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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改革氛围
深化改革评估

□ 本报记者 吴宏林

2020年1月13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京发布《2019年第四季度改

革热度第三方评估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第四季度改革热度指数为69.99，比

上季度上升2.13,扭转了连续两个季度的下降趋势。中部地区首次超越东部地

区位居第一位，京津冀地区高于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不含港澳）。

京津冀地区高于长三角城市群

从六大领域来看，经济领域得分78.41，政治领域得分65.95，文化领域得分

67.43，社会领域得分66.82，生态领域得分69.89，党建领域得分71.43。经济领域

改革热度值仍位居首位，党建领域位居第二位，生态领域超越文化领域、社会领

域，位居第三位，政治领域较低，与三季度相比，六大领域均有明显提升，其中党

建领域增加最多。

从四大区域来看，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改革热度指数分别为70.96、

71.13、68.79、68.95。中部地区首次超越东部地区位居第一位，东北地区落后西

部地区的趋势没有改变，但差距在缩小。

三大城市群整体改革热度指数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且比上一季度均有

提升。京津冀地区改革热度指数为72.64，长三角城市群改革热度指数为72.27，

粤港澳大湾区（不含港澳）改革热度指数72.16。其中，京津冀地区高于长三角城

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不含港澳）。

从四大维度来看，宣传度得分63.56，参与度得分88.32，反响度得分46.10，

获得感得分85.87。反响度较低，参与度相对较高。与三季度相比，宣传度显著

提升，反响度有所下降。

从31个省市区来看，京、渝、津、沪四个直辖市和江苏、河北位居前列，中部地区山

西、安徽、河南和西部地区陕西进入全国前10位，与三季度相比，山西省进入TOP15。

文化、政治领域改革热度值偏低

从领域来看，文化领域、政治领域改革热度值偏低，党建领域提升最多。四

季度经济领域得分78.41，政治领域得分65.95，文化领域得分67.43，社会领域得

分66.82，生态领域得分69.89，党建领域得分71.43。

多个领域三季度热度值为全年最低水平，四季度开始反弹，逐步上升。其中

经济领域改革热度值相对处于较高位置，领先其他领域，但呈下降趋势；社会领

域改革热度值明显下降，且降幅高于其他领域。

2019年度六大领域改革热度指数变化

从区域来看，中部地区崛起，东北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呈缩小状态。四季

度，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改革热度指数分别为70.96，71.13，68.79，68.95，比

上一季度均有上升。其中，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升幅较大。

从最近几个季度的评估结果来看，多个季度改革热度指数呈现出地域特征，

东部地区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北地区最低；但最近两个季度以来，东北地区与

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呈缩小趋势。

四大区域改革热度指数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不含港澳）、京津冀地区城市表现突出。京津冀地区

改革热度指数为72.64，长三角城市群改革热度指数为72.27，粤港澳大湾区（不

含港澳）改革热度指数为72.16，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京津冀地区首次高于长三

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不含港澳）。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中，12个省份

的改革热度指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维度来看，参与度、反响度有所下降，获得感明显提升。四季度，宣传度得

分63.56，参与度得分88.32，反响度得分46.10，获得感得分85.87。

从全年来看，参与度处于高位，呈上升状态；反响度最低，且从二季度后呈下

降趋势；从二季度以来，获得感在稳步上升，说明各项改革政策符合群众预期，能

够满足群众改革诉求，群众的满意度逐步提升。

改革热度指数维度分析

四季度福建跌出TOP15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改革热度指数TOP15:北京77.67，重庆75.14，天

