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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四川省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评价和分析。 首先构建了适合四川省

实际情况的开放型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四川内陆开放型经济进行综

合评价。 其次通过将四川省开放型经济进行纵向比较分析，以及与沿海、沿边和内陆省市进行

横向比较分析，从而分析四川省的比较优劣势，然后根据优劣势情况，对四川省进一步发展内

陆开放型经济，建立内陆开放高地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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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放型经济评价的指标构建
（一）区域开放度

区域开放度是指经济要素在不同区域之间流

动的程度，这包括国内不同区域间的要素流动，以
及区域与国外市场之间的要素流动。 区域开放度

的测量应该包括这两方面的内容，即区域开放度

应包含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内容，同时，工业产

值比重为区域开放提供了支撑，也应包含其中。
（二）开放型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测量区域开放度的目的是考察要素流动的活

跃程度。 区域经济发展要素，包括自然条件与历

史基础、人口与劳动力、资本、科学技术、组织与管

理。 我们将分析重点放在国内外投资与贸易的要

素流动效应。 由于我国国内统一大市场还未健

全，各地区经济往来的活动频度受历史和制度原

因的影响有明显的差异，已成为导致我国区域不

协调发展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考虑数据的可获

取性，根据国家统计年鉴的指标体系，我们选取反

映国内开放、对外开放、旅游开放和开放支撑四个

部分组成测量区域开放度的一级指标体系。
依据全面性、重点性、实际性、可行性原则，结

合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外贸依存度 Ｘ１、外资依

存度 Ｘ２、投资依存度 Ｘ３、对外经济合作程度 Ｘ４、
产业开放度 Ｘ５、国际旅游收入比 Ｘ６、国内旅游收

入比 Ｘ７、内贸依存度 Ｘ８、内资开放度 Ｘ９、第二产

业比重 Ｘ１０。
综上所述，得到以下指标体系，见表 １。

二、四川省开放型经济的纵向比较和

分析
（一）外贸

商品贸易是目前四川省对外贸易的主要形

式，随着四川省内陆开放型经济的不断推进，商品

贸易不断发生着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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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开放型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商品开放度
　 外贸依存度 商品进出口总额 ／ ＧＤＰ

　 内贸依存度 社会零售商品总额 ／ ＧＤＰ

资本开放度

　 外资依存度 实际利用外资 ／固定资产投资

　 内资依存度 自筹部分 ／ ＧＤＰ

　 投资依存度 对外投资额 ／ ＧＤＰ

旅游开放度
　 国际旅游收入比 国际旅游收入 ／ ＧＤＰ

　 国内旅游收入比 国内旅游收入 ／ ＧＤＰ

产业开放度 　 产业开放度
规模以内外资企业数 ／规模以内工业

企业数

产业支撑度 　 第二产业比重 第二产业增加值 ／ ＧＤＰ

表 ２　 四川省对外贸易比较（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外贸依存度

２００１ ３０．９９１ ６ １５．８２７ ２ １５．２６４ ４ ０．０５９ ７

２００２ ４４．６９１ ９ ２７．１１４ ５ １７．５７７ ４ ０．０７８ ３

２００３ ５６．３８６ ２ ３２．１２９ １ ２４．２５７ １ ０．０８７ ５

２００４ ６８．７１６ ２ ２９．８３７ １ ２８．８７９ １ ０．０８９ ２

２００５ ７９．０４７ ６ ４７．００８ ９ ３２．０３８ ７ ０．０８７ ７

２００６ １１０．２０９ ７ ６６．２４０ ６ ４３．９６９ １ ０．１０１ １

２００７ １４３．８４６ １ ８６．０８２ ６ ５７．７６３ ５ ０．１０３ ６

２００８ ２２０．３８２ ８ １３１．０７８ ９ ８９．３０３ ９ ０．１２１ ５

２００９ ２４２．２７２ ８ １４１．５１６ ７ １００．７５６ １ ０．１１６ ９

２０１０ ３２７．７８２ ２ １８８．４５０ ４ １３９．３３１ ８ ０．１２９ １

２０１１ ４７７．８４４ ４ ２９０．４５６ ７ １８７．３８７ ７ ０．１４６ ８

　 　 数据来源：根据四川省各年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如表 ２ 所示，四川省的商品贸易规模持续扩

