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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现状、约束与路径

任保平,李梦欣

(西北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27)

摘摇 要:2035 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中,作为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需要加倍努力,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争取早日基本实现现

代化。 基于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生态文明、政治文明 5 个维度构建现代化建

设评价指标体系,分析 2019 年西部地区 12 省区市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态势,结果表明:西部地区

的现代化建设不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而且各省份之间以及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

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并表现出不同维度上的异质性。 目前,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还存在

诸多制约因素:创新发展动能较弱,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污染物排放水平较高,区域和城乡差距

明显,人力资源质量、地方治理能力和社会保障力度等也有待提高。 因此,西部地区应积极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平衡协调发展战略、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培育和激发创新动能,塑造和发

挥人力资源质量优势,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同时,
要加强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促进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型;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地方治理能力和

治理体系现代化,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
关键词: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生态文明;政

治文明

中图分类号:F061郾 3;F124郾 1摇 文献标志码:A摇 文章编号:1674鄄8131(2021)05鄄0085鄄15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到 2035 年,我国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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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指出,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下简称“基本实现现代化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蒋红群,2021) [1]。 我国的全面现代化,不仅具有世界现代化的一般特

征,也突出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基本特征,是将现代化发展的普遍原理与我国具体国

情、发展阶段、时代特征的特殊性相结合的伟大进程。 因此,研究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内容、评价标准

和现状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同时,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不平衡性,不但各地区的

现代化进程不一,而且在不同的现代化维度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异质性。 自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效,但整体发展水平仍落后于东部地区,现代化进程也相对滞后。
因此,西部地区能否如期顺利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我国实现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关键。 基于此,本文在

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经济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政治文明五个维度构建现代化

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 2019 年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建设进行测度和比较分析,进而探究西部地区基

本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现代化问题在各领域都是研究的热点。 从宏观层面看,相关定性研究主要探讨了现代化

的理论基础、演进过程、现实内涵以及实现路径等。 比如:张雷声(2021)认为,现代化表现为一种社会变

革,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层面的全方位转变[2];杨楠(2020)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支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根本动力是科技创新[3];刘伟和陈彦斌(2020)指出,现代化发展需

要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和促进质量型人口红利释放[4];等等。 相关定量研究则主要基于现代化评价指标

体系的构建,对现代化水平及其动态进行评估、比较、预测以及影响因素分析等。 其中,国外比较有代表

性的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有布莱克现代化指标体系、英格尔斯现代化指标体系、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等,国内的则大多从多维度、多方面进行多指标的现代化水平综合评价,比如: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研究

所现代化课题组(1995)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口素质和生活水平 4 个维度构建现代化指标体系[5],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2010)从现代化推动力、现代化质量和社会公平 3 个方面构建现代化指

标体系[6],洪银兴教授及其课题组(2014)从经济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政治文明

5 个基本维度构建现代化建设指标体系[7],等等。 此外,还有研究对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进行了预测,比
如:刘伟和陈彦斌(2020)认为,2035 年人均实际 GDP 水平需要达到 2020 年的 2郾 1 倍以上,才能实现增

长翻一番[4];方福前(2021)预计,未来 15 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须保持在 6%左右[8];夏杰长(2019)预
测,到 2030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将达 67郾 2% [9]。

二、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五大维度与评价指标体系

现代化建设是在技术的深度嵌入下,集成的多层次、多阶段的动态发展过程。 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

新征程,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进一步提质与增强,不仅是数量上的拓

展与延伸,也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发展质量的提高(如经济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的转型以及生态质量

的提高等),更是人的全面化和现代化发展。 这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新发展阶段的特征

所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所决定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以新的发展方式推进

的现代化建设,是将现代化形态嵌入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具体可划分为经济现代

化、社会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生态文明、政治文明 5 个维度。
经济现代化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经济更加发展也成为实现现代化的核心任务。

基本实现现代化要求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尤其是经济现代化建设和发

展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重塑经济增长新动能,以创新动能转换经济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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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提高生产效率,优化经济结构(李梦欣 等,2019) [10]。 同时,要积极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加快信息产业

和创新产业的规模增长和质量提升,进一步推进各产业的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改造,促进传统产业的

现代化转型,进而通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加快推进经济现代化。 经济现代化也离不开高层

次开放经济的支撑,要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的市场体系,通过市场机制更好利

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循环的有机联动和相互促进,才能形成高水平

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城乡现代化是指城乡关系的现代化,即要协调城乡关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

现现代的必然要求,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城乡之间的差距较大,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乡现代化的推进在

基本实现现代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 城乡现代化建设,一方面,要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 城

