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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指标的应用及评价比较实例

— 改革开放以来哪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速度快
、

水平高

朱 庆 芳

《杠会指标》 研究是
“ 七五

”
国家重点课题

,

课题组研究方向本着理论联系实际
,

科研

为决策服务
,

为改革开放服务的宗旨
,

在学习借鉴国内外有关社会指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注重于社会指标的应用
,

发挥社会指标的评价
、

分析
、

监测
、

预测等多种功能
,

自1 9 8 7年 以

来
,

先后建立了社会指标的综合评价体系
,

开发利用客观统计数据
,

用综合评分法对世界 12 0

个国家
、

我国 30 个省市 (区 )
、 1 87 个地级市

、

15 6个重点县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行了多次

地区性的比较与评价
,

并在预警指标
、

专题指标体系方面进行了探索研究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
,

社会经济工作越做越细
,

各地互相竞争追赶
,

对社会指标这一量

化手段的需求和应用将会 日益增加
,

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形势的需要
,

课题组除了将社会

指标的研究方法和近几年来的主要研究成果编入 《社会指标的应用》 专著 (由中国统计出版

社出版 )
,

今后还将以不定期内部刊物 《研究资料》 刊出社会指标的最新研究成果
。

今后研究的重点是专题性指标
,

如农村小康社会 指标 体 系 (已列入 ,’ / 又五 ”
院重点课

题 )
、

社会保障指标体系 (已列入 ,jt 、五
”
国家重点课题 )

、

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指标体系

等
。

由于社会指标尚属探索初创阶段
,

在理论和方法上还有不完善之处
,

有待在今后实践中

不断改进
,

望各位专家不吝赐教
。

下面是用综合社会指标体系评出的最新研究成果
。

改革开放以来哪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快
、

水平高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经济和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
。

为了客观地
、

科学地评价

各地区改革 13 年来 ( 1 9 7 8一 1 9 9 1年 ) 的发展情况
,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社会指标》 课题组

选择重要的有代表性的指标
,

对全国 30 个省市 (区 ) 改革以来的发展速度
、

1 9 9 1年 已达到的

水平及对速度和水平综合计算的社会发展动量指数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比较
,

并分析了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
。

一
、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杜会发展速度

共选择了 19 项经济社会重要指标
,

用综合指数加权平均的方法计算出 1 9 9 1年比 1 9 7 8年 13

年的经济社会综合发展速度
,

为了使速度具有可比性
,

以货币为计量单位的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
、

社会劳动生产率
、

居民消费水平
、

职工平均工资
、

农民人均纯收入
、

职工人均保险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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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等六项指标均扣除了价格上涨因素
。

计算的结果是
:

1
.

改革开放以来 13 年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改革前 26 年的增长速度
。

19 项经济社会综合指数
,

1 9 9 1年比 1 9 7 8年增长8 0
.

2%
,

每年增长 4
.

6%
,

比改革前26 年平

均每年增长2
.

4 %快了2
.

2个百分点
,

其中增长最快的是生活质量指 数
,

增 长 7
.

1 %
,

比改革

前快 4
.

9个百分点
。

经济效益快了 2
.

5个百分点
。

从主要指标看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

增长 7
.

1 %
,

社会劳动生产率每年增长 5
.

4 %
,

居民消费水平每年增长 6
.

5 %
,

职 工 平均实际

工资每年增长 3
.

8 %
,

分别超过了改革前 26 年平均每年增长 3
.

9 %
、

1
.

3 %
、

2
.

2 % 和 0
.

4 % 的

速度
,

约快 3
.

2一 4
.

3个百分点
。

2
.

沿海地区发展较快
,

浙江
、

上海
、

广东
、

江苏名列前茅
。

分地区比较
,

经济社会综合指数
,

改革以来增长最快的是浙江省
,

13 年中增长 13 4 %
,

平

均每年增长 6
.

8 %
,

上海 6
.

7%
,

广东
、

江苏均为 6
.

1 %
,

云南 5
.

8 %
,

海南 5
.

7 %
,

山东 5
.

6 %
,

湖北 5
.

5%
,

新疆
、

河南 5
.

3 %
。

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在 5
.

2一 4
.

3 %
,

居全国 n 一 20 位的地区是
:

北京
、

福建
、

河北
、

江西
、

四川
、

贵州
、

天津
、

内蒙
、

安徽
、

湖南
。

增长速度在 4
.

3 %一 3
.

