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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主成分分析的评价模型$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评价的主观性#克服了指标之间的相关性$

且信息损失率较少%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筛选出影响我国各省市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的主导成分$再通

过系统聚类将消费支出水平相近的省市归类$构成谱系聚类图用以描述我国各省市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水

平$取得了较为合理的结果%力求对中国目前的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提出了相应策略'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主成分分析%系统聚类

((中图分类号!*K@D 文献标志码!O

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对物质产品的消耗和享受服务的行为过程. 随着近几年我国社会和

经济的发展#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而且作为社会总需求最重要的组成

部分#居民的消费增长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国内外对居民消费增长问题的研究由

来已久#其中对消费结构变化的研究已成为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

. 从目前的研究思路看#主要是运

用传统消费函数理论对其进行解释#如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人假说等#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经过 !@ 多年的

改革#我国的经济运行机制有了明显的变化#市场导向作用大大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趋明显#消

费理论研究在经济研究中也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但目前我国消费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侧重于定性分析#

定量研究还较欠缺#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 而对我国来说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居民的消

费水平和消费性支出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因此#对我国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各项指标进行

统计分析#明确我国居民的消费性支出差异的数量特质#就显得尤为必要.

#(主成分分析法原理及步骤

主成分分析是一种常用的多元统计分析!即多指标的统计分析"方法#是一种化繁为简#将指标数尽可

能压缩的降维!即空间压缩"技术#也是一种综合评价方法%J&

.

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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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标准化数据的相关系数矩阵+$%T

JS

&

FWF

#T

JS

是"

!

J

与"

!

S

的相关系数#"

!

J

和"

!

S

分别是"

J

和"

S

的

标准化指标.

!K" 求出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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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使累计贡献率大于 EDZ的最小整数-#这样就确定了前-个成分为主成分.

!J" 线性表出每个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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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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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S个分量#J#SW##!#*#F$进而可以计算出每个样本点在各个主成

分上的得分.

!(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水平的实例分析

本研究选取 / 中国统计年鉴 0 !!@#@" 提供的包括全国 K# 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港'澳'台除外"的各

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消费性支出数据作为观测样本%K&

#所选指标包括食品 "

#

#衣着 "

!

#居住 "

K

#家庭设

备及服务"

J

#交通和通讯"

D

#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

A

#医疗保健"

B

#其他商品及服务"

E

.

!/#(数据分析

由指标的原始数据经标准化后建立相关系数矩阵#求出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贡献率及累计贡献率

如表 ##主成分载荷如表 ! 所示.

表 #(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贡献率及累积贡献率

特征值 差值 贡献率KZ 累积贡献率KZ

A/BK@ J A/#BD E EJ/#K@ A EJ/#K@ A

@/DDJ A @/!B" B A/"KK @ "#/@AK A

@/!BJ " @/#!J @ K/JKA ! "J/J"" "

@/#D@ " @/@KK # #/EEA J "A/KEA K

@/##B E @/@!B K #/JB! A "B/EDE "

@/@"@ D @/@K# " #/#K@ E "E/"E" E

@/@DE A @/@KA K @/BK# " ""/B!# B

@/@!! K 4 @/!BE K #@@/@@@ @

表 !(主成分载荷

标准化变量 主成分GP2/<# 主成分GP2/<!

食(品 @/KJA # @/DK# #

衣(着 @/KJ! @ C@/J"J B

居(住 @/KDD # C@/@#! @

家庭设备及服务 @/KA# " @/@DK A

交通和通讯 @/KBE B @/@B! @

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 @/KAK # C@/@AE #

医疗保健 @/KJ@ J C@/D!J !

其他商品及服务 @/KK" # @/JK@ E

((由表 # 可知相关矩阵的特征值为
!

#

WA/BK@ J#

!

!

W@/DDJ A. 前两个特征值的累计贡献率为

"#/@AK AZ#说明前 ! 个成分构成了原指标数据的主成分. 由表 ! 主成分载荷矩阵得到各主成分得分的表

达式#以各主成分的贡献率为权重得到综合得分表达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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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命名及解释

从第一主成分U

#

的表达式来看#它在每个标准化变量上有相近的正负荷#说明每个标准化变量对U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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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都差不多#且按第一主成分得分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后的结果可以看出#标准化后#每个地区的消费性

支出的总和与第一主成分得分基本成正比#也就是U

#

反映的是消费性支出的综合水平#可认为第一主成分

U

#

是综合消费性支出成分.

从第二主成分U

!

的表达式来看#它在每个标准化变量"

#

!食品"和"

E

!其他商品及服务"有中等程度的

正载荷#在"

!

!衣着"和"

B

!医疗保健"有中等程度的负载荷. 说明U

!

反应的是两个方面的对比#一个方面是

衣着和医疗保健的消费性总支出#另一个方面是食品和其他商品及服务的消费总支出#且按第二主成分得

分从小到大进行排序后的结果标准化后#每个地区两个方面消费总支出的差与第二主成分得分基本成反

比#并且南方地区在食品和其他商品及服务上的消费性支出比较大#北方地区在衣着和医疗保健上的消费

支出比较大$这大概跟南北方气候差异有关#南方气候温暖#人们的消费倾向于食品和其他商品及服务#北

方气候寒冷#人们的消费倾向于衣着和医疗保健. 所以#可认为第二主成分U

!

是消费倾向成分.

