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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经济发展动态评价模型与实证分析

摘要
根据《江苏统计年鉴》（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等统计资料，从经济、社会、科技、生态和
环境 ５ 个方面建立综合评价的指标体
系，利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江苏省
１３ 个地级市从“十五”到“十一五”的发
展状况进行动态综合评价与实证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江苏经济
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充满活力，各评价指
数稳步攀升；南京、无锡、苏州和宿迁的
竞争力保持不变，常州、扬州等地竞争力
缓慢加强，淮安、南通等地的竞争力缓慢
衰退，镇江属于跳跃式衰退，而泰州则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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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江苏省是我国东部沿海的发达省份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

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

现代化迈进的新阶段，然而，其 １３ 个地级市区域经济之间的差距依然

存在．关于区域经济差距问题的研究，国内外主要有区域经济均衡增

长论［１］、区域经济不均衡增长论［２⁃５］、新经济区域经济理论［６］ 等．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了解并掌控这些差距的变化，对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和区域创新提供建议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利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江苏省 １３ 个地级市在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 年这 １０ 年间的整体发展状况进行评价，结合评价得分，对不同

的城市进行排序．由于本文选取的评价指标数量较多，按照时间这一

维度就形成了数据量相当庞大的立体数据．一般的回归模型或时间序

列模型计算量较大，而基于拉开档次的综合评价模型避免了对不同

的评价对象分别建立模型，而是将所有的样本矩阵累加，通过求其最

大特征值作为权重来建立统一的模型，该模型不但计算量大大减少，
而且评价过程客观、透明．２０１１ 年是江苏省“十二五”规划的第 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江苏省政府新闻发布会通报［７］，２０１１ 年江苏省实现

了“十二五”发展的良好开局，主要经济数据获 １０ 大突破，因此，本文

通过定性分析定量化，对“十五”和“十一五”时期江苏经济发展进行

动态评价与实证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以为提高江苏城市经

济与区域竞争力，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区域创新提

供有益的对策和建议．

１　 研究方法

１ １　 构建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指的是若干个相互联系的统计指标所组成的有机体．区
域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是以比较简明的方式，较为全面的提供被评价

对象的经济实力的变化过程．而度量和评价区域经济发展实力是一个

涉及到经济、社会、科技、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连续过程，采用单一的

或者片面的几个指标都难以准确客观地评价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状

况．本文遵循系统性和科学性、完备性和独立性、独立性和可比性［８⁃９］

等原则，从经济、社会、科技、生态、环境 ５ 个方面选取 １８ 个指标，构建

江苏省经济发展动态评价的指标体系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江苏经济发展动态评价的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经济

地区生产总值 ｘ１ ／ 亿元 正向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ｘ２ ／ 元 正向

第一产业值 ｘ３ ／ 亿元 正向

第二产业值 ｘ４ ／ 亿元 正向

第三产业值 ｘ５ ／ 亿元 正向

财政收入 ｘ６ ／ 亿元 正向

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 ｘ７ ／ 亿元 正向

进出口额 ｘ８ ／ 亿元 正向

社会

医疗卫生支出 ｘ９ ／ 亿元 正向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ｘ１０ ／ 亿元 正向

人均住房面积 ｘ１１ ／ ｍ２ 正向

科技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ｘ１２ ／ 万人 正向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ｘ１３ ／ 万册 正向

生态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ｘ１４ ／ ｍ２ 正向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ｘ１５ ／ ｍ２ 正向

环境

全面用电量 ｘ１６ ／ 亿 ｋＷｈ 逆向

工业废水排放量 ｘ１７ ／ 亿 ｔ 逆向

工业废气排放量 ｘ１８ ／ 亿 ｍ３ 逆向

１ ２　 数据预处理方法

由于不同指标的数据在量纲或方向上（即一致

性）的差异，数据代入模型后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摄动

影响，可能会出现权重小的指标由于其本身的数据

值较大而对最后的排序结果产生较大的作用，从而

导致结果失真，甚至无法进行数据分析．为了消除不

同量纲带来的不可公度性，提高数据分析的质量，必
须对数据进行预处理．数据预处理有多种方法：正向

化、无量纲化和可比化等［１０⁃１１］ ．在多指标综合评价

中，相对于目标来说有些指标值是越大越好，称为正

向指标（＋），而有些指标值则是越小越好，称为逆向

指标（－）．对于逆向指标本文先进行正向化处理：
ｘｉｊ′ ＝ － ｘｉｊ， （１）

然后再做无量纲处理：
ｘｉｊ′ ＝ ｘｉｊ ｘｉｊ ． （２）

１ ３　 基于拉开档次法的评价模型［１１⁃１２］

在拉开档次法确定的线性模型的基础上，其确

定权重向量 ω 的原则是：从整体上尽可能地体现出

所有被评价对象之间的差异，使之尽量拉开差距，以
便于对其排序．从几何的角度出发，ｎ 个被评价对象

可以看成由 ｍ个评价指标构成的 ｍ维空间中的 ｎ个

点．寻求 ｎ 个评价对象的评价值就相当于把这 ｎ 个点

投影到某一维空间．选择指标权重，使得各个评价对

象之间的差异尽可能拉大，也就是使得各个点在此

空间上的投影点最为分散．
取极大型评价指标 ｘ１，ｘ２，…，ｘｍ 的线性函数

ｙ ＝ ω １ｘ１ ＋ ω ２ｘ２ ＋ … ＋ ωｍｘｍ ＝ ωＴｘ （３）
为系统的综合评价函数．式（３）中 ω ＝ （ω １，ω ２，…，
ωｍ） Ｔ 为权重向量，ｘ ＝ （ｘ１，ｘ２，…，ｘｍ） Ｔ 为评价系统

