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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库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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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重庆 %###%$）

摘! 要：应用模糊数学主成分分析法，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对重庆三峡库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行分析，总结了其经济

可持续发展的时空分布特点，即在时间上呈增长趋势，空间上极不平衡，各区县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并针对性

地提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等促进经济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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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重庆都市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

三大经济区中，三峡库区的经济发展严重滞后，面临

的问题较多。资料表明，"##% 年三峡库区（重庆）人

均 JST 为 F EE# 元，为重庆市的 IF) EU，相当于全

国水平的 IV) "U；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 E%$ 元，为重

庆市的 $%) FU，相当于全国水平的 $H) EU，且差距

逐年加大。分析重庆三峡库区经济发展的时空分布

特点，针对性地提出相应措施，对库区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推动重庆整体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目前，国内外对三峡库区经济的研究中，探讨农

业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主导产业确立等方面比

较多［EG%］；从不同维度、宏观微观相结合等角度研究

的较少。作者以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 ED 个区

县为研究对象，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对 ED 个区县的

经济状况进行分析，总结其可持续发展的时空分布

特点，并提出相应改善措施。

E! 评价方法

E) E! 评价原则

（E）科学性原则。在设计指标体系时，充分考

虑到理论上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即指标概念明确，有

科学内涵。另外，根据计算确定权重系数，减少了人

为确定权重的不准确性。

（"）整体性和层次性原则。区域可持续发展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模式。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应遵

循整体性原则，要比较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状况［I］。

而区域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又具有层次性［F］，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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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选择指标也应该具有层次性。低层次指标是高一

层次指标的分解。

（!）可操作性原则。评价一个区域可持续发展

的指标体系并不是越庞大越好［"］，要考虑到指标的

量化和数据的可得性。另外，评价结果要为重庆三

峡库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指导。

#$ %& 评价指标

影响三峡库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很多，本

文在评价原则的指导下，参照相关理论［’］、根据实际

情况，从经济总量、经济速度和经济效益三方面确定

了影响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 ## 个指标（见表 #）。

%& 结果与分析

%$ #& 时间评价

根据 ## 个指标搜集并计算了重庆三峡库区

%((( ) %((* 年经济方面的相关数据（ 见表 %），从时

间的维度评价库区 + 年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

表 #& 三峡库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

经济

总量

& !# 国内生产总值（万元）

& !%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

& !! 工业总产值（万元）

& !* 人均 ,-.（元）

经济

速度

& !+ 农林牧渔总产值指数（" ）

& !/ 工业总产值指数（" ）

& !" ,-. 指数（" ）

经济

效益

& !’ 经济效益综合指数（" ）

& !0 总资产贡献率（" ）

& !#( 农业商品率（" ）

& !## 全员劳动生产率（元 # 人年）

& & 注：经济速度中的农林牧渔总产值指数、工业总产值指数、,-.

指数均以上年为 #(( 的可比价指数。

表 %& 三峡库区 %((( ) %((* 年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指标的原始数据

年份 !# !% !! !* !+ !/ !" !’ !0 !#( !##

%((( 年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0*’ 0!/ % %(+ /(* # /#0 (*/ ! #+0 #(%$ ( #!0$ ’ #(0$ ( 0($ %* ’$ 0 *+$ / !0 ’’/
%((% 年 ’ 0"/ ((( % %#( (’’ # ’0( ##/ ! ’%’ #(*$ " #%($ % ##($ + #(#$ ’ 0$ / *"$ ( *# %+’
%((! 年 / "/" #(( % !/0 *0’ # /0( *0# + #(/ #(/$ % #%#$ + ##($ 0 #%%$ 0 #($ * +#$ ! */ ’!!
%((* 年 ’ *#* ’(( ! (%/ /(0 % 00* 00" / ##( #(/$ % #!"$ ( ###$ + #**$ % ##$ " +#$ 0 /# +0/
均值 / "+/ +#* % !0* /+0 # ’"( /(" * ((’ #(*$ " #%+$ # #(0$ ’ #(’$ % 0$ ’ *"$ 0 *+ (/"
标准差 # 0+* (*% !/# 00"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重庆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 !& 主要指标的标准化数据

年份 !# & !% !! !* !+ !/ !" !’ !0 !#(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 1 ($ 0!

%((# 1 ($ 0! 1 ($ +% 1 ($ !" 1 ($ +# 1 #$ +" & #$ #( 1 ($ *! 1 ($ "# 1 ($ /! 1 ($ /+ 1 ($ +%

%((% & #$ #* 1 ($ +# & ($ (! 1 ($ ## & ($ (( 1 ($ !" & ($ *( 1 ($ %/ 1 ($ #% 1 ($ %/ 1 ($ !’

