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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民生是执政之要、和谐之本。内蒙古“十四五”

规划指出，要从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

本社会服务三个方面入手，进一步改善内蒙古人民

民生福祉，促进各族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

发展。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前，国内大部分

学者对我国民生发展水平的研究主要基于评价全体

居民生活质量的客观指标，结合一些具有我国国情

特色的小康指标、现代化指标。改革开放以后，居

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对民生发展的评价也

发生了转变，现有的研究成果对民生水平的评价研

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虽然国外没有“民生”

这一名词的概念界定，但是涉及居民生活水平的一

系列社会问题同样是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国外

研究民生指标体系主要侧重于其国民生活质量的

研究。

本文在把握民生 发展的内涵和特征的基础

上，以马斯洛需求理论为基础，从内蒙古地区的

实际 情况出发构建民生 发展 水平 指标体系。从

统计 学的角度深入清晰地审视内蒙古民生建 设

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水平，针对实证分析结果，

同时结合内蒙古自身民生发展的利弊，从不同方

向有针对性地提出加强内蒙古民生 发展的对 策

建议，有助于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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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内蒙古作为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稳定和民族团结对于全国的发展

和稳定具有重大意义。本文以内蒙古民生的实际状况为出发点建立内蒙古民生统计指标体系。通过综合

评价发现，内蒙古民生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处在中等偏下的位置，生存民生发展较好排在全国第 9 ；

在少数民族地区范围内属于中等水平，在考察的 4 个民生发展方面中有 3 个均排在第 3 位。内蒙古民生

发展主要问题集中在居民消费水平低、消费能力弱、文化娱乐发展水平滞后、基础设施建设程度不高等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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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民生发展水平测度与综合评价分析

二、内蒙古民生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已有学者的相关研究理论，结合内蒙古实

际情况建立一套能够反映内蒙古民生发展水平的评

价指标体系。

（一）民生发展水平评价指标选取

鉴于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背景以及内蒙

古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特点，根据马斯洛

的需求层次理论，遵循科学性、系统性、代表性、

有效性以及稳定性的构建原则，本文建立的内蒙古

民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下。

表 1    内蒙古民生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层级 领域层 要素层

基
本
生
计

生
存
民
生

安
全
民
生

公
共
服
务
民
生

发
展
民
生

基
本
健
康
和
安
全

指标层

就业状况

收入分配

居民消费

交通工具

教育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

科教文卫建设

社会保障

环境安全

文化娱乐

公平正义

生态文明建设

医疗卫生

博物馆机构数 ( 个 )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总额(亿元)

城镇就业人数 ( 万人 )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

居民恩格尔系数（%）

私人汽车拥有量 ( 万辆 )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 万人 )

教育经费 ( 亿元 )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 万人 )

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年末参保人数 ( 万人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亿元）

城市燃气普及率 (%)

科教文卫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有线广播电视用户数 ( 万户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 平方米 / 人 )

每万人拥有执业 ( 助理 ) 医师数 ( 人 )

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https://data.stats.gov.cn/）。



