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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了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 , 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展水

平进行了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 , 为有关地区和部门了解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 制定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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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副省级城市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的实证分析

0 前言

副省级城市也叫计划单列市 , 经济和社

会发展单列市 , 是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

城市 , 在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

和作用正在日益凸显。目前我国共有 15 个

副省级城市 , 涵盖了 全 国 东 、中 、西 部 , 主 要

分布在东北 地 区 、珠 三 角 地 区 、长 三 角 地 区

和胶东半岛。15 个副省级城市虽然行政级

别相同 , 但是由于各自所处的区位不同、资

源禀赋差异、经济发展政策差异等造成经济

社会发展并不均衡。本文选取了反映区域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的 9 个 指 标 , 运 用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 对我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的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 为有关

地区和部门了解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 制定区

域经济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1 评价指标

为了能科学、客观、准确、合理地衡量区

域经济发展水平 , 本文选取了 9 个代表性指

标 , 建立了 相 应 的 统 计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 具 体

如 : ①A1: 人 均 GDP( 元 ) ; ②A2: 人 均 农 业 总

产 值 ( 元 ) ; ③A3: 人 均 工 业 总 产 值 ( 元 ) ; ④

A4: 人均第三产业总产值 ( 元 ) ; ⑤A5: 固定资

产 投 资 总 额 ( 亿 元 ) ; ⑥A6: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 亿 元 ) ; ⑦A7: 地 方 财 政 一 般 预 算 收 入

( 亿 元 ) ; ⑧A8: 城 乡 居 民 储 蓄 年 末 余 额 ( 亿

元 ) ; ⑨A9: 第一产业人员的比重 ( %) 。15 个

副省级城市各评价指标数据见表 1。

数据来源:《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统计资料汇编( 2004)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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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价方法

本文采取 SPSS11.0 社 会 经 济 统 计 软 件

中 的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分析 15 个副省级城市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主成分分析的主要原理是利用降维

的 思 想 , 通 过 研 究 指 标 体 系 的 内 在 结 构 关

系 , 把多指标转化成少数几个相互独立而且

包含原有指标大部分信息 ( 80%～85%以上)

的综合指标的多元统计方法。其优点是它确

定 的 权 数 是 基 于 数 据 分 析 而 得 到 的 指 标 之

间 的 内 在 结 构 关 系 , 它 不 受 主 观 因 素 的 影

响 , 而得到的综合指标( 主成分 ) 之间彼此独

立 , 减 少 信 息 的 交 叉 , 使 得 分 析 评 价 结 果 具

有客观性和可确定性[1]。

其中 , 人均农业产值 A2=农业产值 /年末

户籍总人口 ; 人均工业总产值 A3=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 /年末户籍总人口 ; 人均第三业

总产值 A4=第三产业增加 值 /年 末 户 籍 总 人

口。

3 评价过程

3.1 指标标准化

评价指标是由多个指标构成 , 为了避免

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 , 必须对数据进行标准

化处理 , 即将它们都转化成无量纲数据。采

用标准差标准化方法进行标准化处理 , 公式

为:

Yi=
Xi- X!

S

式中 , X!=
1
n

n

i=1
"Xi; S=

1
n

n

i=1
"(Xi- X!)2# ;

Yi 为指标标准化值 ; Xi 为指标初始值 ; X!为指

标初始平均值 ; S 为指标初始标准值 ; n 为样

本数。

标准化后数据见表 2。

3.2 主成分分析

采用 SPSS11.0 系统软件作为分析工具 ,

选 择 Analyze—Dara Reduction—Factor 方 法

进 行 主 成 分 分 析 , 得 到 了 相 关 系 数 矩 阵

( 略) 、方差贡献分析表( 表 3) 、方差极大正交

旋转后的主成分荷载矩阵( 表 4) 及主成分得

分系数矩阵( 略) 。

从表 3 可以看到每个主成分的方差 , 即

特征值 , 它的大小表示了对应成分能够描述

原有信息的多少 , 按照累计贡献率达到 80%

的原则 , 前 3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主成分 , 其

累计贡献率已达到 83.421%, 得出只需提取

3 个 主 成 分 已 能 概 括 出 绝 大 部 分 信 息 的 结

论 , 因 此 , 这 里 提 取 前 3 个 成 分 分 别 作 为 第

一主成分 , 第二主成分和第三主成分。

表 4 是主成分荷载矩阵 , 表中每一个载

荷量表示主成分与对应的变量的相关关系。

从表 4 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

主 成 分 与 A1、A4、A7、A8、A9

的相关性较强 , 第二主成分

与 A3、A5、A6 的相关性较强 ,

第 三 主 成 分 与 A2 的 相 关 性

较强。利用下面的公式可计

算出主成分表达式 :

Uij=Cij/SQR(!j)

