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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长江中上游地区横跨我国中西部两大板块，其经济影响力在整个长江流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在构建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长江中上游地区的中心城市竞争力

进行了定量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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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Theareaatupperreachesoftheyangt乙eRiverinc1udesmiddleareaandwestareaofChinaanditseconomicin-

fluenceforceplaysanimportantroleinthewholeYangtzeRivervalley.BasedonconstructingcitycomPetenceevaluationindex

system，quantitativeana1ysisandevaluationoncentralcitycomPetenceatareasatupperreachesoftheYangtzeRiverare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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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它以一

种静态的方式时刻存在于动态的过程之中，城市竞

争力是其主体、对象、过程和结果中各个因素的综合

作用。

    目前我国国内有关城市竞争力比较有影响力的

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倪鹏飞博士对城市竞争力

的分析(倪鹏飞，2000)，他认为城市竞争力主要是指

一个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

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争夺、占

领和控制市场，以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

力。其合理性表现在:首先，从竞争主体方面看，城

市竞争力的主体是中观层次上的城市;其次，从竞争

对象方面看，城市之间主要的竞争对象是资源和市

场;再次，从竞争过程方面看，城市之间主要通过吸

引、争夺、拥有和占领再获取资源和市场;最后，城市

竞争力的竞争结果表现为为城市居民提供福利。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研究长江中上游地区各中心

城市的城市竞争力，了解各城市的基本现状及为研

究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提供参考，有助于实现各城市

间合理有序的竞争、充分积极的合作，促进长江中上

游经济带的繁荣。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长江上游地区地处我国西部，幅员广阔，其中重

庆、四川、贵州和云南四省同属长江上游地区，它们

在地缘和人缘方面具有天然的联系，在产业、基础设

施等方面也已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处于长江中游地

区的四个省份均属于我国中部地区，分别为安徽、江

西、湖北和湖南四个省份，它们依江而列也具有十分

密切的经济联系。由于城市积聚了先进生产力、人

才和资金，因此大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在推进经济

发展过程中往往起着主导作用。中心城市对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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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来说，是整个区域的经济、政治中心，区域经济 则。鉴于城市竞争力的复杂性、表述指标的多样性，

的发展首先就从其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上体现出来 在选取时要尽量选择有代表性的指标，突出重点，以

的。根据可比性和针对性，本文选取长江中上游地 防过于庞杂。第四，动态性原则。城市竞争力是一

区的中心城市作为研究的样本，对其进行城市竞争 个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系统，在考虑指标的选择时

力的分析。这八个城市分别为:重庆、成都、贵阳、昆 应联系实际，与时俱进，以防理论与实际脱节。

明、合肥、南昌、武汉和长沙。 ‘ 2.具体指标体系

    (二)评价指标体系 笔者在综合借鉴众多关于城市竞争力研究的成

    1.选取指标的原则 果并联系长江上游地区的具体实际情况后，构建了

    对于城市竞争力有关指标的选取，本文遵循四 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内容涉及城市经济实力、城市

个基本原则:第一，针对性原则。指标的选择要针对 结构效益、城市对外开放、城市设施、城市环境、城市

评价目的。第二，全面性原则。城市竞争力涉及社 创新能力和居民生活质量七个方面，具体包括7个

会、经济、管理、生活等各个方面，指标选择应科学全 一级指标和36个二级指标(如下表1所示)。

面地反映城市竞争力的基本状况。第三，代表性原

                                                          表 1

类 别 选 取 指 标

城市经济实力
    (5个)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地区生产总值年增长率(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万元)、固定资产投资领(万
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城市结构效益

    (5个)

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肠)、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人
均财政收入(元)

城市对外开放
    (5个)

货运总量(万叱)、客运总量(万人)、实际利用外资额(万美元)、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进出口总额(万
美元)

城市设施

  (5个)

每万人拥有公共汽电车(辆)、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张)、邮电业务总圣(万元)、人均铺装道路面积(平方
米)、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册、件)

城市环境

  (5个)

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建成区绿化及盖率(%)、城市人均绿地面积(平方米/人)、城市环境设施投资
领(万元)、城市人。密度(人/平方公里)

城市创新能力
    (5个)

政府科技投入(万元)、技术市场交易金额(万元)、大中型工业企业研究开发人员数(人)、高新技术企业
数(家)、受教育年限(年)

居民生活质量
    (7个)

职工平均工资(元)、居民储蓄年末余额(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城镇居民人均娱乐、教育、文
化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元)、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人)、人均住房使用面积(平方米)、恩格尔系数(%)

    数据来源: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05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个省份2005年统计年鉴

    二、评价分析模型的构建 行分析，并根据上述步骤对这八个城市的综合竞争

    本文主要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长江中上游地 力进行测算。根据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确

