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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崛起进程的跟踪研究
——基于崛起指数的理论架构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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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部崛起指数是一个相对指数，反映的是中部各地区崛起进程中的相对位置。主要由经济发展指数、资源环

境指数、科教文化指数、民生保障指数等4个分项指数层，经济发展指数的规模、速度、结构维度，资源环境指数

的资源、生态、环保维度，科教文化指数的科技、教育、文化维度，民生保障指数的民生、社保、安全维度等12个

维度层，以及经济发展指数的22个指标、资源环境指数的25个指标、科教文化指数的19个指标、民生保障指数的20

个指标，共86个指标层构造而成。指标权重采用国际上通行的专家咨询法进行确定，测量模型运用解释力强的线性

加权模型。以此为基础，对中部各地区的相对崛起进程进行跟踪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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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cking Study on the Central China Rising：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of the Rising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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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et：The rising index of central China iS a relative index．which reflecting the relative location of the central

regions in rising process．The rising index mainly constructed by 4 index layer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dex．science and culture index．1ivelihood insurance index．The 1 2 dimension layer are including the

scale，speed and structure dimens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the resources，ecology and environment dimension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dex，the technology,education and culture dimension of science and culture index．the

livelihood，insurance，security dimension of livelihood insurance index．The 86 indicators are including 22 indicator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ex，25indicator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dex。1 9 indicators of culture and science

index，20 indicators of livelihood insurance index．The index weight determined iS according to the expert advice．the

simple weighted model is adopted．And then，taking a tracking study of the relative rising state in the central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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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部崛起与崛起指数的内涵

在我国区域经济的空间格局中，覆盖山西、安徽、江

西、河南、湖北、湖南六个相邻省份的中部地区地处内陆

腹地，起着承东启西、连接南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

重要战略作用。2006年，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促进中部

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确立了中部地区的战略定位，明

确规定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大任务。2009年，国务院

正式批复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成为指导中部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进

入加速推进的新阶段⋯。在促进中部崛起过程中，中部各

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有了长足进步，但中部各省崛起

的程度是很不平衡的，有些省份崛起进程已经取得了决定

性的进展，而有些省份的崛起进程则相对较缓。为了对中

部各地区是否崛起做出基本判断，并跟踪研究中部崛起的

进程，本文提出了崛起指数这一概念，并构建测度崛起指

数的指标体系，用比较的方法从不同侧面对中部各地区崛

起的相对程度进行跟踪研究。

1．1中部崛起的涵义

作为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的“中部崛起”，具

有两个鲜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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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部崛起具有多层次性。狭义的中部崛起是指中

