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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在探讨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现实与理论逻辑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

模型分析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因素，并由此形成测度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多指标综

合评价体系，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讨论由定性分析向定量研究拓展进行了初步的探

索。通过选取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基础经济指标，本文测度了 1993—2018 年中国经济发

展质量状况并分阶段对经济发展质量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993 年来中国

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处于逐步提升状态，但各阶段的提升速度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经济增速

变化与经济发展质量变迁并不具有趋同性。在经济增长处于中高速阶段的 2013—2018
年，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最为快速。从各方面指标贡献看，经济效率与稳定性及经济成果分

配指标的贡献率随阶段变化波动较大; 人力资本及其分布的贡献率，呈倒 U 型曲线特征;

而自然资源与环境贡献率，则呈 U 型曲线特征; 社会相关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贡献

量 2013—2018 年较前几个阶段有所增大。本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政策含义: 一是中国在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稳步推进，但潜在的挑战依然较多，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付出努

力; 二是要加快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转型，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知识阶层崛起，形成有

利于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消费与创新效率补偿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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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展望未来，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回望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余年，中国经济曾长期保持高速增长。在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传统人口红利消退、资本回报率整体下降、自主创新能力较弱、金融风险

累积、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引起了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
同时，在经历长时间高速增长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发生了根本改变。
正是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以及从根本上改变以往靠“铺摊子”“上项目”要素积累的

传统发展模式，党的十九大做出了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论断。
2020 年，在基于国内发展形势、把握国际发展大势的基础上，中央进一步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提出了新的战略构

想。这也为理论工作者进一步理清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与理论逻辑，探索这一转型背后的

核心要素和实现转型的具体机制提出了新的命题。本文尝试利用理论和模型探讨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因素，并构造指标体系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加以定量测度，提出向高质量转型的治理机

制建设路径。
基于前期的研究积累，“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 以下简称“增长前沿课题组”) 认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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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紧迫性主要在于，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积累增速面临双下降; 产业结构的非效率演

进;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波动中总体呈下降态势; 有益于广义人力资本累积的消费 －
创新效率新循环尚未形成，在国际竞争力对比中的服务业竞争能力较弱( 陆江源等，2018) ; 随着城

市化进程推进，以知识生产配置为核心的产业转型升级缓慢，来自工业化的税基逐步削弱与公共服

务支出刚性增长之间的矛盾加剧( 付敏杰等，2017) ; 同时，大量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向城市低

效服务业聚集，并随经济波动在各行业间漂移，难以提升专业素质，造成人力资本的耗散( 张鹏等，

2019) 。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赶超的国家来看，实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国家向创新与

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转型，都面临结构性改革的繁重任务。
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突出难点在于，工业化持续高增长时期的发展模式和思维惯性难以打

破;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错配现象仍较严重; 农村转移劳动力市场与城市现代部门劳动力市场分

割，加之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跨代抑制; “科教文

卫体”等现代服务部门存在行政性管制和隐形进入门槛，知识产权保护不够，城市现代服务业部门

发展不充分，国际竞争力弱，吸收就业和满足需求能力不足，从而也降低了对人力资本投资和创新

能力培养的引致作用。同时，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向更高层次的发展水平跃升，必然会带来国

内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整个世界经济版图的重新划分，所面临的复杂程度是赶超小国无法比拟的。
当前，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转型，要在提高存量要素配置效率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注重提高人

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质量的供给和福利体系，在市场激励下获得创新效率，完成从物质要素积累转向

人力资本等要素质量提升的过程，在创新中获得效率补偿。当然，福利体系建构也要注重人民普惠

性的福利提升与国家实力相匹配。同时，实现普惠性分配和福利提高与风险匹配，人力资本提高与

创新效率匹配，以及自然风险约束的跨期平衡。
本文在分析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现实与理论逻辑基础上，通过构建反映整体效用水平的社

会福利函数，分析影响发展质量的各主要方面并选择合适的指标构建分层次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

系，尝试定量测度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状况，从而为探讨高质量转型的实现机制和政策选择打下基

础。在政策探讨部分，本文强调“自上而下”的目标和改革牵引，注重改革宏观资源配置体系，探讨

国家治理现代化建构与转型的互动路径。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加以

梳理，讨论中国高质量转型的现实、理论脉络和转型的理论逻辑; 第三部分构建社会福利函数和跨

期的动态理论模型，分析相关因素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第四、五部分为指标选取和分级指标体

系构建，以测度高质量转型和分析转型的态势; 最后一部分为相关政策的探讨。

二、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现实与理论逻辑

依循经济高质量转型的国家发展战略、路径和治理机制，本文主要从三方面进行相关的理论梳

理: 一是增长的长期路径与驱动因素转变; 二是高质量转型的目标与测度; 三是高质量转型过程中

的激励与公共治理机制互动关系及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构。
( 一) 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与驱动因素转变

长期以来，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一直在宏观经济研究中居于核心地位。在研究过程中，增长前

沿课题组提出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S 型”路径和不同发展阶段特征等理论命题，集中刻画了中

国赶超中的阶段性“规模收益递增”，而后探讨了技术进步中的“干中学”效应递减，成本要素积累

的不可持续性( 张平等，2007，2011) 。2012 年后集中讨论了“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转换的

国际经验比较、机理与挑战等问题( 袁富华，2012;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 ，并提炼了转型

过程中的典型化经验事实和转型逻辑(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3，2014，2015，2016) 。
从有关经济增长的经典理论文献来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资本深化在后发国家人均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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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向发达国家收敛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Solow，1956) ，内生增长理论进一步内生化技术变量，将知识

和人力资本引入模型，作为持续推动因素，研究的落脚点逐步从规模效率转向创新效率推动的经济

增长( Ｒomer，1986; Lucas，1988) 。这些文献以单一增长过程及其简化的经济学抽象作为经典分析

的贡献毋庸置疑，但难以涵盖经济真实发展的诸多方面。例如: 模型中没有破坏自然环境引起气候

变暖的成本项，没有两级分化的社会代价。模型把人类与自然、社会之间高度复杂的相互影响简化

为单纯要素积累的增长过程，这仅适用于工业化物质生产阶段，而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分

析则存在非常大的局限性。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一些国家基于人的发展需

要提出了新的发展模式和转型目标。这促使理论研究在基本增长方程的基础上不断加入新的要

素，刻画新的增长模式，特别是关于创新与人力资本积累。在新的增长模式中也纳入了自然因素及

大量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包含了信任、观念、网络等，核心是描述新的增长效率驱动与人的福利水平