市体系的发展和优化能够促进城市功能品质化、人口宜居及资源环境可持续化发展,从而形成包容共享

的城市与乡村互促共生的城乡新格局。 另一方面,要不断缩小城乡差距,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

一体化发展。 不但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均等化,这就需要

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促进现代化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进而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和深度

融合。
社会现代化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现代化理念,即要实现人的现代化。 国家的现代化,无论是综合国力

的提升、经济实力的增强,还是资源环境的优化,其宗旨都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经济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是协调统一的,现代化建设不能忽视社会现代化。 社会现代化以经济现代化

为基础,是持续动态演进的历史过程,其内在构成与发展方向不能脱离人民的需求。 因此,社会现代化

涵盖了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健康幸福、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教育住房、社会组织、文化

娱乐等各个方面。
生态文明建设是在资源和环境的紧约束下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内容。 在现代化进程中,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要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三元统一。 生态文明

重视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生态系统的平衡,通过绿色效益和绿色产出寻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其不仅针对

存量,更强调动态变化趋势,涵盖资源禀赋、资源消耗、环境质量、污染排放、污染治理、绿色发展等多方

面的内容。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才能全面实现现代化。 西部地区虽然具有自然资源禀

赋优势,但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面临着更大的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

矛盾,因而更应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进而加快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
政治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对维系社会稳定、优化地方治理,保障公共

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 因此,政治文明建设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其集中体现在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上,重点包括党风廉政建设、法治建设、平安建设等方面。
根据上述分析,并参考相关研究的指标体系(如洪银兴教授及其课题组的《苏南地区现代化建设指

标体系》),本文从经济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政治文明 5 个基本维度,基于数据的

可得性和指标口径的一致性,构建涵盖 28 个方面指标、44 个基础指标的现代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见
表 1)。

经济现代化维度(10 个基础指标):选用“人均 GDP冶反映经济数量规模,选用“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冶
“农业劳动生产率冶(第一产业增加值与第一产业从业人数之比)“农业机械总动力冶反映经济结构和经

济效率,选用“R&D 经费支出占比冶“技术市场成交额占比冶“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数冶反映创新能力和研

发实力,选用“电子商务销售额占比冶反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选用“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占比冶
反映对外开放程度,选用“规模以上文化制造业营业收入占比冶反映文化产业发展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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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现代化维度(7 个基础指标):选用“城镇化率冶反映城市发展水平和集聚能力,选用“人均城市

道路面积冶“城市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客运量冶反映城市公共交通和服务水平,选用“县城燃气普及率冶
反映公共服务状况,选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冶“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冶反映城乡居民收入水

平,选用“泰尔指数冶(城市人均收入与农村人均收入)反映城乡收入差距。
社会现代化维度(13 个基础指标):选用“人均寿命冶“每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冶反映居民健康水

平,选用“城乡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冶“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冶“失业保险覆盖率冶“住房保障支出占

财政支出比重冶“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冶反映社会保障水平,选用“每十万人中高等教育平均在校

生数冶反映现代教育水平,选用“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冶反
映人力资源综合质量,选用“互联网普及率冶反映信息化水平,选用“每万人社会组织数冶反映社会组织发

展水平,选用“每万人拥有图书馆建筑面积冶反映文体公共设施供给水平。
生态文明维度(11 个基础指标):选用“单位 GDP 电耗冶反映能源消耗水平,选用“单位 GDP 化学需

氧量排放量冶“单位 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冶“单位 GDP 氨氮排放量冶“单位 GDP 氮氧化物排放量冶反映污

染物排放状况,选用“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天数比例冶反映生态环境质量,选用“人均水资源量冶反
映水资源禀赋,选用“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冶“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冶反映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能力,选用

“森林覆盖率冶“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冶反映绿化水平。
政治文明维度(3 个基础指标):选用“‘党风廉政爷日均搜索量冶(根据百度指数)反映党风廉政建设

情况,选用“‘法治建设爷日均搜索量冶(根据百度指数)反映法治建设情况,选用“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占财

政支出比重冶反映平安建设情况。

表 1摇 现代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

基本维度 序号 基础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经济现代化

1 人均 GDP 元 正指标

2 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 正指标

3 现代农业发展水平
农业劳动生产率 — 正指标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千瓦 正指标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 正指标

5 技术市场成交额占 GDP 比重 % 正指标

6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电子商务销售额占比 % 正指标

7 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数 项 正指标

8 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 % 正指标

9 规模以上文化制造业营业收入占 GDP 比重 % 正指标

城乡现代化

10 城镇化率 % 正指标

11 公共交通和服务水平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平方米 正指标

城市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客运量 亿人次 正指标

12 居民收入水平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指标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指标

