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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据重庆市 !@@" 年的统计数据#建立一个综合的评价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重庆市各个

区县进行综合评价$并按照该评价体系对各个区县进行评分$最后#根据评分结果#把重庆 H@ 个区县分为 H

类地区#提出了一个总体发展思路*

关键词!因子分析$综合评价$经济指标$发展思路

((中图分类号!b#!B 文献标志码!M

在重庆-十二五.规划和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实施之际#对重庆各个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不仅是对重庆各个区县经济发展的一次总结#而且也为将来的发展规划提供参考和依据2 准确评价各区县

的综合得分所面对的困难和问题是%!#" 如何选定评价指标变量$!!" 如何选择客观(合理(可靠的综合评价

体系2 此处首先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讨论#然后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对 !@@" 年重庆市 H@ 个区县的经济发展

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2

#(单项变量指标的选取

因子分析依赖于原始变量的选择#所以原始变量的选择十分重要2 因此#根据胡锦涛总书记为重庆发

展制定的-G#H.总体部署的精神#从经济(产业结构和地区发展 G 个方面进行指标选取!图 #"#并希望在以下

指标的分析中#找出代表重庆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的公因子2

在选取各项指标时#遵循代表性(综合性和可行性原则2 首先#用聚类方法将相关的候选变量指标划分

成 G 类#再用相关系数法和条件广义最小方差法从每一类中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变量指标2 也就是说#选取

的变量能够综合地反映地区的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或经济发展状况2 可行性原则是指各个指标值的来源要

可靠#容易获得#便于计算2

!(综合评价方法的选择

指标体系的综合评价方法有很多种#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有主观权数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

聚类分析法等方法2

主观权数法是采用专家调查法确定各指标的权数2 钱争鸣和陈伟彦!#""""认为%该方法的优点在于评

价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强#但由于采用的权数是主观的#难以准确反映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使用统一



的全国标准值加以对比求值#但全国标准值本身主观性较强#且缺乏足够的理论依据)#*

2

聚类分析是一种探索性分析#其最大争论点就是得出的结论缺乏一致性2 由于使用不同方法的聚类分

析#常常会得到存在较大差异的结论#所以#造成不同的研究者对相同的一组样本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常常

得到的聚类数据不一致)!*

2

主成分分析方法应用比较广泛#但在使用时存在一定条件和不足2 如没有明确和判断该数据降低维数

的条件是否成立$主成分系数的平方和不为 #$没有明确和判断所用数据是否适合作单独的主成分分析$选

取的主成分对原始变量没有代表性)G*

2

图 #(综合评价体系

经典的因子分析模型是由斯皮尔曼提出的#在社会经济(管理(自然科学等众多领域的多指标体系

中#常被应用于综合评价)H*

2 其基本思想是%通过研究变量之间的内部依赖关系#寻求这些样本数据的基

本结构#并用少数几个被称为公因子的不可观测变量#来表示其基本数据结构)D*

2 该方法的优点主要为%

!#"对因子变量的分析能够减少分析中的计算工作量$!!"因子变量能够反映出原有变量大部分的信息$

!G"因子变量之间不存在线性相关#对变量的分析比较方便$!H"因子变量具有命名解释性)A*

2 因此#运

用因子分析方法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客观(合理(可靠的综合评价体系#从而实现对多个样本进行综合评价

和排名2

基于对上述 H 种主要多元统计方法的评述#认为采用因子分析法不仅能较好地避免或解决上述其他多

元统计方法所遇到的问题#而且还可以通过研究指标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将多个指标转化为互不相关的#

包含原来指标大部分信息!EDq以上"的少数几个因子综合指标2 运用因子分析可以简化数据结构#比较客

观地确定综合评价数学模型的权重#从而得出较为可信的综合评价值2

G(重庆市 H@ 个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

利用重庆市 !@@" 年各个区县的统计资料)B*

#运用 =e==#A+@ 统计分析软件中的因子分析功能#根据上述

综合评价体系#对重庆市 H@ 个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因子分析#并从反映这些地区综合特征的众多变量

指标中#提取几个主要的(相互独立的公因子来代替原来的变量指标对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2

根据重庆市各区县的各项原始数据#首先运用 =e==#A+@ 统计软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所用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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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

N@#FN##!#0#H@#0N##!#0##!#其中N

F0

为第F个区县的第 0个指标值2

由此可得标准化矩阵N

!

!略"#再通过 =e==软件运算得到相关系数矩阵P#如表 # 所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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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相关系数矩阵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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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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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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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 @#@B@ C@#H#E C@#@#@ C@##@" C@##!D @##G" ##@@@

N

"

@#AGE @#EDG @#DG# @#BG! @#ADE @#ADH @#BD" @##E@ ##@@@

N

#@

@#"DA @#E"! @#AE" @#"!D @#A!A @#"DE @#BH! C@##HB @#DG! ##@@@

N

##

@#GBA @#D!" @#DD" @#H#B @#H!G @#HHD @#GD! C@#!BE @#DED @#H@G ##@@@

N

#!

