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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应用因子分析模型，选取反映城镇综合消费水平的８个指标作为原始变量，运用ＳＰＳＳ软件，对
西部１２个省区市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和排序，并针对西部１２个省区市消费水平特点，提出
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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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评价方法

１．１　因子分析模型

因子分析是通过原始数据相关系数矩阵内部结构的研究，将多个指标转化为少量互不相关且不可观测

的随机变量（即主因子），以提取原有指标绝大部分信息的统计方法．当因子载荷矩阵结构不够简化时，可以
通过因子旋转使因子具有更为鲜明的实际意义，同时使用因子得分函数对样本给出相应的评价和排序．

设有ｎ个样品，每个样品观测ｐ个指标（变量），Ｘ１，Ｘ２，．．．，ＸＰ，得到原始数据矩阵 Ｘ＝（Ｘ１，Ｘ２，…，ＸＰ）
Ｔ．

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为Ｘ＝ＡＦ＋ε，其中，Ｆ＝（Ｆ１，Ｆ２，…，Ｆｍ）
Ｔ为Ｘ的公共因子，Ａ为因子载荷矩阵，ε为特殊

因子．论文使用主成分因子提取方法，其特点在于可以用方差贡献值βｉ衡量第ｉ个公因子的重要程度．

１．２　因子分析具体步骤［１－３］

将原始数据标准化，为书写方便，仍为Ｘ．为了使综合评价的结果客观、合理，必须消除数量级和量纲不

同带来的影响．采用标准化处理，建立指标的相关系数矩阵Ｒ；计算特征方程 Ｒ－λＥ ＝０，得到相关系数矩阵

Ｒ的特征根λ１≥λ２≥．．．≥λｐ≥０，μ１，μ２，．．．，μｐ为相应的标准正交化特征向量；根据累计贡献率的要求，譬如


ｍ

ｉ＝１
λｉ／

ｐ

ｉ＝１
λｉ≥８５％时，取前ｍ个主成分代替原来的ｐ个指标，计算因子载荷矩阵Ａ；对Ａ施行方差最大正

交旋转，建立因子模型的目的不仅在于找到公共因子，更重要的是知道每一个公共因子的意义；对主因子进

行命名和解释，如需进行排序，则计算各个主因子的得分Ｆｉ＝αｉｘ，以贡献率为权重，对 Ｆｉ加权计算综合因子

得分．



２　实证分析

２．１　消费水平评价指标与数据
选取了反映城镇居民综合消费水平的８个指标，分别为 Ｘ１人均食品支出（元／人）、Ｘ２人均衣着支出

（元／人）、Ｘ３人均住房支出（元／人）、Ｘ４人均家庭设备及服务支出（元／人）、Ｘ５人均交通和通信支出（元／
人）、Ｘ６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元／人）、Ｘ７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元／人）、Ｘ８其他商品及服务支出
（元／人）．应用多元统计学中的因子分析法，选取中国统计年鉴中２０１１年的数据，对中国西部地区包括重
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自治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广

西壮族自治区等经济情况进行实证分析［５］．
表１　２０１１年西部１２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城镇居民平均每人消费支出 元