的状态向量．将系统 ｓｉ 的观测值 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ｍ 代入式

（３），得
ｙｉ ＝ ω １ｘｉ１ ＋ ω ２ｘｉ２ ＋ … ＋ ωｍｘｉｍ，
　 　 ｉ ＝ １，２，…，ｎ． （４）

记 ｙ ＝ （ｙ１，ｙ２，…，ｙｍ） Ｔ，Ａ ＝

ｘ１１ ｘ１２ … ｘ１ｍ

ｘ１２ ｘ２２ … ｘ２ｍ

︙ ︙ ︙
ｘｎ１ ｘｎ２ … ｘｎ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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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ç
ç
ç
çç

ö

ø

÷
÷
÷
÷÷

，

则式（４）可以写成

ｙ ＝ Ａω． （５）
确定权重向量 ω 的准则是最大限度地体现出不

同系统之间的差异，就是求指标向量 ｘ 的线性函数

ωＴｘ，使此函数对 ｎ 个系统取值的分散程度或方差尽

可能大．变量 ｙ ＝ ωＴｘ 按 ｎ 个系统取值所构成的样本

方差为

ｓ２ ＝ １
ｎ∑

ｎ

ｉ ＝ １
（ｙｉ － ｙ） ２ ＝ ｙＴｙ

ｎ
－ ｙ２ ． （６）

将 ｙ ＝ Ａω 代入式（６） 中，并且由于所有的指标数据

已经标准化，所以 ｙ ＝ ０，于是有

ｎｓ２ ＝ ωＴＡＴＡω ＝ ωＴＨω， （７）
其中， Ｈ ＝ ＡＴＡ 为实对称矩阵，ω 为权重系数向量，
且有ωＴω ＝ １．当ω为Ｈ的最大特征值所对应的标准

化的特征向量时，式（７） 取得最大值．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带有时序特征的数据会不

断地积累，大量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平面数据积

累在一起，形成立体数据，记为｛ｘｉｊ（ ｔｋ）｝ ｎ×ｍ×Ｎ ．本文将

江苏 １３ 个地级市作为被评价对象 ｓ１，ｓ２，…，ｓ１３，从经

济、社会、科技、生态、环境 ５ 个方面选取 １８ 个指标

ｘ１，ｘ２，…，ｘ１８，按照从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作为时间顺序

ｔ１，ｔ２，…，ｔ１０ 获得原始数据｛ｘｉｊ（ ｔｋ）｝ １３×１８×１０，就构成一

个时序立体数据，如表 ２ 所示．
由立体数据支持的综合评价问题便称为动态综

合评价问题，一般可以表示为

ｙｉ（ ｔｋ） ＝ ｆ（ω １（ ｔｋ），ω ２（ ｔｋ），…，ωｍ（ ｔｋ），
　 　 ｘｉ１（ ｔｋ），ｘｉ２（ ｔｋ），…，ｘｉｍ（ ｔｋ））， （８）

其中， ｋ ＝ １，２，…，Ｎ，ｙ ｉ（ ｔ ｋ） 为 ｓ ｉ 在时刻 ｔｋ 处的评

７２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４，６（１）：２６⁃３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６（１）：２６⁃３３



价值．
对于动态综合评价问题，本文利用“纵横向” 拉

开档次法挖掘时序立体数据｛ｘｉｊ（ ｔｋ）｝ ｎ×ｍ×Ｎ 所提供的

信息，确定权重系数 ω ｊ（ ｊ ＝ １，２，…，ｍ），对 ｓ１，ｓ２，…，
ｓｎ 在 ｔｋ（ｋ ＝ １，２，…，Ｎ） 处的发展状况进行客观、合理

的综合评价和排序．对时刻 ｔｋ（ｋ ＝ １，２，…，Ｎ），取综

合评价函数为

ｙｉ（ ｔｋ） ＝ ∑
ｍ

ｊ ＝ １
ω ｊｘｉｊ（ ｔｋ），　 ｋ ＝ １，２，…，Ｎ，

　 　 ｉ ＝ １，２，…，ｎ． （９）
这里，确定权重系数的原则是在时序立体数据上最

大可能地体现出各评价对象之间的差异．

２　 江苏经济发展实证分析

２ １　 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本文根据 ２００２—２０１１ 年《江苏统计年鉴》 ［１３］，
采集并构建江苏经济发展时序立体数据表（按年度