C@#AAH C@#D"G C@#GD# C@#A!E C@#H!G C@#A@" C@#HBE C@##H" C@#G@D C@#ABD @#@AB ##@@@

接下来#再通过 =e==软件运算得到因子变量的方差贡献(方差贡献率以及方差累计率!表 !"2

表 !(因子变量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以及方差累计率

因子

初始特征值 提取公因子特征值 旋转后公因子特征值

方差

贡献

方差

贡献率
方差累计率

方差

贡献

方差

贡献率
方差累计率

方差

贡献

方差

贡献率
方差累计率

# B#E#" AD##A@ AD##A@ B#E#" AD##A@ AD##A@ D#BHH HB#EB@ HB#EB@

! ##DAB #G#@DA BE#!#A ##DAB #G#@DA BE#!#A G#!EB !B#G"# BD#!A#

G ####A "#!"A EB#D#! ####A "#!"A EB#D#! ##HB@ #!#!D# EB#D#!

H @#DEE H#"@H "!#H#A

D @#GH" !#"@" "D#G!D

A @#!#G ##BBA "B##@!

B @##DA ##G@G "E#H@D

E @##@" @#"@H ""#G@"

" @#@HE @#H@G ""#B#G

#@ @#@#" @##DA ""#EA"

## @#@#A @##G# #@@#@@@

#! ##E@D>C#A #+D@H>C#D #@@#@@@

根据表 ! 所示#由于前 G 个因子变量的方差累计率为 EB#D#!\ !大于 ED\"#即包含了原变量的

EB#D#!\的信息2 所以#选取前 G 个因子变量作为公因子#并以 O

#

(O

!

和 O

G

分别代表前 G 个公因子2 经过

方差极大法旋转后#公因子O

#

的特征值为 D#BHH#方差贡献率降为 HB#EB\$公因子O

!

的特征值为 G#!EB#方

差贡献率为 !B#G"#\$公因子O

G

的特征值为 ##HB#方差贡献率为 #!#!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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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原变量的解释因子减少到 G 个#但这 G 个公因子对原变量的解释力却没有明显降低2 从变量的

共同度中可以看到#G 个公因子共同解释变量的程度低于 @#E 的只有一个2 这充分说明了 G 个公因子具有

很强的解释能力2 经用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进行旋转后#得到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

!

!表 G"2

表 G(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

!

项目
公因子

# ! G

年末全部就业人员数 @#E"# @#GDH @#@B"

地区生产总值 @#BEB @#D"A C@#@BE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DG# @#DHG @#D@A

城乡居民储蓄 @#EDE @#HD! C@#@@#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DAB @#DBE @##D"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EA! @#H#" @##!A

区县级地方财政收入 @#A"D @#DD# C@##E!

第一产业比重 @#@!A C@#@!G C@#"A

第二产业比重 @#H!! @#E#G C@#!DH

第三产业比重 @#"@! @#!"" @##EE

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 @#@GB @#EHD @#G@G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率 C@#EB" @##B# @###B

经过旋转后#各个因子变量的含义略加清晰2 第一因子基本上反映了与-年末全部就业人员数.(-地区

生产总值.(-城乡居民储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第三产业比重.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

长率.等变量的相关程度2 其中#除了-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平均增长率.与第一因子呈现显著的负相关

以外#其他变量与第一因子呈现显著的正相关2 第二因子基本上反映了与-第二产业比重.(-地区生产总值

年平均增长率.变量的相关程度#并且第二因子与这两个变量呈现比较显著的正相关2 第三因子基本上只

反映了与-第一产业比重.的相关程度#但与该变量呈显著负相关2 因此#这 G 个公因子可分别命名为%经济

综合因子(第二产业比重与地区总产值平均增长速度因子以及第一产业比重因子2

随后#根据回归算法计算出因子得分函数的系数矩阵#再根据这个矩阵便可以得到因子得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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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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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因子得分函数#算出每个公因子的得分#最后再用 G 个公因子各自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

数与各自的公因子相乘)E*

#就得到重庆市 H@ 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模型%ON@#HBE BO

#

S

@#!BG "#O

!

S@##!! D#O

G

2 再根据该模型#可以计算出重庆市 H@ 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如表 H

所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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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 年重庆市 H@ 区县经济发展水平排名

区县名称
公因子 #

得分
排名

公因子 !

得分
排名

公因子 G

得分
排名

公因子

综合得分

综合

排名

渝中区 H#H!G G@@ E#@ # C##B#@ @@H GBD H@ !#GDG GBG A@# ! ##"GB GDE D"" #

九龙坡区 ##"HH #D@ "GE ! ###H@ #"G H@G B @#A@# EG@ #DH " ##G#A B@D AH# !

