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第一章

一、研究背景

“十三五”时期，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等多重

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新的历史性成就。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

丰硕。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脱贫攻坚成果

举世瞩目，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污染防

治力度不断加大，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教育公平和质量较大提升，医疗

卫生和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十三五”规划主要目标任

务胜利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向前迈出了新的一大步。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运行虽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也面临稳中有变、变中

有忧的复杂局势。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

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

要制约因素，是我国发展新阶段亟待破解的主要难题。在此背景下，我们通过构

建平衡发展指数，对我国平衡发展进行理论和实证动态研究，用发展的办法解决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二、研究意义

在系统学习与理解十九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论述内涵的基础上，课题组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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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挖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问题，于 2019 年 4 月在清华大学首次发布了“清

华大学中国平衡发展指数”，并报告了部分研究成果。本次年度报告在《清华大

学中国平衡发展指数报告》（2019）的研究基础上，着重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要进展，开展新一轮的中国平衡发展指数测度和分析工作。同时，聚焦平衡

发展的重点领域开展专题研究。具体地，选取贫困脆弱性指数构建及测度、南北

地区平衡发展差距分析、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评价三个专题，丰富和完善了

中国平衡发展指数的研究体系，概括分析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情况、新变化，

及时更新结果，力求统计结果的时效性，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

《清华大学中国平衡发展指数报告（2020）》不仅是对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的定量分析，也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情况、新变化的动态反映。以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为出发点，对我国整体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程度进

行动态评价，及时跟踪监测我国平衡发展的进程，为探索不同地区间高质量平衡

发展的新模式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