3 %
,

居 21 一 30 位的地区是辽宁
、

广西
、

宁夏
、

山西
、

西藏
、

甘肃
、

陕西
、

吉林
、

黑龙江
、

青海
。

从分类指数看
,

社会结构指数以海南
、

山东
、

湖北增长最快 , 人口素质指数以上海
、

浙

江
、

北京增长最快 , 经济效益指数以云南
、

浙江
、

广东增长最快
,

其中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

长最快的是浙江
、

广东
,

平均每年增长 n %
,

福建
、

新疆
、

山东
、

河南
、

四川
、

贵州
、

海南
、

江西
、

湖北
、

内蒙等省区每年平均都增长 7 %以上 , 生活质量指数增长最快的是江苏
、

上海
、

浙江
,
平均每年增长 9 %以上

。

二
、

1” 1年各地已达到的杜会发展水平

以上只是反映了改革以来 13 年社会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
,

不能反映目前已达到的水平
,

课题组选择了4 6个重要经济社会指标
,

用综合评分法对 30 个省市区进行了综合评价
,

能客观

地如实反映各地 1 9 9 1年已达到的社会发展水平
,

可从地区比较和主要指标的比较中找出各地

的进步与差距
。

1 9 9 1年各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的评价结果是
:
京

、

沪
、

津
、

辽名列前茅
。

根据综合得分
,

居

前 10 位的是
:
北京 85

.

9分
,

居首位
,

上海 8 3
.

7分
,

居第二位
,

天津 78
.

3分
,

居第三位
,

辽宁

7 1
.

4分
,

居第四位
,

黑龙江 63
.

9分
,

广东 63
.

2分
,

吉林 6 2
.

8分
,

浙江 6 1
.

4分
,

江苏 5 9
.

6分
,

福

建 5 7
.

2分 , 居 n 一 20 位的依次是
:

山东
、

河北
、

山西
、

新疆
、

湖北
、

内蒙
、

海南
、

陕西
、

宁

夏
、

湖南 , 居 21 一 30 位的依次是
:
江西

、

甘肃
、

青海
、

广西
、

河南
、

四川
、

安徽
、

云南
、

西

藏
、

贵州
。

(各地得分和排序详见 附表 )

从分类综合得分看
,

社会结构除京
、

沪
、

津三市外
,

以辽宁
、

黑龙江
、

广东为最高 ; 人

口素质除三市外
,

以辽宁
、

吉林
、

江苏
、

浙江为最高 , 经济效益以京
、

沪
、

津
、

辽
、

黑
、

吉

为最高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全国平均为 1 7 2 5元
,

上海最高达 6 4 0 6元
,

北京 5 12 5元
,

天津 3 7 6 1

元
,

广东
、

辽宁
、

浙江
、

江苏也较高
,

均在 2 0。。元以上 , 生活质量以沪
、

京
、

津
、

浙江
、

广

东
、

辽宁最高 ; 社会秩序以山东
、

河北
、

天津
、

甘肃
、

江苏为最高
。

三
、

社会发展动 t 指数的比较

发展速度和当前水平是两个不同概念
,

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地区之间的差异
,

但两者是密

切相关的
,

为了能使两者兼顾
,

既反映改革以来的发展速度
,

又能反映 1 9 9 1年社会发展水平
,

我们用两者的乘积 (发展指数 x 综合水平得分 )
,
称它为

“
社会发展动量指数

” ,

它综合反



映了各地区的社会发展的能量
,

包括对外的影响力
、

市场冲击的承受力
、

社会发展的开拓力

等
。

计算结果全国和各地社会发展动量指数是
:

全国平均为 1 02 %
,

居全国前 10 位的依
.

次是
,

上海 1 9 3%
,

居首位
,

北京1 6 6 %
,

浙江 1 4 4 %
,

天津 1 4 2 %
,

广东 1 3 7 %
,

江 苏 1 2 9 %
,

辽宁

2 2 3%
,

山东1 1 5 %
,

湖北 1 1 1 %
,

福建 1 0 9 % , 居 1 1一 2 0位的依次是新疆
、

海南
、

河北
、

吉林
、

黑龙江
、

内蒙
、

山西
、

江西
、

云南
、

河南
; 居 21 一 30 位的依次是

:
陕西

、

宁夏
、

湖南
、

四川
、

广西
、

甘肃
、

安徽
、

青海
、

贵州
、

西藏
。

以经济效益水平和 13 年经济效益的发展速度综合计

算的
“
经济效益动量指数

”
居前 10 位的是

:
浙江

、

北京
、

上海
、

广东
、

福建
、

新疆
、

江苏
、

吉林
、

海南
、

山东
。

其中
,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动量指数

”
居前 10 位的是

:
上海

、

北京
、

广东
、

浙江
、

天津
、

江苏
、

新疆
、

辽宁
、

福建
、

山东
。

(详见附表 )

四
、

发展中值得注惫的几个问题
1

.

