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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基于对西部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的综合反映$构建包括商贸流通业发

展基础.贡献.状况和成长力四个一级指标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

对西部 #! 省份 !""M*!"#" 年商贸流通业发展综合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通过聚类分析

将西部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划分为三类区域$采用泰尔指数对地区差异进行测度和分解# 结果

表明+整体上$西部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水平依然较低$三类区域的地带间差异对西部商贸流通

业地区差异的贡献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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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对于商贸流通业地区差

异的研究都是在对商贸流通业多指标评价体系构

建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不同的是研究的切入点各

有侧重!主要是从流通力%流通竞争力以及流通综

合指数等角度对中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地区差异

进行研究$ 孙薇"!""M#从规模力%商流力%物流

力%信息力%资金流力%贡献力和发展力这七个方

面对 $# 个省区的流通力水平进行了比较研究!发

现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省份较好!总体上东

部要优于中西部$ 刘根荣和付煜"!"###从流通

产业现实竞争力和潜在竞争力两个层面构建评价

指标体系!通过因子分析法对 $# 个省区流通产业

的区域竞争力进行测评%排序%划类!总体上!中国

流通产业呈现明显的区域发展不均衡趋势!富有

流通产业竞争力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部省份!而

缺乏流通产业竞争力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西部省

份$ 任保平和王辛欣"!"###从地区发展对流通

业发展的影响%流通业对地区发展的影响和流通

业发展状况三个层面构建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的

综合评价体系!对中国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地区差

距进行比较分析!并从地区分工%地理区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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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以及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四个层面对地区差

距进行理论上的解释$ 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

发现!当前的研究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一是商贸流通业地区差异的分析集中于省内差异

和省际差异的分析!而对某一区域尤其是西部地

区的内部差异问题缺乏具体的深入的研究$ 二是

当前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截面数据的横向比较!无

法全面地反映地区差异的变动趋势$

表 #D商贸流通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含义

商贸流通发展基础

市场开放度"`# 反映地区市场开放水平

交通密度"\PI\P

!

#

反映商贸流通发展基础设施投入水平

人均QRV"元# 反映商贸流通业发展的经济条件

城市化水平"`# 反映地区城市化水平

市场化程度! 反映市场化水平

商贸流通发展贡献

经济贡献率"`# 反映商贸流通业对地区产值的贡献

就业贡献率"`# 反映商贸流通业对地区就业的贡献

税收贡献率"`# 反映商贸流通业对地区税收的贡献

商贸流通发展状况

商贸流通业增加值"亿元# 反映商贸流通业产出水平

商贸流通业从业人员"

"万人# 反映商贸流通业的劳动投入

商贸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反映商贸流通业的投资规模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反映商贸流通业繁荣程度

商贸流通业利润率"`# 反映商贸流通企业获利能力

商贸流通业成长力

商贸流通业增加值增长率"`# 反映商贸流通业产出增长

商贸流通业就业增长率"`# 反映商贸流通业就业增长

商贸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反映商贸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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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贸流通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

商贸流通业发展评价体系是一个大系统!其

构成复杂!众多要素在不同的维度和层面上共同

影响着商贸流通业的发展$ 本文中指标体系的构

建主要基于两个层面的考察!即商贸流通业发展

水平和商贸流通业发展能力!这两个层面分别包

含的是存量指标和流量指标$ 这样选择的目的在

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不但要反映商贸流通业发展

的现状!而且要从动态的视角反映商贸流通业未

来的发展能力和变化趋势$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的

构建原则和思路!综合前人研究成果!本文拟从四

个方面选取评价指标,第一!商贸流通业发展基础

指标!包括人均QRV%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发育指

数%交通密度和城市化水平等五项二级指标+第

二!商贸流通业发展对地区发展的贡献指标!包括

商贸流通业发展的经济贡献率%就业贡献率以及

税收贡献率+第三!商贸流通业发展状况!主要从

商贸流通业发展规模%效益等方面进行衡量!主要

包括,商贸流通业增加值%就业人数以及固定资产

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流通利润率等+第

四!商贸流通业成长能力!主要从商贸流通业增加

值%就业人数以及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增长率来

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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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指数来源于樊纲.王小鲁所著/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0$其中 !"#" 年各省数