提升过程。阿马蒂亚·森就曾提出古典增长模型过于简化，忽略了人作为社会整体的意义。严成

樑( 2020) 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主要关注效率，而对公平关注不够。Barro( 2002) 认为相对于经济

增长速度来说经济增长质量包含居民预期寿命、生育率、环境质量、收入分配、选举权利以及犯罪率

等众多涉及社会、政治甚至宗教方面的内容。《经济增长手册( 2A) 》提出了更广泛的议题，把文

化、企业家精神、信任、增长与幸福、历史、家庭关系等诸多命题纳入扩展的增长模型( 阿吉翁和杜

尔劳夫，2019) 。
起初经济学界相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讨论主要聚焦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

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论述和阐释由简单到复杂、由模糊到清晰，从表述、内涵和测度上实

现了从经济增长质量向经济发展质量的过度( 韩君和张慧楠，2019 ) 。实际上，经济发展质量是比

经济增长质量范围更宽、要求更高的质量状态，包含了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任保

平，2018) 。国内一些理论和政策文献中的经济发展质量边界也在拓展，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从

传统要素比较优势转向增加更多新的生产要素，提高要素质量，特别是人力资本水平，而最近提出

的“数据要素”，应该属于可纳入增长方程中的“规模递增”非独占性新要素; 二是增加了大量的协

调性因素，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在基础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逐步强调协调、包容、绿色等非

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 三是提出了更广泛的经济与社会等非经济因素互动的意义，强调了经济高质

量转型包含了社会、政治等综合形态的转变，突出了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在福利核算中，除 GDP 外

还加入人们的“基本福利权力”，如消除贫困、提高教育水平和预期寿命、社会参与和稳定性等扩展

因素，注重了人的全面发展，而把波动损失、环境损失等失衡性因素加入到福利损失项中，逐步用福

利指标来衡量发展质量( 杨春学，2006)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更加

注重提高要素质量，并将新的要素纳入增长过程，通过市场配置促进效率提升，这是从供给侧对增

长效率的一种诠释，而基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因素也被纳入到高质量的目标体系中。
( 二)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体系与测度

不同于赶超阶段以物质增长为基准的目标框架，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人们不仅期盼吃好穿

美，而且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

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

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① 这就将经济发展质量所应考量的范围拓展到了教育医疗、自然生

态等事关人民福祉的经济社会领域，而且高质量发展也意味着当前的发展不应以牺牲未来和下一

代的发展为代价，在满足当前发展需要的同时保持人民福利水平持续稳定的增进。从国内现有文

献来看，一些研究集中在对区域甚至地级市层面的经济发展质量测度( 张涛，2020; 师博和张冰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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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这些研究对加深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则主要从高质量发展的全局

视角，注重全国一盘棋的系统观念，特别是在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情况

下更需如此。① 因此，本文将经济发展质量定义为相对于经济增长的一国( 或地区) 在一定时期内因

经济发展使居民当期所享受的福利水平变化，以及未来福利水平可持续提升的能力。在维持跨代福

利水平基本稳定的含义上，Arrow et al． ( 2012) 曾对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展开过讨论。Arrow et al．
( 2012) 认为如果要使下一代享受至少与当代人同样的福利水平，需要保持由物质资本( 由投资所形成

的设备和建筑物等) 、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所构成的人均复合财富( comprehensive wealth) 的稳定。
在社会福利目标的讨论方面，自工业化以来始终伴随着人的基本权力平等和福利提升而相应

的拓展，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公民纳税与享受公共福利平等越来越强制地要求基本福利权力的平

等性保护和内容的不断延展。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就是中国人的基本福利

权力平等的伟大实践和具有全球典范性的成就。福利目标是国家发展路径转型的激励导引，因此

激励相容性一直是众多转型讨论中的重要议题，经济增长与福利体系构建是替代还是相容在中国

也是绕不开的话题。增长前沿课题组一直沿着消费与效率补偿原则探索了中国转型中的效率与福

利兼容性，指出当前阶段提升有益于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供给与消费水平，能够获得创新效率补

偿，并提出了一系列命题，不仅仅在总量数值模拟、国际比较等多方面讨论了一些消费对于广义人

力资本形成的重要性，指出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和收入分配再调节具有同时提高社会总体福利和维

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相应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本文尝试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

加以定量测度。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是把多个描述被评价事务不同方面且量纲不同的统计指标，

转化为无量纲的相对评价值，并综合这些评价值得出对该事务一个整体评价的方法体系。因此，在

综合考虑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在明确经济发展质量定义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明确经济发展

质量所应包含的几类指标，与通常的定性描述相比，理论模型分析可以展示更为清晰的经济机理。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对指标的选取，首先应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否则会产生较大的随意

性; 其次，现有的统计指标，如 GDP 等，符合了以往理论的需求，但往往难以完全契合理论发展的需

要; 最后，理论的发展会对构建新的统计指标提出要求。基于经济发展质量的社会福利目标处于拓

展过程中，因此随着福利目标的拓展和数据的丰富，相关的指标体系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同时

也会推动相关的统计工作。
( 三) 高质量发展与现代化治理体系

治理体系状况影响到社会福利，包括产权保护为基准的营商环境，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清廉程

度等。按照阿马蒂亚·森讨论的个人拓展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力，将治理作为基本福利权力进

行拓展，推动了发展模式的转型( 朱玲和魏众，2013) 。国内已有很多研究涉及到这方面，如“参与

促进型改革”( 刘世锦等，2011) 等等。同时，治理又可以通过社会、法律、共识等非经济因素推动经

济发展转型。国内学者近年来也热烈地讨论了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相互作用，讨论了构造经济与

非经济要素参与高质量转型的“正反馈机制”( 张平，2020)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总括性理念，经济

高质量是社会高质量和治理高质量的输出”，“城市化的本质是福利社会”，其转型的核心是要发展

出“知识中产群体”，知识中产群体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参与转型，形成“正反馈”的群体理论等( 高

培勇等，2020) 。高质量转型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并从中获益，形成“正反馈”机制。
理论定义上福山认为治理就是“政府制定和执行规则以及提供服务的能力 ( Francis，20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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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的详细论述，请见习近平，2019:《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

