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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文化六个维度出发构建福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

值法测算福建高质量发展指数，并利用方差分解法从结构视角考察福建高质量发展纵向差异的结构来源。研究发

现: 福建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持续向好，经济发展、城乡建设、生态环境、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文化建设六个领

域的发展水平呈现显著上升趋势，但 2016 年后改革开放水平出现明显波动; 六个领域的差异对推动福建高质量发

展水平均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各领域间的贡献率相差较大，协调发展差异、居住情况差异、就业情况差异呈现负贡

献率，对城乡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产生了较大负面效应。福建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应增强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

加大对区域协调、城乡协调和人才吸引力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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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重大判断，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

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同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要支持东部地区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东部地区各

省 ( 市) 在高质量发展上各有优势，省际间发展不

平衡是当前东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福建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又具备自贸

试验区、国家级新区、经济特区等区位优势，但其

发展水平却处于东部地区的中下游［1］53。在此背景

下，通过定量测度福建高质量发展进程，监测其动

态变化，探究福建高质量发展纵向差异的结构来源，

揭示发展中的长处与短板，以期为推动福建乃至东

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一、文献综述

国外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的研究有经济增

长质量与数量学说、可持续增长理论、包容性增长

理论等，其中，包容性增长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得到

广泛支持。以党的十九大为分界点，十九大前国内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可持续发展、经

济增长质量和绿色 GDP 三大类; 十九大后，国内学

者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及内涵解读、发展路径以

及发展测度进行了广泛研究。通过解读高质量发展

的基本特征和支撑要素，刘志彪［2］认为从高速发展

到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多维复合的评价体系，是系

统中多因素共同作用、相互推动的结果。关于高质

量发展测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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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测算两方面。徐瑞慧［3］从经济增长的基本面、社

会发展、环境保护三个维度构建中国高质量发展指

标体系，测度了 1980－2017 年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

实证结果从数量上支持了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的论断; 黄敏［4］等认为新时期发展质量高低的

判断标准是人民对发展成果的 “共享”，通过构建

“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对 2017 年

中国大陆 31 个省市进行测度，发现中国区域的发展

质量仍然主要依靠经济发展速度拉动; 李金昌［5］等

从社会主要矛盾入手，构建了包含经济活力、创新

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五个部分的

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认为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

是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苏永伟［6］等基于

《成都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和权

数构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中国大陆 31

个省市进行测度，结果显示全国各地区高质量发展

的实现程度总体上均不高; 魏修建［7］等基于五大发

展理念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综

合评价法分析中国各省市进入新时代以来发展的长

处和短板，指出实现高质量发展须先明确指标体系;

徐银良［8］等构建了包含经济、创新、协调、绿色、

共享和保障六个方面的区域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对山东省各市进行评

价，并对市域间的发展差异做了横向对比，在差异

分析中，将基于权重计算的指数差异作为区域发展

差异的来源。

现有关于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研究都离

不开解决发展动力、发展不平衡、人与自然和谐、

内外联动以及社会公平正义这五个问题，而新发展

理念正是解决这五个问题的战略指引，对于推动高

质量发展具有引领性作用。现有关于高质量发展的

研究比较丰富，提供了很多研究思路和方法，但仍

需要拓展。首先，在评价指标的设定中，缺乏对制

造业及文化发展的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是

一国之本，是我国迈向制造业强国的根本保障; 而

文化软实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区域保持

持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其次，指标体系在运用上

未考虑区域特色，不利于准确反映地域长处和短板。

指标应具有针对性，依据各区域实情设定。最后，

在高质量发展差异的结构分析上，仅以权重说明各

领域的作用。但权重仅代表各领域在计算指数得分

时所占的份额，不能完全代表各领域变动对高质量

发展纵向差异的贡献度。为此，本文从经济发展、
城乡建设、生态环境、改革开放、人民生活和文化

建设六个领域入手构建福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在构建一二级指标时设定反映文化发展和制造