区城市竞争力状况做出分析。主成分分析是把反映 定前五个主成分值代表原来的36个变量来反映所

样本中某项特征的多个指标变量转化为少数几个综 研究的八个城市的综合特征。同时经过操作所求得

合变量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候景新、尹卫红， 的载荷矩阵如表2所示。载荷矩阵中的具体数值称

2005)。 为载荷量，它的大小反映了原始指标与主成分关系

    在构建评价模型时，首先对所选取的指标进行 的密切程度。

无量纲化处理。主要采取标准化处理，所用公式如 从表2可以看出，主成分1在经济总量的载荷

xij’=(xij一xj)/丙;其次将处理后的数据采用四次方 较大，因此可解释为经济总量指标;主成分2在经济
最大法(Quartimax)进行旋转求得主成分值及载荷 效益中载荷较大，可解释为经济结构指标;主成分3

矩阵;最后根据确定的权重计算综合评价值: 在GDP增长率的载荷较大，可解释为经济增长指

    F=w，y，+WZyZ+⋯+W.ym 标;主成分4在恩格尔系数所占载荷较大，可解释为

    其中，W‘为权重，y，为主成分值。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指标。根据主成分的得分情况和

    三、城市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各主成分的贡献率，求得综合评价函数，由此得到八

    (一)分析结果 个城市的竞争力得分和综合排名情况:居于首位的
    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所选取各项数据指标进 是武汉市，其次是重庆市、成都市、昆明市、贵阳市、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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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南昌市、合肥市(如表3所示)。

                表Z ComponentMatrix

表3

l 2 3 4

GDP 0.898 0.098 0.198 0.258

人均GDP 一0.571 0.756 一0.10? 0.220

GDP增长率 一0.382 0.062 0.860 一0.235

固定资产投资领 0。967 0.110 0.115 一0.107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0.8?2 0.336 0.064 0.115

第二从业人员比重 0.621 一0.567 0.159 一0.080

第三从业人员比重 一0.657 0.547 一0.294 0.016

第二产业产值比重 一0.235 一0.7?9 0.433 0.100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 一0.137 0。859 一0.366 一0.059

人均对政收入 一0.673 0.369 一0.509 一0.318

货运总1 0.891 一0.063 一0.229 一0.199

客运总圣 0.772 一0.296 一0.134 一0.322

实际利用外资 0.509 0.270 0.537 0.181

旅游外汇收入 0.716 0.132 一0.471 0.422

每百人图书馆藏书 一0.?93 0。530 一0.041 一0.155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0.959 0.242 一0.129 0.0628

人均铺装道路面积 一0.458 0.543 0.344 一0.097

每万人拥有公交车数 一0.738 0.225 一0.472 0.232

邮电业务总女 0.959 一0.139 0.048 一0.116

建成区面积 0.832 一0.010 一0.175 0。058

人口密度 一0.373 0.497 0.445 一0.479

人均绿地面积 一0.472 一0.540 一0.067 一0.144

建成区绿化及盖率 一0.374 0。539 0.725 0.125

城市环境投资领 0.823 0.372 0.011 0.267

职工平均工资 一0。188 0.847 一0.040 一0.136

阵乡居民年末储蓄余倾 0.946 0.244 一0.058 0.198

城镇登记失业人负 0.886 一0.023 0.294 一0.068

人均住房面积 一0.103 0.309 一0.795 0.261

居民可支配收入 0.227 0.743 一0.275 一0.339

睁民教育二乐消费支出 0.709 0.160 一0.156 一0.663

恩格尔系数 一0.530 一0.363 0.178 0.695

政府科技支出 0。322 0.444 0.090 0.549

技术市场交易倾 0.740 0.24? 一0.211 一0.370

科技人员数 0.516 0.645 0.323 0.375

企业科技机构数 0.081 0.713 0.395 0.112

受教育年限 0.176 0.621 0.176 一0.171

城市 得分 排名

武汉 3.22 1

重庆 2.35 2

成都 1.98 3

昆明 0.58 4

贵阳 一0.19 5

长沙 一0.40 6

南昌 一1.36 ?

