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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依据《重庆统计年鉴 "#$$》的相关数据，对重庆市 I# 个区县 "#$# 年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评价。根据重庆

自身情况，选取年末总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区县级地方财政收入、

区县级地方财政支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工业总产值、进出口总值共 * 个指标，并将其转化为 !$、!" 两个综合指

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 ! K（J#L $IE"!$ M $%L *%J!" ）# NIL #N""，从而得出重

庆市 I# 个区县经济发展状况的具体综合排名。结果表明，一小时经济圈的经济发展优于渝东北地区，渝东北地区整

体上又优于渝东南地区；其中一小时经济圈渝北区发展最好，渝东北地区万州区的发展最好，而渝东南地区黔江区

的发展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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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是我国成立时间最短、最年轻，也是中西部

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是一个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且

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较为明显的城市。因此研究重庆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显得尤为重要。它有利于政

府根据自身特有的自然条件充分地发展独特型经济

来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理论价值。选用主成分方法［$］建立 * 个综合指

标，以便计算各地区的综合得分。根据综合得分的

高低，反映出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最后按得分高低

将 I# 个区县的经济水平划分为 % 类。

$ 数据来源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文章选取重庆市 I# 个区县作为研究对象，以

"#$$ 年的《重庆统计年鉴》的数据为基础，构建了经

济发展状况评价体系［"］。该体系包括年末总人口

$$、地区生产总值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I、区县级地方财政收入 $E、

区县级地方财政支出 $G、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J、

工业总产值 $N、进出口总值 $* 等 * 个指标［%］。

" 主成分分析

"L $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

调用 >P>> $GL #，对 * 个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数

据标准 化，得 到 各 指 标 之 间 的 相 关 系 数 矩 阵［I］

（表 $）。相关系数矩阵数据表明指标之间既存在强

弱相关也存在正负相关，大部分指标彼此之间存在

很强的相关性，说明指标之间反映的经济发展状况

有较大的重叠，不可用原始数据直接进行分析。其

中，%&’ 的值为 #L J*$，比较适合做主成分分析［E］。

"L "! 计算矩阵 ! 特征值，特征值的贡献率和累计

贡献率

计算矩阵 ! 的特征值、特征值的贡献率和累计

贡献率［G］见表 "。主成分的贡献率表示该主成分反

映原指标的信息量，累计贡献率表示相应几个主成

分累计反映原指标的信息量。由表 $ 可知，!$、!"综

合各指标的信息分别达到 J#L $IEQ、$%L *%JQ，两

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为 NIL #N"Q，表明两个主成

分累计反映各指标综合信息为 NIL #N"Q，所损失的! 收稿日期："#$$F #*F #E! ! 修回日期："#$$F $$F #G! ! 网络出版时间："#$"F#%F$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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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只有 !"# $!%& ，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原始变量的

绝大部分信息，具有显著代表性，因此取前 ’ 个主成

分分别作为第 ! 主成分 !! 和第 ’ 主成分 !’。综上

所述，将原来的 $ 项指标转化为 !!、!’ 两个综合指

标［(］。

表 !) 相关系数矩阵

年末总

人口

地区生

产总值

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

区县级地方

财政收入

区县级地方

财政支出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工业总

产值

进出口

总值

年末总人口 !# *** *# ’"+ , *# *-$ *# .(. *# ... *# ""! *# !+. *# ’** *# **!

地区生产总值 *# ’"+ !# *** *# (!- *# (%$ *# ($( *# (%" *# %(! *# (%! *#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 .(. *# (%$ *# ++- !# *** *# %-( *# %%$ *# ("- *# %++ *# (-$

区县级地方财政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区县级地方财政支出 *# ""! *# (%" *# "(! *# %%$ *# $-! !# *** *# (+* *# (-+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 *# %(! *# +(! *# ("- *# (($ *# (+* !# *** *# ++- *# (.!

工业总产值 *# ’** *# (%! *# +"+ *# %++ *# (+! *# (-+ *# ++- !# *** *# %--

进出口总值 *# **! *# (’% *# +*. *# (-$ *# +!+ *# "(. *# (.! *# %-- !# ***

表 ’) 方差分解主成份提取分析表

因子编号
特征值 因子载荷的平方和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 累计贡献率 / & 特征根值 方差贡献率 / & 累积贡献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初始因子载荷矩阵

因 子 载 荷 代 表 了 主 成 分 与 原 变 量 的 相 关 系

数［%］，由表 . 可以看出，!! 与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区县级地

方财政收入、区县级地方财政支出、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工业总产值、进出口总值等相关系数较大，它

们均和货币有关，称之为货币因子；!’ 与年末总人

口相关系数较大，称之为人口因子。然后将因子初

始载荷矩阵的数据标准化，得到主成分载荷矩阵，从

而给出两个主成分各自的线性组合。

) ) !! 0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 0 *# *$!"! 1 *# !!*"’ , *# *"*". 1 *# .!*"- ,

*# *$("" , *# !*("+ , *# .*+"( , *# .’-"% 1 *# %!-"$

表 .) 初始因子载荷矩阵

! ’

年末总人口 *# $.% *# !*’

地区生产总值 *# $’* *#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 , *#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 $*$ *# .-(

区县级地方财政收入 *# %$. , *# !*$

区县级地方财政支出 *# %($ ,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 , *# .-.