业变化的指标，凸显对其的重视; 在选取具体指标

时考虑福建省实际，较好地反映省情。同时，运用

方差分解法对高质量发展的纵向差异进行结构分解，

将福建高质量发展差异分解为经济发展差异、城乡

建设差异、生态环境差异、改革开放差异、人民生

活差异和文化建设差异，在此基础上对六个领域进

行再分解，以揭示福建在发展中的长处和短板。
二、方法和数据

( 一) 福建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测算: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适用于多指标综合评价的客观赋

值方法，能够充分考虑各指标提供的数值信息，计

算出客观的指标相对权重，使评价的结果更加准确

合理［9］。与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等其他赋值方法

相比，熵值法能够克服异常值干扰带来的影响，在

社会经济领域的指标综合评价中被广泛应用。参考

陈明华［10］等的研究，运用熵值法测算福建高质量发

展水平及其分项指标经济发展、城乡建设、生态环

境、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文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指数。高质量发展指数越接近 1，高质量发展水平

越高; 反之，高质量发展指数越接近 0，则高质量

发展水平越低。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依据指标数

值影响划分正向、逆向指标，根据式 ( 1) 分别对

正、逆 指 标 进 行 标 准 化 处 理; 其 次，根 据 式 ( 2)

( 3) 计算各指标信息熵及权重; 最后，根据式 ( 4)

将标准化后的指标数值 X'ij加权计算得到高质量发展

指数。

正向指标: X'ij =
Xij－Xj( min)

Xj( max) －Xj( min)

;

逆向指标: X'ij =
Xj( max) －Xij

Xj( max) －Xj( min)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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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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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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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

j
wjX' ij ( 4)

式中，X'ij 表示标准化后的指标数值; Xj( min)、
Xj( max) 表示第 j 项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ej表示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wj表示第 j 指标的权重; I 表示福建

高质量发展水平及其分项指标的综合得分，即高质

量发展指数。
( 二) 福建高质量发展纵向差异的结构分解:

方差分解

在结构视角下，福建高质量发展指数 ( FHDI)
由经济发展指数 ( EDI) 、城乡建设指数 ( UCI) 、生

态环境指数 ( ESI) 、改革开放指数 ( ＲOI) 、人民生

活指数 ( CII) 和文化建设指数 ( CCI) 共同构成，

即 FHDI=EDI+UCI+ESI+ＲOI+CII+CCI。从新发展理

念出发，考虑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将文化发展

单独划分为一个基本维度，高质量发展的纵向差异

就来源于这六个基本维度，而方差分解法能够揭示

各维度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高质量发展水平

的变动。具体推导过程如下:

var( FHDI ) = cov ( FHDI，EDI +UCI + ESI + ＲOI +
CII+CCI ) = cov ( FHDI，EDI ) + cov ( FHDI，UCI ) +
cov( FHDI，ESI ) +cov( FHDI，ＲOI) +cov( FHDI，CII) +
cov( FHDI，CCI) ( 5)

两边同时除以 var( FHDI) 得:

1 = cov( FHDI，EDI)
var FHDI( )

+ cov( FHDI，UCI)
var FHDI( )

+

cov( FHDI，ESI)
var FHDI( )

+ cov( FHDI，ＲOI)
var( FHDI)

+

cov( FHDI，CII)
var( FHDI)

+cov( FHDI，CCI)
var( FHDI)

( 6)

其中，var 函数为方差，cov 函数为协方差。式

( 5) 将福建高质量发展纵向差异分解为经济发展差

异、城乡建设差异、生态环境差异、改革开放差异、
人民生活差异和文化建设差异; 式 ( 6) 衡量这六

方面发展差异对福建高质量发展纵向差异的贡献份

额，某一维度贡献份额越高，说明它对福建高质量

发展水平变动的作用就越大［11］。
( 三) 数据说明

通过从高质量发展角度测度 “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提出以来福建 的 综 合 发 展 水 平，运 用 2012 －
2018 年福建年度数据，构建福建高质量发展和六个

