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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
孟　 强

(阜阳师范大学商学院ꎬ安徽 阜阳 ２３６０００)

摘　 要: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期间经济发展的主题ꎮ 作为中部地区核心省份之一ꎬ安徽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事关中部崛起战

略的实施ꎮ 为了准确了解安徽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ꎬ以便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ꎬ采取“构建综合评价体系＋
评价方法”的模式ꎬ基于主成分分析ꎬ运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 软件对安徽省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 ２１ 项经济指标进行实证分析ꎮ 研究表明:安
徽省经济发展正逐步呈现出高质量发展趋势ꎻ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质量上出现了失衡的现象ꎻ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

质量有不稳定的现象ꎮ 基于此ꎬ提出了注重优化经济结构调整、注重创新和教育投资巩固创新驱动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保

持经济增长稳定性 ３ 点建议ꎮ
关键词:安徽省ꎻ经济高质量发展ꎻ综合评价ꎻ主成分分析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７.５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１８９１(２０２１)０２￣００４３￣０６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ＮＧ Ｑｉａ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ꎬ Ｆｕｙ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Ｆｕｙａｎｇꎬ Ａｎｈｕｉ ２３６０００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１４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ｈａｖｅ ａ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ｎｈｕｉ ｓｏ ａ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ｄｏｐｔ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ＣＡꎬ ｕｓｉｎｇ
ＳＰＳＳ ２３.０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１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６ ｔｏ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ｆｉｒｓｔｌｙꎬ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ｈｕｉ 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 ｔｒｅｎｄ ｔｏｗａｒｄ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ꎻ ｓｅｃｏｎｄꎬ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ꎻ ｌａｓｔｌｙꎬ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
ｔｉｖｅ ｄｒｉｖ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ｓ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ｒｅ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 ｆｏ￣
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ꎬ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ａ ｓｔａｂ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ｎｈｕ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ꎻ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ꎻ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ꎻ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０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ꎬ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１－２]ꎮ “十四五”阶段的发

展主题是高质量发展ꎬ不但要求经济发展进入高质

量发展阶段ꎬ社会、生态、文化、国家治理体系都要

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ꎮ 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就ꎬ改革开放 ４０ 年中国 ＧＤＰ 总量增

长了 ３３.５ 倍ꎬ年均增长 ９.５％ꎬ但从根本上看ꎬ这仅

是“量”的提升ꎬ而非“质”的提高ꎮ 过去的经济高增

长主要通过高投入、高消耗、高集中度的粗放式经

济发展方式ꎮ 这直接导致了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出

现了失衡的现象ꎬ凸显出科技创新投入不足、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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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环境污染、生态严重破坏等问题ꎮ 因此ꎬ规模

扩张的发展模式全面转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率、效
益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方式已迫在眉睫ꎮ

安徽省地处我国中部腹地ꎬ是我国东、中、西部

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桥梁和纽带ꎮ ２０２０ 年全省

ＧＤＰ 总量 ３８ ６８０ 亿元ꎬ增长率 ３.９％ꎬ增速全国第 ４ꎬ
超出全国 ＧＤＰ 增长率 １.６ 个百分点ꎬＧＤＰ 总量是

１９７８ 年 ＧＤＰ 总量的 ３００ 余倍[３]ꎮ 但经济总量的大

幅度增长并没有大幅提升安徽省的经济发展质量ꎬ
ＧＤＰ 增长波动率增大、贫富差距逐渐扩大、生态失

衡、环境污染等问题已经影响到了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ꎮ 如ꎬ２０１９ 年安徽省 ＧＤＰ 增长波动率是 ２０１８ 年

的近 １２ 倍ꎻ２０１８ 年工业废气排放量大幅增加超

６ ０００亿 ｍ３ [４]ꎮ 因此ꎬ对安徽省近年来经济发展质

量情况展开研究ꎬ不仅可以准确地了解安徽省经济

发展质量的现状和发展趋势ꎬ以便采取针对性的措

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ꎬ也能为中部其他省份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借鉴ꎮ

１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早期关于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经济增长效益和社会财富积累方面ꎮ 众

多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产出过程中资源

使用规模和利用效率的变化关系ꎬ经济增长速度是

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补充[５]ꎮ 粗放式的高速增长

随之而来的是经济结构失衡、环境污染、居民收入

差距不断扩大等社会问题的出现ꎮ 国内外学者开

始着重研究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ꎮ Ｂａｒｒｏ[６]