泰尔指数 — 逆指标

13 县城燃气普及率 % 正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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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基本维度 序号 基础指标 单位 指标属性

社会现代化

14 居民健康水平
人均寿命 年 正指标

每千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 人 正指标

15 互联网普及率 % 正指标

16 基本社会保障

城乡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 正指标

城乡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 % 正指标

失业保险覆盖率 % 正指标

住房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正指标

每千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 张 正指标

17 现代教育水平 每十万人中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数 人 正指标

18 人力资源水平
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年 正指标

规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 正指标

19 每万人社会组织数 正指标

20 每万人拥有图书馆建筑面积 平方米 正指标

生态文明

21 单位 GDP 电耗 千瓦时 /元 逆指标

22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

单位 GDP 化学需氧量排放量 吨 /亿元 逆指标

单位 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 吨 /亿元 逆指标

单位 GDP 氨氮排放量 吨 /亿元 逆指标

单位 GDP 氮氧化物排放量 吨 /亿元 逆指标

23 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天数比例 天 正指标

24 人均水资源量 立方米 /人 正指标

25 环境治理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千公里 正指标

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万立方米 正指标

26 绿化水平
森林覆盖率 % 正指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正指标

政治文明

27 党风廉政建设 “党风廉政冶日均搜索量 次数 正指标

28 法治和平安建设
“法治建设冶日均搜索量 次数 正指标

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 % 正指标

三、西部地区现代化建设评价与比较分析

本文运用上述评价指标体系测算 2019 年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水平,所用数据来源于 2020 年《中
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百度指数等。 采用极差法对指标进行

标准化处理,因而评价结果为相对水平,即反映的是各地区现代化建设水平的相对高低。 现代化建设综

合指数及各维度指数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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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部各省区市现代化建设各维度指数比较

2019 年西部 12 省区市现代化建设各维度指数如表 2 和图 1 所示。

表 2摇 2019 年西部 12 省区市现代化建设各维度指数及排名

省份 经济现代化 排名 城乡现代化 排名 社会现代化 排名 生态文明 排名 政治文明 排名

内蒙古 0郾 424 4 0郾 865 1 0郾 661 4 0郾 411 8 0郾 430 7

广西 0郾 322 5 0郾 69 3 0郾 580 6 0郾 755 3 0郾 350 8

重庆 0郾 874 1 0郾 770 2 0郾 819 1 0郾 819 1 0郾 449 6

四川 0郾 707 2 0郾 624 6 0郾 675 3 0郾 808 2 0郾 878 1

贵州 0郾 249 8 0郾 227 12 0郾 415 8 0郾 609 6 0郾 454 5

云南 0郾 298 6 0郾 247 10 0郾 295 11 0郾 744 5 0郾 667 2

西藏 0郾 143 12 0郾 264 9 -0郾 008 12 0郾 579 7 0郾 170 11

陕西 0郾 517 3 0郾 551 7 0郾 786 2 0郾 751 4 0郾 532 4

甘肃 0郾 154 11 0郾 236 11 0郾 454 7 0郾 408 9 0郾 302 9

青海 0郾 190 10 0郾 379 8 0郾 415 8 0郾 341 10 0郾 174 10

宁夏 0郾 280 7 0郾 681 4 0郾 605 5 0郾 074 12 0郾 006 12

新疆 0郾 238 9 0郾 674 5 0郾 408 10 0郾 292 11 0郾 621 3

图 1摇 2019 年西部 12 省区市现代化建设各维度指数

从经济现代化维度来看:排名前 3 位的重庆、四川、陕西的经济现代化指数分别为 0郾 874、0郾 707、
0郾 517,这些省市的经济现代化建设水平较高。 重庆 2019 年人均 GDP 达到 75 828 元,且服务业增加值占

比、农业劳动生产率、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比均在西部地区最高,说明重庆具有经济规模和经济

结构双重相对优势,同时,重庆也具有显著的创新优势和数字化优势。 排名后 3 位的西藏、甘肃和青海

的经济现代化指数分别为 0郾 143、0郾 154、0郾 190,这些省区的经济现代化建设与西部其他地区相比存在较

大差距,且受到较大的制约。
从城乡现代化维度来看:排名前 3 位的内蒙古、重庆、广西的城乡现代化指数分别为 0郾 865、0郾 770、

0郾 690,这些省区市的城乡现代化建设效果较好。 尤其是内蒙古的城乡现代化建设表现突出,其城镇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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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在西部地区最高,且城乡差距(泰尔指数)也最小。 排名后三位的贵