给出），限于篇幅仅列出 ２００１ 与 ２０１０ 年的部分（表
２），先后运用式（１）和（２）进行数据正向化和无量纲

化处理．

２ ２　 “横向”拉开档次的综合分析

为了详细分析江苏 １３ 个地级市经济发展的优

劣势，应用“横向”拉开档次法对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各年

度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对各年选择相应的指标

数据组成数据矩阵，即计算各市在经济、社会、科技、
生态和环境上的得分，其计算结果以饼图的形式给

出（图 １）．
由图 １ａ 可见，苏南地区南京、无锡、苏州 ３ 市经

济发展指数在全省最好．值得指出的是，苏州的经济

发展指数原本落后于南京，后来逐渐赶上并超过南

京，这与苏州的高新技术产业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
对于苏中地区而言，南通、扬州的经济发展指数相对

稳定，说明其经济处于比较正常的运行当中，而泰州

的经济发展指数处于上升趋势之中．对于苏北地区

的 ５ 市而言，宿迁、淮安和连云港 ３ 市的经济发展指

数先是快速发展，然后又趋于平缓，盐城的经济发展

指数处于平稳状态，徐州的经济发展指数处于放缓

的状态．
从图 １ｂ 江苏各市社会发展指数来看，苏南地区

的南京、苏州、无锡、镇江运行状况各不相同，南京、
苏州、无锡的社会发展水平在“十五”和“十一五”期
间都处于领先状态，镇江的社会发展指数处于放缓

状态；在苏中地区，南通相对领先于后两者，但是都

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之中；在苏北的宿迁、淮安、盐
城、连云港和徐州当中，宿迁、盐城和淮安的社会发