大，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２０１１ 年全省的进出口总

额为 ４７７．８４ 亿美元，是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５．４２ 倍数，在
全国各省排名中跃居至第 １１ 位，居于西部各省的

首位。 其中 ２０１１ 年的出口总额为 ２９０． ４６ 亿美

元，进口总额为 １８７．３９ 亿美元，贸易顺差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０．５６ 亿美元扩大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０３．０７ 亿美

元。 同时，外贸依存度也在不断上升，２００６ 年突

破了 １０％。 除了规模不断扩大以外，四川省的商

品贸易还呈现以下特点：①加工贸易规模扩大。

一方面加工贸易在所有贸易中的比重大幅度提

升，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４． １％ 提高到了 ２０１１ 年的

４２ ４％；另一方面加工贸易产品结构得到优化，过
去大多为初级产品的加工，技术含量有限，而

２０１１ 年，电子产品、机械装备类产品的比重已经

提高到了 ９０％以上。 ②出口结构优化但附加值

仍不高。 出口商品技术含量在不断增加，２０００
年，出口量最大的为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和贱金

属及其制品，而 ２０１１ 年出口额处于前两位的分别

是大中小微型计算机和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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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主要贸易地区结构改善。 四川主要的出口地区

仍然集中在亚洲，但是所占比重有所下降，２０１１
年之前出口亚洲的比例占所有的出口额均保持在

５０％以上，而 ２０１１ 年下降到 ３８．３％。 美国是四川

最大的贸易出口国，２０１１ 年出口美国的比重将近

占了所有出口的四分之一，达到 ２４．７％。
（二）外资

表 ３　 四川省利用外资（单位：亿美元）

年份 实际利用外资 外商直接投资 直接投资比重 外资依存度

２００１ １１．００４ １ ５．８１８ ８ ０．５２８ ８ ０．０２１ ２

２００２ １０．６６２ ６．５９２ ５ ０．６１８ ３ ０．０１８ ７

２００３ ９．２５２ ８ ５．８２０ ９ ０．６２９ １ ０．０１４ ４

２００４ １０．００７ ５ ７．０１２ ９ ０．７００ ８ ０．０１３ ０

２００５ １１．０２０ ６ ８．８６８ ６ ０．８０４ ７ ０．０１２ ２

２００６ １４．７４２ ８ １２．０８１ ９ ０．８１９ ５ ０．０１３ ５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１６ ９ １４．９３２ ２ ０．７４２ ３ ０．０１４ ５

２００８ ３３．４１５ ９ ３０．８８４ ２ ０．９２４ ２ ０．０１８ ４

２００９ ４１．２９３ ３ ３５．８９８ ０．８６９ ３ ０．０１９ ９

２０１０ ７０．１２９ ９ ６０．２５１ ７ ０．８５９ １ ０．０２７ ６

２０１１ １１０．２７３ ３ ９４．８１３ ７ ０．８５９ ８ ０．０３３ ９

数据来源：根据四川省各年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表 ４　 四川省旅游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总收入 国内收入 国际收入 国内旅游占比 国内开放度 国际开放度

