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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研究共同富裕战略背景下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为重庆市在创建高品质生活与推
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决策参考$运用

@-

1

&5

基尼系数%

E8+,8'

密度检验%

F-+G*7

链分析等方法
探究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时空格局%差异来源和分布规律#得到以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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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庆市及(一区两群)

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整体得到改善#空间上呈现出(主城都市区最高#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次之#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
最低)的差序格局$

!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地区差异渐趋缩小#地区间差异是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空间分布
不平衡的主要根源$

#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已呈高质量发展态势#在考察的样本期内并不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

)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分布具有邻接依赖性#不同等级状态间的转移大都发生在相邻阶段$从时空两个视角系统
揭示了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状态%区域差异及分布演进特征#进而针对性地提出改善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政策
建议$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区域差异*分布动态演进*重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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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实现共同富裕是党和政府的重大责任$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
的二十大报告*

C

+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做出重大部署$提出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
强均衡性和可及性()这意味着$中国已开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不断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
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被赋予新的时代要求)重庆是长江经济带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联结
点$承担着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大使命)-中共重庆市委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长足进步(作为'十四五(时期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实
现'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更加优质均衡(

*

!

+

)那么$如何在整体上识别新时代重庆市基本公共服
务质量的时空格局以及洞察区域均衡程度与分布动态规律/ 这是重庆市在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推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创造高品质生活新范例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分布动态研究$本质上是对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与区域差异的探索)因此$该领
域研究主要包括

!

类)第
C

类研究关注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从指标体系上来看$已有研究主要依据中
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范围加以分类建构$评价指标的选择大多满足基本性,全面性,可比较性与可操作性等要
求*

#M)

+

)从评价范围上来看$多数学者从整体视域考察综合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MK

+

$也有部分学者选取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

J

+

,公共教育服务*

$

+

,社会保障服务*

O

+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某类基本公共服务范畴*

NMC"

+进行评价)近些
年来多数学者将评价对象聚焦于医疗卫生服务$这也反映出当前社会公众对医疗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从研究
方法上来看$主要包括

@PL

模型,层次分析法,熵值法,

<PQ>R6LS

模型等)王伟*

CC

+利用
@PL

模型对山东省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效率进行评估&朱楠等人*

)

+运用层次分析法评估了中国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赵林等人*

C!

+采
取熵值法测度河南省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睢党臣等人*

C#

+选择改进的
<PQ>R6LS

模型评价陕西省农村公共服
务质量)第

!

类研究关注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区域差异)目前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仍然面临供给不充分,不平衡等
突出问题*

C)

+

$集中表现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城市与乡村,社会群体间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

CK

+

)已有基本公共
服务质量区域差异定量测度结果总体上支持这一观点)在国家尺度上$朱楠等人*

)

+利用
%8,G9

自然断裂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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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分布呈现由东部向西部逐渐递减的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相关性)李华等
人*

CJ

+研究表明中国基本公共服务总体基尼系数表现出下降态势$但绝对差异却在逐渐扩大)在省级尺度上$李
彬等人*

C$

+运用差异系数和基尼系数发现辽宁省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呈现出空间极化作用增强的演变趋势)刘笑
杰等人*

CO

+则选择变异系数和
P<@L

方法揭示出湖南省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具有整体水平提升和由东至西衰减的
时空分异特征)

综上所述$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评价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为实现中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共同富裕远
景目标提供了决策依据$但仍存在较大拓展空间!其一$在研究背景上$鲜有在新时代共同富裕战略背景进行的
定量研究$难以动态把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共同富裕进程&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已有研究多选择传统基
尼系数方法来评价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区域异质性$无法精准识别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分布的地区差异及演进规
律&其三$在研究尺度上$现有文献多以全国或省市尺度进行研究$缺乏区县小尺度更为细致的研究$而事实上区
县政府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责任主体$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有鉴于此$本
文结合新阶段共同富裕战略背景$选择重庆市

#O

个区县为基本研究单元$运用熵权法测度教育文化服务,社会
保障服务,卫生医疗服务和公共文化服务这

)

类与实现共同富裕有高度关联的社会公共服务质量$通过
@-

1

&5

基尼系数揭示地区差异及来源结构$继而采用
E8+,8'

密度估计法和
F-+G*7

链法考察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分布动态演进规律$以期为重庆市在创建高品质生活与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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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

!