渝北区 @#!H! #!D "EG ## G#!A@ E"H ABD # C@##@G AGA BHB !# @#""A H@@ EG# G

江北区 @#AGB "A! DBB D ##AHB A"" H!A ! ###GG !A" DGH H @#E"D DD@ EEA H

沙坪坝区 ##!AE AE@ DD" G @#BE@ #HD GE! " @#HAA !AA @#B #G @#EBE #!" !DD D

南岸区 @#HG# AD! @AD E ##HHB E#A E@A H @#E@" DB" !AD A @#B@! GEH "@@ A

万州区 @#H#A E#D !@@ " ##DD@ A## !!" G C##H#H A@" !"B GE @#HD@ "DG DBG B

涪陵区 @#DH# !BB !AE A ##!GG A!" DG! D C##GH! HHA #HA GB @#HG! DH" E#A E

大渡口区 C@##G" B"D EE@ !H @#G@D HA" !AG ## ##DD# !D@ BAG G @#!@A B"H D!" "

巴南区 C@#@"# H!H !H! !@ ###H" EEA DHG A C@#D"# BHB !A" G@ @##"E B@D AE@ #@

北碚区 @#@E@ "HD "ED #H @#!AB !D" E!@ #! @#G#A BG! B@# #B @##D@ BDA "@H ##

永川区 @##!B #GD #HB #G @#B#A A@@ AH@ #@ C##@H" D!@ B"@ GA @##!E DAA EEH #!

江津区 @#"#E !DB @GG H C@##!A BEB D"# !@ C!#H"D D@B A@# H@ @#@"" ##A A#B #G

长寿区 @##"H A!G DH# #! @#@H# "AG @BA #H C@#DA! "D! HGH !" @#@GD A"G @"G #H

璧山县 C@#@"" DHG HEB !# C@#@HE GD! HA" #A @#G!# "!G EEE #A C@#@!# HDA B"A #D

合川区 @#H"# HD@ @AD B C@#!G! DB@ #GG !H C##EAH @#G BE@ G" C@#@DA E@A HAE #A

双桥区 C##HDD BH# A@" H@ ##@D" DBG !H@ E !#HBH HBG DB! # C@##@G HEE @HD #B

綦江县 @#@DD AEB GGG #B C@#!!H H"G HBE !G C@#B#" BE@ AHB GH C@##!G @#G E@" #E

铜梁县 @#@E@ #!" DBD #D C@#H#E AD" H@! !A C@#HHA BE# !D" !B C@##G# @D! #H# #"

荣昌县 C@#!GA @B! B@E !" @#@#A H@A !#B #D C@#AG# H!A !@@ G! C@##ED EB@ !@! !@

大足县 @#@DE G@@ #DA #A C@#AH! @HE !E" G! C@#A#" "ED BE# G# C@#!!G "@" A!@ !#

南川区 C@#!!! E@A EGG !B C@#GAD #DH !!" !D C@#GHE @A@ EGH !A C@#!H" G#B "D" !!

梁平县 C@##!D @AE DEG !G C@#AGH "D! !DA G# C@##DG HHA B!G !! C@#!D! DEE EA# !G

垫江县 C@#!!G GHD G!H !E C@#HE" E"E AGH !E C@#!@A EAD !EE !G C@#!AA HHA A@E !H

开(县 @#G@" #AD HE" #@ C##@A" G!G D#B GA C##@GG E@" !G# GD C@#!B# DD! EDH !D

忠(县 C@#!DA HH@ #GB G@ C@#HB@ BDA H!# !B C@#!DE AG" DGB !H C@#!EG GEE B#H !A

黔江区 C@#BGB G@" @H" G! C@##@D !G@ DA" #" @#D@" AHE BD" #! C@#G#" GGA HBE !B

武隆县 C@#E@H GD! !A@ GG C@##D@ !"E B"" !! @#AEE !"H #ED E C@#GH# EEE ED@ !E

潼南县 C@#@E@ HAE B@B #" C@#"#E !EH A!D GH C@#AGH E"@ EGA GG C@#GAB E!E #EE !"

奉节县 C@#!#@ #BD GH@ !A C@#"D@ "B! B#G GD C@#!"G !## GGH !D C@#G"B @#G #"# G@

巫山县 C@##@G ED@ EAH !! C##H#! "!" @E@ GE @#G@B GD! "EE #E C@#G"" @BH """ G#

万盛区 C@##EA @H@ GG! !D C##HED BEB HB" G" @#BDB GGG @"@ B C@#H@G !HE ABE G!

