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9卷 第 4期 河 北 工 程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2年 l2月 Journal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b1．29 NO．4 

Dec．2012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 
— — 以河南省为例 

关浩杰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经济学院，北京 100070) 

[摘 要]目前，国内关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如何构建一个 

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效益、自主创新、资源环境以及社会事业和民生六个方 

面构建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对 2001年一201O年河南省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趋势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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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当今中国经济主题，党的 

十七大明确提出用 “经济发展”取代原来一直强调 

的 “经济增长”。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又指出 “以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 

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科学发展 

的根本之策、关键之举。 

然而，如何客观评价和考核地区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的效果?这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问 

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制度创新的推动， 

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可行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 

价和考核体系已成为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 

点。在国外文献中没有发现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完 

全相对应的概念或提法，但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相关 

的研究却层出不穷。从近年来的相关研究动态看， 

主要代表学者有：Pau1．Rosenstein．Rodan(1998)[1J认 

为经济增长理论的绝大部分是由投资理论构成的， 

发展中国家要克服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资本供 

给不足”和 “有效需求不足”的双重障碍，就必须 

全面 而又大规模 地进行投 资 ；Sylvie D6murger 

(2002)[2]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发展极不均衡，由于优 

先政策对沿海各省倾斜，导致了各地区经济增长率 

存在极大的差异性，基础设施建设是西部地区经济 

发展的根本，增强人力资本形成是西部地区经济发 

展的关键，而 自主创新才是根本解决经济发展不均 

衡问题有效手段；Robertw Foge(2006) 认为，中国 

经济发展的途径主要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培育和 

完善市场功能，加强政治体制改革，加大政府在基 

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领域、教育领域的投资以及 

对民生问题的关注； Caraten A．Holz(2008)t41分析了 

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和潜在的动力，认为人力资本 

优势能够提升中国自主创新的能力，成为未来中国 

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收入分配问题是制约中国未来 

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不 

是直接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展开的，但大多都体 

现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想。 

在国内，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以来，由于 

研究时间尚不长，目前直接涉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的文献不是很多，其中涉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 

指标体系方面的更不多见。刘春宇、闫泽武 (2010) 

[51提出了一个基本框架，把一级指标从八个方面进行 

展开，分别给出了具体可以参考的二级指标，具有 

很强的参考价值，但是二级指标过于细化，没能形 

成一个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李玲玲、张耀辉 (2011) 

[6】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为核心，建立了以经济 

增长、发展动力、资源环境支持、发展成果为基本 

框架的指数化评价体系，该指标体系比较系统，但 

也不够全面，比如没有考虑到居民综合素质的提高、 

经济增长对社会环境带来的负担、资源可回收利用 

率 (废弃物利用率)等方面的指标，这些指标对经 

济可持续、健康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张焕波、 

张永军 (2011) 建立了由七个一级指标组成的评价 

指标体系，分别从这七个方面进行展开，指标体系 

比较简洁，重点突出，但是不够细化，没有考虑到 

民生指标。从前人的研究成果看，现有的文献均存 

在一些不足，但是，都具有较强的学术参考价值和 

应用价值。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的进 

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也在不断地扩展，因 

此，评价体系也是在不断讨论、争议中的过程中逐 

步得到完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一些 

改进，尝试建立一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标体 

系，力图为政府部门进行宏观经济管理提供一个科 

学合理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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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指标选取的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 

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是指指标体系的设置应符合 

客观认识对象本身的性质、特点、关系和运动过程， 

是确保评价结果客观、合理、准确的基础。因此， 

设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标体系时要充分体现 

经济、社会及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作 

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总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理念。 