认为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不仅要满足社会物质方面

需要ꎬ也要满足文化、精神和社会等方面需求ꎬ劳动

者受教育水平、社会保障投入、可持续发展指标等

内容也影响着经济发展质量ꎻ随后他将政治制度、
收入分配制度、健康状况、宗教信仰和犯罪等内容

纳入经济发展质量的研究维度[７]ꎬ进一步扩展了经

济发展质量的研究框架ꎮ 国内学术界对于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现状和驱动因素上ꎬ从环境规制、科技创新、人力资

本、财政支出、金融聚集、产业协同效应等方面丰富

了经济高质量发展驱动因素[８－１１]ꎮ
在经济发展质量评价研究方面ꎬ国内外学者普

遍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区域经济发

展质量进行综合测度ꎮ 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该能缩

小贫富差距、使经济结构合理、生态环境得到保护、
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等[２]ꎮ 因此许多学者主要结

合地区经济发展分享性、稳定性、有效性、协调性、

创新性、持续性等方面ꎬ从不同方面和角度构建综

合评价指标研究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情况[１２－１３]ꎮ 如

张侠等[１４]从经济动力、效率创新、绿色发展、美好生

活、和谐社会 ５ 个方面构建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指标体系ꎮ
在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方法应用上主要有熵值

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ꎮ 由于单一评价

方法在评价经济发展质量时存在较多的主观成分ꎬ
因此许多学者在测度经济发展质量时普遍采取“构
建综合评价体系 ＋ 评价方法” 的模式进行综合

评价[１５]ꎮ
综上ꎬ现有文献主要从宏观视角研究经济高质

量发展状况以及在理论层面探讨经济发展质量驱

动因素ꎬ涉及具体省区或地域的研究较少ꎮ 在经济

发展质量评价研究方面主要采取构建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进行经济发展质量测度ꎬ但在指标的选取中

存在指标选取比较宏观、不够全面、针对性不强的

问题ꎮ 本文在结合安徽省经济发展数据的基础上ꎬ
针对省域经济发展特点构建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

价体系对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价ꎬ研究省域

经济发展质量情况ꎬ分析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

要因素ꎬ进而提出推动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

措施ꎮ

２ 综合评价指标的构建

经济发展质量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ꎬ本文借鉴

国内众多学者采用的构建综合评价指标的方式研

究区域经济发展质量ꎮ 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已有的

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ꎬ结合安徽省经济发展客观

情况及具体数据ꎬ从收入水平、稳定性水平、产出效

率水平、经济结构水平、创新水平、绿色发展水平 ６
个方面比较全面地选取了 ２１ 个指标构建了安徽省

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 １)ꎮ

３ 经济发展质量实证评价过程

３.１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数据主要来自 ２００７—２０１９ 年的«安
徽统计年鉴» [４]ꎬ部分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

资料汇编» [１６]ꎮ 多数指标可以直接从«安徽统计年

鉴»上找到ꎬ不能直接找到的指标通过«安徽统计年

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ꎮ 对于部分缺失数据ꎬ利
用 ＳＰＳＳ 线性插值法或根据其线性趋势进行了填

补ꎮ 在数据处理中ꎬ对逆向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ꎬ
同时采取正态标准化法对各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

处理ꎬ消除指标中的量纲效应ꎮ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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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实证步骤和计算结果

运用 ＳＰＳＳ２３.０ 对 ２１ 项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ꎬ
结果如表 ２ 所示ꎮ
３.２.１ 方差贡献率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提取ꎬ表 ２ 包含 ２１ 个变
量的初始特征值和方差贡献率ꎮ 第 １ 成分的初始特

表 １　 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公式

收入水平

人均 ＧＤＰ(Ｘ１) ＧＤＰ /人口数

居民年底储蓄余额(Ｘ２)