据是以 !""K.!""% 和 !""G 年数据的平均值替代#

从业人员数为各地区商贸流通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与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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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部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内部差异

评价方法与评价结果分析

"一$评价方法

综合评价通常采取线性加权法!所不同的是

权重的确定方法$ 在现有的研究中!对于权重的

确定一般采取层次分析法"李飞!!""M#%主成分

分析法"岳中刚!!""H+宗颖!!""%#%因子分析法

"孙薇!!""M+刘根荣!等!!"###等$ 层次分析法

对于权重的赋值主观性较强!因子分析和主成分

析虽然较为科学!但是其仅适合做关于截面数据

的分析!不便于做出动态的比较$ 本文采取的是

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它是时序分析法与全局

主成分分析法的结合!在经典主成分分析的基础

上!以一个综合变量来取代原有的全局变量!再以

此为基础描绘出系统的总体水平随时间的变化轨

迹$ 全局主成分分析基本步骤如下,

"##假设有 ( 个样本!M个指标!时间的跨度

为1!建立时序立体数据表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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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原始指标数据存在着量纲上的差异!因

此在进行全局主成分分析之前!要进行标准化处

理!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X[F检验和巴特利

特球度检验$ 统计量的观测值为 G#$*&"#!相应的

显著性水平V值接近 "!小于显著性水平 "*"M!则

原有变量适合做因子分析$ 同时X[F值为"*MKG!

大于 "*M!这表明各指标之间有较多的共同因素$

因此!可以对原有变量进行全局主成分分析$

通过计算得到特征值%方差贡献率和累积贡

献率!如表 ! 所示$ 根据特征值均大于 # 的原则

提取 H 个全局主成分!其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GG$`%#&*&G"`%##*#%G`%G*!%"`%K*&!M`

和 H*HH"`!这 H 个全局主成分的方差累积贡献

率达 %"*"$%`!具有较强的解释性$

通过正交旋转使得因子载荷矩阵出现两极分

化!以方便提取公因子$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如表 $$

表 !D因子解释原始指标总方差的情况

2,PO,.7.?

_.5?5/0A5)7.>/0(7<

6,?/0 ` ,1B/-5/.87 2(P(0/?5>7̀

Y,?/?5,. @(P<,1@4(/-7: U,/:5.)<

6,?/0 ` ,1B/-5/.87 2(P(0/?5>7̀

# &*GMG $"*GG$ $"*GG$ $*%!! !$*%G" !$*%G"

! !*$#% #&*&G" &M*&%$ !*$$# #&*MHG $%*&MG

$ #*KG" ##*#%G MH*HK! !*"&# #!*KMM M#*!#M

& #*&%M G*!%" HM*GM! #*%H$ ##*H&$ H!*%M%

M #*#%% K*&!M K$*$K% #*H#H #"*"G% K!*GMH

H #*"HH H*HH" %"*"$% #*#$$ K*"%# %"*"$%

DDDD注,由于篇幅原因!该表仅反映了前 H 个公因子对总方差的解释情况$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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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D # ! $ & M H

对外开放水平 "*$KM "*K"H f"*"&% f"*#GG f"*#!K "*"&G

交通密度 "*#&H "*G"G "*"&& "*"&" "*"G! f"*"M!