州、甘肃、云南的城乡现代化指数分别为 0郾 227、0郾 236、0郾 247,这些省份的城乡现代化建设滞后,城乡二

元结构及矛盾相对突出,需要努力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从社会现代化维度来看:排名前 3 位的重庆、陕西、四川的社会现代化指数分别为 0郾 819、0郾 786、

0郾 675,这些省市的社会现代化建设取得较好的成效。 其中,重庆的人均寿命较高,在社会保障以及人力

资源方面也具有突出优势。 排名后 3 位的西藏、云南、新疆的社会现代化指数分别为-0郾 008、0郾 295、
0郾 408,这些省区需要提高社会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水平以有效促进居民的全面发展。

从生态文明维度来看:排名前 3 位的重庆、四川、广西的生态文明指数分别为 0郾 819、0郾 808、0郾 755,
这些省区市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较好。 重庆的污染物排放强度较低,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也较高。 排名后 3
位的宁夏、新疆、青海的生态文明指数分别为 0郾 074、0郾 292、0郾 341,这些省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相对滞后,
需要进一步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宁夏的单位 GDP 电耗以及污染物排放强度均处于较高水平,且污染治

理能力较弱,需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从政治文明维度来看:排名前 3 位的四川、云南、新疆的政治文明指数分别为 0郾 878、0郾 667、0郾 621,

这些省区政治文明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其中,四川的党风廉政建设和法治建设均在西部地区领先,
云南紧随其后。 排名后 3 位的宁夏、西藏、青海的政治文明指数分别为 0郾 006、0郾 170、0郾 174,这些省区的

政治文明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2. 西部各省区市现代化建设综合指数比较

2019 年西部 12 省区市的现代化建设综合指数如图 2 所示。
排名前 4 位的四川、重庆、陕西、云南的现代化建设综合指数分别为 0郾 780、0郾 724、0郾 628、0郾 537,这

些省区的现代化建设在西部地区处于领先水平。 其中,四川的现代化建设各维度指数均处于较高水平,
且分化差异较小,综合实力较强。 重庆的经济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

突出成绩,但政治文明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 陕西的社会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经

济现代化、城乡现代化和政治文明建设仍需注入新动力。
排名后 4 位的宁夏、青海、西藏、甘肃的现代化建设综合指数分别为 0郾 195、0郾 267、0郾 268、0郾 315。 其

中,四川的现代化建设综合指数是宁夏的 4 倍,差距较大。 宁夏现代化建设的 5 个维度分化显著,尤其

是经济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亟待加强。 青海的经济现代化指数较低,产业结构转型和

创新发展的动能不足成为影响其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约束,政治文明建设也有待加强。 西藏的生态文明

指数较高,但其他维度的指数较低。 甘肃的经济现代化、城乡现代化和政治文明建设较为滞后,有待着

力加强。

图 2摇 2019 年中国西部各省区市的现代化建设综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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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现代化建设指数比较

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和广西,西北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

新疆。 本文进一步测算了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综合指数及各维度指数,如图 3 所示。 相

比而言,西南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综合指数以及经济现代化指数、生态文明指数、政治文明指数较高,但城

乡现代化指数和社会现代化指数较低。
从现代化建设综合指数来看:西南地区高于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除西藏、贵州外,其他省区市的现

代化建设综合指数均高于西部平均水平;而西北地区仅有内蒙古和陕西高于西部平均水平,其中宁夏和

青海远低于西部平均水平。
从经济现代化指数来看:西南地区高于西北地区。 西南的重庆和四川的经济现代化指数较高,而西

藏、贵州、云南有待提高;西北地区除陕西和内蒙古外,其余省区的经济现代化指数均低于西部平均水

平。 西北地区需要加快创新转型实现动能转换,提高经济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优化产业结构及产

业布局。
从城乡现代化指数来看:西北地区高于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除甘肃、青海外,其余省区的城乡现代

化指数均高于西部平均水平;西南地区的重庆、广西和四川的城乡现代化指数较高,而贵州、云南、西藏

远低于西部平均水平,这些省区需要进一步协调城乡关系,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
从社会现代化指数来看:西北地区高于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的甘肃、青海、新疆的社会现代化指数

较低,其余省区较高;而西南地区的贵州、云南、西藏的社会现代化指数低于西部平均水平,这些省区需

要加强社会现代化建设,尤其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优化教育资源和供给,不
断提高人力资源质量。

从生态文明指数来看:西南地区远高于西北地区。 西北地区仅有陕西生态文明指数较高,其余省区

均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尤其是宁夏、新疆和青海,这些省区需要加快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积极发展和