人均社保和就业投入(Ｘ３) 社保和就业财政支
出 /人口数

人均医疗卫生投入(Ｘ４) 医疗卫生财政支出 /
人口数

人均环境保护投入(Ｘ５) 环境保护财政支出 /
人口数

城乡人均收入比(Ｘ６)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
入 /农村人均纯收入

恩格尔系数(Ｘ７) 食 品 支 出 /消 费 性
支出

稳定性
水平

ＧＤＰ 波动率(Ｘ８) 当年 ＧＤＰ 增长率 /上
年 ＧＤＰ 增长率－１

失业率(Ｘ９)
通货膨胀率(Ｘ１０) ＣＰＩ

产出效率
水平

ＧＤＰ 增长率(Ｘ１１) 当年 ＧＤＰ /上年 ＧＤＰ－１
劳动产出率(Ｘ１２) ＧＤＰ /就业人口数

能源利用率(Ｘ１３) ＧＤＰ /资源消耗量

经济结构
水平

第三 产 业 增 加 值 比 重
(Ｘ１４) 第三产业增加值 / ＧＤＰ

城镇化水平(Ｘ１５) 城镇居民人口数 /总
人口数

创新水平

Ｒ＆Ｄ 投入占 ＧＤＰ 比例
(Ｘ１６) Ｒ＆Ｄ 经费 / ＧＤＰ

人均教育投入(Ｘ１７) 教 育 财 政 支 出 /人
口数

绿色发展
水平

人均 工 业 废 气 排 放 量
(Ｘ１８)

工业废气排放量 /人
口数

人均工业固体废物排放
量(Ｘ１９)

工业 固 体 废 物 排 放
量 /人口数

人均废水排放量(Ｘ２０) 工业废水排放量 /人
口数

森林覆盖率(Ｘ２１)

征值为 １５.７７７ꎬ远大于 １ꎻ第 ２ 成分和第 ３ 成分初始
特征值分别为 ２.１１４ 和 １.３９５ꎬ大于 １ꎻ从第 ４ 成分开

始ꎬ其初始特征值均小于 １ꎬ因此选择 ３ 个公共因子
可以得到 ９１.８３９％的累计方差贡献率ꎬ即 ３ 个公共

因子可以解释超过 ９１％ 的总方差ꎬ结果具有代

表性ꎮ

３.２.２ 成分矩阵分析

进一步对提取的 ３ 个主成分进行分析ꎬ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２　 总方差解释

成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分 总计 方差 / ％ 累积 / ％ 总计 方差 / ％累积 / ％
１ １５.７７７ ７５.１２９ ７５.１２９ １５.７７７ ７５.１２９ ７５.１２９
２ ２.１１４ １０.０６７ ８５.１９６ ２.１１４ １０.０６７ ８５.１９６
３ １.３９５ ６.６４３ ９１.８３９ １.３９５ ６.６４３ ９１.８３９
４ ０.８８５ ４.２１２ ９６.０５１
５ ０.３８７ １.８４４ ９７.８９５
６ ０.１６９ ０.８０５ ９８.７００
７ ０.１５０ ０.７１３ ９９.４１３
８ ０.０６１ ０.２９１ ９９.７０４
９ ０.０２８ ０.１３１ ９９.８３５
１０ ０.０１９ ０.０９１ ９９.９２６
１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５５ ９９.９８１
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９ １００
１３ ６.３４Ｅ－１６ ３.０２Ｅ－１５ １００
１４ ５.７０Ｅ－１６ ２.７２Ｅ－１５ １００
１５ ２.５２Ｅ－１６ １.２０Ｅ－１５ １００
１６ １.３０Ｅ－１６ ６.１８Ｅ－１６ １００
１７ １.４２Ｅ－１７ ６.７６Ｅ－１７ １００
１８ －２.１７Ｅ－１６－１.０３Ｅ－１５ １００
１９ －２.６９Ｅ－１６－１.２８Ｅ－１５ １００
２０ －３.９１Ｅ－１６－１.８６Ｅ－１５ １００
２１ －４.２１Ｅ－１６－２.００Ｅ－１５ １００

表 ３　 成分矩阵

成分 １ 成分 ２ 成分 ３
Ｘ１ ０.９９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４
Ｘ４ ０.９９６ －０.０３８ ０.０４２
Ｘ１２ ０.９９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７４
Ｘ１５ ０.９９３ －０.０６６ ０.０６５
Ｘ２ ０.９９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４６
Ｘ１７ ０.９９１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
Ｘ３ ０.９８９ ０.００２ ０.０８９
Ｘ１６ ０.９７７ －０.１３５ ０.０２５
Ｘ９ ０.９６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３
Ｘ５ ０.９６３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７
Ｘ６ ０.９６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２
Ｘ２１ ０.９５０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３
Ｘ７ ０.９４６ ０.０２０ ０.１５１
Ｘ１３ －０.９３３ －０.１０５ ０.１３
Ｘ１９ －０.８１２ ０.３６１ ０.０１９
Ｘ２０ ０.８０８ ０.１０７ ０.１１２
Ｘ１８ －０.７９９ ０.２３７ －０.０４５
Ｘ１４ ０.２３８ ０.７５７ ０.５６１
Ｘ８ ０.３０２ ０.６９９ －０.５６１
Ｘ１０ ０.４６１ ０.６９５ －０.５３１
Ｘ１１ －０.４０４ ０.５６８ ０.６２７