域经济布局》，《求是》第 24 期。



贝斯里等将国家治理简单表述为“财政和法律”( Besley ＆ Person，2011) 。付敏杰( 2018) 对此做了

诠释，认为是国家财政理论与微观产权保护的“治理均衡”。在实践中则强调了治理体系中社会均

衡、社会参与对治理的积极意义。
从社会福利角度看，本文归纳梳理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包括: 基本福利权利的社会平等

性、法律保障的产权体系、社会的普遍参与性以及政府的服务效率和质量。在国家层面则表现为国

家满足“拓展福利”的能力和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对应财力构建与公共服务的匹配，从机制上保障

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降低搭便车对经济效率的瓦解，强调产权和市场制度制衡政府权力。治理

现代化涉及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法律等多重因素，需要五位一体的建设。更重要的是要得

到最广泛阶层人口的支持和参与，形成社会“正反馈”机制，形成多因素的共同演化的高质量发展

转型。从共同演化路径看，通过法律体系建设，再分配、公共服务提高教育、医疗等质量，扩大知识

中产阶层，达到共同富裕，获得广泛支持是实现转型的重要途径。
体制转型的挑战往往在于路径依赖中的原有利益锁定和相应价值观支配下体制机制的固化。

North( 1994) 将技术性路径依赖引入经济学，逐步形成了一套制度演进的路径依赖理论 ( 诺斯，

2002) 。一个基本福利目标在带有明显社会不均衡的体制下，很容易将福利目标转变为服务强势

群体，而不是原有设定的普惠性目标。发展路径的转变依赖于体制改革与经济社会转型，从而提高

公共福利支出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相匹配，而不是导致新的扭曲。建立新的福利目标导引离不开

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基准的体制性变革。发展目标和治理转型需要可测量、可被公共评判，从而构

建具有正反馈机制的自我修正体系。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双重转型之中，经济从

规模效率转向创新效率，而发展目标从物质为中心转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注重创新效率、就业和

社会基本福利权力的拓展仍然是根本。

三、理论模型构建及相关分析

根据上节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定义和相关讨论，本节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有可能影响经济发

展质量的因素。
( 一) 当期社会福利和发展可持续性问题

首先考虑消费和人力资本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配置( 即代内公平) 对当期社会总体福利水

平的影响。假设社会成员的福利取决于消费 ct、人力资本 ht、自然环境 Ｒt 和社会因素 St，社会成员

的消费和人力资本可能存在差异，而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这里本文参考
Vinod et al． ( 2000) 对社会福利函数的设定形式，并在福利函数中包含了社会因素，以反映其对福

利可能产生的影响。① 则在 t 时期，在一个由 N 位成员组成的社会中，社会福利函数 Ut 可以表

示为:

Ut = ∑
N

i = 1
u( cit ) +∑

N

i = 1
v( hi

t，Ｒt，St ) ( 1)

其中，ci 为第 i 位成员的消费，hi 为第 i 位成员的人力资本，Ｒ 和 S 分别代表总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因

素。在 u(·) 和 v(·) 是其变量的单调增函数，并且是严格凹的情况下，如果对 U 在 c 和 h 的均值处

进行二阶展开并取期望，则平均社会福利为:

E( U) ≈ u( c) + 1
2 u″( c) σ2

c + v( h，Ｒ，S) + 1
2 v″( h，Ｒ，S) σ2

h ( 2)

其中，c和h分别表示消费和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σ2
c 和 σ2

h 分别为消费 c 和人力资本 h 在总人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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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Kaufmann et al． ( 1999) 认为包括政治稳定、社会氛围、公共服务等在内的社会因素是直接影响人们福利的重要因素。



分布的方差，由此可进一步推出以下结论。①

推论: 一国或地区社会成员当期总体福利水平，随着社会成员的平均消费和人力资本平均水平

的上升而提高，随着消费和人力资本分布方差的增大而递减; 同时，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的改善也

会促进居民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
在分析了同一时期，消费和人力资本在不同个体之间的分配( 代内公平) 对社会总体福利的影

响后，现在转向对经济发展可持续问题的讨论。在一个无限期经济中，跨期安排可以看作代内各期

之间的优化决策过程也可以理解为跨代之间的安排。

maxE∑∞

t = 0
βt［u( ct ) + v( ht，Ｒt，St ) ］ ( 3)

s． t． ct = X( Zt，St ) Y［kt，ht，A( Kt，Ht，St ) ，Ｒt］－ Ipk，t － Iph，t － Igh，t － IgＲ，t － IgS，t ( 4)

kt = ( 1 － δk ) kt－1 + Ipk，t －1 ( 5)

ht = ( 1 － δh ) ht－1 + θh ( I
p
h，t －1 + Igh，t －1 ) ( 6)

Ｒt+1 = φ( Ｒt ) + θＲI
g
Ｒ，t － μ［Y(·) ］ ( 7)

St+1 = ω( St ) + θSI
g
S，t － ρ( Zt ) ( 8)

Ipk，t ≥ Ak ; I
p
h，t ≥ Ah ( 9)

k( 0) = k0 ; h( 0) = h0 ; Ｒ( 0) = Ｒ0 ; S( 0) = S0 ( 10)

其中，k 代表经济中的人均实物资本，Y［·］代表产出函数，A(·) 代表技术水平，Ipk 和 Iph 分别为实物

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私人投资; 政府以总额税( lump sum) 形式征税，并将全部税收用于人力资本投

资 Igh，自然资本投资 IgＲ 以及社会资本投资 IgS，实现预算平衡; δk 和 δh 分别代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的折旧率，θh 为人力资本投资的转换系数; Ｒ 为自然资本存量，φ( Ｒ) 为随时间推移的自然资本的增

长函数，代表可再生资源和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θＲ 为自然资本的投资转换系数，μ［Y(·) ］是产出

的增函数，反映经济活动增加对自然资本所形成的损耗; S 为社会资本存量，ω( S) 为随时间推移的

社会资本自我演化函数，θS 为社会资本投资的转换系数。Z 为来自外部的冲击，ρ( Zt ) 代表外部冲

击对社会资本造成的损耗。X(·) 为来自外部冲击的实现函数，取值位于( 0，1］区间，其最终取值受

到外部冲击 Z 的强度和社会资本 S 的影响，假设来自外部的冲击为非特质性风险。Ak和Ah为个体

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下限; k0、h0、Ｒ0 和 S0 分别为初始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存量，以及自然