应用绿色技术,增强污染治理能力,切实减少污染物排放。 西南地区所有省区市的生态文明指数均高于

西部平均水平,尤其是重庆和四川的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突出。
从政治文明指数来看:西南地区高于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只有广西、西藏的政治文明指数低于西部

平均水平;而西北地区的宁夏、青海、甘肃的政治文明指数较低,这些省区需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积极

推进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图 3摇 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现代化建设指数比较

四、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现代化建设比较

进一步对西部省份和东部省份的现代化建设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西部地区选取现代化建设综合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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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排名前两位和后两位的四川、重庆、青海、宁夏,东部地区则选择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北京、上海、江苏、
广东,分别进行 5 个维度的相关指标比较。

1. 经济现代化相关指标比较

西部地区经济现代化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参见表 3)。 北京的人均 GDP 是重庆的 2郾 166 倍、
青海的 3郾 353 倍。 北京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是重庆的 1郾 570 倍,重庆和四川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略高于

江苏;西部省份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与北京、上海存在较大差距,但与江苏、广东差距较小。 北京的研发

经费支出占比高达 6郾 315% ,是重庆的 3郾 175 倍、青海的 9郾 086 倍,差距显著。 北京、上海的电子商务销

售额占比分别为 65郾 691% 、53郾 629% ;而重庆的电子商务销售额占比为 20郾 177% ,虽然高于其他西部省

份,但远低于北京、上海、广东。 重庆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比为 14郾 153% ,与北京接近,但与上

海(57郾 241% )的差距显著,与广东、江苏的差距也不小;而青海、宁夏的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比非

常低,对外开放水平有待提升。

表 3摇 2019 年 8 省区市经济现代化若干指标比较

指摇 标 四川 重庆 青海 宁夏 北京 上海 江苏 广东

人均 GDP /元 55 774 75 828 48 981 54 217 164 220 157 279 123 607 94 172

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 % 52郾 4 53郾 2 50郾 7 50郾 3 83郾 5 72郾 7 51郾 3 55郾 5

研发经费支出占比 / % 1郾 868 1郾 989 0郾 695 1郾 454 6郾 315 3郾 996 2郾 79 2郾 878

电子商务销售额占比 / % 11郾 515 20郾 177 7郾 108 6郾 497 65郾 691 53郾 629 9郾 91 28郾 019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比 / % 9郾 794 14郾 153 0郾 012 1郾 018 14郾 457 57郾 241 25郾 958 27郾 833

2. 城乡现代化相关指标比较

东部地区的城乡现代化全面领先西部地区(参见表 4)。 上海的城镇化率最高,是重庆的 1郾 322 倍、
四川的 1郾 642 倍,选取的东部省份均高于西部省份,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距显著。 宁夏的人均城市道

路面积最大,青海、四川、重庆的人均城市道路面积也高于北京、上海,但低于江苏、广东。 西部省份的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显著低于东部省份,且西部省份的泰尔指数也远高

于东部省份,表明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较大,二元结构矛盾突出。 此外,从城市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客

运量来看(参见图 4),东部地区城市交通分担率是西部地区的 2郾 563 倍,可见东部地区的城市公共交通

设施建设水平和分担能力高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市现代化水平也有待提高。

表 4摇 2019 年 8 省区市城乡现代化若干指标比较

指摇 标 四川 重庆 青海 宁夏 北京 上海 江苏 广东

城镇化率 / % 53郾 79 66郾 8 55郾 52 59郾 86 86郾 6 88郾 3 70郾 61 71郾 4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平方米 16郾 377 14郾 382 18郾 439 26郾 196 7郾 677 4郾 719 25郾 411 25郾 411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 3郾 615 3郾 794 3郾 383 3郾 433 7郾 385 7郾 362 5郾 106 4郾 81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元 1郾 467 1郾 513 1郾 150 1郾 286 2郾 893 3郾 320 2郾 268 1郾 882

泰尔指数 8郾 788 10郾 772 11郾 662 9郾 195 3郾 146 2郾 149 5郾 174 6郾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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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摇 2019 年各地区城市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客运量 /亿人次

3. 社会现代化相关指标比较

西部地区的社会现代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参见表 5)。 北京的互联网普及率最高,上海次之,北
京是宁夏的 1郾 547 倍、四川的 1郾 758 倍,且选取的东部省份均高于西部省份,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存在较

大差距。 青海、四川、重庆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均高于东部四省份,宁夏也高于北京、上海、广东,
仅略低于江苏,可见西部地区的城乡养老保障覆盖率较高。 北京的失业保险覆盖率最高,是青海的