２００１ ３１４．００ ３００．２８ １３．７２ ０．９５６ ３ ０．０６９ ９ ０．００３ ２

２００２ ３８０．００ ３６３．４３ １６．５７ ０．９５６ ４ ０．０７６ ９ ０．００３ ５

２００３ ４２１．００ ４０８．６２ １２．３８ ０．９７０ ６ ０．０７６ ６ ０．００２ ３

２００４ ５６６．２３ ５４２．３２ ２３．９１ ０．９５７ ８ ０．０８５ ０ ０．００３ ７

２００５ ７２１．２６ ６９５．３８ ２５．８８ ０．９６４ １ ０．０９４ ２ ０．００３ ５

２００６ ９７９．４６ ９４７．９５ ３１．５１ ０．９６７ ８ ０．１０９ １ ０．００３ ６

２００７ １ ２１８．８７ １ １７９．９０ ３８．９７ ０．９６８ ０ ０．１１１ ７ ０．００３ ７

２００８ １ １９５．０８ １ １８０．１５ １４．９３ ０．９８７ ５ ０．０９３ ７ ０．００１ ２

２００９ １ ４７２．４８ １ ４５２．７７ １９．７１ ０．９８６ ６ ０．１０２ ７ ０．００１ ４

２０１０ １ ８８６．００ １ ８６２．０３ ２３．９７ ０．９８７ ３ ０．１０８ ３ ０．００１ ４

２０１１ ２ ４３８．３５ ２ ４００．００ ３８．３５ ０．９８４ ３ ０．１１４ １ ０．００１ ８

　 　 　 　 数据来源：根据四川省各年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近些年来，中西部地区已经成为了外资最青

睐的地区，而四川省凭着较好的工业基础，较强的

产业配套能力以及日益完善的物流条件等利好因

素，更是成为了外商投资的热土。 结合表 ３，可以

看出四川省利用外资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①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 截至 ２０１１ 年年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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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累积利用外资 ４１８．９６ 亿美元。 ２０１１ 年四川省

实际利用外资突破了 １００ 亿美元，达到 １１０．２７ 亿

美元，是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０ 倍多。 ２０００ 年以后利用外

资额更是占了累积利用外资额的 ８１．５８％。 随之

而来的是外资的依存度逐步上升，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２ １２％上升到了 ２０１１ 年的 ３．３９％。 ②快速增长。
从 ２００６ 年以来，四川省利用外资增速加快，平均

增长率达到了 ４７．８％，远远高于 １１．６６％的全国平

均增长率。 ③利用外资结构改善。 从外资构成方

面来看，实际利用外资包括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外

借款以及其他投资。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外商直接投

资在实际利用外资中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从

５２ ８８％上升到了 ８５．９８％。 这进一步说明了四川

省投资环境的改善，境外资金更愿意以直接投资

形式流入。
（三）旅游

四川是中国旅游景点较多的省份之一，结合

其颇有特色的地方文化以及特色鲜明的饮食文

化，每年都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根据表 ４ 可以看出：①旅游收入规模不断上

升。 其中国内旅游收入上升比国际旅游收入快，

２０１１ 年国内旅游收入为 ２ ４００ 亿元，是 ２００１ 年的

８ 倍，而 ２０１１ 年的国际旅游收入为 ３８．３５ 亿元，仅
为 ２００１ 年的 ２．８。 ②增速不稳定。 由于 ２００８ 年

的汶川的大地震以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导
致四川省的旅游大大受挫，２００８ 年国内旅游增速

仅为 ０． ０２％， 而 国 际 旅 游 收 入 更 是 下 降 了

６１ ６８％。 除此之外，国际旅游收入波动比国内更

大，其中最高为 ２００３ 年国际旅游收入的增速为

９３．０９％，最低为 ２００８ 年的－６１．６８％。 ③旅游收入

主要来源于国内。 从表 ４ 可以看出，国内旅游收

入占四川省旅游总收入的比例一直在 ９５％以上，
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更是高达了 ９８％以上。 而国际旅

游开放度更是小于 １％。 这充分显示出了四川省

旅游的国际开放度不够，仍需要不断加大对外的

宣传与合作，加速形成国际门户枢纽机场的航线

网络和旅游航空便捷通道。
（四）对外经济合作

根据统计年鉴中的统计数据，对外经济合作

主要包括了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四川

省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１ 年的对外经济合作情况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四川省对外经济合作情况（单位：万美元）