城市化率 "*"&$ "*#&H "*G$! "*"!K "*"$# "*"MK

人均QRV "*$$" f"*"GK "*%%G "*"G! "*"H$ "*"#$

QRV贡献 "*!K$ "*!KG f"*"&& "*K!$ "*"!% f"*"HH

就业贡献 f"*"#& "*H$$ f"*MHG "*!#& "*!$$ f"*#!H

税收贡献 "*"!& f"*$%% "*##% "*K!H f"*!!% "*"%%

商贸流通增加值 "*G&! "*#G% "*!"& "*##G "*"$% f"*""H

商贸流通从业人员 "*K&H "*&$% f"*$KM f"*"&% "*"G" f"*"%M

商贸流通固定资产投资 "*%K& "*"&G "*!HG "*#H& "*#&H "*"MK

商贸增加值增长率 "*"G$ "*"%$ "*"&# "*"&K "*G$" "*"!#

商贸就业增长率 "*"M# "*$MM "*#!" "*#$$ f"*!$! f"*HH#

市场发育指数 "*!&G "*G!$ "*"%M f"*"MH "*"&% "*"&&

商贸流通固资增长率 "*"MH "*!"# "*#%K "*"%! f"*#$# "*K%G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G$" "*!#! "*##% f"*"#" f"*"HK "*"#G

流通利润率 f"*"&& f"*"MM "*"#H "*%"$ "*#M& f"*"#K

DD由表 $ 可知!全局主成分A

#

对商贸流通业就

业%商贸流通业增加值%商贸流通业固定资产投资

这 $ 个指标有较强的解释力!这 $ 个指标分别反

映了商贸流通业的投入和产出规模因此将其命名

为商贸流通业发展规模主成分+全局主成分A

!

对

对外开放度%市场发育指数%交通密度和就业贡献

拥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这些指标主要是商贸流通

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因此!将其概括为

商贸流通业发展基础主成分+全局主成分A

$

对城

市化水平和人均QRV拥有较强的解释力!这两个

指标主要表现的是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市场环境!

所以将其命名为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市场环境主成

分+全局主成分A

&

主要包括税收贡献%QRV贡献

和流通利润率!因此命名为商贸流通业发展贡献

主成分+全局主成分A

M

为商贸流通业增加值增长

主成分+全局主成分A

H

包括就业增长率和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率!因此将其命名为商贸流通业成长

力主成分$

以正交旋转后各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

重!得出各省的综合得分公式,

A<"S!G%A

#

="S#%!A

!

="S#MGA

$

=

"S#&MA

&

="S#!HA

M

="S"%%A

H

DD综合得分 A值越高!说明该省"市%自治区#

的商贸流通业发展水平越高!趋势越好!反之越

低!趋势越差$

"二$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关于西部各省"市%自治区#商贸流通

业发展的评价方法!最终得出综合评价结果!如表 &$

由表中数据可以发现!尽管西部地区商贸流

通业的得分值存在波动!但其发展水平是在不断

提高的!得分值由 !""M 年的 HM*H#$ 提高到了

!"#" 年的 HG*#$G$ 得分序位的变化上!从 !""M

年到 !"#" 年!除少数省区!如贵州%甘肃%青海出

现较大幅度的升降之外!大多数省区的排名变化

都不大!都为 # a! 名$ 位序上升的省区有贵州%

四川%陕西和甘肃!位序下降的省区有内蒙古%云

南%青海%宁夏和新疆!其他省份的序位保持稳定$

总的来说!西部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地区格局变化

较小!西南地区的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水平相对高

于西北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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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D!""M(!"#" 年西部地区各省"市%自治区$商贸流通业发展综合得分

地D区 !""M !""H !""K !""% !""G !"#" !""M 年序 !"#" 年序 序位变化

内蒙古 HG*M$% H%*&%& HG*!K& K!*#!G KK*""" K&*!H# # ! f#

广D西 HH*GH$ HH*H!G H!*M!! HG*!KH H%*$K! K#*HK$ & & "

重D庆 HK*MGG H%*KK$ K"*GG" K!*%MH K!*KHM K$*#&H $ $ "

四D川 HG*&!! K"*&"K HG*K"" K#*##K K$*%$& K&*%H# ! # #

贵D州 H$*MH$ HM*MK$ HH*MGG HH*&$G K#*HG% H%*%## #" K $

云D南 HH*#!$ H&*G! HG*$#M HK*%%% K"*HMK K"*M$$ M H f#

西D藏 H$*&GH H&*G#G HH*K!$ H$*G$! H#*K$% H&*#!! ## ## "

陕D西 HM*H"& HH*H$& HH*$MK K!*"M# K!*$H% K#*&#H H M #

甘D肃 H!*!!G H!*$#H H$*K## H&*&#& HM*GK% HM*&!$ #! G $

青D海 H$*%HK H#*"$! H#*%G% H#*M$% H&*HH# H$*G&" G #! f$

宁D夏 H&*KH$ H$*M&" H&*G"G H&*G&K HK*K"M HK*!$M K % f#

新D疆 H&*#G# H$*%$& H$*KG! H&*#KK HM*"KM H&*!&! % #" f!