8郾 352 倍,同时,东部 4 省份的失业保险覆盖率均高于西部 4 省份,且差距显著,西部地区需要加大失业

保险推广力度。 广东的规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最高,是四川的 8郾 207 倍、青海的 270郾 067 倍;
四川和重庆的规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高于北京,但低于广东、江苏、上海地区;四川和重庆的

研发型人力资源在西部地区具有优势,但与东部发达地区仍有较大差距,需进一步努力;而青海和宁夏

等地则需要加快提高人力资源质量,加强对研发型、创新型人才的培育和引进。 此外,从每十万人口中

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来看(参见图 5),东部地区的高等教育资源优势突出,中部地区最低,西部地区仅

略高于中部地区,在现代教育资源上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和空间。

表 5摇 2019 年 8 省区市社会现代化若干指标比较

指摇 标 四川 重庆 青海 宁夏 北京 上海 江苏 广东

互联网普及率 / % 86郾 898 96郾 536 92郾 901 98郾 715 152郾 73 131郾 683 104郾 741 123郾 256

城乡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 / % 40郾 224 37郾 214 42郾 965 28郾 022 9郾 507 3郾 175 28郾 957 22郾 969

失业保险覆盖率 / % 11郾 386 16郾 482 7郾 198 14郾 016 60郾 121 40郾 56 22郾 233 30郾 369

规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 78 289 62 424 2 379 8 073 44 241 80 694 508 375 642 490

图 5摇 2019 年各地区每十万人口中高等教育平均在校生数 /人

4. 生态文明相关指标比较

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西部地区具有资源禀赋优势,但节能和治污能力有待加强(参见表 6)。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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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 GDP 电耗最低,上海次之;重庆的单位 GDP 电耗较低,而宁夏的最高。 宁夏的单位 GDP 二氧化

硫排放量最高,需要引起重视。 西部 4 省份的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天数比例整体上高于东部 4
省份,其中青海最高,四川较低,需进一步提高空气质量。 西部 4 省份的人均水资源也整体多于东部 4
省份,具有自然资源禀赋优势。 东部 4 省份的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整体上强于西部 4 省份,尤其是广东

和江苏,西部地区需要学习广东、江苏等地的治污技术,增强污染治理效率和效果。 此外,从建成区绿化

覆盖率来看(参见图 6),东部地区最高(42郾 129% ),西部地区次之(39郾 458% ),东部高出西部 6郾 769 个

百分点,西部地区的城市建设还可进一步扩大绿化范围,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表 6摇 2019 年 8 省区市生态文明若干指标比较

指摇 标 四川 重庆 青海 宁夏 北京 上海 江苏 广东

单位 GDP 电耗 / (千瓦时 /元) 0郾 057 0郾 049 0郾 242 0郾 289 0郾 033 0郾 041 0郾 063 0郾 062

单位 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 / (吨 /亿元) 5郾 658 5郾 462 20郾 482 42郾 695 0郾 132 0郾 382 3郾 846 1郾 832

城市空气质量达到二级标准天数比例 / % 78郾 630 84郾 658 94郾 795 88郾 767 65郾 753 84郾 658 69郾 863 80郾 274

人均水资源量 / (立方米 /人) 3 289 1 600 15 182 182 114 199 287 1 809

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万立方米 755郾 78 394郾 11 60郾 7 108郾 55 703郾 57 834郾 3 1 942郾 12 2 453郾 07

图 6摇 2019 年各地区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5. 政治文明相关指标比较

西部地区政治文明建设需要持续推进(参见表 7)。 四川的“党风廉政冶日均搜索量最多,而宁夏、青
海的“党风廉政冶日均搜索量较少,需要加强党风廉政学习。 广东、江苏、北京的“法治建设冶日均搜索量

较多,且高于西部省份;而选取的西部省份“法治建设冶日均搜索量整体偏少,尤其是宁夏和青海需要进

一步加强法治建设。 广东、北京、江苏的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占比均高于西部四省份;重庆和四川的公共

安全财政支出占比在西部地区中较高,而宁夏和青海较低,有待提高。

表 7摇 2019 年 8 省区市政治文明若干指标比较

指摇 标 四川 重庆 青海 宁夏 北京 上海 江苏 广东

“党风廉政冶日均搜索量 /次 134 84 73 40 123 99 116 124

“法治建设冶日均搜索量 /次 68 37 5 4 77 45 82 96

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占比 / % 5郾 080 5郾 542 4郾 806 4郾 640 7郾 298 5郾 054 6郾 785 8郾 249