云阳县 C@#@HG BBG @E# #E C##!GD !"B DGB GB C@#H"" @E# E"D !E C@#H!@ HDB @HD GG

丰都县 C@#HG! B!# EAE G# C@#ED# "DH !#G GG C@#@HH DH# AB# !@ C@#HHD "D" DGB GH

秀山县 C##!@# @BB EHD GE @#!#D HHE "## #G @#D#A G#" D"D ## C@#HD! AEE @G" GD

石柱县 C##@#B AA" !"E GD C@##!" #BA !@! !# @#GEA HB@ DEG #H C@#HBD #"H HGD GA

彭水县 C####B E!B EAD GA C@#@B# E"# "!! #B @#G!A E#! HAA #D C@#D#H BDE G!@ GB

酉阳县 C@#E"H #@E "HG GH C@#D#! @H# E!# G@ @##EH HDD G@@ #" C@#DHD AAD B@B GE

城口县 C##H!@ ""G !BA G" C@#@E# DBB EE@ #E ##@GD A#E @BH D C@#DBD B@@ "@E G"

巫溪县 C###!# @D! #"! GB C@#H"D #DH D!B !" @#DBG "D@ BAA #@ C@#A@# "A@ BDG H@

H(重庆市各个区县经济发展的综合评价分析

根据各区县的综合得分!表 H"#计算出全距为 !#DG" G#"2 然后按照等距 ] N!#DG" G#"DH N@#AGH EG 把

重庆市 H@ 个区县分成 H 类地区2 第一类地区综合得分取值范围为!##G@! D"###"GB GD"*$第二类地区综合

得分取值范围为!@#AAB A""###G@! D!"*$第三类地区综合得分取值范围为!@#@G! EA"#@#AAB A""*$第四类

地区综合得分取值范围为) C@#A@# "A#@#@G! EA"*2

按照分类标准#对各区县进行归类2 渝中区和九龙坡区属于第一类地区$第二类地区包括渝北区(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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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沙坪坝区和南岸区#这 A 个地区是重庆市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第三类地区由 E 个区县组成#它们是巴南

区(北碚区和正在大力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渡口区#渝东北翼地区的中心城市万州区#以

及一小时经济圈的涪陵区(永川区(江津区和长寿区$剩下的区县就归为第四类地区#其包括了渝东南所有

区县#渝东北除万州区以外的其他区县#以及一小时经济圈的十个不属于前三类地区的区县2

另外#从综合得分来看#不同类地区的差距十分明显2 第一类地区与第二类地区之间得分相差 @#G!@

G@D$第二类地区与第三类地区得分相差 @#!D# HG#$而第三类地区与第四类地区的区分则非常明显#虽然它

们的分差相对来说不大#仅为 @#@DB #D#但第三类地区得分全为正数#第四类地区的得分全为负数2

总体来看#该综合评价提供了一个重庆市总体的经济发展思路2 如果把第一类和第二类地区归为发达

地区的话#这三类地区的数量比为 A sE s!A2 在当前中国经济不平衡协同发展趋势下#可以分阶段(有侧重

点地总体规划重庆市各个区县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的发展2 在第一阶段%A 个经济发达地区侧重带动 E

个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并保持或缩小落后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差距$第二阶段%E 个欠发达地区依次达

到发达地区水平#同时#有部分落后地区将会相继发展为欠发达地区#落后地区的数量降低为相对少数$第

三阶段%进一步扩大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数量#争取全面消灭落后地区2

D(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晰地得出以下结论%按照 H 类地区划分#重庆市 H@ 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

的差异2 为了逐步缩小经济水平差距#重庆市应按照分阶段(有侧重的思路来制定总体发展规划2

!#" 第一类和第二类地区是重庆市主要的经济增长核心#并基本形成了各自的经济增长点2 该类地区

依据各项主要评价指标较高的得分而位居前列2 因此可以判定其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较高2

!!" 处在第三类地区的各个区县属于欠发达地区2 除了历史(社会和地理位置等客观原因以外#还需要

从发展的角度来分析造成它们处于目前发展阶段的原因2 从基本数据来看#该类地区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的比重偏低#但地区经济增长较快2 这充分表明%该类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努力培育和发展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2 它们的得分不高#排名处于中间位置2

!G" 第四类地区大都处于重庆市比较偏远的地区#接受前三类地区的辐射能力较弱#外加上基础设施建

设相对滞后#劳动力外流十分严重#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明显低于前三类地区2 因而#其综合指标的得分普

遍低于其他类地区#排名靠后#这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2

!H" 部分区县在不同公因子的得分和排名与最终的综合得分和排名上并不完全具有一致性#而且部分

区县的单项排名与综合排名还有很大的差距)"*

2 一方面#这说明了部分区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非均

衡发展的现象$另一方面#这也表明了部分区县为发挥各地区资源禀赋优势#推进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与发

达地区差距而做出的在某些方面暂时的牺牲和妥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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