资本和社会资本状况。
为便于处理，这里假设 δk 和 δh 为 0，总人口 N 不变，在选择合适的单位后可将其标准化为 1，

这样就无需严格区分变量的人均值与总量。假设个体投资对整个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改善能力

非常有限且存在“公地悲剧”(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和搭便车行为( free riders) ，因此个体不会投

资于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 h 对生产函数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外部性，因此个体对人力资

本的投资不足，需政府部门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同时，假设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存

量会影响技术水平，且技术水平可以在经济中毫无障碍的加以扩散。本文仿照 Arrow ( 1962 ) 和

Ｒomer( 1986) ，假设学习效应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可以通过企业对物质资本的投资实现，但若想

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则需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配合，即存在 2A /kh ＞ 0 和 2A /ks ＞ 0。随着

经济的发展，增长将更加依赖于创新，而人的创新活动和创新能力只能来自人的素质和人与人合作

的社会经济机制( 张平和郭冠清，2016) 。根据( 3) —( 10) 式求解个体关于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的

最优化一阶条件，可得:

u'( ct ) = β［( E( X) Y'k (·) + 1) ］u'( ct+1 )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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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具体证明过程从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θh［v'h ( ht，Ｒt，St) ］ = E( X) ［Y'k (·) － θhY'h(·) ］u'( ct ) ( 12)

( 二) 几种可能的情景分析

可以看出，如果个体预期实物资本的投资收益高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那么私营部门将只会

对实物资本 k 投资，只有在人力资本投资预期私人收益等于或高于实物资本投资时，私营部门才可

能投资于人力资本 h。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私营部门实现了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人力资本增长

相对于物质资本增长也非常缓慢。这也是一国或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物资本相对于人力资

本的比值 k /h 通常逐步提高的原因。
在通常的 CＲＲA 效用函数 u( ct ) = c1 － σ

t / ( 1 － σ) 假设下，依靠私营部门的物质资本投资，可推

算出该经济的消费增长率 gc，t。
gc，t = { β［E( X) Y'k ( kt，ht，A( kt，ht，St ) ，Ｒt ) + 1］} 1 /σ － 1 ( 13)

其中，Y'k (·) 为增加物质资本所带来的边际产出。当经济受到负向外部冲击 Z 的影响时，一方面

冲击会降低经济中的产出; 另一方面在冲击足够大而社会资本不足时，由于 Iik≥Ak ; Iih≥Ah，受

金融市场不完善等因素影响，消费者将无法实现最优的跨期消费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遭受福

利损失。
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社会中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处于较低水平。在此情形下，假设技

术水平 A(·) 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函数，且几种资本在 A(·) 函数中具有较强的互

补性。正如现有文献已经证实，在那些人力资本水平太低且提高缓慢的发展中国家，单靠实物资本

的投资很难取得良好的技术外溢效果( Barro ＆ Sala-I-Martin，1995 ) 。在此情形下，单纯依靠物质

资本积累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将难以发挥，规模报酬递增状态不会出现。单纯依靠物质资本 k
的增长会使 Y'k (·) 出现较快速度的下降，从而使经济增长很快陷入停滞。根据 Barro ＆ Lee( 2013)

的数据，1980 年中国 15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4. 9 年，普遍高于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也

高于拉美 9 国平均 4. 6 年的水平。① 同时，中国有着稳定的社会环境。这为改革开放初期，从国外

引进技术设备实现规模报酬递增提供了基础。
当社会具有一定的人力和社会资本，但技术水平离前沿经济体仍较远时，实物资本投资对技术

水平会产生较大的作用，即随着实物资本的积累，技术水平 A(·) 在“干中学”机制的作用下逐步增

加，出现规模报酬递增。此时，单纯依靠实物资本投资这种非平衡性的增长有可能实现经济较长时

间的持续扩张。此时，以压低消费换取物质资本增长的可行性在于，消费结构仅仅囿于吃穿住等简

单的劳动力再生产，效率改进主要建立在投资的基础上，投资对消费的替代能够实现更高的追赶速

度，与低消费水平相应的人力资本积累，也能够满足外部技术运用的需要(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

组，2015)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如果缺少自然资本投资并且经济扩张造成严重的自然环境退化，

则有可能使经济增长受到资源和环境方面的约束。
当经济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工业化规模扩张的体制模式和生产模式已经基本定型，技术水平

已经非常接近前沿水平时，此时通过资本驱动的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将不复存在，仅仅依靠物质资本

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和消费增加会因物质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而难以持续。压低消费所

导致的人力资本不足问题将会凸显出来，中低层次人力资本出现壅塞( 袁富华等，2015 ) 。此时只

有通过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自然资本的逐步提升才有可能实现持续而稳定的增长。例如，营商环

境的改善可以获得新技术的外溢和延伸( 裴长洪和刘洪愧，2020) 。
随着经济的增长，消费者基于包括传统工业品和传统服务的边际效用 u' ( c) 会逐步递减，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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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拉美 9 国分别是乌拉圭、秘鲁、巴拉圭、墨西哥、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智利、巴西和阿根廷。Barro ＆ Lee( 2013 ) 的数据也

显示，到 2010 年，中国 15 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7. 5 年，已落后于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比拉美 9 国的平均水平低了 1 年。



益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科教文卫娱乐体育”等现代服务消费所带来的直接边际效用 v'h (·) 的相对

重要性和生产促进作用 Y'h (·) 将显著增强，此时打造有利于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消费与创新效率

补偿的正向循环将对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发挥关键作用。随着消费和人力资本的提高，自然

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改善对消费者所带来的直接边际效用水平 v'Ｒ (·) 和 v'S (·) 的相对重要性会显著

提升，因此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长能带来更大的福利改进。高培勇等( 2020) 认为当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工业化解决了物质匮乏之后，高度城市化阶段的任务自然转向人的发展，即经济发展服

务于社会发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增加实物资本 k 的过程中，应保持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的

增长，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和居民福利水平的持续改善。

四、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设计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基础指标构建分层次的指标体系，对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以来的经济发展质量加以测度。

( 一) 经济发展质量指标体系构建

从本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定义出发，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发展质量状况大致可以