西D 部 HM*H#$ HM*M%% HH*$#H HK*MH& HG*$!# HG*#$G ( ( (

DD注,为了便于下文的进一步研究!表中的综合得分值是在通过极值法将公因子 A

*

进行无量纲化的基础上计算得出

的!西部得分值是 #! 省"市%自治区#得分的平均值!负号表示序位下滑$

DD从得分值来看!!""M 年西部十二个省"市%自

治区#的综合得分均低于 K"!可见西部商贸流通

业发展的整体水平比较低$ 到 !"#" 年有六省份

综合得分在 K" 之上!由此可见!!""M(!"#" 年我

国西部商贸流通业的发展是比较迅速的$ 但是与

此同时!西部商贸流通业发展的省际差异则呈现

扩大之势!得分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额由 !""M 年

的 K*$"G 扩大到了 !"#" 年的 #"*G!#!根据得分值

计算的省际差异变异系数从 !""M 年的 "*!% 上升

到了 !"#" 年的 "*&K!商贸流通业发展的省际差

异明显扩大$

四%西部商贸流通业发展区域差异测

度与分解

"一$区域划分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西部商贸流通业发展的

地区差异问题!以 !""M(!"#" 年西部各省"市%自

治区#商贸流通业发展的综合得分为基础!通过

聚类分析将西部商贸流通业的发展分为三大类

别!并通过泰尔指数对这三类区域之间的差异进

行测度和分解!以研究其地区差异的变动趋势$

按照朱建平和陈民恳"!""K#关于面板数据聚类

的研究方法!以欧式距离作为面板数据的相似指

标!选用离差平方和法将西部地区划分为三类区

域!结果如表 M$

表 MD聚类分析结果

类 别 省"市%自治区#

第一类 内蒙古%重庆%四川

第二类 贵州%云南%广西%陕西

第三类 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二$区域差异的测度与分解

本文采用63750指数的计算方法!设4

*

为第*

个省区的商贸流通发展的综合得分值!( 为参加

讨论的省区数! 7

*

<4

*

F

"

4

*

为第 *省区商贸流

通业发展得分所占的份额!7

,

%7

E

%7

"

分别表示前

文聚类分析中的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中省区

商贸流通业发展得分值在西部地区中所占的份

额!(

,

%(

E

!%(

"

分别为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中

的省区数!M

*

为第 *个省区人口所占的份额!设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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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9

E

和 9

"

分别表示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地

区的63750指数!9

6

和9

;

为组内和组间差异!有,

9

6

<7

,

9

,

=7

E

9

E

=7

"

9

"

D <7

,"

(

,

*<#

7

*

0,)"7

*

FM

*

# =

D7

E"

(

E

*<#

7

*

0,)"7

*

FM

*

# =7

""

(

"

*<#

7

*

0,)"7

*

FM

*

#

9

;

<7

,

0,)"7

,

FM

,

# =7

E

0,)"7

E

FM

E

# =

D7

"

0,)"7

"

FM

"

#

9<9

6

=9

;

DD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各区域商贸流通业发展

63750指数值!得出西部商贸流通业发展区域差异

分解的结果!如表 H$

表 HD!""M(!"#" 西部商贸流通业发展地带差异的泰尔指数

年份
西部泰尔

指数

第一类贡献

泰尔指数 比例"`#

第二类贡献

泰尔指数 比例"`#

第三类贡献

泰尔指数 比例"`#

地带间贡献

泰尔指数 比例"`#

!""M "*#!" # "*"!M K !#*&" "*""" % "*HK "*"!& & !"*$! "*"HG ! MK*H!