部经济的崛起，如中部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全国平均速度等；

中观的中部崛起是指中部经济和社会的崛起，除经济指标

外，还包括社会指标，如农民收入的显著提高、农村社会

保障体系得到健全和完善等：广义的中部崛起则包括中部

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崛起【2】。作为国

家战略中的中部崛起应该是后者。正因如此，本文最终想

得到的简单的、单一的“指数”，必须由多方面、多个指标

所构成的一个体系所支撑、构成。但是，指标体系也不能

“穷尽”崛起进程中涉及的各个方面。我们能够做到的只是

反映崛起进程的重要内容。

二是具有阶段性。中部崛起既是一个努力追求的目标，

又是一个长期的动态发展过程。作为发展目标，核心标志

是中部成为继珠江三角、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之后的

第四增长极。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

要经历若干个发展阶段。在中部崛起的每一发展阶段，崛

起的重点是不同的，为此所考察的侧面也有所不同。比如，

经济实力的增长，人民生活改善以及环境的保护等，可能

可以更好地反映当前中部各地区崛起的成果；而法治化、

政府职能转变以及国际化程度提高等，可能是未来更为重

要的崛起内容和标志。

基于上述中部崛起特征的考量，我们认为现阶段中部

崛起的主要内容应由经济发展、资源环境、科教文化和民

生保障等部分组成。其中，经济发展是基础，倘若这一基

础不稳固，中部崛起就如无根之木，环境保护、科教文化

和民生改善都谈不上；资源环境是支撑，突出强调中部地

区的经济发展不能以大量消耗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而

要注重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科教文化是动力，如果这

一内生动力不足，那么中部崛起也将后劲乏力；民生保障

是终极目标，这意味着中部崛起的最终落脚点还是要促进

国民财富的增加以及民生改善，要让中部崛起成果普惠全

社会成员。

1．2崛起指数的涵义

中部崛起是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而且崛

起的具体形式、路径，中部各地区之间都存在一定差异，

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加以衡量。因此，想制定“纯粹的”崛

起量化标准来对崛起的绝对化程度进行衡量和评判是不现

实的。我们认为，中部崛起是一个带有比较性质的相对概

念。判断中部各地区是否崛起的标准，既要从横向地域维

度进行比较，又要从纵向时间维度进行历史比较。所以，

本文设计的崛起指数侧重将中部各个地区的崛起程度进行

横向比较和排序，同时尽可能反映各地区崛起的程度沿时

间序列的变化，对它们各自的进步或退步进行评价分析。

换言之，中部崛起指数并不表示中部各地区崛起的绝对程

度，而是表示中部各个地区在中部崛起进程中同崛起程度

最高和最低的省份相比的相对位置。它是一个“相对指数”，

是各地区崛起横向和纵向比较的结果，旨在发现各地区的

崛起差异；并不意味着中部各地区离“纯粹的崛起标准还

要多远”，而只是比较各地区在崛起过程中谁的步伐相对

更快一些，谁的崛起质量相对更好一些。形象地说，本文

设计出的崛起指数，衡量的是在同一条道路上行进着的人

们之间的相对差异，而不是某一个人离“目的地”的绝对距

离。另外，诚如上文所述，中部崛起的内容具有典型的阶

段性特征，所以我们构建测度崛起指数的指标体系，从短

期来看要维持指标体系的相对稳定，力求保持指数的可比

性，但从长期来看将是动态的不断调整过程，我们的研究

也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改和调整。

2中部崛起指数测度的指标体系与方法

2．1中部崛起指数的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的建立主要考虑以下三个基本原则：一是指

标体系大小应适宜，过大会因指标层次过多过细而掩盖主

要问题，过小会因指标过少过粗而无法反映中部崛起的全

貌；二是指标应具有代表性，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一定

时期内，近似地反映中部崛起某一方面内容的某些基本特

征；三是所选择的指标必须是可度量的，而且能够实际取

得数据p】。有些指标虽然理论上可行，但缺乏数据来源，

或虽能取得数据，但可信程度较低，则宁可暂缺。根据这

些原则，我们构建了由经济发展指数、绿色发展指数、发

展基础指数、发展动力指数、生活质量指数等5个～级指

标；15个二级指标。其中，经济发展指数分经济发展规模

指标、速度指标、结构指标、效益指标；绿色发展指数分

生态化指标、循环再利用指标；发展基础指数分水文指标、

土地指标、能源指标；发展动力指数分人力资源指标、科

技进步指标；生活质量指数分为居民收入指标、消费指标、

社会保障指标、文化指标；以及92个三级指标构成的中

部崛起指数评价体系。以此为．基础，我们召开了“中部崛

起指数测评体系研讨会”，广泛征询专家意见，经过多轮

的反复筛选、增删、修改、调整和系统整合，最终构建了

“1个目标层；4个准则层；12个维度层；86个指标层”的

中部崛起指数测度指标体系H】。具体的内容如表1所示。

2．2中部崛起指数的测度方法

(1)权重确定。

权重确定的方法一般可以归纳为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

两种类型，前者如专家打分法、专家咨询法(德尔菲法)、

层次分析法(AHP法)、功效系数法等，后者如因子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灰色关联法等。每类方法都有各自的缺陷：

主观赋权法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随意性较大；客观赋权

22
万方数据



《生态经济》第30卷第3期(2014年3月) Ecological Economy，V01．30，No．3(March 2014)

表l中部崛起指数测度的指标体系 续表：

目标层 准则层 维度层 指标层

D。GDP总量

规 D：人均GDP

模 D，财政收入总量

维 D。固定资产投资额

度 D，进出口净额
fC—

￡k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D，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