从经济成果分配、人力资本及其分布、经济效率与稳定性、自然资源与环境以及与经济发展密切相

关的社会状况几个方面来加以考察( 见表 1) 。
表 1 经济发展质量测度指标体系①

方面指标 分项指标 基础指标
计量

单位

指标属性

正项指标 逆向指标 适度指标

经济成果分配

产出用于消费比例

居民收入分配状况

消费占 GDP 的比重 % √

基尼系数 % √

城乡收入比 % √

泰尔指数 — √

人力资本及其

分布状况

身体素质

受教育情况

婴儿出生死亡率 % √
平均预期寿命 — √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每千人) — √
医疗技术人员数( 每千人) — √
学龄儿童入学率 % √
平均受教育年限 — √
教育基尼系数 % √

经济效率

与稳定性

经济效率

经济波动

劳动生产率 — √
资本生产率 — √
土地生产率 — √
全要素生产率 — √
经济增长波动 — √
消费者价格指数 % √
失业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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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构造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的过程中，宜使用单向指标( 正向或负向) ( 刘燕妮等，2014 ) ，如果要将大量指标设定为适度

指标，那么适度的阈值到底为多少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在本文中使用到的一些指标，如消费占 GDP 比重( 正向) 、基
尼系数( 负向) ，是在已有研究普遍认为目前中国消费占 GDP 比重偏低和基尼系数偏高的情况下提出的。



续表 1

方面指标 分项指标 基础指标
计量

单位

指标属性

正项指标 逆向指标 适度指标

自然资源

与环境

经济活动造成的

环境损坏

基础自然

资源变动

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 — √
单位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 — √
单位工业产值污水排放量 — √
单位工业产值固体废物产生量 — √
荒漠化国土面积占比 % √
国土森林覆盖率 % √
人均可再生水资源 — √

社会状况

相关指标

社会保险

社会环境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占比 % √
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占经济活动人口比 % √
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占 15 岁以上

人口比重
% √

营商环境 — √
清廉指数 — √
政治权利 — √
公民自由 — √

在经济成果分配方面，首先需要考虑产出在宏观层面的配置问题，即产出用于最终消费的比

例，在一个消费占比长期偏低甚至出现下降的社会中，即使有高的经济增速，居民福利水平增长也

不会太快; 其次需要考虑产出在微观层面的配置问题，即居民收入分配。在一定的产出水平下，居

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会降低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宏观层面本文选取

最终消费占 GDP 的比例，微观层面本文选取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城乡收入比和泰尔指数，这些

指标的侧重点存在一些差异，例如: 基尼系数对中等收入变化比较敏感，泰尔指数对位于分配两端

的居民收入变动较为敏感，而城乡收入差距则更关注居民收入的地区差异。
在人力资本及其分布方面，可以从居民身体素质与受教育状况来加以考察。在身体素质层面，

本文选取婴儿死亡率、居民平均预期寿命、每千人拥有的医疗机构床位和医疗技术人员数; 在居民

受教育层面，本文选取学龄儿童入学率、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居民的整体受教育状况，并通过居

民受教育年限的基尼系数来考察居民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教育基尼系数的构建方法与收入基尼系

数的构建方法类似，Vinod ＆ Wang( 2003) 认为教育基尼系数在衡量教育公平时序变化或进行各地

区比较时较其他指标更为有效。
在经济效率与稳定性方面，经济效率反映了单位产出所消耗的生产要素或利用单位要素所获

得的产出情况，经济效率是现有文献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内容( 钞小静和任保平，2011) ，也应

成为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指标; 而经济稳定性不仅会直接影响居民的福利且与经济效率相关。阿

瑟·奥肯( Arthur Okun) 提出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水平简单相加构造“痛苦指数”( Dornbusch et al．，
2011) ，以反映经济波动对居民福利的直接影响。Furman ＆ Stiglitz( 1998) 发现经济波动会对贫困

人口产生更大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在那些社会安全网络不太健全的国家，这种影响可能尤为严重。
经济波动同时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损害经济效率的提高。本文选取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些

基本要素的产出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经济效率，并利用经济增长波动、消费者价格指数和

失业率来衡量经济波动状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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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经济增长波动率通过计算包括当年在内的近 5 年经济增速的变异系数得到; 失业率来自世界银行按总失业人口占劳动

力总数比例的数据。



在自然资源与环境方面，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和环境造成的损耗主要体现在对人类赖以生存

的大气、水和土壤的污染，造成空气质量恶化、人均淡水减少、土地荒漠化以及森林覆盖面积缩小。
同时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消耗造成二氧化碳排放促使全球变暖，也严重威胁人类生存。自然资

源退化降低居民福利的同时，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率( Daly，1997) ，而环境污染会诱发各类疾病，提高

过早死亡风险并增加医疗系统负担( Arceo et al．，2016) 。本文选取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

工业产值废气排放量、单位工业产值废水排放量、单位工业产值固体废物产生量作为经济活动对环

境损害的主要指标; 同时，选取荒漠化国土面积占比、国土森林覆盖率和人均可再生内陆淡水资源

作为影响生产生活的基础自然资源指标。
在社会指标方面，社会保险与多样化的投资组合具有相似的功能，由多个家庭共担风险实际上

就形成了一个社会安全网，在经济遭受冲击时为家庭提供经济安全保障，提高社会整体的福利水

平。这种风险共担机制也使家庭可以参与高风险和高收益的活动，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产出水平

( Narayan ＆ Pritchett，1999) 。本文选取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占比、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占劳动人口

比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占 15 岁以上人口比重作为衡量社会保险的基础性指标。除社会保险

方面的内容外，社会环境状况也是与经济发展质量密切相关的社会类指标。这类指标主要包括市

场主体的营商环境、腐败治理状况、公民的政治权利与自由。这些指标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高低绕

不开的话题，也是经济发展质量指标区别于其他类型质量指标的重要标志之一。其中的营商环境

涉及到市场主体在准入、经营、跨境贸易、税收支付、获取信贷、退出等过程中的政务环境、市场环

境、法治和人文环境等方面的内容。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工作的考核与评判，不仅要强调满足人民

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且要关注人民在生存和发展基础上的意志表达权和实现权( 高培勇，2019) 。
( 二) 数据来源与原始指标的初步处理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

局网站。全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来源同于李实( 2018) 。对于社会环境类指标，由于我国在

相关指标统计方面起步较晚，目前还缺乏较长时间的统计资料。因此，在考虑数据可得性的情况

下，本文的营商环境指标来自世界银行 2004 年以来的历年营商环境报告，腐败治理状况采用非政

府组织“透明国际”构建的清廉指数，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指标则来自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①