地区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重庆 ５８４７．９０ ２０５６．７９ １２０５．６６ １０７９．２７ １７１８．７３ １４７４．８８ １０５０．６２ ５４０．６３
四川 ５５７１．６９ １４８３．５４ １２２６．１４ １０２０．１６ １７５７．５２ １３６９．４７ ７３５．２６ ５３２．５２
贵州 ４５６５．８５ １２０９．８８ １１０２．９９ ８５７．５５ １３９５．２８ １３３１．４３ ５７８．３３ ３１１．５７
云南 ４８０２．２６ １５８７．１８ ８２７．８４ ５７０．４６ １９０５．８６ １３５０．６５ ８２２．４１ ３８１．３８
西藏 ５１８４．１８ １２６１．２９ ７８１．１２ ４２８．０３ １２７８．００ ５１４．４４ ４２４．１０５ ５２７．７４
陕西 ５０４０．４７ １６７３．２４ １１９３．８１ ９１４．２６ １５０２．４４ １８５７．６ １１００．５１ ５００．４２
甘肃 ４１８２．４７ １４７０．２６ １１３９．８５ ６６０．４８ １２８９．８０ １１５８．３０ ８７４．０５５ ４１３．３７
青海 ４２６０．２７ １３９４．２８ １０５５．１５ ７２３．２３ １２９３．４５ ９６７．９０ ８５４．２５ ４０６．９３
宁夏 ４４８３．４４ １７０１．７３ １２４７．１４ ８８５．３６ １６３７．６１ １４４１．１８ ９７８．１２５ ５２１．４７
新疆 ４５３７．４６ １７１５．９４ ８８８．１６ ７９１．４３ １３７７．６７ １１２２．１８ ９１２．９９ ４９３．５６
内蒙古 ４９６２．４０ ２５１４．０９ １４１８．６０ １１６２．８７ ２００３．５４ １８１２．０７ １２３９．３６ ７６５．１３
广西 ５０７４．４９ １０１９．３４ １２３７．９１ ８８４．８５ ２０００．５７ １５０２．６５ ７７９．０８ ３４９．４８

２．２　判断数据是否适合因子分析
　　各变量应该具有相关性，如果变量间彼此独立，则无法从中
提取公因子，也就谈不上因子分析法的应用．在 ＳＰＳＳ中，ＫＭＯ
和球形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检验用于因子分析的适用性检验，可以通过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来判断，如果相关阵是单位阵，则各变量相互
独立，因子分析法无效．ＫＭＯ检验用于检查变量间的偏相关性，

表２　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检验结果
取样足够度的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 ０．６７１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５８．８８２

Ｄｆ ２８
Ｓｉｇ０ ０．００１

取值在０～１之间，ＫＭＯ统计量越接近１，变量间的偏相关性越强，因子分析的效果越好；当 ＫＭＯ统计量在
０．５以下时，不适合应用因子分析法，应考虑重新设计变量结构或者采取其他统计分析方法．表２给出了因子
分析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检验结果．得知，原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变量共同度是表示各变量中所含原始信息能被提取的公因子所表示的程度．由表３可知，几乎所有变量
共同度都在８０％以上，因此，提取出的这几个公因子对各变量的解释能力是较强的．
２．３　因子分析的数据结果及分析

图１被称为碎石图，用于显示各因子的重要程度，其横轴为因子序号，纵轴表示特征根大小．它将特征根
从大到小排序，从而，可以很直观地看出哪些是主因子．

按照特征根大于１的原则，选入３个公共因子，其累计贡献率为８６．５９８％，特征根及累计贡献率见表４．
表５为建立的因子载荷阵．此时得到的未旋转的公共因子的实际意义不好解释，为此，对公共因子施行方差

最大化正交旋转，表６为经旋转得到的因子载荷阵，表７为因子载荷阵通过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后得到的各主
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由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表６可观察出，第三主因子Ｆ３仅在Ｘ１（人均食品支出）上的载荷较
大，在此因子上的得分反映了人们最基础的消费情况；第二主因子Ｆ２在Ｘ２（人均衣着支出）、Ｘ８（其他商品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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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支出）上的载荷较大，在此因子上的得分反映了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一主因子Ｆ１在Ｘ３（人均住房支出）、Ｘ４
（人均家庭设备及服务支出）、Ｘ５（人均交通和通信支出）、Ｘ６（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Ｘ７（人均医疗保
健支出）上的载荷值较大，主要反映了生活消费水平进一步的提高．随着西部大开发，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在
住房、家庭设备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及医疗保健方面的消费越来越高．

表３　共同度
初始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食品 １．０００ ０．９２３
衣着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２
住房 １．０００ ０．７９８

家庭设备 １．０００ ０．８５０
交通和通信 １．０００ ０．７１０
文教娱乐 １．０００ ０．８９８
医疗保健 １．０００ ０．８９１
其他 １．０００ ０．９１７