指标体系的设计要实现以下三方面转变：从侧重于 

经济数量和发展速度指标，转向经济运行质量和效 

益指标；从侧重物质方面的指标，转向侧重以人为 

本的指标；从侧重于短期利益指标，转向低碳经济 

可持续发展指标。 

(二)系统整体性原则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 

变革，因此，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 

要全面考虑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指标要全面， 

又不能过于细化，突出重点。在此我们把宏观经济 

目标与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基本要求结合起 

来，从多角度综合考虑筛选指标。所选取指标无论 

是在统计口径、时间范围还是在计算方法上都是既 

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 

(三)可比性、可操作性原则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为客 

观、全面地对经济发展现状进行测度，为中央政府 

考核和评价各级政府和经济部门提供一个科学的参 

考依据，同时也为各级政府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个科 

学的参考标准，能够使各级政府做到有的放矢，克 

服对 GDP的盲目崇拜。因此，指标体系的构建必须 

具有可操作性。在进行指标筛选时必须考虑到数据 

的可得性，对于无法取得数据的指标不易采取，尽 

量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同时，指标又要具有可比 

性，既能够反映各地经济发展的共性，又能够测度 

其个性特征，即根据统计学研究的一般范式，通过 

科学的方法得到横向可比纵向可信的参考依据。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指标的选取 

本文依据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几点基本 

要求，考虑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效益、自 

主创新、资源环境、社会事业和民生六个方面对经 

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行综合评价，也即该指标体系 

由这六个一级指标组成，从各个方面展开，通过数 

次讨论，同时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可靠性问题， 

最终确定二级指标。 

经济增长指标主要从增长速度和绝对值两个方 

面考察，由于各地区资源禀赋和实际情况不同，为 

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经济增长绝对值选取人均 

GDP；为剔除价格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此这两 

方面指标均选用实际值。 

经济结构主要从需求结构、收入分配、产业结 

构、城乡结构、市场化程度等方面考察，具体选取 

的指标有：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劳动者报酬占GDP 

比重，单位耕地面积农用机械总动力，第三产业产 

值比重，城市化水平，农村与城市人均收入比，政 

府财政支出占 GDP比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 

系数。 

经济效益指标主要是衡量生产要素投入的产出 

效率，具体从劳动、资本、能源等方面考虑，选取 

的指标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单位能源产值，能 

源加工转换效率。 

自主创新指标主要从 R&D投入强度和研发成果 

两方面考虑，由于创新方面现有数据搜集受限，有 
一

些指标数据不易取得，在此选取 R&D经费投入占 

GDP比例，每百人 R&D人员全时当量专利授权量这两 

个指标。 

资源环境自可持续发展提出以来，越来越得到 

重视，但是由于这方面公开数据有限，有一些指标 

数据不易度量，再者有一些指标只有近几年数据， 

比如空气质量指数、森林覆盖率，碳排放等，于是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在此主要选取以下指标：固 

体垃圾综合利用率，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人均年 

生活污水排放量。 

社会发展和民生也是近年来越来越得到关注的 
一

个方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仅要考虑经济 

的发展，更应该考虑到社会的发展、经济增长给人 

们带来的福祉，实现人与经济、社会以及自然环境 

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此主要从人民 

的富裕程度、教育、文化、娱乐、就业、社会保障 

等方面考察，选取的指标分别为：教育投入占 GDP 

比重，恩格尔系数，城镇登记失业率，养老保险参 

保率，万人拥有图书馆个数，电视人口覆盖率。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模型就是在这样一个评 

级指标体系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综合指数，该指数又 

由六个分项指数综合得到，即经济增长指数、经济 

结构指数、经济效益指数、自主创新指数、资源环 

境指数、社会事业和民生指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评价指标体系共由这六个一级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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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具体评价指标体系见表 1所示。 

表 1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评价指标体系 

注：括号中负号代表该指标为逆向指标，其他指标为正向指标；表格中的数字代表指标权重。 

(二)数据标准化处理方法 

设有n个指标，当x 为正项指标时，指标数值 

越大，评价结果越好，标准化公式如下： 

者 ( ，2’⋯， =1，2，⋯刀) 
当xJ为逆向指标时，其指标数值越大，评价结 

果反而小，标准化公式为： 

Xminj ( 
‘

， ； 2，⋯n) 

了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其含义为，在纵向上，评 

价指标权重反映了该指标变化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所起作用的大小；在横向上，评价指标权重表示了 

该指标在同一评价指标层次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的衡 

量，权重确定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评判结果。 

为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本文指标权重是在指 

标原始数据数据标准化基础上根据方差倒数加权法 

确定的，即若某一指标方差越大，其权数越小，这 

是因为用方差倒数加权，可以使综合评价结果的方 

差达到最小，综合评价结果相对更为精确。 

三、实证研究 
其中 为第f年第 个指标。 

(一)数据来源 

(三)权重的确定 本文数据来源于历年 《河南省统计年鉴》和 《中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在综合评价中起到关键性 国统计年鉴》，2009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 

的作用，权重的大小对评价结果十分重要，它反映 计公报，其中部分指标由源数据计算得到，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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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指标数据有限，数据样本选取 2001．2010年。 

(二)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1．综合指数评价 

从表 2可以看出，河南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综 

合指数总体稳步上升，这表明在各方面因素综合作 

用下，河南省经济发展方式总体趋势是在向好的方 

向不断优化，并且优化效果比较显著，综合指数从 

2006年的O．603达到 2010年 0．968。 

表 2 综合评价结果 

从表 2中也可以直观看出，河南省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总指数呈稳步上升趋势，但是在 2006年和 