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法ꎬ提取了 ３ 个成分ꎮ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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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３ 可以发现ꎬ成分 １ 与变量 Ｘ１、Ｘ２、Ｘ３、
Ｘ４、Ｘ５、Ｘ６、Ｘ７、Ｘ９、Ｘ１２、Ｘ１３、Ｘ１５、Ｘ１６、Ｘ１７、Ｘ１８、
Ｘ１９、Ｘ２０ 相关性较强ꎮ 这些变量与收入水平、产出

效率、创新水平等指标相关ꎬ因此将成分 １ 命名为

“经济发展规模与创新驱动质量”ꎻ成分 ２ 与变量

Ｘ８、Ｘ１０、Ｘ１４ 相关性强ꎬ这 ３ 个变量与通货膨胀和

经济增长波动相关ꎬ因此将主成分 ２ 命名为“经济

发展稳定性质量”ꎻ成分 ３ 与变量 Ｘ１１ 相关性强ꎬ该
指标代表 ＧＤＰ 增长率ꎬ因此将主成分 ３ 命名为“经
济增长速度质量”ꎮ
３.２.３ 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模型

由表 ４ 的成分得分系数矩阵ꎬ本文将提取的 ３
个主成分表达为 ２１ 项指标的线性组合用 Ｆ１、Ｆ２、Ｆ３

分别代表提取的 ３ 个主成分ꎬ参考主成分分析法的

原理[１７]ꎬ得到如下计算公式:
Ｆ１ ＝ ０.０６３×ＺＸ１＋０.０６３×ＺＸ２＋０.０６３×ＺＸ３＋０.０６３

×ＺＸ４＋０.０６１×ＺＸ５＋０.０６１×ＺＸ６＋０.０６０×ＺＸ７＋０.０１９×
ＺＸ８＋０.０６１×ＺＸ９＋０.０２９×ＺＸ１０－０.０２６×ＺＸ１１＋０.０６３×
ＺＸ１２－０.０５９×ＺＸ１３＋０.０１５×ＺＸ１４＋０.０６３×ＺＸ１５＋０.
０６２×ＺＸ１６＋０.０６３×ＺＸ１７＋０.０６０×ＺＸ１８－０.０５１×ＺＸ１９＋
０.０５１×ＺＸ２０－０.０５１×ＺＸ２１ꎬ (１)

Ｆ２＝ －０.００５×ＺＸ１＋０.００８×ＺＸ２＋０.００１×ＺＸ３－０.
０１８×ＺＸ４－０.０３２×ＺＸ５－０.００１×ＺＸ６＋０.０９×ＺＸ７＋０.３３×
ＺＸ８＋０.０５×ＺＸ９＋０.３２９×ＺＸ１０＋０.２６９×ＺＸ１１＋０.０１３×
ＺＸ１２－０.０５×ＺＸ１３＋０.３５８×ＺＸ１４－０.０３１×ＺＸ１５－０.０６４
×ＺＸ１６－０.０１×ＺＸ１７＋０.０４０×ＺＸ１８＋０.１１２×ＺＸ１９＋０.
０５１×ＺＸ２０＋０.１７１×ＺＸ２１ꎬ (２)

Ｆ３＝ ０.０１７×ＺＸ１＋０.０３３×ＺＸ２＋０.０６４×ＺＸ３＋０.０３×
ＺＸ４＋０.０４８×ＺＸ５－０.０９×ＺＸ６＋０.１０８×ＺＸ７－０.４０２×ＺＸ８
＋０.０３８ ×ＺＸ９ － ０. ３８１ ×ＺＸ１０ ＋ ０. ４４９ ×ＺＸ１１ ＋ ０. ０５３ ×
ＺＸ１２＋０.０９３×ＺＸ１３＋０.４０２×ＺＸ１４＋０.０４７×ＺＸ１５＋０.
０１８×ＺＸ１６＋０.０３×ＺＸ１７－０.０５３×ＺＸ１８－０.０３２×ＺＸ１９＋
０.０８１×ＺＸ２０＋０.０１４×ＺＸ２１ꎮ (３)