展指数在走高，而连云港和徐州则处于下降的趋势．

表 ２　 江苏经济发展时序立体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地市
２００１ 年

ｘ１ ｘ２ ｘ３ … ｘ１６ ｘ１７ ｘ１８
南京 ９８１ ７６ ２６ ０２５ ２１ １７ … １３８ ３７ ６ １７９ ７ ２ ２５９ ０１

无锡 ８００ ５６ ３７ ７００ ２０ ５３ … ８６ ５５ １ ４０１ ０ ４７０ ８０

徐州 ３１８ ７４ １９ ７２６ ６ ９６ … ４３ ２９ ０ ４００ ４ ３８２ ８７

常州 ２２５ ８８ ２５ ４１７ ４ １４ … ３４ ６１ ０ ８３６ ３ ２２２ ８４

苏州 ６１８ ５６ ２９ ６９３ ２４ ９０ … ７３ ４０ ２ ７９４ ３ ６７３ ２２

南通 １９０ ２０ ２４ １８０ ４ ３６ … ２７ ８１ ０ ５２６ ８ ７２３ １８

连云港 １１２ ９７ １７ ８７０ ６ ６１ … １３ ４０ ０ ３７７ ２ ２２１ １９

淮安 １８４ ８１ ７ ０２２ ４１ ６９ … ２３ ０８ ０ ２４６ ２ ２３３ ５１

盐城 ７７ ０７ １３ ６１７ ５ ２１ … ９ ５１ ０ ２１１ ４ １５７ １５

扬州 ２３２ ５２ ２１ ３１１ １０ ９３ … １８ ７０ ０ ４７５ ５ ５０９ ３２

镇江 １６４ ８８ ２６ ３１０ １ ６３ … ２７ ７５ ０ ４５４ ４ １ ０７３ ５６

泰州 １２３ ９７ ２０ ５７９ ４ ５５ … １０ １２ ０ １１７ ７ ２５ １０

宿迁 ２１ ３０ ８ ３８３ １ １５ … １ ８４ ０ ０３０ １ ２４ ７６

…

地市
２０１０ 年

ｘ１ ｘ２ ｘ３ … ｘ１６ ｘ１７ ｘ１８
南京 ５ １３０ ６５ ６６ ０３２ １４２ ２９ … ３５４ ７５ ２ ８４ ５ ５９９ ７９

无锡 ５ ７９３ ３０ ８６ ５８２ １０４ ９４ … ２５０ ７８ １ ４１ １ ６７１ ７８

徐州 ２ ９４２ １４ ５７ ７４２ ２８２ ８２ … １４９ ９４ ０ ４３ ２ １８４ ３８

常州 ３ ０４４ ８９ ７１ ８１２ ９９ ７８ … ２１５ １７ ３ ２０ ８１０ ０８

苏州 ９ ２２８ ９１ ９４ ２７０ １５５ ７９ … ２６９ ３０ １ ８０ ２ ００７ ７２

南通 ３ ４６５ ６７ ６２ １３２ ２６６ ６２ … １０９ ７４ ０ ７４ １ １９２ ３９

连云港 １ １９３ ３１ ４２ ６８３ １８２ ６０ … ３３ １８ ０ １２ ２６２ ９２

淮安 １ ３８８ ０７ ３２ ８９７ １９５ ９７ … ６９ ６７ ０ ５０ １ ５７７ １３

盐城 ２ ３３２ ７６ ３８ ７８５ ３４７ ２１ … ３６ ６４ ０ ３４ １６１ ４８

扬州 ２ ２２９ ４９ ７１ ６８１ １６１ ３７ … ６０ ９６ ０ ２６ ８３０ ０５

镇江 １ ９８７ ６４ ７０ ９９４ ８１ ５３ … ８４ ９０ ０ ５３ １ ５８５ ２７

泰州 ２ ０４８ ７２ ６７ ０７２ １５１ ６５ … ３９ ９６ ０ １８ ４９２ ０８

宿迁 １ ０６４ ０９ ２６ １５０ １８７ ０９ … ３３ ９１ ０ ２３ ９６ ３５

从图 １ｃ 江苏各市科技发展指数来看，南京作为

江苏省的省会城市，高校数量最多，在科技发展方面

处于绝对领先的优势，其他城市与之相比差距都较

大．因此，“十二五”期间，要充分发挥南京在科技上

的引领示范作用，加强相互交流，提供动力支持将显

得非常重要．
从图 １ｄ 江苏各市生态发展指数来看，最显著的

特点是 １３ 个地级市的状况几乎相同，这并不说明各

８２
赵凯，等．江苏经济发展动态评价模型与实证分析．

ＺＨＡＯ Ｋａｉ，ｅｔ 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图 １　 江苏各市经济、社会、科技、生态、环境发展指数对比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１３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ｍｅｔｈｏｄ

９２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４，６（１）：２６⁃３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６（１）：２６⁃３３



市之间的发展处于协调状态，只能说明江苏生态建设

整体水平不高．因此，在“十二五”期间，要提升区域竞

争水平，生态环境发展是各市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从图 １ｅ 江苏各市环境发展指数来看，其显著的

特点是：１０ 年来各市的差距逐渐趋于一致．但是，总
的来说相比经济、社会、科技和生态等方面，各市之

间的位置还较为稳定，但在经济高速发展之下，江苏

各市环境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在今后一个很长

的时间内，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将成为各

市所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

２ ３　 “纵向”拉开档次的综合分析

运用“纵向”拉开档次法综合分析江苏 １３ 个地

级市在经济、社会、科技、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发展过

程，以寻求在整个“十五”和“十一五”期间经济社会

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经计算，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年

江苏 １３ 个地级市在经济、社会、科技、生态、环境方

面纵向发展指数详细列于表 ３—７．

从表 ３ 的经济发展指数来看，以宁、苏、锡、常为

代表的江苏最具活力的 ４ 个城市，在我国加入 ＷＴＯ
之后经济开始复苏，并走上快速稳定的发展道路．
２００９ 年金融危机后，江苏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改造

传统产业，大力推进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狠抓节能减

排，各市经济发展显著加快，好字优先．
从表 ４ 的社会发展指数来看，“十五”和“十一

五”期间的状况形成较大的反差，后一个 ５ 年中社会

发展要明显好于前一个 ５ 年，这与近几年我国实行

的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有很大的关系．可见，在经济系

统运行中，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在今后

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应积极发挥好政策的

引导作用．
表 ５ 的科技发展指数与图 １ｃ 所显示的信息是

一致的，省会城市南京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全

省科技总体发展速度还是较为缓慢的，这与科技创

新本身的难度有关系．

表 ３　 应用“纵向”拉开档次法求江苏 １３ 市经济发展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１３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ｍｅｔｈｏｄ

年份 南京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南通 连云港 淮安 盐城 扬州 镇江 泰州 宿迁

２００１ ０ ４３１ ８ ０ ４２９ ０ ０ １５７ ９ ０ １３８ ０ ０ ４８３ ８ ０ ４８３ ８ ０ ０９６ ６ ０ ２４２ ２ ０ ０７７ ９ ０ １３０ １ ０ １０３ ８ ０ １０７ ３ ０ ０２０ ６

２００２ ０ ５４９ １ ０ ５０９ ３ ０ １６７ ６ ０ ２７０ ５ ０ ４２５ ８ ０ ６２７ ８ ０ １０９ ８ ０ ２５８ １ ０ ０７９ ８ ０ １４５ ０ ０ １２８ ３ ０ １１９ ８ ０ ０２１ ４

２００３ ０ ７０３ ４ ０ ６３４ ７ ０ ２００ ２ ０ ３４９ １ ０ ６８７ ８ ０ ６３４ ５ ０ １２８ １ ０ ２７８ ８ ０ ０９４ ０ ０ １６７ ９ ０ １５０ ９ ０ １３４ ７ ０ ０２３ ７

２００４ ０ ６６８ ９ ０ ６９６ １ ０ ２１８ ２ ０ ３５７ １ ０ ７１２ ２ ０ ６４３ ９ ０ １３９ ６ ０ ３１５ ５ ０ ３０８ １ ０ １８７ ９ ０ １７４ ７ ０ １５４ ６ ０ １４４ １