基本维度、及各维度下分项指标的指数。为了确保

数据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数据可获得性和口径一

致的基础上，指标数据的选择以政府统计数据为主，

均来自于 《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固定资产投

资统计年鉴》《福建统计年鉴》《福建国民经济与社

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福建省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三、福建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 一) 福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自高质量发展提出以来，江苏在全国率先以政

府文件 形 式 建 立 高 质 量 发 展 监 测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 《江苏高质 量 发 展 监 测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与 实 施 办

法》 ) ，为其他省份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效借

鉴，走在东部省份前列［1］62 ; 江苏和福建同为东南

沿海省份，其发展经验对福建更具参考性。借鉴江

苏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编制框架，在深刻学习高质

量发展和新发展理念内涵的基础上，基于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文化六个维度，从经济发

展、城乡建设、生态环境、改革开放、人民生活、

文化建设六个领域出发，构建了由 6 个一级指标、
24 个二级指标、61 个三级指标组成的福建高质量发

展评价指标体系 ( 见表 1) 。

一是经济发展领域，主要围绕创新发展理念，

着重体现发展的动力和效率，从经济效益、产业结

构、需求结构、创新驱动、人力资本等方面反映经

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二是城乡建设领域，主要围绕

协调发展理念，着重体现发展的均衡性，从城镇发

展、乡村振兴、城乡及区域协调等方面反映城乡高

质量发展水平; 三是生态环境领域，主要围绕绿色

发展理念，着重体现环境的可持续性，从生态绿化、

环境质量、废料排放、环境治理等方面反映绿色高

质量发展水平; 四是改革开放领域，主要围绕开放

发展理念，着重体现对外开放水平，从对外贸易、

利用外资、对外合作等方面反映开放高质量发展水

平; 五是人民生活领域，主要围绕共享发展理念，

着重体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情况，从居民收支、就

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居住等方面反映

人民生活高质量发展水平; 六是文化建设领域，主

要围绕培育文化软实力，从文化产业、文化消费、

文化基础投入等方面反映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

此外，在具体指标的选取上，考虑到指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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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福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Tab.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Fujian’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 指标方向

经济发展

经济效益

产业结构

需求结构

创新驱动

人力资本

人均 GDP /元 正向

能源产出率 /元 / t 正向

社会劳动生产率 /元 /人 正向

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正向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正向

居民消费率 /% 正向

制造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 正向

科技进步贡献率 /% 正向

Ｒ＆D 经费内部支出占 GDP 比率 /% 正向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个 /万人 正向

劳动力人口占比 /% 正向

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就业人员占比 /% 正向

城乡建设

城镇发展

乡村振兴

协调发展

旅客周转量 /亿人* km 正向

基础设施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 正向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m2 正向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占总产值比重 /% 正向

农村自来水普及率 /% 正向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区域人均 GDP 之比 ( 以沿海地区人均 GDP 为 1) /% 正向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 以城市人均收入为 1) /% 正向

生态环境

生态绿化

环境质量

废料排放

环境治理

森林覆盖率 /% 正向

绿化覆盖率 /% 正向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 /% 正向

河流水质Ⅲ类及以上占比 /% 正向

单位耕地面积化肥 ＆ 农药施用量 / t /hm 逆向

万元工业增加值固体废物产生量 / t /万元 逆向

万元 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 / t /万元 逆向

万元 GDP 工业废水排放量 / t /万元 逆向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正向

城市污水处理率 /% 正向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正向

改革开放

对外贸易

利用外资

对外合作

进出口总额 /万元 正向

进出口差额 /万元 正向

外商直接投资 /万美元 正向

实际利用外资 /万美元 正向

对外投资总额 /亿美元 正向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万元 正向

对外劳务合作 ( 劳务人员实际收入) /万元 正向

人民生活 居民收支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人均消费支出 /元 正向

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极差 /元 逆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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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指标 指标方向