通过因子加权法计算综合总分ꎬ以各主成分的

方差、贡献率分别为各主成分的权重ꎬ构造综合评

价模型 Ｆꎬ计算过程如下:
Ｆ１ 权重＝ ７５.１２９％ / ９１.８３９％ ＝ ０.８１８ꎬ
Ｆ２ 权重＝ １０.０６７％ / ９１.８３９％ ＝ ０.１１０ꎬ
Ｆ３ 权重＝ ６.６４３％ / ９１.８３９％ ＝ ０.０７２ꎮ
最终ꎬ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模型可以表

达为

Ｆ＝ ０.８１８×Ｆ１＋０.１１０×Ｆ２＋０.０７２×Ｆ３ (４)
３.３ 综合评分计算与分析

将安徽省各年各项指标的标准化值代入上述

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模型(式(４))中计算得

分ꎬ并进行排序整理ꎬ如表 ５ 所示ꎮ
表 ４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成分 １ 成分 ２ 成分 ３
Ｘ１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７
Ｘ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３
Ｘ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４
Ｘ４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８ ０.０３
Ｘ５ ０.０６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８
Ｘ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９
Ｘ７ ０.０６０ ０.００９ ０.１０８
Ｘ８ ０.０１９ ０.３３０ －０.４０２
Ｘ９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８
Ｘ１０ ０.０２９ ０.３２９ －０.３８１
Ｘ１１ －０.０２６ ０.２６９ ０.４４９
Ｘ１２ ０.０６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５３
Ｘ１３ －０.０５９ －０.０５ ０.０９３
Ｘ１４ ０.０１５ ０.３５８ ０.４０２
Ｘ１５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７
Ｘ１６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４ ０.０１８
Ｘ１７ ０.０６３ －０.０１ ０.００３
Ｘ１８ ０.０６０ ０.０４０ －０.０５３
Ｘ１９ －０.０５１ ０.１１２ －０.０３２
Ｘ２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５１ ０.０８１
Ｘ２１ －０.０５１ ０.１７１ ０.０１４

表 ５　 安徽省历年主成分得分及排序

年份
Ｆ１

得分
Ｆ１

排名
Ｆ２

得分
Ｆ２

排名
Ｆ３

得分
Ｆ３

排名
Ｆ

总分
Ｆ 总分
排名

２００６ －１.４２ １３ １.１９ ２ －１.０５ １２ －１.１１ １３
２００７ －１.２８ １２ １.８２ １ １.８１ １ －０.７２ １０
２００８ －１.００ １１ －０.９７ １２ －１.７４ １３ －１.０５ １２
２００９ －０.９７ １０ －２.４２ １３ １.７６ ２ －０.９３ １１
２０１０ －０.５２ ９ ０.１８ ５ －０.２０ ７ －０.４２ ９
２０１１ －０.２４ ８ ０.０７ ８ ０.２５ ５ －０.１７ ８
２０１２ ０.０３ ７ －０.３１ １１ －０.５６ １０ －０.０５ ７
２０１３ ０.２１ ６ －０.１８ ９ －０.３３ ８ ０.１３ ６
２０１４ ０.５７ ５ －０.２１ １０ －０.６０ １１ ０.４０ ５
２０１５ ０.８０ ４ ０.１１ ７ －０.３８ ９ ０.６４ ４
２０１６ ０.９６ ３ ０.１８ ４ ０.１７ ６ ０.８２ ３
２０１７ １.３４ ２ ０.３９ ３ ０.２８ ４ １.１６ ２
２０１８ １.５３ １ ０.１４ ６ ０.６０ ３ １.３１ １

　 　 由表 ５ 可知ꎬＦ３ 列“经济增长速度质量”得分不
规律且分值变化较大ꎬ反映出安徽省经济增长速度
质量不高且持续性不强ꎮ 从图 １ 可以看出ꎬ对比 Ｆ３
列排名与 Ｆ 总分列“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折线趋
势能够发现ꎬ这 ２ 列在排名位次上完全不一致ꎬ表明
安徽省经济在发展速度和质量上出现了失衡的现
象ꎮ 且在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２０１４ 和 ２０１５ 年失衡现象非常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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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ꎮ 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和 ２０１８ 年该失衡现象得到了