２００５ ０ ８２７ ４ ０ ８７０ ４ ０ ２６２ ９ ０ ４２７ ６ ０ ８４０ ２ ０ ８１７ ２ ０ １７１ ５ ０ ３４２ ２ ０ ３５３ ４ ０ ２１０ ４ ０ １９０ ４ ０ １７５ ８ ０ １５０ ８

２００６ ０ ９３４ ３ １ ０１８ ５ ０ ３１２ ７ ０ ５０６ ０ １ １３４ ３ ０ ８９４ ４ ０ １８０ １ ０ ３６０ ６ ０ ３７９ ６ ０ ２４６ ５ ０ ２２１ ０ ０ ２１１ １ ０ １７１ ５

２００７ １ １２７ ４ １ ２５０ ０ ０ ３７８ ７ ０ ６３８ ３ １ ２０４ ４ ０ ９８７ ８ ０ ２１６ １ ０ ３９３ ３ ０ ４４１ ４ ０ ３０５ ７ ０ ２７３ １ ０ ２５５ ２ ０ １９４ ２

２００８ １ ３０５ １ １ ４０２ ４ ０ ４５１ ３ ０ ７５３ １ １ ２４９ ０ １ ０２７ ６ ０ ２４３ ０ ０ ４３２ ７ ０ ４７８ １ ０ ３６４ １ ０ ３１８ ７ ０ ３０３ ８ ０ ２２９ ９

２００９ １ ４６３ ３ １ ４８３ ４ ０ ５０４ ２ ０ ８５２ ８ １ ８５４ ３ １ １３１ ０ ０ ２９６ ９ ０ ５３５ ２ ０ ５８５ ６ ０ ４０５ ０ ０ ３６０ ７ ０ ３４０ ４ ０ ２７０ ６

２０１０ １ ７６７ ０ １ ４７８ ７ ０ ７３４ ６ １ ２２８ ２ １ ９０７ ４ １ ４５３ ３ ０ ３２９ ９ ０ ６２４ ８ ０ ７８６ ６ ０ ６４８ ９ ０ ６５０ ９ ０ ３８５ ６ ０ ３３９ ３

表 ４　 应用“纵向”拉开档次法求江苏 １３ 市社会发展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１３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ｍｅｔｈｏｄ

年份 南京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南通 连云港 淮安 盐城 扬州 镇江 泰州 宿迁

２００１ ０ １３９ ５ ０ ０９１ ２ ０ ０６８ ０ ０ ０７０ ３ ０ ０９３ ０ ０ ０９３ ０ ０ １２０ ７ ０ ０９０ １ ０ ０５４ ４ ０ ０８４ ４ ０ ０６８ ２ ０ ０９６ ６ ０ １４６ ９

２００２ ０ １７１ ５ ０ １０７ ８ ０ ０７３ １ ０ ０９５ ８ ０ １０７ ４ ０ １０７ ４ ０ １２４ ３ ０ ０９１ ４ ０ ０５９ ５ ０ ０９２ ４ ０ ０７４ ８ ０ １０１ ３ ０ １４７ ５

２００３ ０ ２３０ ４ ０ １１６ ４ ０ ０９４ ５ ０ １１１ １ ０ １２２ ４ ０ １２２ ４ ０ １２６ ８ ０ １０４ ２ ０ ０６３ ７ ０ ０９６ １ ０ ０７９ ５ ０ １０６ ０ ０ １５４ ２

２００４ ０ ２５３ ３ ０ １３０ ２ ０ １０６ ９ ０ １３５ ８ ０ １４４ ６ ０ １４４ ６ ０ １３０ ３ ０ １１４ ９ ０ ０７８ １ ０ １０３ ６ ０ ０８５ ０ ０ １１３ ２ ０ １２７ ８

２００５ ０ ２７６ ４ ０ １５７ ０ ０ １２４ １ ０ １４４ ５ ０ １８６ ２ ０ １８６ ２ ０ １３４ １ ０ １１９ １ ０ ０８２ ８ ０ １１１ ８ ０ ０８８ ９ ０ １２９ ７ ０ １９０ ６

２００６ ０ ３０１ ７ ０ １８５ ４ ０ １８５ ０ ０ １６２ ９ ０ ２３１ ６ ０ ２３１ ６ ０ １３５ ５ ０ １２８ ２ ０ ０８５ ３ ０ １１１ ５ ０ １００ ２ ０ １３６ ５ ０ １９５ ０

２００７ ０ ５９８ ４ ０ ３１７ ２ ０ ２９６ １ ０ ３４７ １ ０ ３６２ ０ ０ ３６２ ０ ０ １４２ ２ ０ １９２ ７ ０ ０９９ ９ ０ １３９ ８ ０ １２４ １ ０ １４５ ８ ０ １９６ ７

２００８ ０ ６９０ １ ０ ３４６ ３ ０ ３６１ ３ ０ ３８０ ３ ０ ４０５ ０ ０ ４０５ ０ ０ １５６ ９ ０ ２３１ ５ ０ １２２ ９ ０ １５４ ０ ０ １３５ ５ ０ １４９ ４ ０ ２１５ ２