对外经济合作 对外承包工程 对外劳务合作 对外经济合作度

２００１ ４３ ４８２ ３９ ９７１ ３ ５１１ ０．００８ ４

２００２ ３８ ８１１ ３４ ４０６ ４ ４０５ ０．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３ ４３ １８７ ３８ ９６０ ４ ２２７ ０．００６ ７

２００４ ４８ ７３３ ４４ ２６４ ４ ４６９ ０．００６ ３

２００５ ６０ ０７９ ５７ ２７４ ２ ８０５ ０．００６ ７

２００６ ７３ ５９２ ７２ １９３ １ ３２０ ０．００６ ８

２００７ １２１ ４３７ １１８ ７３６ ２ ７０１ ０．００８ ７

２００８ ２４０ ４７５ ２３５ １９１ ５ ２８４ ０．０１３ ３

２００９ ３３７ １８５ ３３５ ６２２ １ ５６３ ０．０１６ ３

２０１０ ４０２ １３７ ３９９ ２９９ ２ ８３８ ０．０１５ ８

２０１１ ５０４ ２４０ ４９８ ６９２ ５ ５４８ ０．０１５ ５

　 　 　 数据来源：根据四川省各年统计年鉴整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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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５ 可得，对外经济合作规模在不断扩大，
２０１１ 年是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１ 倍多。 伴随着对外经济

合作数量的不断增加和领域的拓宽，四川的对外

经济合作度也在逐年增长，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０．８％逐

步增长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５％。 这也说明了四川在发

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的过程中充分地注重将外资引

入与向外的劳务输出结合起来，实现要素的双向

流动，在空间上促进要素更为合理的配置。

三、四川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横向比

较和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四川省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横