缓解ꎬ从图 １ 能够看出这种失衡现象在上述 ３ ａ 有

趋缓的现象ꎮ

图 １　 成分得分比较

Ｆ２ 列代表“安徽省经济发展稳定性质量” 得

分ꎮ 从表 ５ 和图 １ 能够发现该项得分在 ２００７ 和

２００９ 年波动剧烈ꎬ偏离情况非常严重ꎬ表明安徽省

经济发展在该阶段稳定性非常差ꎮ 虽然近 １０ ａ 该

波动趋势趋缓ꎬ但图 １ 中发现经济发展依然呈现出

波动状态ꎬ经济发展稳定性质量有待提高ꎮ
从成分 Ｆ１“经济发展规模与创新驱动质量”得

分中发现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安徽省经济规模不断扩大ꎬ
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持续扩大ꎬ年均 ＧＤＰ 增长率超

过 １３％ꎮ 但也能发现安徽省 ＧＤＰ 增长率在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 年呈现出波动现象ꎬ增长率时小时大ꎬ没有规

律ꎬ说明安徽省的经济增长持续能力差ꎬ经济持续

增长驱动质量不稳定ꎮ

４ 结论和建议

４.１ 研究结论

本文以省域经济发展视角构建经济高质量发

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安徽省经济发展质量进行

综合研究和评价ꎬ主要结论如下ꎮ
１)从时间上来看ꎬ２００６—２０１８ 年安徽省经济高

质量发展水平综合得分总体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

势ꎬ由 ２００６ 年的－１.１１ 上升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３１ꎬ由负

值上升为正值ꎮ 但分值并不大ꎬ说明增长速度比较

平缓ꎮ 从趋势上看ꎬ最近 １０ ａ 该综合得分逐年变

大ꎬ说明该阶段安徽省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质量ꎬ经
济发展状态正逐步呈现出高质量发展趋势ꎮ

２)通过对安徽省经济增长速度质量得分与经

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的对比发现ꎬ安徽省经

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质量出现了失衡的现象ꎮ
２０１４ 和 ２０１５ 年安徽省 ＧＤＰ 增速分别降低了 ０.９ 和

０.６ 个百分点ꎮ 主要原因是安徽省政府主动下调

ＧＤＰ 增幅目标ꎬ政府将经济发展重心从数量增长转

移到高质量增长上来ꎬ努力调整经济结构ꎬ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ꎮ
３)通过对“经济发展规模与创新驱动质量”得

分分析发现ꎬ安徽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质量

有不稳定的现象ꎮ 原因可以诊断为安徽经济发展

“换挡期”通货膨胀水平波动上升、第三产业占比增

长缓慢、科技创新投入和人均教育投入增长缓慢、
城乡收入差距加剧以及能源利用率下降ꎬ制约了安

徽省经济平稳、高速、高质量发展ꎮ
４.２ 政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ꎬ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进一

步推动安徽省经济高质量发展ꎮ
１)注重优化经济结构调整ꎮ 安徽省经济发展

“换挡期”应进一步注重产业结构优化调整ꎬ鼓励支

持第三产业发展ꎬ激发第三产业发展新潜能ꎮ 在制

度建设和保障服务上ꎬ政府应继续为第三产业发展

保驾护航ꎬ鼓励新产品、新服务、新行业的发展ꎬ满
足市场日益增长的新需求ꎮ

２)注重创新和教育投资巩固创新驱动力ꎮ 依

靠科技进步ꎬ不断激发新的创新驱动点ꎬ推动经济

持续高质量发展ꎮ 城市发展牢记以科技为基调ꎬ以
科技创新为导向ꎬ以科技发展为城市灵魂的发展理

念ꎬ鼓励企业加大创新研发ꎬ继续支持“校企合作”ꎬ
协同发展ꎬ持续推动“产学研”结合ꎬ加速科技进步

与经济发展的融合力度ꎮ 加大教育投入ꎬ继续加强

职业教育培训ꎬ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及时调整职业教

育培训方向ꎬ以市场竞争为基础鼓励人才合理流

动ꎬ促进劳动力结构合理、调整适当ꎬ变安徽省“人
口红利”优势为“人力资本优势”ꎮ

３)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保持经济增长稳定性ꎮ
经济增长稳定性对安徽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比

较大ꎮ 政府应继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ꎬ在发挥市场

资源分配优势的同时积极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能力ꎬ
稳定物价水平价、合理调节通货膨胀水平、注重改

善民生、提高就业率ꎬ进而减少经济增长的波动ꎬ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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