人民生活

就业情况

教育情况

医疗卫生

社会保障

居住情况

城镇登记失业率 /% 逆向

劳动就业性别差异 /% 逆向

初中升学率 /% 正向

高中及以下阶段生师比 ( 以教师数量为 1) 逆向

普通高等学校生师比 ( 以教师数量为 1) 逆向

每千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千人 正向

每千人拥有医生数 /人 /千人 正向

养老保险参保率 /% 正向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 /% 正向

从业人员失业保险参保率 /% 正向

平均每人住房建筑面积 /m2 /人 正向

住房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比重 /% 逆向

文化建设

文化产业

文化消费

文化基础投入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正向

广播电视总收入 /亿元 正向

文化艺术团体演出收入 /千元 正向

图书、期刊出版数 /万份 正向

人均文化娱乐支出 /元 正向

文化娱乐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比重 /% 正向

文化及相关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 正向

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重 /% 正向

及福建省实情，例如: “营商环境便利指数”在计

算中主观性较强，直接使用二手数据无法保证数据

质量; 测度年限内福建省博物馆数、图书馆数、表

演场馆数基本保持不变，对综合评价影响甚微; 等

等。因此，未将此类指标纳入评价指标体系。

( 二) 福建高质量发展指数的测算

在构建福建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以政府统计数据为主收集和计算具体评价指标的数

据，运用熵值法测算出 2012－2018 年福建高质量发

展总指数及各级分类指标指数。其中，高质量发展

总指数、各一级指标指数和二级指标指数的取值范

围均在 0～1 之间。

从福建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来看，高质量发展

总指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 19. 87%，

在 2018 年达到最高得分 0. 74，表明福建高质量发展

总体水平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从六个领域来看，

经济发展、城乡建设、生态环境、改革开放、人民

生活和文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呈现明显上升

趋 势， 年 均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25. 72%、 12. 93%、

11. 73%、52. 74%、10. 64%和 30. 02%。其中，城乡

建设指数经过一段时间的稳定增长，在 2016 年后趋

于平稳且得分较高; 生态环境指数在 2016 年前上升

较快，之后趋于平稳且得分较高，福建生态环境已

发展到较高水平且一直居于全国前列; 改革开放指

数在 2016 年前增长较快，在 2016 年后出现明显波

动，其变动与 2016 年国际贸易摩擦导致的不利影响

相符; 文化建设指数在 2015 年之前变动较小，2015

年后增速较快且在 2018 年达到最高得分，表明福建

省在贯彻文化强国战略上成效显著。总体上看，福

建高质量发展在各领域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与此同

时，应对国际贸易挑战、进一步扩大开放水平将是

推动高质量发展所要面临的严峻挑战。

图 1 反映了 2012－2018 年福建六个领域各分项

指标的相对发展指数及演变态势。从经济发展领域

来看，经济效益指数增长稳定且增速较快，产业结

构指数和人力资本指数呈缓慢上升趋势，需求结构

指数波动较大，创新驱动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且增

速较快，表明福建在提升经济效益、提高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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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成效显著，但仍应重视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

增强人才吸引力; 从城乡建设领域来看，城镇发展

指数呈明显上升趋势，乡村振兴指数经过一段时间

稳定增长后在 2016 年后出现明显波动，协调发展指

数呈下降趋势并在 2016 年后呈现较低得分，表明福

建在推动城镇发展和乡村振兴上成效较好，但仍需

加强对区域和城乡协调的重视; 从生态环境领域来

看，生态绿化指数、环境质量指数和环境治理指数

波动较小，且测度期间基本处于中高得分，废料排

放指数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且增速较快，表明福建生

态环境水平总体较好，在推动废料减排上成效显著;