!""H "*##H H "*"!& & !"*G$ "*""# $ #*## "*"!& & !"*G$ "*"HH M MK*"$

!""K "*##% M "*"!M # !#*#% "*""# % #*M! "*"!& G !#*"# "*"HH K MH*!G

!""% "*##! ! "*"!M M !!*K$ "*""# K #*M! "*"!$ G !#*$" "*"H# # M&*&H

!""G "*##" H "*"!M H !$*#M "*""! $ !*"% "*"!$ $ !#*"K "*"MG & M$*K#

!"#" "*#"H K "*"!$ ! !#*K& "*""# $ #*!! "*"!& $ !!*KK "*"MK G M&*!H

DD由表 H 可见!!""M(!"#" 年西部地区商贸流

通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整体上呈现递减趋势!西部

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泰尔指数由 !""M 年的

"*#!" #降低到 !"#" 年的 "*#"H K$ 在西部商贸

流通业发展地区差异的构成中!地带间的差异平

均占总体差异的 MM*MH`!其中 !""M 年最高为

MK*H!`!且地带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呈递减

之势$ 此外!第一%三类区域的地带内差异对总体

差异的贡献也较大!平均分别为 !#*%H`和

!#*!$`!第二类区域的地带内差异对总差异的贡

献则不太显著平均只有 #*$M`$ 因此!对于西部

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来说!重要的是缓和地带间差

异和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缩小地带间差异

依然是今后西部地区商贸流通发展工作的一项重

要任务$ 而且第一%三类区域地带内差异的变化

也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五%结论与建议

第一!自 !""M 年以来!西部各省商贸流通业

发展的综合水平都得到不断的提升!但从整体上

来看!西部地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仍然处于比较

低的水平!且区域总体格局变化不大!总体上来

说!西南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总体实力相对高

于西北地区和西藏地区$

第二!通过泰尔指数对于西部商贸流通业发

展的地区差异进行分解!可以发现西部地区总体

差异主要表现在所划分的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

而三大区域中!第一%三类区域对总体差异的影响

也比较显著$

通过上述对西部商贸流通业发展的省际差

异%区域间差异及其变动趋势的分析!由于西部地

域广阔与省份众多!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不同

的区域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 因此在西部各省各

地区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中要注意取长补短!政策

的实施不能一概而论!应该按照区域的发展特点

实施差别性的商贸流通业发展策略$

第一类地区"内蒙古%陕西%四川%重庆#!这

些省区商贸流通业发展规模相对较大!而且市场

环境相对较好!表明这些地区是西部商贸流通业

发展较好的区域!但是这些地区在商贸流通业发

展对经济的贡献度以及商贸流通业的成长力两项

上的表现并不突出!这就说明这些地区商贸流通

业的发展落后于其他产业$ 这就要求这些地区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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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商贸流通

业的发展对地区经济的推动作用!同时要注意优

化地区产业结构!促进产业间的协调发展$ 这些

地区是西部地区工业化基础相对较好的区域!因

此这些地区应进一步促进实现产业间的协调发

展!发挥商贸流通业的在经济发展中应有的作用$

第二类地区"云南%贵州%广西#!从评价结果

来看!这三个省区在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市场环境

主成分上得分较低!主要表现在城市化水平低以

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 由此可见!这些地区首

要的就是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优化

商贸流通业发展的市场环境!以此带动商贸流通

业的发展与繁荣$

第三类地区"新疆%甘肃%青海%宁夏%西藏#!

这几个省区除西藏之外均处于西北地区!这些地

区市场环境相对较好!商贸流通业成长力强!发展

的潜力较大!趋势较好$ 但是由于这些地区商贸

流通业基础设施相对比较薄弱!商贸流通业发展

规模较小!导致商贸流通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贡献较低$ 因此!该地区应加强商贸流通业发展

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以提升商贸流通业的发展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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