2009年出现微小波动。除资源环境指数和经济结构 

指数外，其他指数总体都呈现波动性上升趋势，显 

著优于基期，尤其是在自主创新方面表现更为明显， 

这说明这些方面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不断优化。 

经济结构指数变化相对比较平缓，至 2010年也没有 

达到最初水平，这表明近年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没 

有对经济结构带来很明显的改善，经济结构没有发 

生实质性的变化；而资源环境指数最初几年逐渐上 

升，2004年达到最大值，随后逐渐呈下降态势，经 

济结构和资源环境指数这两股力量综合制约着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指数优化的步幅。 

2．分项指数评价 

(1)经济增长指数 

从表 2可以直观看出，经济增长指数在 2005年 

以前上升趋势非常显著，由2001年的0．37达到 2005 

年峰值 (0．82)，随后逐渐下降，至 2009年达到谷底 

后开始反弹，2010年达到 0．81，但仍未赶上 2005年 

水平。从 2001年开始，不论从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 

两方面看，都在不断增加，实际增长速度由2001年 

的8．7％达到2005年的最大值 21．3％，随后逐渐降低，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触底 (8．8％)，2010 

年经济开始复苏，经济增长速度达到 14．5％；实际人 

均 GDP逐年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经济增长 

指数的下降速度，从 2001年的 1719元提高到 2010 

年的 5484元，这比基期增加了两番还要多，这就为 

以后河南省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奠定了良好的物质 

基础 。 

(2)经济结构指数 

经济结构指数近年来变化比较细微，没有得到 

较大的调整，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笔者 

认为这一问题应该是下一步河南省相关部门考虑的 
一

个问题，应该从优化经济结构入手，这样才能为 

河南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结构与总量 

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经济结构合理的话会推 

动经济迅速增长，反之，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则会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的增长。影响经济结构优化 

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1)消费需求不足，居民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 

整体呈现下降趋势，2003年达到最大值，但是也只 

有 41．8％，2010年仅为 32．1％，尚没有达到全国水平 

33．2％，可以看出近年来河南省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 

拉动； 

2)劳动者报酬占 GDP比重呈现波动变化，但 

是增长幅度比较缓慢，由2001年的48．9％仅提高到 

到 2010年的最大值 49-8％，十年间仅上升了一个百 

分点，这也许是居民消费水平没有得到较大提高的 
一 个原因，居民购买力尚不足； 

3)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但是整 

体相对还比较低，2003年达到最大值 34．3％，2010 

年只有 28．6； 

4)城镇与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先扩大后减 

小，但是减小幅度偏低，基本维持在 3左右，目前 

河南省仍有近 63％的人口在农村，农村人口仍占有 

绝对比重，农民仍作为河南省最广大的消费群体， 

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其消费水平和消费需求的变 

化直接影响到经济政策的效果。改革开放以来，河 

南省农民收入一直保持着相对较低水平的增长，这 

就形成了虽然农民收入逐渐增长，但其 目前绝对值 

仍然比较低的局面，农民的经济状况仍然保持在“温 

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态。农民的消费水平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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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这已经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 

此，笔者认为如何提高河南省农民收入也成为目前 
一

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5)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逐渐趋于 良好， 

但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系数提高较为缓慢， 

从 2001年 (0．69)到 2010年 (O．78)仅提高了近 0．1， 

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 

构与就业结构相互影响，彼此作用。产业部门作为 

就业的载体，其调整变化必然反映到就业结构的变 

动上来；同时，合理的就业结构对于促进产业结构 

优化具有重要作用。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 

发展是加速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然要 

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相互 

影响，彼此作用。产业部门作为就业的载体，其调 

整变化必然反映到就业结构的变动上来：同时，合 

理的就业结构对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具有重要作 

用。因此，促进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发展是加 

速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然要求； 

6)城镇化进程较为缓慢，城镇化率从 2001年 

24．4％提高到 2010年 38．8％，距全国水平 49．95％仍 

有较大差距，可能因为河南省人口基数比较大，城 

镇化推进难度比较大，进程相对较为缓慢。生产要 

素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高度集中是现代 

化城市的基本特征之一，这些要素及活动的聚集， 

体现了社会分工与联系的内在要求，是经济实现增 

长的发动机，河南省城镇化提升的空间还很大，因 

此，从这方面讲河南省经济增长的潜力仍非常大； 

7)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增加，2010 

年达到近 15％，这表明政府的作用没有减弱。虽然 

政府财政支出比重与市场化程度之间并不是简单的 

线性负相关关系，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改革阶段，我 

们仍可以采用这样的假定，即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 

区政府财政支出比重相对较低一些 】，从这一角度 

讲，政府支出越高可能对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会起到 
一

定的制约作用，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3)经济效益指数 

经济效益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上升幅度比较 

明显，从这一角度可以看出，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同 

时经济效益也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总资产贡献率由2001年的8．13％提高到2010年的 