经济效益提高缓慢
,

影响社会发展总水平的提高
。

经济发展是发展一切事业的源泉
。

改革以来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虽然快于改革前
,

但从横向比较
,

经济效益速度慢于生活质量

的增长速度
,

尤其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慢于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率
,

长此下去将影响积

累率的提高
。

比较突出的是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
,

改革以来
,

大部分地区逐年下降
,

全 国平

均从 1 9 7 8年的 24
.

2 %降为 1 9 9 1年 1 1
.

9 %
,

除云南
、

贵州
、

内蒙
、

西藏四省区上升外
, 2 6个地

区均下降
,

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降幅最大
,

如上海从 7 5
.

4 %降为 1 9
.

4 %
,

黑龙江从 32
.

7% 降为

9 %
,

辽宁从 26
.

7 %降为 8
.

8 %
,

天津从37
.

3 %降为 12
.

2 %
,

江苏从 3 0
.

2 %降为 1 1
.

5 %
。

乡镇

企业资金利率也由 3 9
.

8 %降至 1 2
.

7%
,

降低了 27 个百分点
,

乡镇企业较发达的江苏
、

上海
、

广

东
、

浙江等降幅都较大
。

经济效益的下降直接影响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
,

大部分地区都产

生了财政赤字
。

2
.

严格控制人口是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间题
。

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巨大分母
,

它的增减直

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

当前正面临生育高峰
,

人口基数大
,

人口 自然增长率要控制在中

央提出的 12
.

5编的 目标十分艰巨
。

改革以来
,

增长率经历了下降到回升
,

13 年中回升了 1 %
。 ,

分地区看
,

有 10 个地区是上升的
,

上升较大的是山西
,

从 1 9 7 8年 9
.

1编升 至 14
.

7喻
,

陕西从

1 0
.

3%。
升至 1 3

.

3%。 ,

湖南从 1 0
.

4 %。
升至 1 3

.

2 %。 ,

新疆从 1 4
.

9编升至 1 6
.

6喻
,

有的地区虽下降
,

但 1 9 9 1年自然增长率仍较高
,

而且地区差距大
,

上海
、

北京已降至 0
.

67 和 2
.

2 %。 ,

辽宁
、

浙

江
、

山东
、

四川已降至 5一 8
.

5%0
,

但还有 18 个地区超过了全国平均数
,

其中宁夏
、

海南
、

安

徽
、

西藏
、

青海在 15 一 17 输之间
。

从 13 年人口的净增数看
,

全国增长 2 0
.

3 %
,

平均每年增长

1
.

4 3 %
,

净增 1
.

96 亿人
,

每年增 1 5 0 5万人
,

13 年增长速度在 35 一27 %之间的是宁夏
、

北京
、

海南
、

广西
、

广东
。

13 年中净增人口在 1 千万以上的有河南
、

山东
、

广东
、

四川
、

河北
、

安

徽
、

湖南
、

江苏 8 省
,

共净增 9 9 3 4万人
,

占全国人口净增数的 51 %
,

这些地区国民生产总值

居全国 13 位以前
,

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居于后列
,

如山东
、

江苏
、

四川前者居 2一4位
,

由于

人 口多
,

后者居 10 位 7 位24 位
。

由此可见
,

人口膨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
,

今后必须

严格控制人口
,

不能有丝毫放松
。

3
.

地区发展不平衡
,

增长速度和当前社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

改革以来
,

沿海发

达地区发展较快
,

综合指数每年增长 5 %以上的 13 个地区中有 9 个地区 (浙江
、

上海
、

广东
、

江苏
、

海南
、

山东
、

北京
、

福建
、

河北 ) 是沿海
。

生活质量发展也较快
,

平均每年增长 7 %

以上的 12 个地区中有 9 个是沿海地区
,

这些地区增长速度的位次与当前社会发展水平和协调

度居全国的位次基本是一致的
,

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改革开放以来迈的步子较大保持了竞争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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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

贵州
、

西藏
、

河南
、

安徽等地区 1 99 1年社会发展永平和经济社会协调度居全国的

位次均在2 5位以后
,

而改革以来的增长速度却相对较快
,
位次向前移动较多

,

如云南从 1 9 9 1年

社会发展水平居 28 位而 13 年增长速度的位次上移至第 5 位
,

贵州从末位上升到 16 位
,

河南从

2 5位上升到 10 位
,

安徽从 27 位上升到 19 位
,

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1 9 7 8年的基础较差
,

改革以

来相对发展较快
,

速度就上去了
,

如云南
、

贵州的经济效益平均每年增长 7
.