向对比情况，本文共选取了 １８ 个省市，包括 ４ 个

沿海省市（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１０ 个内陆省

市（四川、重庆、陕西、湖南、湖北、贵州、山西、河
南、江西和安徽）以及 ４ 个沿边省份（广西、云南、
新疆和西藏），通过与这些省份的比较来分析四

川省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优势和劣势。

表 ６　 相关省市区 ２０１１ 年各统计指标数据

ＧＤＰ
（亿元）

进出口

（亿美元）
对外投资

（万美元）
利用外资

（亿美元）
对外合作

（万美元）
国际旅游

（万美元）
国内旅游

（亿元）

广东 ５３ ２１０．２８ ９ １３３．３４ １９０ ２６９ ２１７．９８ １ １８０ ６００ １ ３９０ ６１９ ３ ９３１．７１

上海 １９ １９５．６９ ４ ３７４．３６ １５１ ３１６ １２６．０１ １ ８２８ ７１６ ５８３ ５００ ２ ８５４．２９

江苏 ４９ １１０．２７ ５ ３９７．５９ ２００ １２９ ３２１．３２ ６７２ ７６１ ５６５ ２９７ ５ １６１．４７

浙江 ３２ ３１８．８５ ３ ０９３．９７ ２１１ ３９７ １１６．６６ ２９１ ２５１ ４５４ １７３ ３ ７８５．００

四川 ２１ ０２６．７０ ４７７．８４ ５３ ３４３ １１０．２７ ５０４ ２４０ ５９３ ８３５ ２ ４００．００

重庆 １０ ０１１．３７ ２９２．１８ ４１ ８５７ １０５．７９ ４４ ５１７ ９６ ８０６ １ ２０２．７６

陕西 １２ ５１２．３０ １４６．２３ ４４ １５４ ２３．５５ １４１ ７２５ １２９ ５０５ １ ２４０．００

贵州 ５ ７０１．８４ ４８．８４ １ ９５０ ７．１７ ３００１５ １３ ５０７ １ ４２０．７０

湖南 １９ ６６９．５６ １９０．００ ８０ ４８３ ６１．５０ ２２２ ８００ １０４ ０００ １ ７１８．２０

湖北 １９ ６３２．２６ ３３５．１９ ６９ ００９ ４６．５５ ４１５ ００２ ９４０１８ １ ９３１．８０

江西 １１ ５８３．８０ ３１４．６９ ２８ ０９０ ６０．５９ １６５ ２０７ ４１ ５００ １ ０７９．００

安徽 １５ ３００．６５ ３１３．３８ ５０ ８７５ ６６．２９ ２５１ ３８７ １１７ ９１８ １ ８１４．９９

河南 ２６ ９３１．０３ ３２６．４２ ３０ １７１ １００．８３ ３１９ ９００ ５４ ９０２ ２ ７６６．００

山西 １１ ２３７．６０ １４７．６０ １４ ９７３ ２４．９５ ７０ ０１８ ５６ ７２０ １ ３０５．１０

广西 １１ ７２０．８７ ２３３．３１ １２ ２３７ １０．１４ ６５ ２９６ １０５ ２００ １ ２０９．４６

云南 ８ ８９３．１２ １６０．５３ ５７ ０８０ １７．４０ １１４ ５００ １６０ ９００ １ １９５．７３

新疆 ６ ６１０．０５ ２２８．２２ ４ ９７１ ３．３５ ９７ １６７ ４６ ５１９ ４１１．００

　 　 根据上面所选取的各省 ２０１２ 年统计年鉴中

的数据整理得到表 ６ 数据。
从表 ６ 中可以看出，在西部大开发、内陆开放

型经济的发展等一系列政策和努力下，四川省在

中国的经济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尤其是在内陆

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首先，在经济总规模上，四
川省 ２０１１ 年的 ＧＤＰ 为 ２１ ０２６．７ 亿元，处于所选

内陆省份中的第二位，仅次于河南省的 ２６ ９３１．０３

亿元。 第二，在对外贸易方面，２０１１ 年四川省的

商品贸易进出口为 ４７７．８４ 亿美元，在内陆省份中

处于领先地位。 但是与沿海的广东、上海、江苏和

浙江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例如，广东省

２０１１ 年的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９ １３３．３４ 亿美

元，是四川省的近 ２０ 倍。 第三，资本交流方面。
近几年受沿海地区的生产成本不断上涨等因素影

响，四川省等内陆省份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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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其中，四川、重庆和

河南三个内陆省市在 ２０１１ 年利用外资规模超过

了 １００ 亿美元，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不断缩小，同时

远大于广西、云南和新疆等沿边地区。 虽然在

“引进来”方面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同时可以

从表 ６ 中看到，四川省在“走出去”方面并没有太

大的优势，２０１１ 年，四川省实际对外投资 ５３ ３４３
万美元，不仅与对外投资规模最大的浙江存在着

很大的差距，而且与内陆省份中排第一的湖南省

也有一定的距离。 第四，对外经济合作。 随着四

川省开放型经济的不断推进，对外承包工程和劳

务合作稳步上升，２０１１ 年稳居内陆省份第一位。
虽然与处于第一位的上海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

已经超过了浙江省。 第五，旅游方面。 四川省作

为一个拥有众多旅游资源的省份，在旅游开放方

面表现良好，尤其是在国际旅游方面，处于所有省

份中的第二位，仅次于广东，远高于内陆的其他省

份。 在国内旅游方面，虽然在内陆处于上游，但是

从全部省市来看，表现并不突出，还存在着较大的

发展空间。 综上所述，从绝对规模上来看，四川省

在内陆开放型经济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内

陆地区已处于第一阶梯，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与
沿海地区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四、四川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综合

评价
（一）综合评价

根据前面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从 ２０１２ 年各省

的统计年鉴中整理计算出下表的数据，其中 Ｘ１－
Ｘ１０ 分别代表了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投资依

存度、对外经济合作度、产业开放度、国际旅游收

入比、国内旅游收入比、内贸依存度、内资开放度、
第二产业比重。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Ｘ１０

