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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研究
朱　艳

（盐城师范学院数学与统计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基于对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认识，从新发展理念和

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出发，设计经济活力、协调共享、创新

开放、生活质量、生态友好 5 个一级指标和 25 个二级指标，构建

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 2019 年江苏沿海城市

的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从分维度来看，南通

在 5 个一级指标上稳居第一，连云港在经济活力、协调共享、创

新开放、生活质量方面优于盐城，而盐城在生态友好方面表现良好；

从综合维度来看，南通位列首位，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高于

连云港和盐城，连云港与盐城的得分相近、分别处于第 2 和第 3。

最后，提出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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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沿海城市包括南通、连云港、盐城三市，地处沿海、沿江、

沿陇海兰新线三大生产力布局主轴线交汇区，具有独特的地理位

置优势，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江苏沿海城市发展经济综合实力

强劲，围绕高质量发展主题，展现了良好发展态势。国家十四五

规划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

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江苏十四五规划指出：沿海地区建设

高质量发展经济带，加快打造沿海高质量发展增长极。由此可见，

推动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对于推进“强富美高”新江苏现

代化建设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本文研究构建江苏沿海城市高质

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江苏沿海三市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

和分析，提出江苏沿海三市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和建议，积极促进

江苏高质量发展。

一、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高质量发展的相关问题开展了丰富讨论，但尚未形

成一致的表述。从新发展理念角度，认为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更好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发展。从活力效率角度，认为高质

量发展包括高质量供给、需求、配置、投入产出、收入分配，全

要素生产率全面提升，高效率循环。

关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上，任保平等认为，应当从长

期与短期、宏观与微观、总量与结构、全局与局部、经济发展与

社会发展等多个维度探讨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在省际高

质量发展评价层面，师博、任保平构建了包括增长的基本面和社

会成果两个维度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魏敏等构建了包括经济

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资源配置高效、市场机制完善、经济

增长稳定、区域协调共享、产品服务优质、基础设施完善、生态

文明建设和经济成果惠民 10 个子系统 53 个测度指标的测度体系；

聂长飞、简新华从产品和服务质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

效益以及经济运行状态五个方面，构建 22 个分项指标、71 个基

础指标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在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方面，师

博等基于五大“新发展理念”，从发展的基本面、社会成果和生

态成果三个维度构建了指标体系；袁晓玲等从“城市高质量发展

的条件、过程与结果相统一，动态性与长期性相统一，客观发展

与主观感受相统一，构建了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罗芳等从

经济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民生发展、创新发展五个方面，

构建了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在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方

面，孙久文等从经济增长、产业实力、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绿

色发展五方面入手，对沿海地区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分析。

现有文献对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的研究不多，更是缺少

对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该领域有着充分的研究空间。

二、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构建

（一）测度逻辑

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机遇下，江苏沿海城市的发展应该是

经济更有活力、地区与城乡发展更加协调、发展成果更加惠民、

创新能力更加强劲、开放程度更加充分、生活质量更加提升、生

态更加友好的全新发展模式。本文结合江苏沿海城市发展实际，

从经济活力、协调共享、创新开放、生活质量、生态友好五个方

面进行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总体测度。

经济活力：经济活力是经济效率和质量、发展动能和潜力的

集中体现，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提高，更是持续的升级优化和提质

增效，可以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江苏沿海

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升级、要素的激活和提升、经济

结构的改善等，通过发挥资源禀赋优势、有效整合资源、提高产

出效率，推动产业实力提升和高级化，用产业带动提高经济附加值、

质量效益，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协调共享：江苏沿海城市目前正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方向前进，需要重视协调、共享的发展理念，推进区域协调

均衡发展、城乡协调均衡发展，降低地区发展差距、城乡富裕差距、

人均享有的资源差距等，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和社会和

谐，为促进江苏沿海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努力向着

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

创新开放：在新发展阶段，需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

创新驱动发展，不断加强创新要素投入，大力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不断推进动能转换，充分发挥创新带动城市发展的能力。不断深

化对外开放，是推进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通过

提高港口运转效率、外资利用效率等，促进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协同带动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

生活质量：江苏沿海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有

效促进发展成果惠民，持续改善社会民生，为人民的美好生活创

造更好的条件、提供更多的舒适和便利，满足人民更高品质的追求，

让人民真切地感受到并享受到江苏沿海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着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生态友好：江苏沿海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要协调资源环境的

承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转变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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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式发展方式，坚持生态友好、绿色低碳，实现绿色集约发展，