其 中 , Cij 是 主 成 分 荷 载

矩 阵 中 的 载 荷 量 , !j 是 主 成

分 Zj 所 对 应 的 特 征 值 j=1,

2, ⋯ , 由此得出 , 主成分的表

达式如下 :

Z1 =0.33A1 +0.09A2 +0.34A3 +0.38A4 +

0.32A5+0.33A6+0.45A7+0.39A8- 0.25A9

Z2 =- 0.35A1 +0.11A2 - 0.48A3 - 0.39A4 +

0.40A5+0.47A6+0.07A7+0.30A8+0.05A9

Z3 =- 0.17A1 +0.87A2 +0.13A3 +0.14A4 -

0.09A5+0.33A6- 0.04A7- 0.03A8+0.41A9

由上述公式可计算出 15 个副省级城市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的 主 成 分 得 分 , 利 用

SCORE=0.53Z1+0.18Z2+0.12Z3 得到各城市的

综合得分。

4 结论分析

从表 5 可以看出 , 15 个副省级城市城区

经济发达程度总体呈现东部高于西部 , 沿海

高于内陆的格局。因为改革开放以来 , 国家

一 直 实 行 东 部 沿 海 地 区 率 先 发 展 的 梯 度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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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战略 , 东部沿海地区在国家政策的大

力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具体来说 , 15 个副

省 级 城 市 按 照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高 低 大 致 可 分

为 3 类:

第 一 类 包 括 广 州 、深 圳 、杭 州 、南 京 、宁

波 , 它们占据了前 5 名的位置。这 5 个城市

中 , 广 州 、深 圳 是 珠 江 三 角 洲 地 区 的 中 心 城

市 , 杭 州 、南 京 、宁 波 位 于 长 江 三 角 洲 的 腹

地 , 珠三角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是我国改

革 开 放 起 步 较 早 、 经 济 发 展 基 础 雄 厚 的 地

区。珠三角比邻港澳 , 接近东南亚 , 自然条件

优越 , 交通运输便利 ,

具 有 开 展 对 外 贸 易 和

对 外 经 济 技 术 合 作 的

有利条件。长三角位于

我 国 东 部 沿 海 开 放 城

市 带 和 沿 长 江 产 业 密

集城市带的结合部 , 具

有 得 天 独 厚 的 江 海 交

汇、南北居中的区位条

件 , 是世界六大都市带

之一 , 也是我国最发达

的地区之一。上述五大

城 市 所 拥 有 的 有 利 条

件 使 其 成 为 中 国 区 域

经济的五大亮点。

第二类包括青岛、

沈阳、济南、成都、武汉。青岛是山东省的经

济“龙 头 ”, 全 力 支 持 青 岛 做 大 做 强 , 是 山 东

省委、省政府坚定不移的目标。相比青岛 , 济

南 的 第 一 、第 二 产 业 实 力 不 强 、农 村 工 业 化

水平落后 ,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沈

阳是东北地区的老工业基地 , 基础雄厚 , 随

着国家改造、振兴老工业基地等宏观政策的

调整 , 迎来了发展良机。成都、武汉分别是华

中地区和西南地区的综合经济中心 , 都拥有

比 较 发 达 的 教 育 体 系 , 高 校 和 科 研 机 构 众

多 , 商 务 环 境 竞 争 力 较 强 , 但 人 才 和 企 业 的

本 体 竞 争 力 不 强 , 影 响 了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第 三 类 包 括 哈 尔 滨 、大 连 、长 春 、西 安 、

厦门 , 是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的。作为经济特区的厦门 , 理应成

为 闽 南 三 角 洲 的 经 济 龙 头 老 大 , 然 而 , 厦 门

却 是 心 有 余 而 力 不 足 , 主 要 原 因 是 面 积 狭

小 , 且产业关联不强 , 产业聚集程度不高 , 产

业结构不够高级化 , 所以排在最后一位。西

安地处较落后的西北地区 , 人才本体竞争力

一 般 , 市 政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较 为 滞 后 , 产 品 缺

乏 国 际 竞 争 力 , 在 市 场 上 的 竞 争 优 势 不 明

显 , 需 要 在 上 述 几 方 面 多 下 功 夫 , 才 能 作 为

开发大西北的领头羊。哈尔滨、大连、长春位

于东北地区 , 而东北地区作为我国最早的工

业基地 , 相 对 封 闭 、松 散 的“孤 岛 式 ”产 业 结

构已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 , 通过整合资源 ,

发挥优势 , 加强产业关联 , 打造产业集群 , 是

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雄风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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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Analysis of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15 Vice Provincial Cities of 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designed an index system measuring regional economy,s development level,

utilized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to make positive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15 domestic

vice provincial cities, regional economy,s development level,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regarding regions and

departments to find out their regional economy,s status quo and design development strategies.

Key words:15 vice provincial cities; regional economy,s development level;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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