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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CCR模型的中国副省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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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论文在分析中国副省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以“十三五”期间投入产出作为参照单元，对中国
2016—2017年副省级城市经济发展效率进行了测度及分析。此外，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各副省级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从区
域协同、产业集群化以及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共创城市经济开放发展三个方面提供了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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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

问题，尤其是副省级城市之间存在差距。通过比较测度中国

各个副省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的差距，对于在高质量

发展过程中促进共同富裕具有长足的意义与价值。

2 中国副省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
题解析

2.1 资本投入不足

一方面，资本要素往往倾向于更多地进入经济发达的

城市，使得落后地区丧失发展经济的机会，失去对要素的吸

引力，形成恶性循环。不同城市在资本要素引入和使用方面

参差不齐，从而导致整体资本要素投入的不足，直接影响城

市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资本要素投入主体单一，影响投入总量增加。

在中国，民间资本往往难以进入重点领域或者存在政府与民

间资本相互排斥的局面；外资资本难以进入城市经济发展之

中，或者出现对于外资资本利用不充分。这就使得在政府资

本投入错配或者缺席的情况下，总体资本要素投入出现减少

甚至空缺，资本要素间恶性竞争，影响产业的进步，进一步

阻碍列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2.2 劳动投入不足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

人员数量有着较高的需求，劳动成本的高低直接影响这类企

业的发展前景。超大城市劳动力要素受到住房、医疗等因素

影响，使得用工成本上升，劳动要素短缺；中小城市受制于

全国平均用工成本的升高，而导致工作岗位减少，使得劳动

要素被迫流动。

除此之外，科技人力资源要素的投入数量也会影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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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经济发展的质量状况 [1]。城市内部产业结构的优化程度直

接影响到其对科技人才的需求情况，科技人才自然选择大城

市的高薪资、高待遇、高福利来满足其在知识、技能上的投

入，劳动要素本身的高流动性使得要素配置不均衡在科技人

才要素的投入中显得更加突出。

2.3 能源转型存在困境

在中国，部分城市产业结构较为落后，对能源投入的

需求和能源质量要求偏低，从而直接导致城市的能源投入不

足，难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一些城市由于其本身缺乏产

业升级所需要的自然资源，从根本上匮乏能源的投入，能源

成本的高昂制约了其加大能源投入的可能；还有一些城市，

拥有丰富的不可再生资源，矿产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能刺

激经济的发展，为城市带来高额的利润。但也要看到大量的

能源开采业引发了一系列环境问题，致使一些地区过度依赖

资源开发，对经济增长带来“资源诅咒”。导致其本身对能

源投入继而带来非期望产出的占比增大，降低了城市经济质

量的发展。

3 基于 CCR模型的中国副省级城市经济发展

质量分析

3.1 中国副省级城市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资本、劳动与能源三个方面的投

入有着不可或缺的联系，因此在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投

入指标的选择上，论文从这三个方面选取投入指标 [2]。在经

济发展的期望产出指标方面，由于 GDP指标的综合性和权

威性而备受中国和其他国家学者的青睐，所以论文选取各地

区 GDP作为产出指标，同时选取了地方税收收入来衡量地

区经济发展潜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反映地区居民的消费

能力。具体经济发展指标见表 1

3.2 中国副省级城市经济发展的CCR模型构建

假设有 n个决策单元（DMU），这 n个单元都具有可

比性，每个副省级城市为一个 DMU，每一个 DMU包括 m

种投入要素、p种产出要素。第 j个决策单元的效率评价指

数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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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xij表示第 j个决策单元中第 i个投入量，yrj表

示第 j个决策单元中第 r个产出量，vi表示第 i个投入要素

的投入权重系数，ur表示第 r个产出要素的产出权重系数。

模型的含义是以权系数 vi，ur为变量，以所有决策单元的效

率指标 hj为约束，以第 j个决策单元的效率指数为目标，即

评价第 j个决策单元的效率是否有效。这是一个分式规划模

型，论文将其转化为线性规划模型求解，若线性规划后存

在最优解，且其存在最优目标值 1，则称评价对象 j是 DEA

有效的，即投入产出比可达到最大。其中，表 1为经济发展

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表 1 经济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变量分类 模型变量 变量名称 数据来源

投入指标

资本投入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量

中国统计

年鉴

劳动投入 年末社会从业人数

能源消耗 电力消费量

产出指标 经济产出

地区生产总值（GDP）

地方税收收入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3.3 中国副省级城市经济发展效率测度结果分析