还有一些基础指标无法从统计数据中直接得到，需通过一定的计算得出。本文使用的泰尔指数

是根据王少平和欧阳志刚( 2008) 给出的定义和方法计算得到; 资本生产率中的资本存量参考陈

昌兵( 2014) 的研究成果; 劳动生产率则经平均受教育年限调整后的劳动力数量计算得出。考虑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国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社会保险制度也是从此时

起步，因此本文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选择从 1993 年开始，即测度 1993—2018 年中国经济

发展质量的变化情况。②

经济发展质量测度体系中的各基础指标具有不同的量纲和量级，因此在各指标合成之前必须

首先消除各基础数据量纲和量级的影响。在多指标综合评价理论研究领域的很多学者认为均值化

可以保留原始指标各自的变异和相关程度，因此是较为优良的方法( 胡永宏，2012 ) 。因此本文采

用均值化方法对正向指标进行去量纲和量级处理。对于逆向指标，本文沿用钞小静和任保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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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些数据可能存在一些样本选择和有失公正之处，选用这些指标主要考虑到相关数据的可得性问题，随着中国相关社会

指标统计工作的加强和持续，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更希望使用中国自己发布的更为客观和公正的数据。
由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最早从 2004 年( 主要反映 2003 年的营商环境) 开始编制，因此本文所选取的社会环境类指

标统一从 2003 年开始加入。考虑到本文采取的基础指标无量纲化为均值化方法，关注的重点集中在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趋势，

同时本文在分阶段考察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变化趋势时，以 2003 年为其中的一个分段时点。因此在囿于数据可得性的情况下，本

文选择从 2003 年加入社会环境类指标并不会改变本文的主要结论。



( 2011) 的方法，先对原始指标取倒数然后再进行均值化。
( 三) 基础指标赋权与指标合成方法

考虑到主成分分析不仅难以化解且会加重指标间相关性的影响 ( 孟生旺，1993a; 叶宗裕，

2004) ，并在同向指标负相关时出现指标权数为负，从而造成“乱序”等问题( 胡永宏，2012) ，本文在

对基础指标进行赋权时将综合利用其他类型的信息量赋权和独立性权重构造方法，以有效体现指

标信息量并降低指标相关性所带来的信息重复影响。孟生旺( 1993b) 提出可以将各指标的变异系

数归一化，得到反映各指标变异程度大小的信息量权数; 同时利用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以得到反

映各指标与其他指标信息重复度的独立性权数向量。由于各类权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指标的相对

重要性，相互的互补性较弱，从而可将体现指标信息量的权重与独立性权重进行乘法合作，以反映

两类权重的综合影响。①

在信息量权重构造方法中，熵权法是另外一类使用较多的赋权方法。在对基础指标赋权时，本

文分别利用各指标的变异系数和信息熵构造基础指标的信息量权; 然后将信息量权与独立性权采

用乘法合成构造综合权重，以同时体现信息量权和独立性权的影响。胡永宏( 2012) 指出加法合成

允许各指标的不均衡发展，即允许各指标之间的完全可替代; 而乘法合成则考虑事务均衡发展的导

向，因此合成方法的设计是制定综合评价方案非常重要的内容。考虑到同一类基础指标( 三级指

标) 之间的替代性较强，而方面指标( 一级指标) 之间则应追求较为均衡的发展，因此，本文在基础

指标合成方面指标的过程中使用加法原则，在方面指标合成总体指标过程中使用乘法原则。同时，

各方面指标已属于综合指标，包含的内容比较广泛，难以通过客观赋权法加以确权 ( 朱子云，

2019) 。因此，在对方面指标赋权过程中，本文借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构造人类发展指数

(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过程中所采用的等权重方法，对各方面指标赋予相同的权重。这样本文

实际上所采取的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指标赋权方法。

五、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结果及分析

本文首先根据上节介绍的权重生成方法对基础指标赋权，利用加法合成得到方面指标，再通过

乘法合成生成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然后分析各方面指标对综合指数的影响。具体来说，对基础

指标赋权方法分为以下四种: 一是变异系数信息量权; 二是信息熵权; 三是变现系数权经独立性调

整的综合权 I; 四是信息熵权经独立性调整的综合权 II。
( 一) 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结果

利用上节所介绍的四种指标赋权方法，本文测算了中国 1993—2018 年的经济发展质量指数。
虽然不同的基础指标赋权方法对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测度结果的具体数值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四

种客观赋权方式所得的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变化趋势是一致的。中国经济发展质量 1993 年来

虽出现过小幅波动，但总体处于逐步提升状态( 见图 1) 。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本文主要以信息熵权经独立性调整后的权重所得结果为基准展开讨论。②

在基础数据去量纲和量级过程中本文使用的是均值化方法，因此数值 1 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

1993—2018 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平均水平。从测度结果来看，2009 年前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处

于平均水平以下，2009 年虽提升到 1. 002，但在随后两年进展比较缓慢，2012 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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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受篇幅所限，权重构造的具体细节予以省略，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使用信息熵权经独立性调整方法所得结果为基准，主要有两方面考虑，一是熵权法是现有文献中使用较为普遍的客观赋

权方法，二是经独立性调整的熵权法所得结果处于其它方法所得结果的中间水平。受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除信息熵权经独立性

调整方法以外的测度结果，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图 1 1993—2018 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测度结果

质量提升速度开始加快，2018 年上升到 1. 820。如果将 1993—2018 年，每五年分为一个阶段来考

察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速度，则存在着明显的差异。1998 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指数较 1993
年提高 0. 066，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2. 14% ; 1998—2003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 81% ; 2003—2008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 38% ; 2008—2013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5. 17% ; 而 2013—2018 年的年

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8. 63%，这是本文以五年来划分阶段中增速最快的时期。
表 2 中国 1993—2018 年经济发展质量测度结果

年份 测度结果 年份 测度结果 年份 测度结果 年份 测度结果 年份 测度结果

1993 0. 591 1998 0. 657 2003 0. 792 2008 0. 935 2013 1. 203

1994 0. 603 1999 0. 678 2004 0. 793 2009 1. 002 2014 1. 259

1995 0. 623 2000 0. 732 2005 0. 825 2010 1. 043 2015 1. 328

1996 0. 642 2001 0. 766 2006 0. 865 2011 1. 073 2016 1. 464

1997 0. 673 2002 0. 772 2007 0. 911 2012 1. 163 2017 1. 649

1998 0. 657 2003 0. 792 2008 0. 935 2013 1. 203 2018 1. 820

在得到经济发展质量提升速度后，本文进行了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质量提升速度之间的