广东 １．１０８ ６ ０．０８３ ６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１４ ３ ０．１２４ ７ ０．０１６ ９ ０．０７３ ９ ０．３８０ ５ ０．９３７ ９ ０．４９７ ０

上海 １．４７１ ８ ０．１６０ ６ ０．００５ １ ０．０６１ ５ ０．３２７ ９ ０．０１９ ６ ０．１４８ ７ ０．３５５ ０ ０．６６１ ６ ０．４１３ ０

江苏 ０．７０９ ９ ０．０７８ ９ ０．００２ ６ ０．００８ ８ ０．２５２ ２ ０．００７ ４ ０．１０５ １ ０．３２５ ６ ０．７８４ ８ ０．５１３ ０

浙江 ０．６１８ ３ ０．０５３ ５ ０．００４ ２ ０．００５ ８ ０．１９４ ４ ０．００９ １ ０．１１７ １ ０．３６９ ２ ０．６３５ ４ ０．５１２ ０

四川 ０．１４６ ８ ０．０４７ １ ０．００１ ６ ０．０１５ ５ ０．０４４ ３ ０．００１ ８ ０．１１４ １ ０．３８２ ６ ０．６４８ ４ ０．５２４ ０

重庆 ０．１８８ ５ ０．０８８ ９ ０．００２ ７ ０．００２ ９ ０．０８０ ６ ０．００６ ２ ０．１２０ １ ０．３４８ ４ ０．６００ ８ ０．５５４ ０

陕西 ０．０７５ ５ ０．０１２ ９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０７ ３ ０．０５５ １ ０．００６ ７ ０．０９９ １ ０．３０２ ９ ０．５５２ １ ０．５５４ ０

贵州 ０．０５５ ３ ０．００９ １ ０．０００ ２ ０．００３ ４ ０．０２６ ３ ０．００１ ５ ０．２４９ ２ ０．３０７ ２ ０．６１７ ５ ０．３８５ ０

湖南 ０．０６２ ４ ０．０３４ ７ ０．００２ ６ ０．００７ ３ ０．０４６ ２ ０．００３ ４ ０．０８７ ４ ０．３５０ ０ ０．６７５ ３ ０．４７６ ０

湖北 ０．１１０ ３ ０．０２３ ２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１３ ７ ０．０７０ ３ ０．００３ １ ０．０９８ ４ ０．４２１ ５ ０．６８０ ４ ０．５００ ０

江西 ０．１７５ ５ ０．０４４ ７ ０．００１ ６ ０．００９ ２ ０．１２４ ９ ０．００２ ３ ０．０９３ １ ０．３００ ９ ０．８０９ ４ ０．５４６ ０

安徽 ０．１３２ ３ ０．０３５ ２ ０．００２ １ ０．０１０ ６ ０．０６０ ３ ０．００５ ０ ０．１１８ ６ ０．３２０ ３ ０．７７９ ６ ０．５４３ １

河南 ０．０７８ ３ ０．０３８ ５ ０．０００ ７ ０．００７ ７ ０．００９ ９ ０．００１ ３ ０．１０２ ７ ０．３５１ ０ ０．８２６ １ ０．５７３ ０

山西 ０．０８４ ８ ０．０２１ ９ ０．０００ ９ ０．００４ ０ ０．０２４ ２ ０．００３ ３ ０．１１６ １ ０．３４７ ４ ０．６７３ ８ ０．５９０ ０

广西 ０．１２８ ６ ０．００６ ４ ０．０００ ７ ０．００３ ６ ０．０３９ ２ ０．００５ ８ ０．１０３ ２ ０．３３３ ４ ０．６４６ ５ ０．４８４ ０

云南 ０．１１６ ６ ０．０１８ ２ ０．００４ １ ０．００８ ３ ０．０３２ ５ ０．０１１ ７ ０．１３４ ５ ０．３３７ ４ ０．５８９ ８ ０．４２５ ０