五、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制约因素

基于对西部地区现代化建设的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进一步梳理并归纳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

的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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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新发展动能较弱,产业结构层次较低

西部地区经济现代化建设存在经济规模偏低、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创新发展动能不足等问题。 近年

来,西部地区人均 GDP 虽然持续增长,但是经济规模、经济总量还是偏低的,且仍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

距。 同时,虽然西部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服务业份额有所提高,但尚未在产业结构层面形成地区的比

较优势,现代化农业体系、新型工业体系、现代化服务业及文化产业体系尚未完善,创新产业、信息产业

的规模和质量有待提高。 创新发展新动能的培育能够缓解产业结构固化的矛盾,优化地区资源的配置,
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 然而,目前西部地区整体上的创新发展动能不足,研发经费投入不够,自主创新

能力较弱,致使创新产出和生产效率偏低。

2. 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较大

西部地区现代化建设中,整体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明显的问题,同时现代化进程呈现显著的区域分化

态势。 近年来,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加快,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差距远大于东部地区,制
约了西部地区城乡现代化建设。 此外,西部地区的公共交通服务能力和水平较低,虽然由于地域广阔而

使其人均道路面积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但是公共交通的客运量较低。 同时,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不仅

存在城乡差距较大以及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的约束,在其内部区域间也存在显著的分化,不但现代化建

设的综合水平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各维度发展的区域不平衡也普遍存在。

3.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人力资源优势需要进一步培育和发挥

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存在教育供给不足、教育能力和教育水平较低的问题。 西部地区高等教

育水平虽优于中部地区,但与东部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西部地区人力资源水平有待提高,且劳动

力的质量红利尚未充分发挥。 同时,西部地区研发人员投入水平较低,且各地区研发型人力资源投入存

在显著分化,西南地区的研发人员投入时量及其增速显著高于西北地区。 其中,陕西作为教育强省,教
育实力雄厚,人口受教育程度和高等教育水平领先于西部其他地区,但是人力资源质量优势的发挥不尽

如人意,这主要是由于产学研一体化存在摩擦壁垒,导致教育优势未能充分转化为研发优势和技术

优势。

4. 污染排放水平较高,污染防治任重道远

西部地区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存在较大的压力和约束。 西部地区具有自然资源禀赋优势,但由经

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传统的粗放式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忽视。 目前,西部地区的污染物排放

水平较高,这是产业结构低级化和绿色技术欠缺双重制约导致的。 西部地区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

都较低,产业结构层次也较低,绿色生产力水平不高,制约了生态文明建设。 西部地区污染排放强度较

高,且污染治理能力与污染物排放量不匹配,污染防护与生态治理任重道远。 西部地区的绿色技术水平

和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也有待提高。 由于技术决定的规模水平依然是较低水平,导致生态产品的投入产

出效率较低。 生态文明建设中,需要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在生产的各个领域、每个环节嵌入绿色技术,
充分发挥生态产品生产和供给的比较优势,推动各产业的绿色化转型,提高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和水平。

5. 地方治理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社会保障力度有待加强

在西部地区现代化建设中,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容忽视。 现阶段,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评依然是以经

济数量指标为主,辅以社会发展指标,忽视了对于现代化建设进行全面、系统、综合的考察。 西部地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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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化发展相对落后,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也较为迟缓,地方治理能力和水平也较低。 西部地区的现

代化建设,需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提高地方政府依法行政和社会治理的能力,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 同时,受经济实力的影响,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力度较弱,成为制约社会现代化建设

的重要因素。 尤其是在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方面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存在明显差距,而在城乡基本养

老保险和住房保障方面西南地区显著优于西北地区,西北地区需要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的全覆盖。

六、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1.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西部地区加快经济现代化进程,需要在找准地区特色产业和比较优势产业的基础上激发创新动能,
从而优化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拓宽生产路径,推动产业结构向服务化、高技术化、绿色化转型,实现

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 创新是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核心动力,西部地区要加快创新动能转化与重塑。
创新发展不仅是经济规模和经济总量的扩大,更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要不断培育和激发创新发展

新动能,扩散并广泛应用于各产业领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形成新增长极,优化提升地区产

业结构,进而促进经济现代化的基本实现。 西部各地区要结合自身要素禀赋优势,高瞻远瞩,积极谋划

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的布局与组合,才能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优异成绩。
西部地区要积极发展数字经济集群,促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数字经济、
新经济引领产业革新,形成现代化完整产业链体系(韩正,2020) [11]。