!/K(各地区综合得分

由上述表达式计算出各个样本点在主成分上的得分'各样本点的综合得分如表 K 所示. 经过主成分分

析法处理后的信息数据#主成分之间的相关性减小#通过降维将分散的变量指标上的信息集中到了 ! 个综合

指标上#且损失的信息量较少#大大简化了计算. 为下一步的聚类分析提供了较为客观的信息.

表 K(各省市在各主成分上的得分及综合得分

地区
第一主成分

得分U

#

第二主成分

得分U

!

综合总

得分U总

排名 地区
第一主成分

得分U

#

第二主成分

得分U

!

综合总

得分U总

排名

北(京 B/DKD # C#/D!B K A/EJD D !

天(津 @/#@B K C@/##J @ @/@"@ D #@

河(北 C#/@"D K C@/JD# J C#/@JA K !#

山(西 C@/"D" " C@/D#J B C@/"!A # #"

内蒙古 C@/#D" E C@/D@D K C@/#EA # #!

辽(宁 @/DK@ A C@/D@K " @/JD# " B

吉(林 @/@K# @ C@/"B@ E C@/@JD ! ##

黑龙江 @/D#" @ C#/@@K B @/J@K ! "

上(海 B/EEA E @/BD" D B/KJJ B #

江(苏 !/JK" E @/BE# " !/K#K B J

浙(江 D/K!" # @/### K J/"K! ! K

安(徽 C@/BB E@ @/#DB # C@/B@A " #A

福(建 #/#@A @ #/#"# K #/##! D D

江(西 C#/!@K E @/KBJ " C#/@EK B !!

山(东 @/JJD J C@/#@J E @/J@K D E

河(南 C@/"B@ # C@/#"K # C@/"## @ #E

湖(北 C@/DDD " @/ABJ ! C@/JA! K #K

湖(南 C@/DE# # @/B#K B C@/JE! A #J

广(东 @/"#! @ !/@DB E @/""" K A

广(西 C#/EA! " @/DB" " C#/ABB @ !A

海(南 C#/E@A D #/##! J C#/DEJ K !D

重(庆 C#/A#@ E C@/#!J # C#/J"B B !J

四(川 C@/A@D K @/#JA ! C@/DJE # #D

贵(州 C!/E@B " C@/@@" " C!/D"D @ K#

云(南 C!/#!K E @/#J! K C#/"D# J !E

西(藏 C!/JB# # C@/#@K " C!/!"# @ K@

陕(西 C@/"A" A C@/A#D @ C@/"J! A !@

甘(肃 C!/!!K " C@/!#B E C!/@B# K !"

青(海 C#/J@D B C@/DAK D C#/KJ# A !K

宁(夏 C@/EE! D C@/KEK " C@/EJJ A #B

新(疆 C#/BAE K C@/E"D J C#/B@# " !B

!/J(聚类分析

下面对各省市的第一主成分#第二主成分得分进行聚类分析. 在此采用切比雪夫距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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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dO]I法#对我国 K# 个地区进行聚类分析#得农村居民消费性水平谱系聚类图如图 #. 结合实际

情况将我国 K# 个省市分为 J 类#见表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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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各省市农村居民消费性水平谱系聚类图

表 J(分 J 类时的组合结果

类(别 地((区

第一类 北京(上海(浙江

第二类 江苏(福建(广东

第三类 辽宁(山东(黑龙江(天津(吉林(内蒙古

第四类
河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海南(四川(陕西(青海(宁夏(新疆(广西(

重庆(贵州(云南(西藏(甘肃

K(结果分析与建议

!#"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地区在消费性支出方面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但是就反映综合消

费性支出成分U

#

而言#我国 K# 个地区综合消费水平发展极不平衡#存在较大的差异. 得分最高的上海和得

分最低的贵州相差 #@/J"A B 分之多#并且只有上海'北京'浙江'江苏'福建'广东'辽宁'黑龙江'山东'天津'

吉林 ## 个地区得分在 @ 分以上#其余 !KK 的地区得分都小于 @#这与我国各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情

况吻合#说明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全国消费平均水平之下#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引导消费. 为此#对于那些U

#

得

分小于 @ 的地区#只有大力发展经济#使得大家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才能有效地扩大内需#拉动消费.

!!" 就U

!

是消费倾向成分而言#以北京'黑龙江'吉林'新疆等北方地区的第二主成分比较小#中部地区

次之#而以广东'福建'海南等南方地区较大#说明第二主成分是因地域差异所造成的消费倾向成分. 另外

北方地区在衣着和医疗保健上的消费支出比较大#这大概跟南北方气候差异有关. 南方气候温暖#人们的

消费倾向于食品和其他商品及服务#北方气候寒冷#人们的消费倾向于衣着和医疗保健.

!K" 从总的消费性支出水平表达式#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农民主要消费集中在食品'交通和通讯#而在衣

着和医疗保健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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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可知#我国 K# 个省市目前的农村居民消费性服务水平呈现1两头小#中间大2

的态势. 北京'上海 '浙江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水平相对较高#而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的农村居民消

费性支出水平相对薄弱#其他省市都处于中间态势. 然而#比较理想的消费水平结构应该是呈现1倒金字

塔2型的.

综上#我国在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过程中应当继续发挥北京'上海'浙江的优势#着力帮扶广西'重庆'

贵州'云南'西藏'甘肃建立更加完善的居民消费性支出制度. 提高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减轻农村

居民负担. 在政策上可以直接给予其生产减免税收#增加补贴#这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能起到立竿见影的

效果#对刺激消费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争取农民消费支出的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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