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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与高质量发展
张春红

（天津天狮学院商学院，天津 301700）
摘 要：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作

为高质量发展的奠基石，发挥着越来重要的作用。本文详细阐述了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衡量指标及提升路径，并分析了经济增长质量和

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夯实了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地位，为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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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和衡量指标
1.1 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
“经济增长质量”由卡马耶夫（1983）率先提出，国内外学者对经

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经济增长效率

视角，倾向于认同经济增长质量是一种依赖技术进步、资源配置效

率以及要素利用效率提高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

产率实现；另一类是从对经济增长品质优劣的规范价值判断视角，

认为经济增长质量是对经济增长优劣、好坏的判断，内涵非常广泛，

涉及到经济、社会、环境、社会福利、人民幸福等等，不仅包括经济增

长稳定性、协调性、持续性、创新性，还包括受教育水平、预期寿命、

健康状况、法律与秩序的发展程度等方面。

1.2 经济增长质量的衡量指标
如何有效地测度区域经济增长的质量？目前，主要有两个视角：

一是效率测度视角，如郑玉歆（2007）使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度衡量经济增长质量。武义青（2018）等使用绿色全要素生产
率作为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度量指标；二是指标体系评价视角，

如随洪光等（2014）从增长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三个方面来衡量
经济增长质量；魏敏等（2018）从动力机制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开放
稳定共享、生态环境和谐和人民生活幸福评价经济增长质量。

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不管是单一效率测度指标还是综

合评价指标，各有利弊。

2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途径
关于如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2.1 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
也就是经济增长应由要素驱动型向效率驱动型的转变。要素驱

动型是指经济增长通过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实现，而效率驱动型

是指经济增长通过改革创新，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

现。这两种增长动力从根本上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卡马耶夫

（1983）正式提出经济增长质量时就肯定了效率是经济增长质量的
核心。任保平等（2015）也认可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促进经济
增长质量，具体路径可通过创新调整产业结构、改善生态环境、促进

全要素生产率，增强经济增长动力。目前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是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关键。鉴于中国目前的环境

约束和中高速经济增长的现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应提升区

域创新能力，统筹要素间协调发展，发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质增

效的作用。

2.2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种提法是经济增长应由数量型增长方式向质量型增长方式

的转变。所谓数量型增长方式是以经济增长数量为首要目标的经济

增长方式，片面追求 GDP总量及增速，忽视环境污染严重、能源消
耗高、资源利用率低、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而所谓质量型增长方

式，则强调要改变这些弊端，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及其贡献，关

注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方面。赵英才（2006）指出我国经济高速增
长是以数量扩张为主的低质量增长。茹少峰（2014）也发现中国经济
增长存在数量和质量不同步现象。可见，中国经济增长距离高质量

增长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提高经济增长质量亟待解决，低速的高质

量增长比高速的低质量增长更适合我国经济增长的需要。

另一种提法是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所

谓粗放型增长，其主要表现是高投入原低产出，为了追求产量、产值
等，不惜以生产要素低效率为代价，是低质量的增长，是短期经济行

为的重要表现。所谓集约型增长，其主要表现是低投入原高产出，通
过提高生产要素利用率，降低单位产出的要素投入量获得经济增

长，是有质量的增长，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增长的重要途径。可以看

出，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两种说法，其实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提

高经济增长质量。

2.3 经济增长考核指标的转变
也就是要改变以经济增长率为核心的政绩考核指标，因为它已

经造成过分倚重低效率投资的增长状态，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

质量；相反，应将失业率、资源利用效率、环境污染、生态保护、人均

收入水平、科技创新成果和专利申请数量等指标以合理、可行的形

式纳入经济增长考核体系，以绿色 GDP进行经济增长考核更符合
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3 区域经济增长质量和高质量发展的关系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转折点是党的十九大

的召开。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

展的阶段，必须优化供给侧改革、加强创新、振兴乡村、协调发展、完

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改革开放，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那

么，在强调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我们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意义

何在？显然，这有赖于明确两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经济增长质

量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既存在区别又息息相关。

首先，经济增长质量不等同于经济发展质量。因为经济发展本

身就具有较经济增长更丰富的内涵，这已经是广大发展经济学家的

共识。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较长的时间段内人均收入或

产出的增加；而经济发展反映的是社会总体发展水平，是指一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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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或地区人均福利的增长过程，它不但包括财富量的增加，而且还

包括经济、社会体制的创新，生产效率、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质的变

化。所以，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较经济增长质量更丰富。

其次，经济增长质量与经济发展质量也有紧密的联系。因为，尽

管经济发展是最终目的，但是其基础是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经济增

长，那么很难有经济发展。相应地，如果没有经济增长质量的保证，

也是不可能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的。

所以，从二者的辩证关系来看，我们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

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必须要有经

济增长质量的不断提高。

此外，联系中国当前实际，我们认为持续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

质量也是十分必要的，体现在：第一，虽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但是在人均 GDP方面与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差距，这就需
要继续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应该是具有较高质量和效益

的经济增长；第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仍然需要提高，而生

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是建立在产品种类的极大丰富和产品质量的

高品质基础上的，只有进一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才能从根本上为

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提供物质保证；第三，目前中国处在城

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较高

的经济增长质量，也很难解决失业问题、社会保障以及环境污染等

社会问题，也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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