２００９ ０ ８３６ ３ ０ ４３４ ４ ０ ４７９ ９ ０ ４５８ ２ ０ ４８４ ８ ０ ４８４ ８ ０ １６５ ８ ０ ３０６ ７ ０ １５０ ６ ０ １７２ ８ ０ １５１ ６ ０ １６２ ０ ０ ２２６ １

２０１０ １ ０２０ ５ ０ ５７７ １ ０ ６０５ ４ ０ ５５２ ５ ０ ５７４ ３ ０ ５７４ ３ ０ １８７ ２ ０ ３７２ ８ ０ １９２ ８ ０ １７９ ６ ０ １７１ ３ ０ １９６ ３ ０ ２５５ １

０３
赵凯，等．江苏经济发展动态评价模型与实证分析．

ＺＨＡＯ Ｋａｉ，ｅｔ ａｌ．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



表 ５　 应用“纵向”拉开档次法求江苏 １３ 市科技发展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５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１３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ｍｅｔｈｏｄ

年份 南京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南通 连云港 淮安 盐城 扬州 镇江 泰州 宿迁

２００１ ０ ９７２ ３ ０ ０３３ ３ ０ ０４８ ４ ０ ０３８ ５ ０ ０３０ ７ ０ ０３０ ７ ０ ０１４ ０ ０ ０１４ ９ ０ ０１４ ９ ０ ０４１ ８ ０ ０３５ ２ ０ ００７ ２ ０ ０００ ５

２００２ １ ０６１ ０ ０ ０３７ １ ０ ０５５ ０ ０ ０４３ ９ ０ ０３８ ７ ０ ０３８ ７ ０ ０１５ ９ ０ ０１８ ２ ０ ０１６ １ ０ ０４６ ９ ０ ０３８ ６ ０ ００７ ８ ０ ００１ ０

２００３ １ ０７４ ３ ０ ０３８ ５ ０ ０５４ ９ ０ ０５４ ９ ０ ０３８ ８ ０ ０３８ ８ ０ ００８ ８ ０ ０２５ ６ ０ ０１６ ３ ０ ０５０ ５ ０ ０４３ １ ０ ００８ ８ ０ ００２ ３

２００４ １ ３０９ ３ ０ ０４２ ８ ０ ０６３ ６ ０ ０６４ ７ ０ ０４１ ２ ０ ０４１ ２ ０ ０１１ ０ ０ ０３１ ０ ０ ０１９ ２ ０ ０５３ ８ ０ ０４６ ３ ０ ００９ ９ ０ ００２ ０

２００５ １ ３０３ ４ ０ ０４７ ６ ０ ０６１ ４ ０ ０７５ ３ ０ ０４０ ２ ０ ０４０ ２ ０ ０１９ ６ ０ ０３６ ７ ０ ０１９ ７ ０ ０６５ ５ ０ ０５１ ３ ０ ０１０ ９ ０ ００２ ６

２００６ １ ４６１ ９ ０ ０５０ ８ ０ ０７２ ２ ０ ０７５ ３ ０ ０５４ ３ ０ ０５４ ３ ０ ０２０ ４ ０ ０３６ ０ ０ ０１９ ６ ０ ０７０ １ ０ ０６３ ５ ０ ０１４ １ ０ ００１ ６

２００７ １ ４６５ ４ ０ ０５５ １ ０ ０７７ ８ ０ ０８７ ９ ０ ０５３ ７ ０ ０５３ ７ ０ ０２１ ８ ０ ０４３ ３ ０ ０２４ ７ ０ ０７４ ７ ０ ０６８ ７ ０ ０１７ ７ ０ ００４ ３

２００８ １ ６２３ ５ ０ ０５８ ４ ０ ０８２ ３ ０ ０８６ ６ ０ ０６５ ２ ０ ０６５ ２ ０ ０２１ ７ ０ ０４１ ３ ０ ０２７ ２ ０ ０７４ ３ ０ ０７３ ９ ０ ０２０ １ ０ ００４ ０

２００９ １ ７０５ ５ ０ ０６１ ２ ０ ０８３ １ ０ ０８５ ７ ０ ０８０ ２ ０ ０８０ ２ ０ ０２４ ６ ０ ０４５ ９ ０ ０２８ ８ ０ ０８４ ０ ０ ０７８ ３ ０ ０２１ ０ ０ ００４ ５

２０１０ １ ７５４ ８ ０ ０６１ ５ ０ ０９１ ５ ０ ０８６ ５ ０ ０８８ ０ ０ ０８８ ０ ０ ０２５ ６ ０ ０４７ １ ０ ０２９ ７ ０ ０７８ ８ ０ ０８０ ８ ０ ０２３ ３ ０ ００４ ４

表 ６　 应用“纵向”拉开档次法求江苏 １３ 市生态发展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１３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ｍｅｔｈｏｄ

年份 南京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南通 连云港 淮安 盐城 扬州 镇江 泰州 宿迁