指标体系
新阶段是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主题的阶段)高质量的基本公共服务不仅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基

础条件$还可通过巩固脱贫成果,赋能经济增长,调节收入分配以及实现美好生活等机制促进共同富裕*

CN

+

)-'十
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提出要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因
此$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均等发展不仅是当前立足新发展阶段布局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更是新阶段扎实
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途径)基于新阶段共同富裕战略的价值目标$考虑当前民生性公共服务发展的短板弱项$

本文最终构建了包含教育文化服务,社会保障服务,卫生医疗服务和公共文化服务共
)

个方面总计
CJ

个单项的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测度指标体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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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面板数据主要来自

!"C"

0

!"!"

年出版的-重庆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同时期的
重庆市各区县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对于个别年份缺失数据$采取科学统计方法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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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

!

熵权法
为有效解决多指标间信息重叠和主观赋权的主观随意问题*

!"

+

$本文采用熵权法确定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测度
指标权重)首先$采用极大极小值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避免量纲不一致对测度结果产生影响&其次$运
用熵权理论获得指标权重)具体测度步骤与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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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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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测度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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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层 系统层 指标层 单位 指标性质

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教育文化服务#权重
"?!JNC

%

医疗卫生服务#权重
"?!!#O

%

社会保障服务#权重
"?!)NK

%

公共文化服务#权重
"?!K$J

%

人均财政教育支出 元3人\C 正指标
普通中学师生比

^

正指标
普通小学师生比

^

正指标
人均医疗卫生支出 元3人\C 正指标
万人卫生机构数 个3万人\C 正指标

万人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3万人\C 正指标
万人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 正指标

死亡率
^

逆指标
人均社会保障支出 元3人\C 正指标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比
^

逆指标
万人社会福利单位收养床位数 张3万人\C 正指标
年末失业人口数占总人口比重

^

逆指标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元3人\C 正指标

电视覆盖率
^

正指标
广播覆盖率

^

正指标
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 册3人\C 正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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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尼系数法
与传统方法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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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尼系数及分解方法的优势在于可以解决地区差异中的分解及样本描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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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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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基尼系数法揭示重庆市各区县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区域差异及来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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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
基尼系数的测度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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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基尼系数
,

可分解为区域内差异
,

_

,区域间净值差异
,

,X

和超变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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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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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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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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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公式中
-

为区域个数$

"

反映每个地区内区县数量的总和$

"

&

,

"

+

分别是
&

,

+

个区域内
区县个数$

/

&

%

,

/

+.

分别为
&

,

+

区域内区县
%

,

.

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

表示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平均值&

3

&

+

表示
&

,

+

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相对影响$

4

&

+

,

6

&

+

分别表示区域
&

和区域
+

中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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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所
有样本值加总的数学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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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估计法
E8+,8'

密度估计法作为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利用连续密度曲线来刻画研究对象属性值的分布位置,形态,

!$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0::

Z

9

&++

=

2

,&

D

(=

2

,&(8Y&(=,

!!!!!!!!!!!

第
)"

卷



延展性以及极化趋势*

!#

+

)鉴于
E8+,8'

密度估计方法在应用过程中具有稳健性强和模型依赖性弱等优点$本文
也采用此方法分析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动态演进特征)假设随机变量

5

的函数形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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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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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8

为观测的重庆市
#O

个区县数&

5

%

表示独立同分布的观测值&

5

为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均值&

9

表
示

E8+,8'

密度$

-

表示带宽)核密度函数形式有高斯核,三角核,四角核等类型$本文采用高斯核密度函数估计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分布动态)具体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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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分析
F-+G*7

链是用来研究离散时间随机过程的模型$而转移概率是
F-+G*7

链中的重要概念)它首先将观测期
内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划分为

8

种状态$构造
8a8

个状态转移概率矩阵$测算每种状态的概率分布以此
来观测考察期内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分布动态与演进趋势)状态维矩阵

#

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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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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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质量的时空特征
#"!