营造生态友好的良好发展环境，让绿色生态化成为江苏沿海城市

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和特征，促进江苏沿海城市高效、持续地

保持高质量发展。

（二）指标选取

本文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高质量发展内涵为依据，根据

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测度逻辑，从动态发展视角，构建江苏

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具体见表 1）。

表 1  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指标计算方法 单位 指标方向

经济活力

1 生产总值增速 报告期生产总值 / 基期生产总值 -1 % 正向

2 劳动生产率 生产总值 / 就业人员 万元 / 人 正向

3 资本生产率 生产总值 / 固定资产投资 - 正向

4 土地生产率 生产总值 / 土地面积 万元 / 平方千米 正向

5 第二产业比重 可直接从统计年鉴获得 % 正向

6 第三产业比重 可直接从统计年鉴获得 % 正向

协调共享

7 地区收入协调 各地区人均 GDP/ 江苏省人均 GDP - 正向

8 城乡居民收入协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正向

9 城乡富裕差距 农村恩格尔系数 / 城镇恩格尔系数 - 负向

10 医疗密度 医疗机构床位数 / 地区常住人口 张 / 万人 正向

11 交通密度 等级公路里程 / 辖区面积 公里 / 平方千米 正向

12 教育密度 每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人数 正向

创新开放

13 每万人拥有专利数 每万人拥有的专利授权数 件 / 万人 正向

14 科技投入强度 科学技术财政支出 / 地方财政支出 % 正向

15 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 报告期港口货物吞吐量 / 基期港口货物吞吐量 -1 % 正向

16 外贸开放 进出口总额 / 生产总值 % 正向

17 外商投资开放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 生产总值 % 正向

生活质量

18 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速 报告期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 基期从业人员平均工资 -1 % 正向

19 人均储蓄存款增速 报告期人均储蓄存款 / 基期人均储蓄存款 -1 % 正向

20 居民人均住房面积 可直接从统计年鉴获得 平方米 正向

21 每百户居民拥有家用汽车数量 可直接从统计年鉴获得 辆 / 百户 正向

22 通胀率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负向

生态友好

23 环境治理投入强度 节能环保财政支出 / 财政支出 % 正向

24 工业生产能耗 工业用电总量 / 工业生产总值 亿千瓦时 / 亿元 负向

25 空气优良率     空气优良天数 / 全年天数（按 365 计算） % 正向

四、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测度与分析

（一）测算方法

本文运用统计方法和客观赋权法开展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

展水平测度，在对各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采

用熵法对指标进行赋权，开展评估分析。

1. 标准化处理

本文采用极差法对原始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假设第 j 个指标下，长三角区域各地区的原始指标值记为 ijr

，原始指标的最大值记为 ( )max ijr 、最小值记为 ( )min ijr 。标准化

处理后，第 j 个指标下各地区的值记为 ijz ，则有：

得到标准化决策矩阵：

( )
*ij n m

Z z= ， 且 均 有 0ijz ≥ ， 其 中， 1,2, ,i n=  ；

1,2, ,j m= 

2. 指标赋权

本文根据统计数据，采用熵法对指标进行赋权，确定各指标

权重。根据标准化数据，计算第 j 个指标下，第 i 个地区的特征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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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第 j 个指标的熵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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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得到第 j 个指标的客观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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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算高质量发展指数

基于熵法获得的权重和标准化处理得到的数据，计算高质量

发展指数，对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现状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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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 1,2, ,i n= 

（二）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根据以上测算方法，2019 年江苏沿海三市（南通、连云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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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在 5 个一级指标的得分以及高质量发展指数（具体见表 2）

