的协调，高质量发展也必须是内部各系统的齐头

并进、协调发展。 

发展质量评价关键是建立科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很多学者尝试从多方面设计和建立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标，也基本上都

是采用多目标决策方法进行测量和评价的。中原城市群经过几年的建设，目前省际的整体发展质量如何?中原五省各省份的经济、

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之间是否实现了协调发展?今后各省份需要在哪些方面提升和改善，才能达到高质量发展要求?本文收集了

21 世纪以来河南、山西、河北、山东、安徽省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发展质量数据集，采用多系统耦合协调度指标体

系设计与模型构建，试图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做实证分析，解释上述疑问，加强薄弱领域，增强发展后劲，并且也可进一步评估中

原城市群近几年的建设成效。 

1 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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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模型设定 

本文基于协调发展视角，设计并建立省际的协调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来确定指标权重，以中原五省的经济、

社会、文化与生态各个子系统的面板数据为基础来测算其权重值、最终的系统综合评价值与耦合协调度指数。具体模型设定如

下： 

(1)选取 i年 j项指标，则 xij为第 i年 j项指标的数据(i=1,2…,n;j=1,2,…,m) 

(2)指标标准化处理： 

 

(3)计算第 j项指标下 xij占该指标的比重 pij: 

 

(4)计算第 j项指标的熵值： 

 

(5)计算各项指标的权值： 

 

(6)计算每年的发展质量综合评价值： 

 

(7)耦合度模型，计算耦合关系与协同效应： 

 

其中，C⊂[0,1],C 越趋近于 1,表明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越具有良好的耦合关系与协同效应；C 越趋近于 0,则

表明四个评价系统之间越不存在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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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耦合协调度模型，即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 

 

其中 T=αV1+βV2+λV3+σV4,令α=β=λ=σ=0.25 

(9)耦合协调度区间及等级划分(表 1)。 

表 1耦合协调度区间及协调等级类型划分 

耦合协调度等级区间 协调等级 耦合协调度等级区间 协调等级 

0.0000～0.0999 极度失调 0.5000～0.5999 勉强协调 

0.1000～0.1999 高度失调 0.6000～0.6999 低度协调 

0.2000～0.2999 中度失调 0.7000～0.7999 中度协调 

0.3000～0.3999 低度失调 0.8000～0.8999 高度协调 

0.4000～0.4999 略微失调 0.9000～1.0000 极度协调 

 

1.2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所设计与建立的协调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2所示。 

表 2协调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目标 评价系统 评价指标 

 

经济发展 

质量系统 

V1 

V11人均 GDP/元 

V1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V13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元 

V14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元 

V15第三产业贡献率/% 

V16进出口总额占地区 GDP比重/% 

V17货物运输总量/万吨 

V18各类金融机构年底存款余额/亿元 

V19年末民用汽车拥有量/万辆 

V110邮电业务总量/亿元 

V111人均财政收入/元 

V112全社会从业人员/万人 

V113职工平均工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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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 

发展 

质量 

社会发展 

质量系统 

V2 

V21人口自然增长率/‰ 

V22城镇登记失业率/% 

V23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V24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V25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V26城市道路长度/千米 

V27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V2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元 

V29卫生技术人员数/万人 

V210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V211城镇化率/% 

V212刑事案件立案数/件 

 

文化发展 

质量系统 

V3 

V31生均教育经费/元 

V32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数/人 

V33每万人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数/人 

V34旅游总收入/亿元 

V35研发经费支出/亿元 

V36研发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人 

V37专利申请数/件 

V38公共图书馆机构数/个 

V39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生态文明 

发展质量 

系统 V4 

V41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平方米 

V42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 GDP比重/% 

V43每万元 GDP能耗/kg标准煤 

V44城市污水处理率/% 

V45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V46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V47工业废气排放量/亿标立方米 

 

2 评价结果 

2.1中原五省评价指标权重 

中原五省的 41 个具体评价指标的权重值呈现在表 2 中，表明每个发展质量评价系统中各指标对各项事业发展的贡献大小。

中原五省各项事业的发展重心具有较强的同步性，发展效果也具有较明显的一致性。 

在经济发展质量系统中，邮电业务总量指标在中原五省中都是贡献最大的，对各省经济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河南、山西、