!

时间演化特征

图
!

!

#C!C

#

#C#C

年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时间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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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

展示了
!"C"

0

!"!"

年期间$重庆市总体
及'一区两群(分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时间演
化情况)不难发现$重庆市

#O

个区县基本公共服
务质量在此期间呈现不同的上升趋势)基本公共
服务均值从

!"C"

年的
"?#O$O

提升至
!"!"

年的
"?)J#J

$涨幅为
CN?K)̂

)这意味着'十二五(以
来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民生领域改革取得明显成
效$但整体水平还有待提高)从不同区域来看$主
城都市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一直高于全市平均水
平$但呈现出波动递减的态势)从

!"C"

年的
"?$JJ"

下降至
!"!"

年的
"?K)!$

$降幅达到了
!N?C)̂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基本公共服务
质量随时间演化的曲线轮廓与全市层面的测度结果基本一致$均保持波动提升态势$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从

!"C"

年的
"?#N$"

上升至
!"!"

年的
"?)KCC

$涨幅为
CC?NN̂

)特别是
!"C)

年后$渝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超过
了全市平均水平且与主城都市区的差异逐渐缩小)此外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基本公共服
务质量不仅低于重庆市平均水平$且在整个样本期间呈缓慢下降趋势$从

!"C"

年的
"?!"!$

下降至
!"!"

年的
"?CN!"

$降幅为
K?#̂

)

#"#

!

空间格局特征
为更加直观反映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空间分布特征$本文采用

L+=VB<

软件自然断裂法绘制出重庆市
#O

个区县代表时间段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空间格局图)由图
!

可知$

!"C"

0

!"!"

年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
量空间分布格局基本稳定$整体上呈现出西部高于东部,北部优于南部的空间特征$且基本维持'主城都市区最
高$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次之$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最低(的不平衡格局)具体分析可知!

C

%高水平区域主
要集中在沙坪坝区,渝中区,大渡口区,北碚区等中心城区)这些地区历来就是重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且经
济优势,政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的叠加推动$地方政府不断加强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及社会事业等民生建设$使
得这些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总体保持高位态势)

!

%较高水平主要来自主城都市区的渝北区,南岸区,江北区,

九龙坡区,江津区和璧山区,渝东北的城口县和巫溪县以及渝东南的武隆区,黔江区,秀山县等地区$呈现出由主
城都市区向四周辐射的趋势)城口和巫溪两个国家级贫困县在脱贫政策红利释放和沿海地区对口帮扶下$基本
公共服务质量得到明显改善$这也为脱贫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提供了坚实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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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水平区的分布呈现出自西向东过渡蔓延的趋势$主要集中在渝东北三峡库区以及主城都市区的边缘区)

这些地区由于地理区位的影响$远离重庆市的经济核心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某种程度上说明重庆市基本公共
服务质量分布具有'核心0边缘(特征)

)

%较低水平地区主要位于渝东北的开州区和梁平区)这两个地区地处
三峡库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产业类型与规模受限$社会民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导致这些区域基本公共服务
质量欠佳)

&

!

#C!C

年
'

!

#C!E

年

7

!

#C#C

年
2

!

#C!C

#

#C#C

年均值

!!

注!底图来源于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审图号为
V<

#

!"!C

%

C)O$

号)

图
#

!

#C!C

#

#C#C

年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空间格局
D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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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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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地区差异及来源
$"!

!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总体与区内差异
本文利用

@-

1

&5

方法测度
!"C"

0

!"!"

年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总体基尼系数$并进一步按照主城都市
区,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进行区域分解$测算三大区域的基尼系数及相应的区域差异
的来源结构)

图
#

描述了
!"C"

0

!"!"