2. 实施平衡协调发展战略,增强和优化城乡公共服务供给

区域协调发展就是打破地区分割,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洪银兴,2015) [12]。 西部地区要基本实现

城乡现代化,就必须实施平衡协调发展的长期战略,缩小区域差异和城乡差距。 为此,西部地区要逐渐

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分配机制和共享机制,增加公共服务供给规模,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优化公共服

务供给结构。 这就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共享发展机制。
西部地区要持续增强公共服务供给,并通过信息化、数字化转型不断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尤其应完

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缩小公共服务供给的城乡差距。 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要制定短期目标和长

期战略相结合的发展规划,农村地区要不断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持续深化农村改革,城市地区

要持续优化城市布局,提高城市功能与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刘云中 等,2021) [13],以加快西部地区城乡现

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基本实现。

3. 实施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培育和发挥人力资源质量优势

西部地区要充分重视人才引领发展的作用,通过增强和优化教育供给积极培育创新型、质量型人力

资本(李梦欣 等,2020) [14],培育人力资源的质量优势,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同时,要进一步推

进产学研平滑对接和一体化发展,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质量优势,以人力资源质量红利推动高新技术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成长。 西部地区要加快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劳动力提高

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提供资源保障,通过人力资本水平和质量的持续提升优化和提高劳动力供给结构

和质量(毛雁冰 等,2021) [15]。 尤其要加强对创新型、研发型人才的人力资本投入,优先发展高层次、高
技术人才,进而利用人力资源的质量红利推动创新发展。 同时,要为人力资源质量优势的充分发挥提供

机制保障和制度激励,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实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的一体化对接

和顺利转换,减少创新层面的流转摩擦和时间损失,促进多元化、多角度、多线条创新行为的发生,并通

79

任保平,李梦欣: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现状、约束与路径



过有吸引力的物质和精神奖励有效激励创新人才的创新行为。

4.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型

西部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力,促进生产要素绿色化供

给,在生产模式、生产过程、生产行为、生产循环的各个环节、方方面面实现绿色化转型。 要加强生态环

境的保护和修复,合理开发森林、绿地、海洋、河流等生态资源,有节制地拓展生态空间,实现展绿色发展

和可持续发展(刘静 等,2020) [16]。 要增强生态产品供给,鼓励绿色技术企业的发展及转型。 生态公共

型产品(如青山绿水、清洁的空气和优良的环境等)的有效供给,需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大环境监管

和污染治力度;而生态市场型产品(如生态农业、生态示范园区、绿色科创工业园区等)的有效供给,也需

要政府引导和调控,对绿色技术企业、生态环保产业的发展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

5. 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地方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西部地区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加快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 各级地方政府要深化体制改革,尤其是

供给端制度优化与改革,并加强地方法治建设、廉政建设、平安建设。 不仅要实现社会长治久安、有效解

决民生问题,还要逐步推进地方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西部地区各级政府要加强自身廉政建

设,加大学习与宣传力度,增强廉政勤政意识,提高政治文明水平(刘晓芬,2021) [17];同时,要深化行政

体制改革,提高行政能力和效率,为全社会和人民群众提供高效优质的行政服务。 要积极推进地方治理

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优化地方政府考核机制,推进政府施政理念、组织结构、管理方式、运行机制、行
政决策、职能服务等方面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民主化(梅立润,2019) [18],并建立和完善政府与社

会组织、经济主体以及公民个人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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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c Realization of Moderniz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Status Quo, Constraints and Path

REN Bao鄄ping, LI Meng鄄xin
( Institute for We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Northwest University, Xi爷an 710127, Shaanxi, China)

Abstract: In 2035, China will basically realize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journey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鄄round way, as a relatively backward area, the western region should work
hard,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progress, and make efforts to basically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earlier.
Based on such five dimensions as economic modernization, social modernization, urba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political civiliz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modernization leve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analyzes the basic situation in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western twelve
provinces and districts and municipality in 2019.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the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eastern region, furthermore,
there is an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each province as well as between the northwest region and the southwest
region, and there is the heterogeneity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Currently, there are many constraint factors for
the western region to basically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such as weak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ower, low
industrial structure level, high pollutant emission level, an obvious gap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nd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human resource quality, local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social security capacity need
to be improved. Therefore, the western region should actively implement the innovation鄄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balanc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talent鄄led development strategy, cultivate
and stimulate the innovation momentum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chiev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urban鄄rural integration, and cultivate and use the quality
advantage of human resources. At the same tim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restora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ode of production into a green one, deepen
institutional reform, modernize local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systems, and improve the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s.
Key words: West China; basic realization of modernization; economic modernization; social modernization;
urban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polit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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