２００１ ０ ０３３ ６ ０ ０５９ ４ ０ ０６５ １ ０ ０５９ ０ ０ ０３９ １ ０ ０３９ １ ０ １２１ ０ ０ ０５０ ２ ０ ０９２ ８ ０ ０５８ ２ ０ １１４ ０ ０ ０５１ ０ ０ １５９ ５

２００２ ０ ０３３ ９ ０ ０６６ ２ ０ ０７１ ０ ０ ０６４ ６ ０ ０４３ ５ ０ ０４３ ５ ０ １３３ ０ ０ ０５２ ７ ０ ０８２ ２ ０ ０７８ １ ０ ０８６ ２ ０ １１４ ０ ０ ２３０ ９

２００３ ０ ０３６ ２ ０ ０７１ ７ ０ ０７０ ０ ０ ０７５ １ ０ ０５１ １ ０ ０５１ １ ０ １４４ １ ０ ０７６ １ ０ ０８３ ９ ０ １２１ ５ ０ １００ ０ ０ １３４ ６ ０ ３０４ ０

２００４ ０ ０３９ ５ ０ ０８２ ３ ０ ０７３ ５ ０ ０８１ ６ ０ ０５７ ２ ０ ０５７ ２ ０ １６０ ９ ０ ０８９ １ ０ ０８０ １ ０ １４０ ７ ０ １０９ ６ ０ １４２ ９ ０ ３３６ ７

２００５ ０ ０４３ ４ ０ ０８９ ５ ０ ０７５ ８ ０ ０８５ ３ ０ ０６８ ２ ０ ０６８ ２ ０ １７０ １ ０ ０９８ ４ ０ １０１ ４ ０ １８３ ０ ０ １６７ ５ ０ １８５ ９ ０ ３５７ １

２００６ ０ ０４９ ０ ０ ０９４ １ ０ ０８８ ２ ０ １０２ ９ ０ １００ ６ ０ １００ ６ ０ ２１１ ７ ０ １１４ ７ ０ １１２ ４ ０ ２６５ ９ ０ １９５ ９ ０ １９１ ２ ０ ３８２ ０

２００７ ０ ０４８ ５ ０ ０９８ ７ ０ １０４ ４ ０ １０５ ４ ０ １０７ １ ０ １０７ １ ０ ２３５ ２ ０ １２０ ４ ０ １５４ ３ ０ ２８１ ２ ０ ２０７ １ ０ １９１ ９ ０ ３９９ ５

２００８ ０ ０５０ ４ ０ １０２ ３ ０ １１３ ６ ０ １１８ ８ ０ １０８ ９ ０ １０８ ９ ０ ２５９ ９ ０ １２３ ３ ０ １５７ ０ ０ ２８８ １ ０ ２２４ １ ０ ２０２ １ ０ ４３９ ２

２００９ ０ ０５１ ８ ０ １０７ ５ ０ １１７ ４ ０ １１９ ９ ０ １０８ ４ ０ １０８ ４ ０ ２６４ ３ ０ １２９ ７ ０ １５８ ４ ０ ２９０ ７ ０ ２３５ ２ ０ ２０９ ２ ０ ４４３ ４

２０１０ ０ ０５２ ６ ０ １１２ ７ ０ １２９ ９ ０ １２３ ５ ０ １０７ ７ ０ １０７ ７ ０ ２７５ ５ ０ １４０ ６ ０ １６１ ２ ０ ３０２ ９ ０ ２４３ ９ ０ ２１８ ２ ０ ４３７ ３

表 ７　 应用“纵向”拉开档次法求江苏 １３ 市环境发展指数

Ｔａｂｌｅ ７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１３ ｃｉｔ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ｓｃａｔｔ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ｍｅｔｈｏｄ

年份 南京 无锡 徐州 常州 苏州 南通 连云港 淮安 盐城 扬州 镇江 泰州 宿迁

２００１ ０ ２８０ １ ０ ０９７ ９ ０ ０５５ ６ ０ ０４０ ９ ０ ０７２ ８ ０ ０７２ ８ ０ ０１２ ２ ０ ０３５ ３ ０ ００４ ３ ０ ０３９ ７ ０ １５１ １ ０ ００４ ９ ０ ０００ ７

２００２ ２ ３７６ ２ ０ ３８７ ４ ０ ０８５ １ ０ ７０５ ０ ０ ４１１ ３ ０ ４１１ ３ ０ ０４０ ５ ０ ０６６ ５ ０ ００５ ５ ０ ０８２ ３ ０ ２４２ ２ ０ ０１１ ９ ０ ００２ ２

２００３ ２ １６６ ９ ０ ３９４ ７ ０ ０８４ ３ ０ ７２９ ３ ０ ４３２ ４ ０ ４３２ ４ ０ ０３５ ４ ０ ０７５ 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 ０８７ ５ ０ ２０９ ７ ０ ０１４ ７ ０ ００２ ４

２００４ ０ ３６７ ９ ０ １６２ ０ ０ ０７７ ４ ０ １３３ ８ ０ １１８ ４ ０ １１８ ４ ０ ０１３ ３ ０ ０７６ １ ０ ００５ ８ ０ ０４１ ５ ０ １６２ ５ ０ ０１５ ０ ０ ００２ ７