比较，发现 GDP 增速的变化趋势与经济发展质量的变迁并不一定具有趋同性，在经济增长速度较

快的 1993—1998 年以及 2003—2008 年两个阶段，经济发展质量上升却相对缓慢，而在经济增长处

于中高速阶段的 2013—2018 年，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则最为快速。这表明对经济发展的关注不应仅

着眼于 GDP 增速这样的单一维度，而应从更广阔的视角加以全面考察。
表 3 1993—2018 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比较

1993—1998 1998—2003 2003—2008 2008—2013 2013—2018

GDP 年复合增长率( % ) 10. 19 8. 73 11. 61 9. 04 7. 00

经济发展质量指标年复合增长率( % ) 2. 14 3. 81 3. 38 5. 17 8. 63

注: 国内生产总值( GDP) 年复合增长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GDP 指数计算得到。

( 二) 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变动的分析

在由各方面指数合成经济发展质量指数时，本文使用了乘法原则，假设各方面指标值为 yi，则

经济发展质量指标值 I 的计算公式为:

I =
m

∏m

i = 1
y槡 i ( 14)

上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

73

2021 年第 1 期



ln( I) = ( 1 /m)∑m

i = 1
ln( yi ) ( 15)

对式( 15) 两边求微分，则在方面指标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经济发展质量指标值的变化量可近

似表示为:

ΔIt ≈
1( )m

m
i = 1

It
yi，t
———Δyi，( )[ ]t ( 16)

其中，It和yi，t分别表示经济发展质量指标和方面指标在各时段上的平均值。表 4 显示了分时间段

的 1993—2018 年各方面指标对经济发展总体质量提升的贡献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经济效率与稳

定性指标在 1993—1998 年和 2003—2008 年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贡献为负; 经济成果分配指标在

1998—2008 年的两个阶段的贡献也为负，其余指标在各阶段均推动了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

2013—2018 年，各方面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贡献量均高于前几个阶段( 见表 4，Panel A) 。
表 4 1993—2018 年分阶段的各方面指标对经济发展总体质量提升的贡献

分阶段各方面指标变动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贡献量

Panel A 1993—1998 1998—2003 2003—2008 2008—2013 2013—2018
经济效率与稳定性 － 0. 018 0. 032 － 0. 026 0. 027 0. 105

经济成果分配 0. 015 － 0. 034 － 0. 003 0. 018 0. 029
人力资本及分布 0. 008 0. 017 0. 041 0. 069 0. 082
自然环境与资源 0. 042 0. 020 0. 021 0. 064 0. 202

社会状况 0. 019 0. 097 0. 107 0. 090 0. 204
各方面指标对发展质量贡献的总和 0. 066 0. 132 0. 140 0. 268 0. 622

经济发展质量实际变动情况 0. 066 0. 135 0. 143 0. 268 0. 617
近似公式计算的加总量与实际变动量的偏差( % ) 0. 00 － 2. 22 － 2. 10 0. 00 0. 81

Panel B 分阶段各方面指标变动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贡献率( % )

经济效率与稳定性 － 27. 3 24. 2 － 18. 6 10. 1 16. 9

经济成果分配 22. 7 － 25. 8 － 2. 1 6. 7 4. 7

人力资本及分布 12. 1 12. 9 29. 3 25. 7 13. 2

自然环境与资源 63. 6 15. 2 15. 0 23. 9 32. 5

社会状况 28. 8 73. 5 76. 4 33. 6 32. 8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从各方面指标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贡献率来看，经济效率与稳定性指标贡献率随着

阶段变化波动较大。中国经济效率与稳定性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贡献率，1993—1998 年，为负

27. 3%，1998 年经济增速波动与物价涨幅虽较 1993 年有所改善，但全要素生产率( TFP) 和资本产

出率下降明显，失业率也有所增加; 1998—2003 年，为 24. 2%，2003 年经济增速波动与物价较 1998
年进一步得以稳定且 TFP 贡献和劳动生产率有所增长; 2003—2008 年，为负 18. 6%，2008 年劳动

生产率虽较 2003 年有所增长，但 TFP 改善不大，且经济增速波动与物价涨幅较 2003 年有较大幅度

的增加; 2008—2013 年，为 10. 1%，2013 年 TFP 和资本产出率虽较 2008 年有所下降，但劳动生产

率提升较快且经济增长波动与物价涨幅放缓，2013—2018 年，为 16. 9%，这一阶段不仅劳动生产率

继续得以提升、TFP 和资本产出率放缓收窄，同时经济增长与物价处于稳定的状态。程名望等

( 2019) 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中“汗水”的贡献率下降，而“灵感”的贡献率上升。张平和杨耀武

( 2020) 通过将 2004—2019 年划分阶段，发现中国 GDP 增长波动和 CPI 平均涨幅逐步放缓。
经济成果分配指标的贡献率 1998—2003 年为负 25. 8%，2003—2008 年为负 2. 1%。这一方面

是因为该阶段最终消费占比下降，白重恩和钱震杰( 2009 ) 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对此进行过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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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另一方面是因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快速拉大，李实( 2020 ) 认为 1994—1995 年，政府大规模提

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因此缩小，1996 年开始，中国居民收

入差距开始扩大，2008 年以后稍微有所下降，2016 年全国基尼系数又开始上升。从经济成果分配

指标的贡献率来看，2008—2013 年为 6. 7% ; 2013—2018 年为 4. 7%，较前一阶段有所下降。
人力资本及分布指标的贡献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先上升后下降，呈现倒 U 型曲线的特征。在

人力资本及其分布指标中，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医疗事业发展，婴儿死亡率降低和人均预期寿

命提高起初会逐步加快，但当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达到一定水平后，其提升空间将逐步收窄。同

时，以入学率、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教育基尼系数为代表的居民知识水平的提升和均等化程度，也经

历了一个先加速再减速的过程。蔡昉( 2017) 认为中国通过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扩大高等教育

招生规模，实现了教育的跨越性发展，同时在收获人口红利期间，随着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劳动力大

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也显著改善了劳动力的整体人力资本存量; 然而，随着 15—59 岁劳动年龄人

口增长在 2010 年后由正转负，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也开始放慢。
自然资源与环境指标贡献率，则随着时间推移先下降后上升，呈现出 U 型曲线的特征。在土

地、森林、淡水等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性自然资源方面，土地荒漠化面积占比先增加后以比较稳定