从改革开放领域来看，福建在开放发展中成效较好，

对外贸易指数、利用外资指数和对外合作指数增长

明显，但在 2016 年后均出现波动，反映了国际贸易

摩擦对福建的开放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 从人民生

活领域来看，居民收支指数、教育情况指数、医疗

卫生指数和社会保障指数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就

业情况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居住情况指数自 2013

年后均得分较低，表明福建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

医疗服务水平、促进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发展趋势

良好，但在扩大就业面、促进就业公平和稳定房价

方面仍有待提升; 从文化建设领域来看，文化产业

指数和文化基础投入指数增长明显，文化消费指数

呈轻微波动且总体得分较低，表明福建在加大文化

投入及发展文化事业方面有明显增长，但还需加强

发挥文化消费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图 1 福建六个领域各分项指标的发展演变态势

Fig. 1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ach sub－indicator in the six fields of 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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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福建高质量发展纵向差异的结构分解

指数得分反映了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变动，体现

了发展的纵向差异，却无法体现各领域对高质量发

展纵向差异的贡献度。因此，从结构视角出发，基

于 2012－2018 年各级福建高质量发展指数，利用方

差分解法考察福建及其六个领域发展纵向差异的结

构来源，测算出各结构对福建高质量发展总体差异

及其六个领域发展差异的贡献率。在对福建及其六

个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结构分解时，以熵值

法测算的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的指数得分为数据基

础，避免了各分向量之间数据的重复。
( 一) 福建高质量发展总体差异的结构来源

从总体差异的结构分解看，测度期内各领域发

展差异均占有一定比例，对福建高质量发展纵向差

异的贡献率在 7%～27%之间，各领域间贡献率相差

较大。经济发展差异和文化建设差异对福建高质量

发展差异的贡献相对较大，贡献率分别为 26. 51%和

23. 93%; 其次是改革开放差异和人民生活差异，贡

献率分别为 18. 42%和 14. 67%; 生态环境差异和城

乡建设差异的贡献相对较小，贡献率分别为 8. 96%

和 7. 51%。虽然生态环境差异的贡献较小，但生态

环境指数普遍处于中高得分，表明在测度期内福建

的生态环境水平有了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文化

建设和改革开放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人民生活和城乡建设的贡献率相对靠后且低于平均

水平，因此，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需加强对民

生和协调发展的重视。
( 二) 福建六个领域发展差异的结构来源

图 2 显示了 2012－2018 年福建六个领域发展差

异的结构分解结果。从经济发展领域来看，创新驱

图 2 福建六个领域发展差异的结构来源

Fig. 2 The structural source of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in the six areas of 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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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差异和经济效益差异是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结构

来源，其贡献率分别是 39. 11%和 33. 88%; 产业结

构差异、需求结构差异和人力资本差异的贡献率相

对较小。从城乡建设领域来看，城镇发展差异是城

乡建设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其贡献率为 114. 74%;

其次为乡村振兴差异; 协调发展差异呈现较高的负

贡献率。从生态环境领域来看，废料排放差异是生

态环境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其贡献率为 100. 85%;

生态绿化差异和环境治理差异的贡献率较小; 环境

质量差异呈现较小的负贡献率。从改革开放领域来

看，对外合作差异是改革开放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

其贡献率为 55. 97%; 利用外资差异和对外贸易差异

的贡献率相对较小。从人民生活领域来看，教育情

况差异、居民收入差异、社会保障差异和医疗卫生差

异均有一定占比，贡献率分别为 38. 26%、35. 42%、

33. 60%和 24. 54%; 居住情况差异和就业情况差异呈

现一定的负贡献率。从文化建设领域来看，文化产

业差异是文化建设差异的主要结构来源，其贡献率

为 75. 12%; 其次为文化基础投入差异; 文化消费差

异的贡献率较小。测度期内福建六个领域的高质量

发展指数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表明福建在创新能

力、经济效益、城镇发展、乡村振兴、废料减排、

对外合作、居民教育、居民收入、社会保障、医疗

卫生和文化产业等方面有了显著进展; 与此同时，

还应加强对产业转型升级、刺激需求、人才吸引、

区域及城乡协调发展、扩大对外贸易、稳定住房价

格、就业公平和促进文化消费等方面的重视。

五、结论与建议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 202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今后一段时期的重点工