22．4％，要 高 于 2010年 全 国大 中型 企业 水平 

(14．91％)，这表明河南省规模以上企业总资产盈利 

能力有了明显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全员劳动生 

产率从2001年37827元／人．年达到2010年的206596 

元／人．年，在近十年提高了近 4．5倍，这在一定程度 

上说明了河南省人力资本投入取得的成果还是比较 

明显；单位能源产值和能源转换效率虽然提高速度 

相对缓慢，但也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4)自主创新指数 

随着 R&D投入的增加，研发成果也显著增加。 

R＆D投入占GDP的比重由2001年的 0．51％增加到 

2010年的 0．91％，增加了将近一倍，绝对数额投入 

增加的相对更多；每百名 R&D折合全时人员专利授 

权量由2001年的7．14项增加到2010年的 16．27项， 

比基期翻了一番还多，这说明随着河南省研发投入 

力度的加大，研发人员的研发能力同时得到了更大 

程度的提高，但是必须要把研发成果更好地分享， 

加快工业技术升级脚步，增加工业产品中科技含量， 

使河南省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推进，逐步提高工业产品附加值，这样才能在全国 

甚至全球经济激烈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5)资源环境指数 

资源环境指数在 2004年以前呈上升趋势，但是 

后来却逐步下降，究其原因为：2004年以前工业固 

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稳步上 

升，人均生活污水排放量呈波动变化，2004年达到 

最低 l2．07吨，但是 2004年之后人均生活污水排放 

量每年显著增加，2005年净增加了2．17吨，这无疑 

对 自然环境都带来的压力陡然增加，随后基本保持 

着每年一吨的速度递增，2010年人均生活污水排放 

量达到 20吨，比基期增加了53-3个百分点，如果换 

算为每年生活污水排放绝对量，则增加数额更多。 

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这无可厚非，但是近年来人均生活污水排 

放量较前些年份增长尤为明显，不排除不必要的浪 

费也越来越多，这一问题从某一角度也可以反映出 
一

个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节水意识。因此，应该 

不断提高居民对资源的节约意识，减轻对 自然环境 

带来的负担，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6)社会事业和民生指数 

社会事业和 民生指数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变 

化趋势相对比较平缓，这也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2001年河南省教育支出比重由 2001年的 

1．7％增加到 2010年的2．6％，增长速度比较缓慢，绝 

对数额有所增加，但是教育方面投入力度总体还是 

偏低；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总体水平由2001年的 

45．2％降为 2010年的 35．6％，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 

准，这十年来河南省居民生活水平已经由小康水平 

步入相对富裕；养老保险参保率由基期以来基本翻 

了一番，达到 2010年的 16．6％，参保人数由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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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62万增加到 2010年的 1079万人，覆盖面逐渐 

扩大，但是总体水平还是偏低。城镇登记失业率基 

本维持在 3．4％左右，电视人口覆盖率逐年缓慢增加， 

2010年已经达到 97．4％，全省图书馆总量近十年来 

增加不多，由 134个变为2010年的 142个，从这几 

点来看居民的就业、文化、娱乐方面没有太大变化。 

总体来讲，社会事业和民生指数变化趋势表明河南 

省居民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改善，但是从绝对值来看， 

各项指标代表的水平仍然偏低。 

四、结语 

本文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效益、自主 

创新、资源环境以及社会事业和民生这六个方面考 

核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成效，构建了一套评价指标 

体系。其中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 

经济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持续的物质基础；经 

济结构是关键，只有经济结构日趋合理，才能带来 

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经济效益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动力源泉，可以通过衡量一个地区劳动、资本、能 

源等要素投入的产出效率变化反映出该地区工业企 

业持久的盈利能力；自主创新则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通过提高工业企业的技术含量，不断为经济体注入 

新的活力，加速工业技术升级，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资源和环境分别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空 

间，资源环境与经济处于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统一 

整体之中，只有当资源环境和经济系统之间和谐一 

致，协调发展，才能建立一种良性循环，实现整个 

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民生则是经济发展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因此，本文从这六个方面能够较全面 

地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评价。 

本文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从 2001年开始，河南 

省经济发展方式逐渐向好的方向转变，经济增长保 

持良好的态势，经济效益和 自主创新能力都明显提 

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不断地改善，但是同时也发 

现了一些问题，资源环境面临的压力增加，经济结 

构没有发生没有太大改观，经济结构调整相对滞后， 

这无疑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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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 — A case study of He nan province 

GUANHao_jie 

(School ofEconomics，Capital University of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China) 

Abstract：At present，the research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m transformation 

is still at the exploratory stage in China，how to determine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m transformation has a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The paper,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establishe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which includes the economic growth，economic structure，economic benefit， 

innovation，resource and environment，social welfare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We evaluate the transform 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m of He nan Province from 2001 to 2010 and give some suggestions to the 

problems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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