河北、山东、安徽的平均增长率分别是 29.63%、26.42%、25.48%、24.26%、27.58%,发展非常迅速。在社会发展质量系统中，总

体上与社会保障水平、医疗卫生系统相关的指标的权重值较大。在文化发展质量系统中，各省旅游业、与科技进步相关的指标权

重都比较大，对科技创新与文化产业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在生态文明发展质量系统中，各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每万元 GDP能

耗等指标权重都比较大，能明显促进各省的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对于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也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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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中原五省发展质量综合评价值 

总体上中原五省的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系统的综合发展质量都在不断提升，且发展的步调相对比较一致，但是生态

文明系统的发展质量提升速度相对较慢，各省份之间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别(图 1)。 

 

图 1 2000-2020年中原五省各系统发展质量 

注：两条黑色垂线是 2012年和 2016年，分别是《中原经济区规划》(2012-2020年)与《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年份。 

中原五省的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值折线在测算年度内几乎是重叠的，且 2017年之后发展质量提升速度明显加快，也才稍

微拉开点差距，这与各省份近几年的发展重心与发展特色有很大关系。社会发展质量综合评价值基本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异，近

几年的发展质量差异进一步扩大，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社会保障水平、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以及社会治安情况等方

面。中原五省的文化发展路径不一样，其综合评价值的变化趋势也与经济、社会发展系统差别较大，主要在于旅游业以及跟旅游

相关的餐饮、住宿、景区等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较大，河南省近几年意图打造内陆地区的人才聚集高地和极具活力的创新创

业中心，极大提升了其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质量。而中原五省的生态发展质量综合评价值比其他系统的都低一些，且各省份建设

步伐与发展质量的差异也相对较大。 

中原城市群的政策叠加效应在近几年逐步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为：中原五省的经济发展质量提升速度加快，而社会、文化与

生态文明系统的发展质量却因为各省份各项事业的发展侧重点不同、地域禀赋参差不齐等原因，综合评价值差异不断扩大，但基

本上都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2.3中原五省各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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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0-2020年中原五省各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指数 

中原五省经济、社会、文化及生态文明四个评价系统之间的耦合度指数在 2006年之后一直保持在 0.9以上，甚至有一些年

份接近于 1,且变化趋势高度统一，各领域的耦合关系与协同效应不断增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不断加深。本文进一步

引入协调发展理念，定义并度量中原五省各评价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指数，划分各年份的协调发展等级(表 3)。各省份在政策引导

下已经有所行动，在不同程度上采取措施深入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但是由于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发展规划等因素，其发展速

度不尽相同，发展差异也日益显现。但是比较遗憾的是目前还都处于失调阶段，根本达不到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发展目标，各项

事业发展不均衡、不和谐，尤其山西省还在中度失调状态，而山东省也只是刚刚进入低度失调阶段。 

表 3 2000-2020年中原五省的协调发展阶段变化情况 

协调等级 河南省 山西省 河北省 山东省 安徽省 

极度失调 2000-2002年 2000-2001年 2000-2002年 2000-2002年 2000-2003年 

高度失调 2003-2010年 2002-2009年 2003-2009年 2003-2009年 2004-2010年 

中度失调 2011-2017年 2010-2020年 2010-2017年 2010-2019年 2011-2017年 

低度失调 2018-2020年 - 2018-2020年 2020年 2018-2020年 

 

3 中原五省协调发展质量提升路径 

第一，协调发展理念优先。 

中原五省在制定本省未来的高质量发展规划时，不仅要明确各领域的发展目标，也要充分认识到各领域的协调发展会加快

本地区的高质量发展进程。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发展社会、文化和生态系统，从而加速其高质量发展进程。 

第二，中原五省应该对自身薄弱领域和弱势指标加大改革和促进的力度。 

通过评价，各省份能够从中掌握各个指标的发展状态，对于整个高质量发展目标来说是否是“扯后腿”的弱势指标，从而可

以加强对自身薄弱领域和弱势指标的改革和发展力度，尽可能实现与优势领域的均衡协调发展。 

第三，综合优势领域和指标，走特色发展之路，更容易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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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五省需要充分挖掘各自的资源禀赋、特色产业、目前的优势与强项等因素，将其综合考虑、均衡协调、突出特色，争取

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助力中原城市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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