新疆 ０．２２３ ０ ０．００４ ６ ０．０００ ５ ０．００９ ５ ０．０２７ ０ ０．００４ ５ ０．０６２ ２ ０．２３５ ６ ０．８０９ ７ ０．４８８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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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上述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后，可以得到以下数据：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Ｘ１０

广东 １．９０１１ ０．９７２ ０．１１２ ０．２１９ ０．３８２ １．９７９ －０．９９９ １．００１ －１．３０３ －０．１３３

上海 ２．７７９７ ２．９０５ ２．１１９ ３．７２６ ２．６５９ ２．５０２ ０．８４９ ０．３８１ －２．３０５ －１．６１８

江苏 ０．９３６５ ０．８５４ ０．３４５ －０．１８８ １．８１０ ０．１８６ －０．２２８ －０．３３５ －０．２９０ ０．１５０

浙江 ０．７１５０ ０．２１８ １．４９４ －０．４１３ １．１６３ ０．４９８ ０．０６９ ０．７２５ －１．４６８ ０．１３２

四川 －０．４２６ ０．０５７ －０．３７２ ０．３０５ －０．５１９ －０．８７９ －０．００５ １．０５２ ０．０８６ ０．３４４

重庆 －０．３２５ １．１０６ ０．３９４ －０．６３２ －０．１１２ －０．０４０ ０．１４４ ０．２２０ ０．０４３ ０．８７５

陕西 －０．５９９ －０．８０２ ０．０９１ －０．３０２ －０．３９８ ０．０４４ －０．３７６ －０．８８６ ０．５３５ ０．８７５

贵州 －０．６４７ －０．８９７ －１．３９４ －０．５９３ －０．７２０ －０．９３５ ３．３３３ －０．７８２ ０．７９１ －２．１１４

湖南 －０．６２９ －０．２５３ ０．３５３ －０．３０２ －０．４９７ －０．５７７ －０．６６７ ０．２６０ －０．５２０ －０．５０５

湖北 －０．５１４ －０．５４１ ０．０８４ ０．１６９ －０．２２７ －０．６３８ －０．３９４ １．９９８ －０．０６３ －０．０８０

江西 －０．３５６ －０．００３ －０．４２４ －０．１６１ ０．３８５ －０．７８６ －０．５２３ －０．９３６ １．２７６ ０．７３３

安徽 －０．４６１ －０．２４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５７ －０．３３９ －０．２８０ ０．１０６ －０．４６３ １．３３６ ０．６８２

河南 －０．５９１ －０．１６０ －１．０３２ －０．２７６ －０．９０４ －０．９７５ －０．２８７ ０．２８４ ０．５２１ １．２１１

山西 －０．５７６ －０．５７６ －０．９３３ －０．５４７ －０．７４４ －０．６０６ ０．０４５ ０．１９５ －０．１１４ １．５１１

广西 －０．４６９ －０．９６３ －１．０６７ －０．５７８ －０．５７５ －０．１２５ －０．２７５ －０．１４４ ０．８５６ －０．３６３

云南 －０．４９８ －０．６６９ １．４３７ －０．２２８ －０．６５１ ０．９９３ ０．４９８ －０．０４８ －０．３７４ －１．４０６

新疆 －０．２４１ －１．００９ －１．２０３ －０．１４０ －０．７１２ －０．３６２ －１．２８９ －２．５２４ ０．９９４ －０．２９２

将上表中的标准化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以下三个主成分。

成分

１ ２ ３

Ｘ１ ０．９２８ ０．０４５ －０．２１３

Ｘ２ ０．８８６ ０．１４１ －０．０７７

Ｘ３ ０．８１６ ０．０８７ ０．１４９

Ｘ４ ０．８１９ －０．１２５ －０．１６３

Ｘ５ ０．８７０ ０．０５１ －０．２１２

Ｘ６ ０．８７８ －０．０１３ －０．１５１

Ｘ７ ０．０５８ －０．８５１ ０．３０１

Ｘ８ ０．３７３ ０．３１４ ０．８３９

Ｘ９ －０．８８４ －０．０９１ －０．２８１

Ｘ１０ －０．３８５ ０．８２１ －０．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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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主成分分析表格，计算出所选取对象的最后得分。