D。GDP增长率

经
速

D。人均GDP增长率

济
度 D，。财政收入增长率

发
维 D。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展
度 D，：进出口净额增长率

指

数
(c2) D，，实际利用外资额增长率

(口一) D。；人均社会零售消费品总额增长率

D，，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贡献份额

D。。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结 D．，第二、第三产业占三次产业总值的比重
构

D。。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
维

度
D，。工业化率

(c3) D：。外贸依存度

D：．城镇化率

D：：消费支出占GDP比重

D：，人口总量

D：。劳动力数量占总人口比重

资 D：，人均淡水资源

源 D：。人均耕地面积

维 D：，人均矿产占有量

中 度 D：。人均能源占有量
部 (c4) D。人均高速公路占有量
崛

起
D，。人均货运量

D，，人均旅游总收入
指

D，：森林覆盖率数 资
生 D。人均林地面积似) 源
态

D，。人均新增造林合格面积环
维

境
度

D，，绿化覆盖率

指
(c5) D，。绿化覆盖率提高率

数
D，，生物多样性

(Bz)
D，。环保投入占GDP LI：重

D，。力兀严值=废排放量

风力7tZGDP能耗
环 D4．力：兀GDP水耗
保

D4：人均CO：排放量
维

度
D4，工业污水处理率

(c6) ￡k养殖业污水处理率

D4，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Ek农村垃圾处理率

成，农业化肥使用量

肪。每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

科 D49每万人拥有科学家和工程师数
技

D，。R＆D活动人员全时当量
维

科 度
D，。R&D经费占GDP[=L重

教 (c7) D，：每万人拥有专利授权量

文 D，，高新技术市场成交额

化 D，。人均平均受教育年限
指 D，，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数

教

育 D，海万人接受职业教育在校学生数
(口，)

维 D，，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度 D，。每万人大学生数
(G) D，，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

D。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

目标层 准则层 维度层 指标层

D6。文化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文 D6：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化

D6，文化事业费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
维

度
D。每万人公共文化设施数

(c9) D6，广播电视覆盖率

D6。互联网普及率

D6，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民 D6。城乡居民收入比
生

D，。基尼系数
维

度
D，。CPI指数

(C,o)
D，：恩格尔系数

D，，人均居住面积

民 D7。居民储蓄存款

生 D7，失业保险覆盖率
保 社 D7。医疗保险覆盖率
障 保

D，，基本住房保障率
指 维
数 度

D，。养老保险覆盖率

(占一) (C”) D，。万人拥有病床数

D。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D。城镇失业率
安 D。：每万人刑事案件数
全

Ds，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数
．维

度
D。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数

(Ci2) D。，重大交通事故数

￡k重大火灾事故发生数

法虽然克服了主观随意性，但也受到指标样本随机误差的

影响。我们这里采用国际通行的专家咨询法来确定指标权

重。首先，我们精心设计了一套中部崛起指数测评指标体

系权重表；然后多轮征询中部六省15位区域经济研究专

家的意见，反复修改和调整中部崛起指数测度的指标权重，

对于个别指标意见不一致的权重，我们采用算术平均法进

行合成。

(2)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

常用的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方法主要有z值标准化方

法和极差标准化方法。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原始数据进行

标准化处理。中部崛起指数测度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贡

献作用是不同的，有“越大越优型”的正指标，也有‘‘越小

越优型”的逆指标。本文除了万元产值三废排放量、万元

GDP能耗、万元GDP水耗、人均C0，排放量、农业化肥

使用量、城乡居民收入比、基尼系数、CPI指数、恩格尔

系数、城镇失业率、每万人刑事案件数、重大安全生产事

故数、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数、重大交通事故发生数、

重大火灾事故发生数外，其他指标均为正指标。我们对不

同类型的指标数据进行不同的标准化处理。首先，对逆向

指标进行标准化。计算公式如下：

y max(xF)一～
^ 一一”

max(x．j)一min(xF)

其次，对正向指标进行标准化，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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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x／y一肌n(勤J^ 一一9

max(xu)一min(x_!，)