而缓慢的速度下降、人均可再生水资源下降的速度逐步放缓，森林覆盖率增速先下降后逐步稳定;

在经济活动带来的环境损坏方面，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工业产值废气、废水排放量和固

体废物产生量，基本呈现出先改善放缓后改善加速或先有所恶化后逐步改善的状态。大量有关经

济与环境污染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环境污染会呈现倒 U 型曲线的特征

( Grossman ＆ Krueger，1995; 蔡昉等，2008) 。同时，中国环境的改善也与近年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王芳等( 2020) 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能

够有效增加地方保护环境的意愿和行为，进而对拐点产生影响。
在社会相关指标方面，以基本医疗、养老和失业保险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参与率指标，随着参与

率的上升其增加速度会逐步放缓，2018 年全民基本医保参与率已达 96. 4%。1998—2008 年的两

个阶段，社会类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贡献率较高，主要是由社会保险参与率稳步提升以及经济效

率与稳定性和经济成果分配指标出现较大负向贡献造成的。从社会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贡

献量来看，2013—2018 年社会指标的贡献量为 0. 204，高于前几个阶段。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保险

参与率在较高基础上仍维持增长; 另一方面随着简政放权的持续推进，社会营商环境大幅改善; 同

时反腐败力度加大，社会清廉指数稳步提升。

六、高质量转型中的创新与治理机制构建

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在高质量转型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型稳步推进，但潜在

的挑战依然较多。一是我国创新效率替代规模效率仍需努力。很多创新效率的生成与劳动者的知

识水平高度相关，克服“技术性失业”导致的就业市场摩擦是一个重要的激励相容挑战，提高创新

效率与提升就业者人力资本最利于转型。二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平衡依然是

协调中的重要战略。全国较为统一化的基本福利体系建设才能更好地覆盖城乡和不同区域，通过

全国基本福利体系的建设与分配再调整，建立起具有社会均衡的协调机制。三是经济效率与福利

扩展尚缺乏均衡机制，地方政府社会福利支出刚性增长。随着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社会福利支出

增长会逐步脱离原有的财政经济收入约束。现有的税收体制与福利支出不匹配，地方政府“土地财

政”不可持续，负债过高等问题必须通过财政体制的改革才能重新建立与城市化相匹配的经济与福利

均衡机制。四是如何在经济增长放缓条件下，寻求高质量转型的更大社会支持，减少存量博弈，形成

社会普遍支持的“正反馈”机制。高质量转型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并从中获益，构造这种“正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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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机制才能有效地推动目标、路径和机制的成功转型。近年来，欧盟通过年度增长调查( AGS) 、政策

警告( AMＲ) 、国家改革程序( NＲP) 、稳定性融合计划( SCP) 和针对性建议等方式，提高政策对各成员

国的约束力，有利于各成员国根据其具体情况及时进行有效调整。在即将开启的“十四五”时期，正是

中国奠定高质量转型的关键阶段，可考虑借鉴欧盟的一些有益做法，以提升转型的绩效。
加快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转型，提升人力资本，推动知识阶层崛起，才能打造有利于广义

人力资本形成的消费—创新效率补偿的良性互动机制。着力打破居民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人力资

本难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不高—收入增长缓慢—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锁定状态。逐步形成广

义人力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提高—收入水平提升—消费持续升级—人力资本再提升的良性互

动。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目标并非最大化经济增长速度或短期规模效率，而是努力促

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力量的中产知识阶层不断扩展并得到经济与社会激励，形成“正反

馈”，最终实现成功转型。基于这样的现代化转型过程，对现有的体制进行改革的顺序需要“自上

而下”的改革，改革宏观资源配置与激励体制。20 世纪 90 年代基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建立的宏观

资源配置、激励和调控体制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在高质量转型发展阶段

需要重新调整宏观资源配置、激励和调控框架，推动发展与改革的相互配合( 张平，2020) 。
2021—2035 年，中国要基于城市化和后小康发展阶段的实际，对宏观激励目标和与之匹配的

资源配置体系做出调整，以平稳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035 年中国人均 GDP 可能超过 2 万美元，

成为高收入国家，国家治理现代化将成为国家体制设计中更核心的任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基于

人民公共选择体系下形成的一整套公共治理机制，从而促进国家制度体系更加完善与稳定，以此重

新构建大国能力，保障国家的持续繁荣和人民幸福，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大国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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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Measurement and Governance in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YANG Yaowu and ZHANG Ping

(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ummary: After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for over three decades，China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its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has become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and China's output of many industrial products ranks first
in the world． However，in the proces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some problems，such as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the widening of income distribution gap，the fading of traditional demographic dividend，the decline of the
rate of return on capital，and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to growth，have also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and policy makers． Based on the changes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and the aim of a fundamental
change of the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mode，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made a major
conclusion that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changed from a stage of high-speed growth to a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Different from high-speed growth，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covers not only economic factors but also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reality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transformation，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verall social welfare，and forms a multi-index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system to measure the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thus making an exploration of the discussion of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e index system of this paper includes five
categories，which are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achievements，human capital and its distribution，economic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nd social security and social environment．

By selecting representative basic economic indicators，this paper measures the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1993 to 2018，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s in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every five yea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quality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en gradually improved since 1993，bu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speed of improvement in each stage． The changes i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rate and the chang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lity do not share the same trend． The spee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had been relatively slow in
1993 － 1998 and 2003 － 2008，when 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was very high． In the five years between 2013 and 2018，the
economic quality improved the fastest in the medium-high economic growth stage． This show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examined not only from the single dimension of GDP growth，but from a broader perspective．

As for index contribution，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 and economic achievement
distribution fluctuates greatly．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human capital and its distribution presents an“inverted-U”shape，

while the contribution rat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presents a“U”shape． And the contribution of social
related indicators to the improv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lity from 2013 to 2018 is larger than that of previous
years． This study has two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first is that China has made steady progress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otential challenges． Second，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enhance human capital，motiv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class，
and form a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consumption and innovation efficiency that is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generalized human capital． From 2021 to 2035，based on the reality of urbanization and post well-off development stage，

China should adjust the macro-economic incentive target and the matching resource allocation system，so as to smoothly
enter the ranks of high-income countries． In 2035，China's per capita GDP may exceed USD 20，000 and become a high-
income country．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will become a more important task in the design of national
system．
Keyword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etical Logic;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System; Governance Mechanism
JEL Classification: E10，E61，O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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