图１　碎石图

表４　因子变量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以及方差累积率

因子
初始特征值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提取公因子特征值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１ ４．６３０ ５７．８７２ ５７．８７２ ４．６３０ ５７．８７２ ５７．８７２
２ １．１８５ １４．８１６ ７２．６８８ １．１８５ １４．８１６ ７２．６８８
３ １．１１３ １３．９１０ ８６．５９８ １．１１３ １３．９１０ ８６．５９８
４ ．５３５ ６．６９０ ９３．２８８
５ ．２９７ ３．７１４ ９７．００２
６ ．１１１ １．３８９ ９８．３９０
７ ．０８８ １．０９４ ９９．４８４
８ ．０４１ ．５１６ １００．００

表５　因子载荷阵

因子

１ ２ ３
食品 ．４０８ ．５３７ ．６８５
衣着 ．７９５ －．４９６ ．２５３
住房 ．８１５ ．１３８ －．３３７

家庭设备 ．９００ ．１６７ －．１１０
交通和通信 ．６７２ ．５０４ ．０６９
文教娱乐 ．８４８ ．２０１ －．３７２
医疗保健 ．８４３ －．３５９ －．２２５
其他 ．６８９ －．４２６ ．５１１

表６　旋转后因子载荷阵

因子

１ ２ ３
食品 ．０７９ ．１５５ ．９４５
衣着 ．３３３ ．９０９ ．０６８
住房 ．８６１ ．２２３ ．０７８

家庭设备 ．８０６ ．３５０ ．２７９
交通和通信 ．６２３ ．０６２ ．５６４
文教娱乐 ．９２４ ．１８３ ．１０３
医疗保健 ．６７９ ．６３５ －．１６４
其他 ．１２４ ．９１２ ．２６５

表７　旋转后公因子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计贡献率的提取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３．２２７
２．２９４
１．４０７

４０．３３７
２８．６７９
１７．５８２

４０．３３７
６９．０１６
８６．５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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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因子得分和综合得分
以各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３个公共因子总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得出各地区

的综合得分情况，并且进行排名．综合得分模型：
Ｆ＝（４０．３７７×Ｆ１＋２８．６７９×Ｆ２＋１７．５８２×Ｆ３）／８６．５９８

表８　因子得分、综合得分及其排名表
地区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 排名

重庆 ０．２９０５１ ０．８０３９９ １．３５７９９ ０．６８ ２
四川 ０．１９８９２ －０．２４０４９ １．４９１５７ ０．３２ ４
贵州 ０．２１０８０ －１．３７１０２ －０．４５０３０－０．４５ ９
云南 －０．３６８５４ －０．４９６４３ ０．２７３３６－０．２８ ７
西藏 －２．５６３９７ ０．１８７６３ ０．８８９６８－０．９５ １１
陕西 ０．７９８４４ ０．２１１８０ －０．２９５６３ ０．３８ ３
甘肃 －０．１５１１０ －０．１４３２９ －１．５３６０４－０．４３ ８
青海 －０．４２９６４ －０．１６３４４ －１．２８３８５－０．５１ １０
宁夏 ０．５４３７２ ０．２７８５４ －０．７２１７８ ０．２０ ５
新疆 －０．７３６４９ ０．６４２６６ －０．７３３６４－０．２８ ７
内蒙古 １．１４０３６ ２．０８２７６ ０．１８８８１ １．２６ １
广西 １．０６６９９ －１．７９２７２ ０．８１９８３ ０．０７ ６

表９　我国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消费情况分类表

类别 西部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名称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内蒙古、重庆

陕西、四川、宁夏、广西

云南、新疆、甘肃、贵州、青海、西藏

３　结　论

对各地区在３个公共因子上的得分进行加权综合，就得到了综合得分．再根据统计软件 ＳＰＳＳ进行 ｗａｒｄ
聚类分析，由综合得分评价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结果如表９．

我国西部地区幅员辽阔，各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口状况、地理环境、民族构成、

交通设施的差异很大，各地区受地域特征和历史文化不同所形成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俗不同，形成了各个

地区消费水平不平衡的显著特征．通过了解各地区的消费水平，可以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和技术水平，制定
扩大居民消费、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便是进行区域划分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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