63

LIVELIHOOD 民生 2021 11

民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由 4 个一级指标和 17

个三级指标构成，选取相关指标的原因如下：生存

民生，即保障每一位居民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与

民众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同时与经济发展相辅相

成 ；发展民生，即实现人民共同富裕，丰富个人生

活，与整个社会环境的优化紧密相关 ；安全民生，

即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生命安全，要想发展

民生事业必须重视安全民生，它是民生的底线 ；公

共服务民生即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更加良好

的居住环境，是顺应民心合乎民意的重要选择。

（二）权重确定与综合得分计算

上文构建的指标体系是从定性的角度出发，确

定具体指标之后需要将多项指标进行数据浓缩，转

化为可以量化的数值，主成分分析可以很好地实现

这一目的，用较少的主成分来反映大部分信息。为

达到综合分析内蒙古与其他省份差距的目的，本文

17 个指标选用数据为 2019 年我国 31 个省份的对应

数据。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的线性变换，

通过标准化来消除指标之间的量纲和量程差异的影

响，将数据归一到 [0,1] 中间。转换函数为 ：

正向指标 ：

逆向指标 ：

对标准化后的数据，采用 KMD 和 Bartlett 球

度检验法进行检验，由检验结果可知，KMD 统计

量为 0.76，显著性为 0.000，可以在 1% 的显著水平

上拒绝原假设，适用性检验通过，表明本文构建的

民生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适合做主成分分析，同时通

过计算相关系数也能证明指标数据的适用性。

由主成分分析得到的方差贡献率及特征值可以

看出应保留 3 个主成分，即从 17 个变种中抽取 3 个

主成分就能包含全部变量信息的 84.15%。因子载

荷值可以表示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根据上述数

据计算下面各项数值 ：

最后一步即为计算最终权重，将所有指标进行

归一化处理，使其权重综合为 1，公式为 ：

利用以上方 法 按照各领域 重 要性 对生存民

生、发展民生、安全民生及公共服务民生分别赋予

23.2%、30.1%、17.1%、29.6% 的 权 重， 据 此 采用

加权算数平均法计算各地区民生发展综合得分。

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 =
变量成分矩阵对应数值 

对应主成分特征根的平方根

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 = 
某指标综合得分模型系数 

17 个指标综合得分模型之和

综合得分模型中的系数 =
各主成分线性组合系数与对应主成分方差成绩之和

各主成分方差之和

表 2   我国各地区民生发展指数及排名
东部地区

地区

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福建省

山东省

广东省

海南省

生存民生

28.71

28.76

19.95

28.63

30.64

29.92

29.41

21.27

26.85

28.69

排名

12

11

30

15

1

3

6

28

20

14

发展民生

4.96

2.03

1.77

4.04

9.08

5.93

4.37

3.43

10.93

1.14

排名

5

26

27

9

2

3

8

14

1

28

排名

27

29

22

30

4

19

15

11

3

25

排名

29

30

15

31

18

24

21

8

2

27

公共服务民生

2.66

2.35

14.85

1.42

13.50

10.84

12.07

15.19

15.60

3.19

安全民生

1.58

1.42

5.38

1.34

11.01

6.06

6.61

7.37

11.24

2.07

中部地区

地区

山西省

安徽省

江西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生存民生

23.42

30.42

25.41

20.67

27.13

22.35

排名

26

2

23

29

19

27

发展民生

2.37

5.74

3.16

3.19

4.64

2.62

排名

25

4

19

18

6

21

排名

23

1

9

6

5

10

排名

14

1

8

11

2

12

公共服务民生

14.91

15.69

15.19

15.05

15.60

14.98

安全民生

5.06

16.81

7.96

9.52

9.79

7.70

东北地区

地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

生存民生

28.59

29.41

29.74

排名

17

6

4

发展民生

3.32

2.83

3.38

排名

16

20

15

排名

16

20

13

排名

9

17

19

公共服务民生

15.15

13.73

13.09

安全民生

6.51

5.96

6.91

数据来源 ：基于 31省份 2019 年数据 R 软件运行结果。

西部地区

地区

内蒙古

广西

重庆市

四川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

新疆

生存民生

29.29

25.35

29.30

19.73

25.56

27.90

28.62

25.56

25.21

28.70

28.77

29.34

排名

9

24

8

31

22

18

16

22

25

13

10

7

发展民生

2.50

3.26

3.63

2.56

3.48

4.57

0.99

3.64

2.58

0.96

0.88

3.82

排名

24

17

12

23

13

7

29

11

22

30

31

10

排名

24

7

14

18

8

2

31

12

17

26

28

21

排名

22

6

23

13

4

10

25

5

16

26

28

20

公共服务民生

12.00

15.21

11.36

14.97

15.44

15.09

5.27

15.25

14.83

4.38

2.82

12.10

安全民生

4.30

9.44

6.82

6.32

9.30

11.78

1.18

7.10

6.42

1.61

1.54

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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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蒙古民生发展水平测度与综合评价