２００５ ０ ４１２ ９ ０ １８５ １ ０ ０８９ ０ ０ １５７ ８ ０ １３９ ４ ０ １３９ ４ ０ ０１５ ０ ０ ０８５ ８ ０ ００６ ２ ０ ０４５ ９ ０ １８５ ５ ０ ０１９ ３ ０ ００２ ０

２００６ ０ ４９５ ２ ０ ２１２ １ ０ １００ １ ０ １８１ １ ０ １６２ １ ０ １６２ １ ０ ０１８ ６ ０ １０１ １ ０ ００７ ３ ０ ０５６ ３ ０ ２２１ １ ０ ０２４ ３ ０ ００４ ５

２００７ ０ ５２１ ９ ０ ２５３ ２ ０ ０９８ ６ ０ ２０１ ９ ０ ２０５ ７ ０ ２０５ ７ ０ ０１９ ２ ０ １２４ ４ ０ ００８ １ ０ ０６３ ５ ０ ２１１ ５ ０ ０１４ ２ ０ ００５ ６

２００８ ０ ５５５ ６ ０ ２４９ ３ ０ １０６ ３ ０ ２０１ ４ ０ ２０５ ５ ０ ２０５ ５ ０ ０２０ ３ ０ １６５ ０ ０ ００８ ８ ０ ０８０ ７ ０ ２１０ ６ ０ ０２７ ８ ０ ００９ １

２００９ ０ ６０２ ９ ０ ２５３ ６ ０ １２６ １ ０ ２０７ ２ ０ ２１１ ２ ０ ２１１ ２ ０ ０１９ ７ ０ １７０ ２ ０ ００９ ４ ０ ０７７ １ ０ ２５８ ８ ０ ０３３ ３ ０ ００８ ０

２０１０ ０ ７０１ ６ ０ ２９５ ７ ０ ２５２ ６ ０ ２３３ ０ ０ ２４７ ９ ０ ２４７ ９ ０ ０２０ ６ ０ １９２ １ ０ ０１１ ５ ０ ０７８ ７ ０ ２５２ ６ ０ ０３４ ３ ０ ０１１ ４

　 　 表 ６ 的生态发展指数显示出各市的生态发展水

平都不高，并且各市之间差距相对其他方面较小，几
乎持平．值得一提的是宿迁市的生态发展状况相对

要好些，这与宿迁本身的工业发展水平较低有关，因
此，要好好利用并发挥这一优势，可以有效提升宿迁

市的核心竞争力．
从表 ７ 的环境发展指数来看，各市都在 ２００２ 年

和 ２００３ 年有一个波动．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由于本

文选择的环境指标都是负向指标，所以得分值越小

说明环境状况越好．总体上来说，江苏 １３ 个地级市

１３
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４，６（１）：２６⁃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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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在 ２００２ 年左右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这
与当时的洪涝灾害有关系．之后的几年里，各市的环

境建设均逐年有所改善．

３　 结论与讨论

１）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江苏省政府新闻发布会通

报［７］，２０１１ 年江苏实现了“十二五”发展的良好开

局，主要经济数据获 １０ 大突破，其中：全省 ＧＤＰ 达

到 ４８ ６０４ ３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１１％，人均 ＧＤＰ 突破 ６ 万元，达到 ６１ ６４９ 元；地方财

政收入突破 ５ ０００ 亿元，达到 ５ １４７ ９ 亿元，比上年

增长 ２６ ２％；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１ ５ 万亿元，
达到 １５ ８４２ １ 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７ ５％；进出口总

额突破 ５ ０００ 亿美元，达到 ５ ３９７ ６ 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 １５ ９％；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突破 ２ ６ 万元

和 １ 万元，达到 ２６ ３４１ 元和 １０ ８０５ 元，城乡居民收

入比为 ２ ４４ ∶１，是全国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
２） 本文从经济、社会、科技、生态和环境 ５ 个角

度对江苏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经计算求出

江苏 １３ 个地级市在不同年度的经济发展指数、社会

发展指数、科技发展指数、生态发展指数和环境发展

指数．在横向上，侧重不同城市的对比分析，纵向上，
则侧重不同时间点的发展状况的动态分析．综合评

价结果从整体上把握了江苏经济 １０ 年来的宏观运

行情况，一方面给出相应的文字描述，另一方面给出

直观图形化的描述，结果一目了然．这表明评价模型

客观可信，符合江苏发展实际．
３） 本文评价结果表明，“十五”与“十一五”期

间江苏各市经济运行状况良好，经济总量和发展水

平在稳步提升．虽然区域经济差距依然存在，但是发

展差距正在缩小，局面在扭转．１０ 年来，江苏大力实

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和先导作

用，在发展中加快转型，在转型中实现跨越．以江苏

为代表的中国东部沿海经济充满活力，成就显著，生
动地诠释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特色与个性

魅力．“十二五”期间，江苏必将在全面建成更高水平

小康社会、开启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中为全国经

济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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