5 %和 6
.

8 %
。

两

者反差较大的是辽
、

吉
、

黑三省
, 1 9 9 1年的社会发展水平和协调度位次均居 7 位以前

,

但改

革以来的综合指数每年增长速度分别为 4
.

3
、

3
.

8和 3
.

5%居于 21
、

28 和 29 位
,

究其原因
,

主要

是三省原来的基础较好
,

改革以来
,

经济效益提高缓慢
,

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下降幅度较大
,

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提高也较慢
,

因此综合发展速度相对慢于其他地区
。

但由于辽吉黑三省

原来基础较好
,

社会发展水平较高
,

因此速度和水平综合的动量指数仍较高
,

辽宁居第了位
,

吉
、

黑居 14 和 15 位
。

从各地动量指数看
,

居最后 10 位的大多是西北西南边远地区
。

从各项指

标看
,

最高水平一般是上海
、

北京
、

天津
、

辽宁等
,

最低水平一般是甘肃
、

贵州
、

西藏等边

远地区
,

实际上反映了城乡之间及沿海与内地之间差距的扩大
。

值得注意的是
,

以经济发达

地区与欠发达地区 1 9 9 1年与 1 9 78年相比较
,

经济效益的差距是缩小趋势
,

而生活水平的差距

却是扩大的趋势
,

如上海与贵州比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 19 7 8年的 14
.

3 倍 缩 小 为 1 9 9 1年的

7
。

5倍
,

社会劳动生产率由 9倍缩小为 6
.

3倍
,

但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由 3
.

3倍扩大为 4
。

3倍
,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
.

6倍扩大为4
.

3倍
。

这种不合理的差距
,

对于开发边远地区经济和人才向

边远地区流动是极为不利的
。

当前
,

改革开放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

各地竞争激烈
,

不进则退
,

只有解放思想
,

深化

改革
,

切实推进经营机制的转换
,

充分发挥各地的竞争优势
,

才能既保持当前水平
,

又保持

速度优先
,

使动量指数获得持续稳定地增长
。

附表 各省市自治区经济杜会发展动且指橄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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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根据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编 《 194 9一 1989 年各省市区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和 《 玛蛇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的分

地区数据整理
。

计算方法说明
:

1
.

社会发展速度综合指数
:
共选择经济社会19 个主要指标 (第三产业劳动者比重

、

非农劳动者比重
、

城镇人口比重
、

社会投资比重
、

脑力劳动者比重
、

人口自然增长率
、

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 比重
、

每万人口大学生
、

每万职工专业技术人

员
、

每万人口医生
、

人均国民生产 总值
、

社会劳动生产率
、

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
、

人均财政收入
、

每一农业劳动者生产的

粮食
、

居民消费水平
、

职工平均工资
、

数
农民人均纯收入

、

每一职工保险福利费)
,

用综合指数法计算出 1991年比191 78 年的指
,

计算公式是 1991 年数值八 978 年数值 x 100 % 火权数
,

以 19 个指标的指数相加便得出综合指数
,

据此计算出平均每年增

长速度
,

为了可比
,

价值指标均扣除了价格因素
。

.2 社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
:

( 1 ) 用专家咨询和经验相结合的方法选择了46 个重要经济社会指标并确定权数
。

米用 10 等分评分
,

以各地最低数值为 1分
,

最高值为 10 分
,

全国平均数定于 5一 6分之间
,

按比例定出各组标准分
,

标按反方向定分
。

( 3 ) 将各地实际数值按评分标准对号入座
,

求出各指标得分乘权数相加便得出各子系统分和总分

( 2 )

逆指

~
_

冬_ 社会发展动量指数
:
是发展速度综合指数与社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的乘积

。

经济效益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动量指

数也是两者的乘积
。
它是发展指数和现有水平的综合

,

反映了各地的影响力
、

承受力和开拓发展力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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