合肥 一1.56 8

    (二)分类评价:

    1.单项竞争力

    根据载荷矩阵中四个主成分所解释的经济意义，

可将总体竞争力看作由四个分竞争力综合构成，分别

为经济总量竞争力、经济结构竞争力、经济增长能力

竞争力以及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竞争力。依据SPSS所

得出的这四个分项的排名结果如下(见表4)。

    在经济总量竞争力中，重庆、武汉和成都这三个

城市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经济积淀比较深厚且城

市规模大，因此排名靠前。而贵阳、昆明、合肥等城

市城市规模小，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所以经济总量

竞争力比较靠后。

    在经济结构竞争力中，长沙市位居首位，且长沙

市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57.42%，从业人员

比重达61.90%，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与长沙优越的地

理位置有一定的联系。湖南省与珠三角毗邻，在一

定程度上受到沿海开放思想的影响，第三产业发展

相对较快。

    在经济增长竞争力中，武汉在此项竞争力中居

于首位，但位于西部的四个城市明显低于位于中部

的四个城市。原因在于西部老工业基地面临产业结

构升级与更新，而第三产业后劲不足，导致经济增长

速度不敌中部四个城市。

表4

城市 经济总黄 排名 经济结构 排名 经济增长 排名 居民生活 排名

重庆 6.40 1 一2.32 7 一0.33 5 一1.74 7

成都 2.41 3 2.37 2 0.16 4 1.58 2

贵阳 2.37 4 一4.81 8 一0.43 6 一0.59 6

昆明 2.25 5 一0.28 5 一4.14 8 1.79 1

合肥 一4.05 8 0.29 4 1.88 3 0.78 4

南昌 一2.60 7 一1.42 6 2.05 2 一0.23 5

武汉 4.55 2 1.94 3 2.18 1 1.42 3

长沙 一2.04 6 4.22 1 一1.34 7 一2.93 8

    在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竞争力中，昆明、成都和武

汉居于前三位，而重庆和长沙居于末位。其中，重庆

  40

人口密度为1422.78人/平方公里、长沙的人口密度

为3641.55人/平方公里，且两城市登记的失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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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较其他城市多。

    2.综合竞争力

    从表3中可见，在长江中上游地区的八个城市

中，综合竞争力最强的是武汉市，得分为3.22，其次
是重庆市、成都市、昆明市、贵阳市、长沙市、南昌市、

合肥市。武汉市处于我国经济地理的中心位置，位

于长江黄金水道的中部，且拥有京广铁路和四通八

达的高速公路，地理区位优势无可比拟。武汉是我

国老工业基地之一，汽车、钢铁、机械制造均居于全

国前列。近年来在国家和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武

汉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有了很大改善，积极建设高

新技术产业园区，注重自主创新且大力发展第三产

业。2004年武汉地区生产总值19 560000万元，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率14.50%。

    重庆在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居第二位。重庆既作

为我国老工业基地之一又作为四大直辖市之一，经

济总量和城市规模在八个城市中均居于前列。但从

表4可以看出，重庆在经济结构和居民生活质量方

面的排名并不是很理想，这给重庆市今后的发展也

敲响了警钟。由于历史的原因，重庆的第二产业比

重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重庆产业结构偏重、轻

工业和第三产业不足。重庆是座山城，城市规模大，

面积为431平方公里，但人口密度达1422.78人/平

方公里，人均绿地面积仅为12.36平方米/人，而且

职工平均工资、可支配收人、失业率和人均住房方面

数据表现并不是很乐观。

    四川省会成都市的综合竞争力排第三位。成都

是西南地区重要的经济、科技和交通中心，其经济发

展潜力较大且劳动力整体素质高，科研院所比较发

达，在其四个分项的竞争力排名中经济增长指标排

名中等。成都今后应发挥其人才和科技优势，争做

西南的科技文化中心。

    昆明在综合竞争力中排名第四，其居民生活质

量竞争力方面较其他城市有很大优势，春城昆明在

其城市环境以及居民的舒适满意度上具有极高的声

誉，但其不足之处也十分明显，无论是经济总量、结

构还是增长活力均存在着较大的缺陷。

    贵阳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五，其四个分项竞争

力排名也比较靠后。贵阳交通比较闭塞，区位优势

不明显，产业结构沉重，升级缓慢。但贵阳作为“9+

2泛珠三角”的一份子，今后会凭借“泛珠三角”的契

机得到广阔的发展。

    长沙综合排名第六，是京广线上最靠近珠三角

的特大城市，工业具有一定的基础，第三产业比较发

达。长沙利用其区位优势，积极承接沿海的产业转

移，对外开放成效显著，其在经济结构的分项竞争力

排名第一。但其不足之处在于经济规模小，产业分

散，且居民生活质量低。

    南昌排名第七位。南昌市城市规模大，经济增

长速度相对较快，但由于其经济总量偏低、经济结构

不合理导致其综合排名靠后。总体来说，由于其经

济增长速度比较快，说明南昌市的经济发展潜力比

较大，但需要注意的是今后要加强城市居民生活质

量方面的改善。

    合肥市综合竞争力排名处于末位。合肥市工业

以家电、化工等产业为主体，其科研力量较好。但城

市规模小、第三产业不发达、经济总量低导致其综合

竞争力排名较低。合肥市应发挥其科研优势，注意

产学研相结合，积极加强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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