津74.77，上海74.38，江苏72.98，山西72.50，安徽72.45，河北71.83，河南71.65，

陕西71.49，江西71.21，贵州71.20，宁夏71.19，山东71.12，浙江70.97。

其中，山西提升14名，河北、江西均提升4名，安徽、天津、重庆、贵州、宁夏回

族自治区的排名较上季度均有上升，三季度TOP15省中的福建在四季度跌出

TOP15。

31个省会城市改革热度指数TOP15:北京77.67,成都75.94,广州75.58,重

庆75.14,济南75.06,天津74.77,西安74.66，上海74.38南宁74.28，南京74.06，

郑州73.99，沈阳73.97，南昌73.89，呼和浩特73.82，昆明73.74。

其中，郑州提升13名，南京提升11名，西安提升10名，济南、南宁提升7名，

南昌提升6名，成都提升4名，重庆提升3名，天津、广州排名较上季度均有上升；

三季度TOP15省会城市的福州、兰州、贵阳、海口均在四季度跌出TOP15。

337个城市改革热度指数TOP15:晋城80.78，北京77.67，长治77.20，南通

76.81，郴州76.61，徐州76.56，江门76.49，镇江76.34，成都75.94，防城港75.61，

广州75.58，陇南75.29，重庆75.14，济南75.06，新乡75.06。

相比三季度，北京、重庆、成都、广州、南通、镇江、江门、防城港、陇南四季度

继续留在TOP15，济南、郴州、晋城、长治、徐州、新乡则跻身TOP15。

19个副省级以上城市改革热度指数：北京77.67，成都75.94，广州75.58，重

庆75.14，济南75.06，青岛74.79，天津74.77西安74.66，宁波74.44，上海74.38，

深圳 74.15，南京 74.06，沈阳 73.97，长春 72.63，杭州 72.58，武汉 71.45，厦门

70.43，哈尔滨69.86，大连68.66。

其中，宁波提升8名，长春提升5名，成都、济南提升4名，重庆提升3名，广

州、西安提升2名。沈阳下降9名，上海下降8名，杭州、青岛、厦门、哈尔滨下降3

名。

318个副省级以下城市改革热度指数 TOP 15：晋城80.78长治77.2，南通

76.81，郴州76.61，徐州76.56，江门76.49，镇江76.34，防城港75.61，陇南75.29，

新乡75.06，马鞍山74.97，六安74.95，眉山74.85，铜陵74.74，宜宾74.58。

相比较三季度，防城港、徐州、长治的排名均有上升，南通、镇江、陇南、江门、

六安、眉山排名下降。晋城、郴州、新乡、马鞍山、铜陵、宜宾跻身TOP15，齐齐哈

尔、兰州、昆明、大庆、呼和浩特、福州则跌出TOP15。

337个城市按区域改革热度指数TOP 5：东部地区，北京77.67，南通76.81

徐州76.56，江门76.49，镇江76.34；中部地区，晋城80.78，长治77.2，郴州76.61，

新乡75.06，马鞍山74.97；东北地区，白山74.2，沈阳73.97，齐齐哈尔73.81，大庆

73.55，吉林73.13；西部地区，成都75.94，防城港75.61，陇南75.29，重庆75.14，眉

山74.85。

□ 本报记者 吴宏林

近日，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

究院、辽宁大学东北振兴研究中心、经

济科学出版社、中国兴边富民战略研

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民营企业

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19中国经济

研究热点排名”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

《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

改革报》《中国民族报》《中国经济导

报》《证券日报》、人民网、中国经济网、

中国经济信息网、新浪网等媒体，以及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经

济科学出版社等单位的专家和学生共

140余人参加了发布会。据了解，本

次发布会由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院

长张丽君主持，中央民族大学党委副

书记、校长黄泰岩介绍并发布“2019

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

分析中国经济热点
形成系列成果和数据库

自2003年来，黄泰岩带领的研究

团队开始统计分析中国经济热点，已

经连续进行了17年，形成了系列研究

成果和数据库。每年的研究报告《中

国经济热点前沿》由经济科学出版社

出版；每年举办一次“中国经济学前沿

论坛”；每年召开一次“中国经济研究

热点排名发布会”；每年的分析报告在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学动态》

《经济学家》等报刊发表；形成了一个

数据库。

2019年中国经济研究热点的排

名学术期刊统计样本选取，继续采用

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

公布的2019年~2020年CSSCI来源

期刊，经济学类排名前20名杂志依

据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两个一

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平衡分布需

要，选取了作为2019年中国经济研

究热点排名和分析的15本经济学类

统计样本期刊，即《经济研究》《世界

经济》《经济学（季刊）》《中国工业经

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金融

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经济科学》

《财经研究》《财贸经济》《南开经济

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

学家》《产业经济研究》《经济评

论》。由于其他类别的杂志也有经

济学的栏目和论文，为了保证覆盖

面和代表性，选取了其他4大类，即

马克思主义类、管理学类、社会科学

总论类和高校综合性社科学报类各自

排名第一的学术期刊，即《中国社会科

学》《管理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国人民大学学报》，共同构成了19本

统计样本期刊。

据悉，通过对 2019 年专家学者

在以上 19 本统计样本期刊上发表

的全部学术论文共 1814 篇按专题

进行分类统计，得出了2019年中国

经济研究前十大热点：一是经济增

长与发展，二是自主创新，三是三

农，四是资本市场，五是收入分配与

收入差距，六是产业结构与产业政

策，七是对外贸易与贸易政策，八是

公共经济（含公共管理），九是区域

经济，十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

中国化。

扎根中国大地
运用中国经验

2019年中国经济研究围绕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目

标，扎根中国大地，针对中国问题，运

用中国经验，借鉴国外理论，不断丰富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

系基本框架。2019年中国经济研究

热点的变化规律具体表现为“一二三

四五六”特征。

“一”是一个理念。即使面临巨大

的经济下行压力，也要坚决贯彻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不能因为短期压力而动摇。为此，自主

创新在2019年中国经济热点排名中排

在第二高位；体现协调发展理念的“三

农”问题研究位次上升三位，区域经济

上升三位，城市经济首次进入前20；绿

色发展上升两位；体现开放的对外贸

易与贸易政策和体现共享的收入分配

与收入差距问题均保持高位。

“二”是两个动力。一是创新作为

第一动力，受到学界高度关注；二是作

为“两轮驱动”之一的体制改革在改

革开放周年之后仍然保持高位，体现

了经济下行背景下经济体制改革的重

要性。

“三”是三大攻坚战。收入分配

和收入政策、绿色发展，以及金融

安全与金融秩序仍然保持高位，体

现了学界对坚决打赢脱贫、污染防

治和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三大攻坚战

的重视。

“四”是四个全面。收入分配与收

入政策的高位和公共经济热点位次的

上升，从经济研究角度体现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

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

“五”是五位一体。2008年以来，

经济增长热点始终保持在第一位，体

现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根本发展战

略。政治方面强调坚持基本经济制

度，高度关注民营经济发展。就业近

几年保持高位，体现了在经济下行压

力下就业的重要性。

“六”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

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六稳”。通过

一系列经济热点的研究，就是要达到

“六稳”，把中国经济引入可持续发展

和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研究中，实现

“六稳”所需要的财政政策和财政体制

各上升两位，货币政策、资本市场保持

高位，企业成长上升 4位，企业投资

大幅上升21位，首次进入前20。

让经济保持在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轨道
“2019中国经济研究热点排名”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2019年第四季度改革热度指数发布
中部首次超越东部，京津冀地区高于长三角城市群

河北栾城河北栾城：：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
近年来，河北省石家庄市栾城区税务局积极推动减税降费政策落地，2019年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共惠及纳税人

7.57万户次，新增减免税费26496万元，为企业注入创新活力，通过减税降费优化营商环境。图为石家庄市栾城区

税务局工作人员在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调研。 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