主成分 １ 得分 主成分 ２ 得分 主成分 ３ 得分 　 总得分

广东 ０．３６５ ６ ０．４４５ ５ －０．２１８ ０ ０．５９３ １

上海 １．２６２ ５ ０．３６１ ９ －０．２６９ ５ １．３５４ ８

江苏 ０．２００ ２ ０．４１７ ５ －０．１５１ ８ ０．４６５ ９

浙江 ０．１９２ ３ ０．４２３ ６ －０．０３５ ３ ０．５８０ ５

四川 －０．３９３ ５ ０．４０７ ９ ０．１０２ ７ ０．１１７ １

重庆 －０．２７３ ６ ０．４３２ ２ ０．０６９ ６ ０．２２８ ２

陕西 －０．４３９ ５ ０．４２２ ６ ０．０７３ ３ ０．０５６ ４

贵州 －０．４７８ ５ ０．１４９ ０ ０．１２３ １ －０．２０６ ４

湖南 －０．５０４ ６ ０．３６９ ３ ０．０８１ ７ －０．０５３ ５

湖北 －０．４３１ １ ０．４０７ ５ ０．１２７ ０ ０．１０３ ４

江西 －０．４８６ １ ０．４０９ ３ －０．０４０ ５ －０．１１７ ２

安徽 －０．５５０ ７ ０．３８７ ４ ０．０１５ １ －０．１４８ ２

河南 －０．６９０ ６ ０．４２６ ６ ０．０４４ ４ －０．２１９ ６

山西 －０．５６０ ４ ０．４４１ ０ ０．０８４ ６ －０．０３４ ８

广西 －０．４５９ ７ ０．３６３ ６ ０．０６９ ８ －０．０２６ ２

云南 －０．３７８ ４ ０．２９５ ４ ０．１０３ ０ ０．０２０ ０

新疆 －０．５６５ ５ ０．３５８ ９ －０．０８８ ９ －０．２９５ ５

　 　 （二）综合评价结果分析

自中国全方位、深层次、宽领域的开放以来，
各个省份在开放型经济发展中都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 但是，各个省市由于在区域位置、政策条件和

开放历史等各个方面的不同，彼此之间还是存在

着很大的差距。 根据上表所示，所选的省市可以

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上海，总得分大于 １。
从上表中可以看到，上海的主成分 １ 和主成分 ２
的分数均大于 ０，虽然主成分 ３ 的分数小于零，但
是主成分 １ 上 １．２６２ ５ 的高分大大高于了其他省

市，使得其在总分上处于了所有省市的第一位。
第二层次的浙江、广东和江苏，总得分在 ０．５ 左

右。 第三层次：依据总得分的高低，依次为重庆、
四川、湖北和陕西。 这几个省市的总得分都大于

０。 这些省市的主成分 ２ 和主成分 ３ 上大于 ０，但
是在主成分 １ 上小于 ０。 而且从表中可以看出，
这些省市的主成分 １ 虽然小于 ０，但是仍然大于

其他内陆省市和沿边省市，其中重庆最大，其次是

四川和云南。 川渝两地在主成分 １ 上表现优于其

他内陆省份主要得益于金融危机以后，四川和重

庆凭借着较好的经济基础以及丰富的劳动力等要

素，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大量吸引外资；而云南则

主要是依靠其沿边的地理位置，加大与周边国家

的贸易和合作。 这使得这些省份在国际开放方面

大大改善，比内陆其他省市表现要更好，但是与沿

海省份相比，还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在主成分

３ 方面，也就是内陆开放方面，四川省的表现要优

于其他省市，这主要是因为四川省在国内旅游、对
内贸易方面表现得更加优异。 第四层次：剩余的

其余省份都处于第四层次，在总得分上都小于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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