年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总体及区域内差异演变趋势)可以看出$考察期内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总体基尼系数以

!"C#

年和
!"CK

年为拐点表现出'先减后增再减(的波动递减变化
趋势)总体基尼系数由

!"C"

年的
"?CJ"

下降到
!"!"

年的
"?"O)

$降幅为
)$?K̂

$表明样本期内重庆市基本公共
服务质量的总体差异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十二五(以来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协调性和均等性得到逐
步提升$但仍有明显改善空间)从区域内差异演变趋势看$主城都市区,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和渝东北三峡库
区城镇群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区域内差异较之于

!"C"

年都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区域内基本公共服务质量逐
渐趋于均衡)横向对比可以发现$总体基尼系数多数情况下一直较高于(一区两群(各自的基尼系数$重庆市基
本公共服务质量区域内差距呈'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最大$主城都市区次之$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最小(的
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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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区域间差异
由图

)

可知$重庆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区域间基尼系数的演变趋势均呈波动下降态势)横向对比来看$渝东
南武陵山区城镇群0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之间的基尼系数最小$这是由于相较主城都市区$这两个城镇群之
间的社会经济发展较为接近$以及重庆市政府对这两个区域财政转移支付支持$由此带来两大区域在基本公共
服务质量上的差距较小)纵向对比来看$观测期内重庆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区域间的基尼系数均有所下降$其中
主城都市区0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和主城都市区0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降幅较大$这说明随着社会经济的
不断发展$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与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在协同提升$由此不断缩小与
主城都市区之间的差距)

图
$

!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总体差异及区域内差异
D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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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

!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区域间差异
D1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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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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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地区差异的来源贡献
观察图

K

所示的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差异来源及贡献率的演变趋势$可以发现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
异贡献率较高$而超变密度贡献率较低)区域间差异和区域内差异两者之间的变动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

!"C$

年之前区域间差异明显占据主导地位$而
!"C$

年之后二者差距较不明显)超变密度主要反映区域间交叉重叠
对总体差异的影响$贡献率在

N?#Ĵ

#

!J?$#̂

之间$表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超变密度的提高体现基本公共服
务质量较低区域的追赶现象$区域间的差距将逐步缩小)从演变进程来看$区域内差距贡献率的变化较稳定&超
变密度和区域间差距贡献率的变化相对较大$且区域间差距贡献率呈波动下降趋势$超变密度贡献率呈波动上
升趋势)从贡献率大小看$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最大$均值为

)$?KK̂

&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居中$均值为
#K?J$̂

&

超变密度贡献率最小$均值仅为
CJ?$N̂

)由此可以判断$考察期内区域间差异仍然是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总体差异产生的主要来源)这可能是由'一区两群(间经济发展,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和财政水平不同而导致)

同时说明未来重庆市如何缩小'一区两群(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仍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共同
富裕战略目标的重中之重)

图
E

!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地区差异的来源贡献
D1

>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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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分布动态演进
A"!

!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
@*-/*9

密度分析
通过

@-

1

&5

基尼系数测度了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的地区差异及来源结构$但
@-

1

&5

基尼系数刻画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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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仅仅是相对差异)有鉴于此$本文采用
E8+,8'

密度估计方法更好地探寻重庆市及'一区两群(三大区域基本公
共服务质量绝对差异的分布动态及演进规律$结果如图

J

所示)

&

!

重庆市整体
'

!

主城都市区

7

!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
2

!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

图
J

!

#C!C

#

#C#C

年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分布动态
D1

>

(J

!

?1+0-1',015/2

4

/&.17+56'&+1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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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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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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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
E8+,8'

密度估计)图
J-

展示的是
!"C"

0

!"!"