工业总产值 *# (+$ , *# .+.

进出口总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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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市 #% 个区县的综合经济发展状况分析

采用回归方法估计出两大主成分得分［&］，以各

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占两个主成分总方差贡献率的

比重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得出各区县经济发展

水平的综合得分 !［’%］，即

! (
)%" ’#*"!’ + ’," &,)!!

-#" %-!"

上式即为重庆市 #% 个区县经济发展状况的综合评

价模型。将各区县标准化以后的数据代入该式，可

得出各区县的综合评价指标 ! 的得分，以这个综合

得分的大小进行排序，就可以得出各区县经济综合

发展水平的排名见表 #。

表 #$ 重庆市 #% 个区县经济发展状况综合排名

区县 综合主成分 ! 排名 区县 综合主成分 ! 排名

渝北区 *" ’&& *!* )&& ’ 南川区 . %" *&# --/ &’% ,! !’

九龙坡区 ," #,# *&, ,#! ! ! 大渡口区 . %" -)# )%) *!# *! !!

江北区 ," !-) #-! -!, ) , 垫江县 . ’" %%& /!# *%) ! !,

沙坪坝区 ," !)! /%# %*# # # 潼南县 . ’" %#’ %)& -#% * !#

万州区 !" -*/ %/% **& , * 忠$ 县 . ’" %/# -,& ,/- # !*

南岸区 !" *)* !&! %%! - / 梁平县 . ’" ’## ,-% )!% / !/

渝中区 !" !-* *!- *’) ) ) 云阳县 . ’" ’*! -## -%! ! !)

涪陵区 !" !#* ’!’ &&’ # - 奉节县 . ’" ##! )/* %)! - !-

江津区 !" %#! !*- )-’ & 黔江区 . ’" #)) %&# ,&) / !&

巴南区 ’" )*- /*) !!, / ’% 丰都县 . ’" #-’ %/’ !-- ’ ,%

永川区 ’" #/% &!* &&# - ’’ 秀山县 . ’" )*# ))# ,-! * ,’

合川区 ’" #,# ,#! &)* , ’! 酉阳县 . ’" -*! ,,) )*, , ,!

长寿区 ’" ,!# ,)/ ,/* ’ ’, 石柱县 . ’" -** -!) &’’ / ,,

北碚区 %" /#* %)’ */! , ’# 武隆县 . ’" -)* !-, ,)) / ,#

荣昌县 %" #*% )!’ /,) ,, ’* 彭水县 . ’" &-# !/* )-! ,*

璧山县 . %" %%& #)- ,-& ,&% - ’/ 巫山县 . !" !%, !*’ ,-! - ,/

綦江县 . %" ’%* #-! /,& -- ’) 双桥区 . !" !), ’%- &*, & ,)

铜梁县 . %" !%# %*) &-# )! ’- 巫溪县 . !" *)) *&& !&# / ,-

开$ 县 . %" !&% !!, -’! )# ’& 万盛区 . !" )%* -,! -#& / ,&

大足县 . %" ,!’ %&) %-, ’! !% 城口县 . !" &)/ /*) *&& ) #%

, 结论

通过分析可以知道，主成分分析结果与实际情

况大致吻合，表明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

法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但大渡口、万盛等个别

地区排名，由于指标选取的原因存在一定误差，这

也与该地区产业结构单一有关。如果再增加几项

参考指标，排名会更准确。通过排名，可以知道，

由于重庆市有些县城尤其是国家贫困县城的地理

环境、产业分割、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使得投资

单一和资金分配不妥相当严重，形成了地区经济

发展产业 比 较 单 一、规 模 不 大 的 局 面，严 重 阻 碍

了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弱化了组合各区县资源

配置。但是随着国家提出的未来 ’% 年西部大开

发战略的整体提升与政策倾斜，“ 五个重庆”的建

设目标，以及政府加大对国家级贫困县的财政投

入，各区县 应 该 紧 抓 机 遇，加 快 产 业 升 级 和 技 术

创新，积极 培 养 企 业 核 心 竞 争 力。只 有 这 样，才

能在未来的竞争中，不断缩小与主城地区经济发

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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