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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重大研究任务。清华大学中国平

衡发展指数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对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程度进行评价，对平衡发展的进程进行监测。 

研究结果显示，2011-2017 年我国平衡指数持续上升，年均增长率为 3.72%，平衡发

展稳中向好。地区发展平衡程度小幅上升，城乡发展平衡程度显著改善。与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相比，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问题有：资本产出率持续下降，

投资效率地区差异显著；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等。 

一、中国平衡发展指数编制的技术路线 

研究团队深入学习和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十九大报告关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的内涵，系统梳理与研究指数理论方法，借鉴联

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美好生活指数

等相关指数编制经验；深入贵州、广东、上海、江苏、四

川、陕西等六省市开展实地调研并举办了指数座谈会；邀

请相关领域包括两院院士、资深教授和长江学者在内的专

家学者累计超过 90 人次召开了 7 次专家论证会，经过反复

研讨和论证，确定了中国平衡发展指数的编制方案。 

区别于已有综合评价指数，中国平衡发展指数兼顾各

领域发展的充分性与平衡性。首先，通过选取反映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代表性指标刻画

各领域的发展水平，衡量发展的充分程度；其次，结合现实深入分析各个领域的地区和

城乡不平衡问题，通过不平衡测度构造调整系数对发展水平进行调整；最终从经济、社

会、生态和民生四个领域构建了指标体系，包含 4 个一级指标、20 个二级指标和 49 个三

级指标。 

 

                                                             

 本项研究是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国平衡发展指数”课题的最终成果。课题组负责人：

许宪春、白重恩、刘涛雄，课题组成员：刘精明、张钟文、郑正喜、任雪、关会娟、雷泽坤、窦园园、汤美微、陈丹丹、

柳士昌、荣亚飞、杜治秀、余航、叶银丹、郁霞、杨静、常子豪、唐雅、周融、陈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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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平衡发展指数测算结果 

从平衡发展指数来看，我国总体平衡发展稳中向好。2017 年平衡发展指数为 52.49，

较 2011 年的 42.17 上升 10.32，年均增长率为 3.72%，提升幅度明显。 

分领域看，我国经济、社会、生态和民生各领域均取得了显著成绩。2011-2017 年，

经济平衡发展指数由 39.79 上升至 48.23，年均增长率达 3.26%；社会平衡发展指数由

43.66 上升至 54.62，年均增长率达 3.81%；生态平衡发展指数由 42.88 上升至 55.93，

年均增长率达 4.53%，增幅最大；民生平衡发展指数由 42.34 上升至 51.18，年均增长率

达 3.21%。 

从地区发展的平衡状况来看，地区发展平衡性小幅上升，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2017

年地区不平衡程度为 0.22，较 2011 年下降了 0.02
1
。从城乡发展的平衡状况来看，我国

城乡发展平衡性显著改善。2017 年城乡不平衡程度为 0.23，与 2011 年相比，城乡不平

衡程度下降近 0.06，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差距整体呈现逐步减小的趋势。 

三、中国平衡发展的成绩与问题 

（一）我国平衡发展取得的突出成绩 

1.脱贫攻坚成果显著，居民收入稳步提升 

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下，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进展，贫困发生率
2
平

衡发展指数从 2011 的 36.5 上升到 2017 年的 84.5，年均增长率达 15%，远高于总体平衡

发展指数 3.72%的年均增速。2011 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 1.66 亿人，2017 年下降至 3046

万人，农村累计减贫 1.35 亿人，年均减贫 2253.5 万人。 

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2011 年的 14581.96 元增加至 2017 年的 25973.79 元，年均

增长 10.1%。考虑了地区与城乡平衡状况后，人均可支配收入平衡发展指数的年均增长率

达到 11.7%，说明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2.蓝天保卫战稳步推进，污染防治取得重大进展 

2011-2017 年，空气质量平衡发展指数从 29.89 上升到 61.57，增长了 105.97%，年

均增长率高达 12.80%，“蓝天保卫战”成效显著。空气质量指数优良率明显提升，细颗粒

物浓度（PM2.5）未达标率持续减小。 

环境治理平衡发展指数增长迅速，2017 年为 62.33，较 2011 年增加 14.25，增长了

29.63%。2011-2017 年，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由 79.7%上升到 97.74%，全国城市日

均污水处理能力增长了 22.5%。 

3.医疗水平逐年提高，居民健康状况持续改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医疗健康事业投入持续加大，我国医疗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医疗

健康平衡发展指数从 2011 年的 52.32 增至 2017 年的 66.43，年均增长率为 4.06%。我国

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从 2011 年的 12.68‰下降至 2017 年的 8.0‰，远低于 2017 年世

界平均水平（29.4‰）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1.6‰）。我国出生时预期寿命逐年上

升，从 2011年的 75.425年上升至 2016年的 76.252年，高于 2016年世界平均水平（72.035

年）和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75.291 年）。 

（二）我国平衡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1.资本产出率持续下降，投资效率地区差异显著 

2011-2017 年，资本产出率平衡发展指数呈现持续下滑的趋势，从 2011 的 36.93 下

降至 2017 年的 29.78，年均下降 3.52%；资本产出率持续下降，从 0.44 下滑至 0.37。分

地区看，资本产出率地区不平衡程度由 2011 年的 0.15 增至 2017 年的 0.19，资本产出率

                                                             
1 借鉴国际通行做法，本研究采用基尼系数法测度不平衡程度，结果介于 0 和 1 之间。考虑采用省级层面数据来计算，

按如下区间划分不平衡程度：0.1 以下表示轻度不平衡；0.1-0.15 表示中度不平衡；0.15-0.2 表示中高度不平衡；0.2-0.3

表示高度不平衡；0.3 以上表示极不平衡。 
2
 贫困发生率是逆向指标，计算过程中通过标准化处理为正向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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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的地区与最高的地区相比，相对差距由 2011 年的 1:4 扩大到 2017 年的 1:7，呈逐年

递增趋势。资本产出率的持续下降、地区不平衡程度的逐年递增，将阻碍高质量发展的

有效推进。 

2.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仍然突出 

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持续上升，但是居民收入差距依然突出。2017 年我国基尼系

数为 0.467，处于警戒线之上。分地区来看，2017 年地区不平衡程度为 0.16，处于中高

度不平衡区间，东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西部地区的 1.84 倍。分城乡来看，2017

年城乡不平衡程度高于 0.2，处于高度不平衡区间，2017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7 倍，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仍然突出。 

四、促进中国平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为了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课题组提

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应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二是推

动城乡与地区协调发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三是促进医疗服务地区协调发展，补齐农

村医疗保障短板；四是合理优化配置教育资源，着力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五是发

展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城乡养老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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