年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的分布动态演进)样本观测期间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分布动态呈现出以下几个规律特征!一是基本公共
服务质量

E8+,8'

密度估计函数的中心点整体向右移动$这与前文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时空演化特征相
符&二是

E8+,8'

密度估计函数的峰值逐渐升高$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重庆市
#O

个区县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分布状
态趋于集中&三是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分布的'右拖尾(现象并不明显$且密度函数的波峰宽度逐年变窄$表
明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绝对差异在样本考察期间呈缩小态势$这为新发展阶段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奠
定了坚实基础&四是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在

!"C#

年前表现为主峰和侧峰构成的'双峰(分布结构$说明此阶
段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存在微弱的两极分化现象)但从

!"C)

年后核密度函数仅存在一个主峰$这意味着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在演化过程中的两极分化现象已得到缓解)

!

%主城都市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
E8+,8'

密度估计)图
JX

描述了
!"C"

0

!"!"

年重庆市主城都市区基本
公共服务质量的分布动态演进$与重庆市整体分布态势基本一致)首先$从波峰位置来看$主城都市区基本公共
服务质量分布曲线的主峰位置随时间推移逐渐右移$主峰高度上升$说明主城都市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趋于改
善)其次$整个样本期内$分布曲线的峰值呈'上升0下降0上升(波动$但总体表现出上升趋势$表明主城都市
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分布状态比较集中)最后$分布曲线主峰宽度由'宽而平(逐渐演变为'尖而窄($

!"CC

年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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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出现明显的小侧峰$之后侧峰越加扁平且与主峰的距离较远$右拖尾延展拓宽$表明主城都市区基本公共服务
质量存在绝对差距但该差异呈缩小趋势$整体可以判断该区域不存在明显的极化现象)

#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
E8+,8'

密度估计)进一步考察重庆市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
群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分布动态演进规律)由图

J=

可以发现$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分布具
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E8+,8'

分布函数的中心点逐渐向右移动$且幅
度较大$意味着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有较大提升)其次$从分布形态来看$主峰高度呈现
'上升0缓慢下降0大幅上升(的趋势$波峰宽度明显收窄$表明渝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分布状态呈现出
'集中(向'分散(再向'集中(的演进趋势)最后$整个样本观察期

!"C"

0

!"!"

年内$核密度曲线只存在
C

个主
峰$说明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分布逐渐趋向一致$未曾出现极化状况)

)

%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
E8+,8'

密度估计)图
JY

显示了
!"C"

0

!"!"

年重庆市渝东
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

E8+,8'

密度函数三维图)从分布位置来看$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基本
公共服务质量

E8+,8'

密度函数的中心点呈现出'右移
M

左移
M

再右移(的特征$总体上说明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
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在渐进提升$特别是城口和武隆两个国家级贫困县提升的幅度最大&从分布形态来看$

!"CC

0

!"C)

年核密度函数峰值逐步下降$

!"CK

0

!"!"

年峰值又逐渐上升$表明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基本公共服务质
量分布状态呈现出'分散(向'集中(的演进趋势&从极化趋势看$

!"C"

0

!"CN

年内分布曲线表现出单峰分布形式$

此阶段并不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但
!"!"

年分布曲线主峰右侧出现
C

个轻微隆起的侧峰$主峰与侧峰高度
相差较大$表明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部分区县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提升较高引起微弱的两极化问题)

A"#

!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
)&-B5:

链分析
E8+,8'

密度函数可以从整体上反映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分布动态$但是无法判断随时间发展重庆市
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内部转移方向及转移概率特征)为此$本文进一步采用

F-+G*7

链揭示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
质量的动态演进规律)首先将研究期间内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运用四位分法划分为低水平,较低水平,较
高水平以及高水平

)

个等级$再据此来测算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转移概率矩阵$结果如表
!

所示)

表
#

!