从全国和少数民族地区范围内分别对内蒙古民

生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有助于掌握内蒙古与其

他省份的差距，有针对性地对发展落后的方面进行

改进。

（一）在全国民生发展水平上的评价分析

加权算数平均法计算出各省份相应的综合评价

指数，根据指数值大小对其排序，令得分最高的地

区排名为第一，结果如下。

生存民生水平指数排在前三位的省份依次是江

苏省、安徽省以及浙江省，得分均在 30 分左右，

排名最后的四川省综合指数得分为 19.73，表明这

3 个地区的就业状况、收入分配、居民消费和交通

工具情况比较优越。内蒙古的生存民生建设优于其

他三类民生，这一领域得分为 29.29，全国排名第 9

位，主要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得分较高。

发展民生领域，指数最高的 3 个地区依次为广

东省、江苏省以及浙江省，说明这 3 个地区的教育

发展、文化娱乐和公平正义水平较高。并且不同于

生存民生，发展排名前十的省市自治区中前 8 位都

在东部地区。内蒙古发展民生指数为 2.5，排在第

24 位，与排名第一的广东省相差 8.43，差距较大。

安全民生领域，指数最高的 3 个地区为安徽

省、云南省和广东省，内蒙古排名 24 位，社会保

障水平较高。我国各地区安全民生发展水平比较均

衡，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部地区综合指数整体

差别较小。

公共服务民生领域中安徽省第一，湖北省和广

东省综合指数均为 15.6 并列第二。内蒙古排名第

22 位，与发展民生和安全民生领域相比，内蒙古公

共服务民生排名有所上升，但仍处于比较落后的位

置。内蒙古的公共服务总体水平、民生状况与我国

平均水平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与先进省区比差距较

大。

（二）与其他民族地区的对比分析

5 个少数民族地区中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

民生发展水平较好，生存民生和发展民生排名第 1

位，而安全民生与公共服务民生也排到了第 2 位。

内蒙古除生存民生外，其他领域维持在 5 个民族地

区的第 3 位处在中等水平。即便是少数民族地区之

间，民生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但生存民生差异不

大。民生发展与经济建设息息相关，我国少数民族

地区的一般特点是地域广大，人口稀少，物产资源

丰富，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但生态环境脆弱、教育质量落后、人才素质不高、

投资力度欠缺同样导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落后于发达地区，进而导致民生发展水平不高。

内蒙古生存民生发展指数为 29.29，不仅在全

国范围内排名第 9，在民族地区之间也是发展水平

第二的民族地区。虽然内蒙古农村人口占全区人口

近 40%，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却普遍低下，这与城

镇化进程、城乡收入差距有关。一方面，内蒙古城

镇化率持续提高。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使得农村常住

人口逐年减少，农村消费能力降低，农村居民消费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另一方面，收入是消费

的前提和基础。长期以来城乡收入差距明显，城乡

收入比在 2013 年 -2017 年一直保持在 2.8 倍以上，

收入差距导致农村居民消费量和消费层次远远落后

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成为制约农村居民消费

的主要因素。

通过文化建设经验发现，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更加依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扶持。由于内蒙古地

区经济相对滞后，居民文化消费水平不高，很大程

度上依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文化消费。文化娱

乐指数低与内蒙古基础设施建设指数低有关，基础

文化设施落后，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两个指数均

为 5 个少数民族地区中最低的，分别为 2.8 和 1.79。

民生 LIVELIHOOD北方经济

表 3   民族地区民生发展指数及其排名
地区

内蒙古

宁夏

西藏

广西

新疆

生存民生

29.29

28.77

28.62

25.35

29.34

排名

2

3

4

5

1

发展民生

2.50

0.88

0.99

3.26

3.82

排名

3

5

4

2

1

排名

3

4

5

1

2

排名

3

5

4

1

2

公共服务民生

12.00

2.82

5.27

15.21

12.10

安全民生

4.30

1.54

1.18

9.44

5.86

数据来源 ：基于 5 省份 2019 年数据 R 软件运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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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内蒙古民生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内蒙古民生发展主要问题集中在居民消费水平

低、消费能力弱、文化娱乐发展水平滞后、基础设

施建设程度不高等方面，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

（一）提高消费能力

后疫情时期，要加大民生投入，保障民生基本

需求，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能消费”的

预期。结合各盟市资源禀赋条件，深入发掘农牧业

和农村牧区新功能和新价值，增强产品和服务供

给，创造新的消费热点，重点打造有历史记忆、文

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草原城镇、生态城

镇、特色旅游城镇和边境口岸城镇。通过“互联网

＋服务”，引领相关行业向高端领域渗透和延伸，

激发关联消费潜力。

（二）促进文化繁荣发展

支持乌兰牧骑事业发展，推动创作更多接地

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实施草原文艺精

品工程，鼓励和扶持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加强广播

电视等主流媒体和新媒体建设。提高少数民族语言

文字出版物多向翻译水平。抢救和保护少数民族民

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美术、传统技

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支持各级非遗馆

（民俗馆）和科技馆建设，鼓励发展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

（三）全面改善农村牧区人居环境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牧区危

房改造和城市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鼓励边民到边

境工作生活，保障边民安全生活，提高边民生活质

量。大力改善乡村面貌和环境，改善生活设施，建

设生态美丽乡村。科学布局整个垃圾处理设施，避

免重复施工。乡村应重点规划和建设垃圾屋、垃

圾池或垃圾收集箱 ( 桶 )。定期检测水质，加强对

饮用水源保护区的监督管理，科学选择污水处理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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