基于 CCR模型本报告以“十三五”期间投入产出作为

参照单元，2016—2017年中国副省级城市经济发展效率结

果如表 2所示。

表 2 2016—2017 年副省级城市经济发展效率

副省级城市 年份 技术效率 副省级城市 年份 技术效率

乌鲁木齐 2016 0.342548 乌鲁木齐 2017 0.34579

兰州 2016 0.368401 银川 2017 0.384704

银川 2016 0.400819 呼和浩特 2017 0.402693

太原 2016 0.424177 兰州 2017 0.414758

贵阳 2016 0.455435 贵阳 2017 0.460478

呼和浩特 2016 0.47899 昆明 2017 0.484867

昆明 2016 0.482897 西宁 2017 0.488439

石家庄 2016 0.530596 石家庄 2017 0.525952

西宁 2016 0.563486 南宁 2017 0.58137

杭州 2016 0.568812 杭州 2017 0.586683

合肥 2016 0.610076 合肥 2017 0.624231

南宁 2016 0.613364 济南 2017 0.63497

济南 2016 0.622891 郑州 2017 0.649877

郑州 2016 0.632709 海口 2017 0.656905

海口 2016 0.643236 南昌 2017 0.675623

福州 2016 0.657241 福州 2017 0.67971

南京 2016 0.668019 西安 2017 0.686507

西安 2016 0.669605 南京 2017 0.691687

南昌 2016 0.678217 太原 2017 0.73155

成都 2016 0.691893 广州 2017 0.749744

广州 2016 0.753403 成都 2017 0.776293

重庆 2016 0.776032 重庆 2017 0.787608

武汉 2016 0.783363 武汉 2017 0.799813

哈尔滨 2016 0.82101 哈尔滨 2017 0.805247

拉萨 2016 0.863242 拉萨 2017 0.838914

沈阳 2016 0.875838 长春 2017 0.875156

长春 2016 0.93021 沈阳 2017 0.904199

长沙 2016 0.965591 长沙 2017 0.978033

北京 2016 1.000000 北京 2017 1.000000

天津 2016 1.000000 上海 2017 1.000000

上海 2016 1.000000 天津 2017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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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可知，2016年和 2017年在中国副省级城市中，哈

尔滨、拉萨、沈阳、长春、长沙、北京、天津和上海的经济

发展效率较好，经济发展效率较好的城市一直未变。相比于

以上副省级城市，其他城市的经济发展效率有极大的提升和

改进空间 [3]。

根据 CCR模型计算结果也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天

津等地的经济发展效率相比其他各副省级城市的经济发展

效率更高，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可能是以上地区属于中国一线

或新一线城市，经济发展迅猛的同时人才的机遇也更多，加

上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均衡，尽管国家近年来大力发展西

部经济，积极落实人才政策以引进更多人才，但仍会由于地

域气候等原因使得人才引进难度加大，从而使得一些地区经

济发展受到限制。

4中国副省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化建议

4.1 区域协同促进中国副省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首先，协同区域在发展过程中应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

资源，积极发挥中心城市的经济带动作用。

其次，协同区域内其他城市可以通过产业分工、生产

要素移动、市场转移等方式与中心城市建立产业联系的方式

可以促进协同区内资源共享，发挥中心城市的平台优势。

最后，以地方政府间合作缓解创新发展不均衡问题，

通过类似于协调会形式的政府间合作组织，加强对区域内经

济欠发达城市的帮扶，促进欠发达城市的创新能力提升。

4.2 产业集群化促进中国副省级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通过高端产业经济发展助推区域乃至全国层面高质量

整体发展水平，全面提升各个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使得更为

优质的要素资源又向高端产业集聚，再次强化高端产业经济

辐射带动力。高质量产业升级换代。

第一，推进制造业智能化发展步伐，重点加强汽车、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产业集群智能化

投入，采取风险投资运作模式，通过政府引导，各类金融

机构参与的方式，共同促进智能领域基础性技术的研发与

创新 [4]。

第二，支持现代服务业做大做强，生产性服务领域要

结合智能制造发展要求，培育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服务

产业。生活性服务领域要瞄准居民消费升级方向，满足消费

者日益多元化的服务需求。

4.3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共创城市经济开放

发展

构建全面开放的体制机制，有利于城市吸收优质资源，

共创城市经济的开放发展。

第一，发挥城市中心圈的示范作用。在城市建设过程

中，充分发挥中心圈的比较优势和示范功能，加强对外合作

交流，与其他城市共同创建优质城市群，不断提升中心圈在

城市经济发展与开放中的示范带头作用，为城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奠定战略基础。

第二，各城市应结合自身发展实际，商讨制定减少外

商投资的负面清单，适度放松准入机制，加强高端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开放程度，尤其是在绿色能源、生物制药、金融

保险、物流运输、信息服务、文化等行业，充分发挥吸引外

资的示范效应。

5 结语

找出副省级城市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时的差距，通过区

域协同、产业集群化以及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共创

城市经济开放发展对于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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