#C!C

#

#C#C

年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马尔科夫转移矩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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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C!C05#C#C

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等级 频数 低水平 较低水平 较高水平 高水平
低水平

C"! "?KOO! "?!J)$ "?"NO" "?")N"

较低水平
N# "?C$!" "?K"K) "?!JOO "?"K#O

较高水平
N# "?"$K# "?CN#K "?)O#N "?!)$#

高水平
N! "?"C"N "?"JK! "?!!O# "?JNK$

主对角线表示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保持原有等级的概率$非对角线上的数据则表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在不同类型之间发生转变的概率)由转移概率矩阵可知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演进表现出以下几个内部趋
势特征!首先$对角线上的数值明显大于非对角线上的数值)其中$低水平,较低水平,较高水平以及高水平等级
的区县维持原有等级的概率分别为

KO?O!̂

,

K"?K)̂

,

)O?#N̂

和
JN?K$̂

)这表明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各
种等级状态相对稳定)其次$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低水平和高水平两种状态维持原状态的概率最大$较低
和较高水平保持稳定水平的概率较小$也说明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演进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再次$重
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在各等级状态间转移概率均较小)对于低水平,较低水平,较高水平状态来说$向上转移
一级的概率分别为

!J?)$̂

,

!J?OÔ

和
!)?$#̂

$说明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改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
长期来看跨越式转移并非不可实现$例如低水平,较低水平转移到高水平的概率为

)?N̂

和
K?#Ô

)需要特别
注意的是$低水平,较低水平和较高水平状态向下转移一级的概率分别达到

C$?!"̂

,

CN?#K̂

和
!!?O#̂

$可见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存在某种程度的下降风险)最后$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低水平,较低水平向高水
平演变的概率高于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较高水平向高水平状态演变的概率$说明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存在
'俱乐部收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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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永彬#等&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区域差异及分布动态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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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本文契合新时代共同富裕战略目标要求$基于

!"C"

0

!"!"

年重庆市
#O

个区县层面面板数据$测度基础教
育,社会保障,卫生医疗和公共文化服务

)

类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及空间差异$揭示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动
态演进规律)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C

%熵权法和
L+=VB<

空间统计显示$样本期内重庆市及'一区两群(基本公共
服务质量整体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上升态势$但空间分布不平衡性特征明显$呈现出'主城都市区最高$渝东北
三峡库区城镇群次之$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最低(的空间差序格局)

!

%由
@-

1

&5

基尼系数及分解结果来看$

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总体区域差异呈波动下降趋势$且区域间差异仍是重庆市公共服务质量总体差异产生
的主要根源)

#

%从
E8+,8'

密度估计函数可知$函数主峰位置随时间推移整体向右移动$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已
呈现出高质量发展态势$且

E8+,8'

密度曲线总体上呈'单主峰(状态$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不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
现象)

)

%

F-+G*7

链分析法结果表明$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分布具有邻接依赖性$不同等级状态间的转移大
都发生在相邻状态间$且向上转移概率大于向下转移概率$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已转向高质量发展$但也需要防
范化解可能存在的下降风险)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就未来如何提升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提出以下建议!

C

%打破行政边界$推动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协调发展)重庆市应以共同富裕战略为契机$在高品质
生活创建和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均等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共享&统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
协调发展$切实加强'一区两群(间的协调合作$推进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水平的有效衔接)

!

%推动数字赋能$运用数字技术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构建'数据驱动公共决策(和'以需求为导向(的区
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高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的科学性,精准性及合理性&建成重庆市区域间统一的,全方
位的基本公共服务数据库$明确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分布状况$及时将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欠发达区域倾斜&推
动基本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及流程中的服务盲区)

#

%改革财政制度$完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均等化保障机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明确
重庆市政府和各区县政府间的事权划分$并按照事权划分承担与之匹配的支出责任&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主要
范围和内容体系以项目清单化的方式向社会开放$明确各级政府的权利与职责&构建纵向与横向结合的区域公
共财政均衡调剂机制$以缓解由经济发展,人口结构,资源禀赋,财政水平不同造成的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
力差异)

)

%衔接战略目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监测体系)建立起一套衔接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且符合重庆市经
济社会发展现状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强化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动态监测$科学识别重庆市推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之间的差距&构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改进体系$解决重庆市基本公共
服务质量的短板弱项$在扎实推动重庆市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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