(3)崛起指数测度模型。

本文采用传统的线性加权加法模型来对中部崛起指数

进行测度。这种模型因其指标含义清晰、综合解释能力强

得到了普遍的运用【5】。

4 12 86

c=∑wb·xb=∑wc·t=∑％·xd
b=l c=l d=l

式中，E是中部崛起指数，既是崛起指数的分项指数权重，

彬是各维度权重，％是指标权重。

3中部六省崛起进程的跟踪分析

本文对中部六省崛起指数的测评路径是从分总层次展

开，分项的是比较中部六省的经济发展指数、资源环境指

数、科教文化指数、民生保障指数；总的是比较分析中部

六省的崛起指数，总的评价是各分项评价加权合成后的结

果。中部六省崛起指数测度指标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

鉴(2012)》《山西统计年鉴(2012)》《安徽统计年鉴(2012)》

《江西统计年鉴(2012)》《河南统计年鉴(2012)》《湖北统

计年鉴(2012)》《湖南统计年鉴(2012)》以及其他相关统计

年鉴，部分指标值经过人均计算、百分比计算、加和计算

等获得。

3．1中部六省崛起指数分项评价

(1)经济发展指数评价。

从经济发展指数评价结果来看(见表2)，中部六省经

济发展指数最高的是湖北，其综合评价值达到了0．611，

其次是安徽，随后是湖南、江西、河南和山西。而从经济

发展指数各维度的评价结果来看，中部各省表现不一。第

一，从经济发展规模维度来看，河南排名第一，其经济规

模维度综合得分值达到了0．819，湖北次之，随后是湖南、

安徽、山西和江西。第二，从经济发展速度维度来看，发

展最快的是江西，其综合得分值为0．835，安徽次之，湖北、

湖南、山西紧随其后，而河南则最低，其综合得分值仅只

0．094。第三，从经济发展结构维度来看，山西综合得分值

为0．612，排在中部六省的第一位，湖北次之，安徽、湖南、

江西紧随其后，河南最低，得分为0．169。

表2中部六省经济发展指数评价结果

经济发展指数分维度评价结果 经济发展指数

规模维度 速度维度 结构维度 综合评价结果

山西 0．233 0．403 0．612 0．398

安徽 0．370 0．746 0．462 O．510

江西 O．213 0．835 0．386 0．452

河南 O．819 0．094 0．169 0．407

湖北 0．694 0．543 0．568 0．611

湖南 0．468 0．534 0．395 0．466

(2)资源环境指数评价。

从资源环境指数综合评价结果来看(见表3)，中部六

省资源环境指数得分值从高到低排名依次为江西、山西、

湖北、湖南、安徽和河南。而从资源环境指数各维度的

评价结果来看，中部各省各有优劣势。第一，从资源维度

来看，山西排在第一，安徽次之，随后是湖北、河南、江

西、湖南，其中，对资源维度衡量指标的数据进行深入分

析，可以发现山西资源维度之所以排在第一，固然与其本

省丰富的资源条件有关，同时与山西的人口基数过小不无

关系，因为资源维度的衡量指标基本上是人均指标，如山

西人均矿产占有量达到了2399．55万吨，安徽154．55万

吨、河南126．27万吨，而江西、湖北和湖南的人均矿产占

有量仅有30万吨左右，另外，山西2010年的人均旅游收

入达到了3031．51元，也大大高于中部其他几个省份。第

二，从生态维度来看，虽然江西的经济实力比较弱，但总

体上来说江西的生态条件还是很好，2010年江西森林覆盖

率、人均林地面积、当年新增种草面积、绿化覆盖率以及

提高率指标均高于中部其他省份，其生态竞争力综合得分

值为0．965，排在中部六省的首位，随后是湖南0．433，山

西、湖北、安徽和河南分别次之。第三，从环保维度来看，

近年来湖北在环境保护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显著

成效，其综合得分值达到0．628，而山西的环境治理、环

境保护方面的工作有待进一步改进，其综合得分值在中部

六省中最低。

表3中部六省资源环境指数评价结果

资源环境指数分维度评价结果 资源环境指数

资源维度 生态维度 环保维度 综合评价结果

山西 0．700 0．415 0．457 0．517

安徽 O．446 0．156 0．614 0．426

江西 0．294 0．965 0．527 0．588

河南 O．313 0．133 0．530 0．346

湖北 0．398 0．333 0．628 0．47l

湖南 0．273 0．433 0．555 0．434

(3)科教文化指数评价。

从科教文化指数评价结果来看(见表4)，中部六省科

教文化指数得分值从高到低排名依次为湖北、山西、安徽、

湖南、河南和江西。而从科教文化指数各维度的评价结果

来看，中部各省科教文化发展的状况具有不平衡性。第

一，从科技维度来看，排名第一的是湖北，其综合得分值

为0．996，远高于中部其他省份，随后是安徽和湖南，山

西第四，河南和江西分列后两位。第二，从教育维度来看，

2010年山西教育指标普遍较高，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

的比重这一指标最为突出，达到了3．24，位于中部六省的

首位，这使得山西教育维度综合得分值达到了0．679，在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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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六省排名第一，湖北综合得分值为0．622，排在第二位，