1. 分维度分析

经济活力方面：2019 年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经济活力对

比如图 1 所示。南通处于领先地位，连云港、盐城与南通之间存

在明显差距。南通在经济活力方面处于前列，主要是在经济活力

维度的 6 个具体指标中，除第三产业比重外，南通在其余 5 个指

标上均取得了最高得分；连云港有 4 项指标领先于盐城；而盐城

仅第三产业比重上略显优势。

协调共享方面：2019 年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协调共享对

比如图 2 所示。南通位列第一、以明显优势领先连云港和盐城，

连云港位列第二，盐城处于末位。在该维度的 6 项具体指标中，

南通在 4 项指标上优势领跑，分别是地区收入协调、医疗密度、

交通密度和教育密度；连云港有 4 项指标优于盐城；盐城仅在城

乡居民收入协调上占据优势。

表 2  2019 年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分项得分及综合得分

分项维度 南通 连云港 盐城

经济活力 0.1552 0.0440 0.0302

协调共享 0.1312 0.0530 0.0325

创新开放 0.1396 0.0356 0.0199

生活质量 0.1002 0.0414 0.0279

生态友好 0.0558 0.0377 0.0464

高质量发展指数 0.5821 0.2117 0.1569

数据来源：数据来自江苏省和沿海三市的统计年鉴和政府公

报。

图 1  高质量发展经济活力对比

图 2  高质量发展协调共享对比

创新开放方面：2019 年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创新开放对

比如图 3 所示。依旧存在极化现象，南通稳居第一，依旧显著高

于连云港和盐城，连云港仍然位列第二，盐城还是处于末位。在

创新开放方面的 5 项具体指标中，南通均处于绝对优势，取得了

最高得分；连云港有 3 项指标优于盐城；盐城仅在每万人拥有专利、

科技投入强度方面表现良好，而港口货物吞吐量上的明显降幅，

也是导致盐城在创新开放方面落后的原因之一。

图 3  高质量发展创新开放对比

图 4  高质量发展生活质量对比

生活质量方面：2019 年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生活质量对

比如图 4 所示。南通仍是领跑者、居于首位，连云港、盐城依旧

处于第二第三，但连云港、盐城与南通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在生

活质量方面的 5 项具体指标中，南通有 3 项指标位列第一、得分

最高，并且在人均储蓄存款增速、每百户居民拥有家用汽车数量

上以压倒性优势领先；连云港有 4 项指标领先于盐城，在通胀率

方面表现良好；盐城在从业人员平均工资增速上表现突出。

生态友好方面：2019 年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生态友好对

比如图 5 所示。江苏沿海三市之间依旧存在差距，南通以明显优

势稳居第一，盐城位列第二，连云港处于末位。在生态友好 3 项

具体指标中，除了环境质量投入强度，南通在其余 2 个指标上取

得最高得分；盐城有 2 项指标优于连云港；而连云港仅在工业生

产能耗上表现尚可。虽然江苏沿海三市之间仍有差距，但与经济

活力、协调共享、创新开放、生活质量相比，沿海城市之间的差

距明显缩小，反映了江苏沿海三市在生态友好方面的看法趋同，

均朝着绿色生态化发展方向发力。

图 5  高质量发展生态友好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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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高质量发展指数

2. 综合分析

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如图 6 所示。江苏沿海三市

的高质量发展指数均值为 0.3169。从指数排名来看，3 个城市之间

的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南通显著高于连云港、盐城，在江

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总体看来，江苏

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情况表现为：南通位列首位、遥遥领先，连

云港处于第二，盐城落后于南通和连云港，连云港、盐城与南通

存在较大差距，需要继续加大发展力度，加快高质量发展进程。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高质量发展内涵和高质量发展评价研究文献的梳

理回顾，基于对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认识，结合江苏沿海城市

发展实际，给出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总体测度，从“经济

活力、协调共享、创新开发、生活质量、生态友好”五个维度，

选取了 25 个二级指标，构建了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并基于 2019 年统计数据，运用熵权法，对江苏沿海三市的

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了测度，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从分维度来看，在经济活力、协调共享、创新开发、

生活质量、生态友好五大维度，南通均以显著优势处于领先地位，

其中，在经济活力、协调共享、创新开发、生活质量方面以数倍

于第二名连云港的优势领跑；在经济活力、协调共享、创新开发、

生活质量方面，连云港表现优于盐城；盐城生态友好方面表现良好。

第二，从综合维度来看，在江苏沿海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的

得分上，南通位列首位，连云港与盐城的得分相近、分别处于第

二和第三；南通以较高得分与连云港、盐城拉开差距，在城市高

质量发展水平上整体高于连云港和盐城。

根据研究结果，对于推进江苏沿海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本文

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紧抓沿海发展和能

源转型的机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推动产业向高端化、集群化、

错位化发展，打造独具特色的、有影响力的产业基地；以“向海发展”

赋“能”未来，提升海洋经济发展能力，推进临港产业绿色高效发展；

以能源结构调整为契机，加快综合能源产业基地、长三角产业升

级转移基地、国际物流中心、航运中心、亚欧重要国际交通枢纽、

海港枢纽等建设，形成良好的行业互动机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用好平台抓手，推动园区、基地等走向前台；以体制、机

制和科技创新争取主动，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和发展动能，抢抓数

字经济阵地，加快释放高质量发展活力，促进沿海高质量发展增

长极的加速形成，努力成长为江苏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

第二，进一步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主动服务和融入

国内国际双循环，努力在东西双向开放、对外开放上取得更大进展；

发挥沿海区位优势、口岸优势、要素优势等，进一步加强外部对

接合作，依托“中哈物流基地”“上合组织出海基地”“中韩（盐城）

产业园”“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

交流合作平台”等，打造特色通道和集散地，加快对外经济优势

形成，为沿海高质量发展增加强劲动力；发挥保税区、自贸实验

区等平台优势，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打造沿海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第三，进一步推进共享共建共生的发展方式。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方式，更进一步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让地区生

活品质、城乡生活品质不再有明显落差；继续提升城乡居民生活

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的消费升级需求，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让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以城市建设、乡村建设、绿色低碳为抓手，为居民创造更加美好

的生活条件、生活配套和生活环境，构建生态美丽和谐、经济高

效循环、社会文明有礼和安全有序的良好发展环境，让人民感受

到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打造高质量的江苏沿海城市，让沿海

地区成为“强富美高”新江苏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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