作。通过测度 2012－2018 年福建高质量发展水平，

探究其各结构对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率，主要研究结

论如下: 第一，福建高质量发展总体水平及经济发

展、城乡建设、生态环境、改革开放、人民生活和

文化发展六个领域的发展水平明显上升，但改革开

放水平在 2016 年后出现波动; 第二，除需求结构、

协调发展、就业情况、居住情况和文化消费总体得

分相对较低外，其余分项指标发展状况总体上均处

于中高水平; 第三，从结构视角看，经济发展差异、

城乡建设差异、生态环境差异、改革开放差异、人

民生活差异和文化发展差异对福建高质量发展的纵

向差异均有一定贡献，但各领域间的贡献率相差较

大，经济发展差异和文化发展差异是其纵向差异的

主要结构来源; 第四，从福建六个领域发展差异的

结构来源看，各结构对高质量发展大多起到了促进

作用，但协调发展、居住情况和就业情况对福建高

质量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效应。

福建在发展态势总体向好的同时，仍需加强对

发展短板的重视，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推动更高

水平的发展。第一，深化跨区域合作，增强国际风

险应对能力。发挥福建锂电新能源、高端装备、电

路和光电等产业优势，深化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工

业高度发达区域的合作，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建立

高端产业集群，积极融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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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扩大开放

的同时利用好国内市场，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的良性循环，增强应对国际风险的能力。第二，完

善公共基础设施，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一方

面，加强非沿海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非

沿海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沿海和非沿海地区之

间的要素流动，在市域间形成产业合理布局、分工

协作、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另一方面，推动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建立防止返贫长效机制，

通过推动乡村旅游、延伸农产品产业链、依托电商

平台和物流企业拓展农产品销路等方式，促进农民

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第

三，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营造良好的人才生态环

境。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制定更具吸引力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政策，鼓励企业

引进高新技术人才，在待遇和发展环境上增强人才

吸引力; 发挥国家 “双创”基地的带动作用，打造

创新人才集聚中心，提升地区整体人才吸引力。第

四，建立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完善高质

量发展考核机制。福建省委省政府应在考核政策上

加强对高质量发展的重视，发挥发改委和统计局的

牵头作用，在征求有关领域专家意见、问计于民的

基础上，以政府文件形式制定体现省情、对标国家

的监测评价指标体系; 同时将高质量发展纳入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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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体制，发挥监测考核指标体系的 “方向

标”作用，在考核机制上形成高质量发展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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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jian’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easurement and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Based on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ZHANG Fudonga，c ，YANG Siyina，c ，ZHANG Ｒuichenb

( a. School of Computer and Information; b. School of Management; c. Key Laboratory of

Ecology and Ｒesource Statistics in Fujian Province，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Fuzhou 35000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Fujian’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rom the six dimensions
of innovation，coordination，greenness，openness，sharing and culture，measures Fujian’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dex based on the entropy method，and uses the variance decomposition method to examine structural source of the
longitudinal difference of Fujian’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Fujian continues to improve，and the development levels in the six
area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ecological environment，reform and opening up，

people＇s life，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show a significant upward trend，but the level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fter
2016 has become apparent fluctuat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ix areas have played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level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Fujian，but the contribution rates of each area are quite different. Differences in housing
conditions and in employment conditions present a negative contribution rate，which has a relatively large negative
effect on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and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In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Fujian
should strengthen its ability to deal with international risks，and increase its emphasis on regional coordination，urban
－rural coordination and talent attraction.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ource of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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