然后是河南、江西、安徽、湖南。第三，从文化维度来看，

排名第一的是湖南，其综合得分值达到了0．603，其中，

2010年湖南省的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达到了11．76万人，文

化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0．38，均大大高于中部

其他省份，随后是安徽、山西、河南、湖北、江西。

表4中部六省科教文化指数评价结果

科教文化指数分维度评价结果 科教文化指数

科技维度 教育维度 文化维度 综合评价结果

山西 0．235 0．679 0．493 0．455

安徽 0．524 0．289 O．501 0．436

江西 0．081 0．298 0．188 O．184

河南 0．206 0．36l 0．394 0．307

湖北 0．996 0．622 0．338 0．70l

湖南 0．449 0．256 0．603 0．420

(4)民生保障指数综合评价。

从民生保障指数综合评价结果来看(见表5)，中部六

省民生保障指数得分值从高到低排名依次为湖北、河南、

湖南、山西、江西和安徽。而从民生保障指数各维度的评

价结果来看，中部各省都有继续发扬的地方，同时也有亟

需改进之处。第一，从民生维度来看，湖北综合得分值达

到了O．805，排在中部六省的第一位，湖南第二，随后是

河南、江西、山西和安徽。在此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中部

六省中，山西城乡收入差距最大，达到3．30，安徽次之，

为2．99；另外，从CPI指数这个指标来看，湖北物价控制

势头最好，2010年CPI指数为102．90，较2009年仅上涨

了2．9个百分点，这些关键指标直接导致了湖北民生维度

成绩相对喜人，而山西、安徽两省则还有待改进。第二，

从社保维度来看，河南排在第一，其综合得分值为0．650，

湖北次之，随后是山西、湖南、江西和安徽，而安徽排名

之所以靠后，原因在于安徽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覆盖率相

对较低。第三，从安全维度来看，江西最高，为0．594，

其次是安徽，之后依次为山西、河南、湖南和湖北。

表5中部六省民生保障指数评价结果

民生保障指数分维度评价结果 民生保障指数

民生维度 社保维度 安全维度 综合评价结果

山西 0．478 0．556 O．518 0．509

安徽 O．38l 0．127 0．537 0．336

江西 0．498 0．356 0．594 0．475

河南 0．524 0．650 0．504 0．558

湖北 0．805 0．622 0．100 0．609

湖南 0．622 0．380 0．473 0．520

3．2中部六省崛起指数总评价

中部六省崛起指数评价得分值从高到低排序分别是湖

北、湖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见表6)。湖北排名第一，

在经济发展竞争力、科教文化竞争力和民生保障方面均位居

中部六省之首，资源环境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可见，湖北

是中部六省的领头羊实至名归。湖南排名第二，在经济发展、

资源环境、科教文化和民生保障方面都处于中等水平左右，

发展相对比较均衡，协调性较好。山西排名第三，在资源

环境和科教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民生保障处于

中等水平，但经济发展水平却为六省之末。安徽排名第四，

在经济发展、科教文化方面的排名比较靠前，实力强劲，

潜力巨大，但在资源环境和民生保障方面的排名则较为靠

后，还有待今后进一步的提高。江西排名第五，在资源环

境方面的优势十分突出；经济发展水平也不错，处于中等

水平，但民生保障，尤其是科教文化的排名则较为靠后。

河南排名第六，主要原因在于河南的经济发展、资源环境

和科教文化方面在中部六省比较中均处于竞争劣势地位。

表6中部六省崛起指数综合评价结果及排序

综合评价值 排序

山西 0．461 3

安徽 0．435 4

江西 0．43l 5

河南 0．412 6

湖北 0．600 1

湖南 0．464 2

4结语

本文结合中部地区发展的客观要求，构建了崛起指数，

赋予其特定的内涵；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科教文化、

民生保障等方面构建了一套可行、可比的中部崛起指数测

度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实用性强的加权综合评

价法，运用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最新数据对中部六省崛起指

数从分、总层次展开了综合评价。需要说明的是，中部六

省崛起指数测度是依赖大量数据的实证性研究，数据资料

的可获取性和可靠性、数据处理方法和工具的先进性、有

效性直接决定了研究的质量。虽然在数据的收集过程中，

大部分数据是来自国家统计局发行的各类统计年鉴，或者

中部各省发布的公报，并且我们也最大限度地对数据进行

了多方求证；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选用多种方法对研究的

结果进行了相互验证，然而，错漏仍然不可避免，但我们

可以确保这些瑕疵不会导致对中部六省崛起指数整体判断

有任何大的谬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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