%((! & ($ (# 1 ($ (" 1 ($ %/ & ($ // & ($ ’" 1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 0+ & #$ *% & #$ *! & #$ #% & #$ /*

& & 利用下列公式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 %# 2

%&’ 1 %’

345（%’! ）
（ & 2 #，%，⋯，(；’ 2 #，%，⋯，)），其中"%& 2

#
(#

(

& 2 #
%&’ 为指标的平均值，345（%’）2 #

( 1 ##
(

& 2 #
（%&’ 1 "%）%

（ ’ 2 #，%，⋯，)）为指标的方差。标准化后的指标仍

用 %#，%%，⋯，%##来表示（见表 !）。

由标准化后的数据求协方差矩阵#，即原始数

据的相关矩阵。方程式如下

* 2

+## +#% ⋯ +#)
+%# +%% ⋯ +%,
$ $
+)# +)% ⋯ +













))

式中 +&’（ &，’ 2 #，%，⋯，)）为原变量 %& 与 %’ 的相关系

数，+&’ 2 +’&，其计算公式为

+&’ 2
#
(

- 2 #
（%-& 1"%&）（%-’ 1"%’）

#
(

- 2 #
（%-& 1"%&）

%（#
(

- 2 #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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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矩阵见表 !。

按下列公式计算贡献率、累计贡献率，得出表 "。

贡献率 #
! !

#
"

# # $
!#

（ ! # $，%，⋯，"）

累计贡献率 #
#
!

# # $
!#

#
"

# # $
!#

（ ! # $，%，⋯，"）

表 !& 主要指标相关矩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 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特征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0$( /0$) /0$) /0$( /0$( /0$(
贡献

率 1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0$" /0$( /0$( /0$" /0$" /0$"
累计贡

献率 1 2
)*. ,* +,. ’" +(. %’ $,, $,, $,, $,, $,, $,, $,, $,,

表 (& 相关矩阵的特征向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表 ! 的相关矩阵可以看出，有的彼此之间（如指

标 $’ 与 $%、$+ 与 $*）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这样指标

所反映的信息就有较大的重叠。这里取累计贡献率达

到+,%’"’ 的主成分（见表"），即&$、&%，这两个主成分

基本上保留了 $$ 个指标的信息。这样由原来的 $$ 个

指标转化为两个新指标，即两个主成分。再经计算得

出 $$ 个指标和两个主成分之间的相关矩阵特征向量

表（见表 (）。

由表 " 可知，库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值

为

& #,%)*,*&$ 3,%$%%)&%

由表 ( 得出

&$ #,%)!"$$ 3,%*++$% 3,%+%*$’ 3,%+*!$! 3
,%(+*$" 3,%"$*$( 3,%+$($) 3,%+**$* 3,%+++$+ 3

,% +!"$$, 3 ,% +()$$$

&% # - ,% %"$$ 3 ,% $$)$% 3 ,% %$"$’ 3 ,% ,$"$! -
,% (+"$" 3 ,% *!"$( 3 ,% ,$$$) - ,% ,(+$* -
,% ,$%$+ - ,% $$*$$, 3 ,% $$$$

将经济可持续发展主要指标的标准化数据代入

上式，从而得到库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值

（见表 )）。

表)& 三峡库区%,,, 4%,,!年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值

%,,, 年 %,,$ 年 %,,% 年 %,,’ 年 %,,! 年

& - $% ,, - ,% %+ - ,% $, ,% %’ $% $(

根据表 ) 数据绘图，可见到三峡库区可持续发

展趋势（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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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空间评价

搜集并计算重庆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 #$ 个区

图 #" 三峡库区经济可持续发展趋势

县 !%%& 年相关指标的数据（见表 ’），从空间上评价

库区 #$ 个区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程度。这 #$ 个区

县包括万州区、涪陵区、黔江区、长寿区、梁平县、城

口县、丰都县、垫江县、武隆县、忠县、开县、云阳县、

奉节县、巫山县、巫溪县、石柱县、秀山县、酉阳县、彭

水县，分别以数字 # ( #$ 代表。

表 ’" 重庆三峡库区 #$ 个区县 !%%& 年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始数据

区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均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标准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重庆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 $" 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

"# "! ") "* "& "+ ", "’ "$ "#% "##

特征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贡献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累计贡献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将原始数据标准化（ 方法同上），计算协方差矩

阵，计算特征值、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见表 $）。标

准化后的数据表、相关矩阵表略。

根据表 $，取累计贡献率达到 $%$ 以上的主成

分，即前 & 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 $#! ’$ ）得到相关

矩阵特征向量表（见表 #%）。

利用表 #% 及原始数据可计算得到主成分 % 的

得分，并以各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计算主

成分的加权平均数，得到库区 #$ 个区县可持续发展

经济支持能力的综合得分（见表 ##）。

根据表 ## 中的综合得分绘制出重庆三峡库区

#$ 个区县经济可持续发展空间分布图（见图 !）。

*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0：1 1 2223 456783 49:" " " " " " " " " " " " 第 !* 卷



!! "# 结果分析

从图 $ 看，在 !%%% & !%%’ 年，重庆三峡库区经

济可持续发展综合得分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在 !%%"
& !%%’ 年期间上升较快。

从图 ! 看，重庆三峡库区 $( 个区县经济可持续

发展状况极不平衡。综合得分为负数的区县占整个

库区的 )*"，最大分值达到 + %! *’，可见其经济可

持续发展水平较低；综合得分为正数的有 * 个区县，

只有涪陵区分值为 $! $$，其他区县均在 $ 以下。

总的看来，重庆三峡库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整

体水平比较低，且大部分区县经济达不到可持续发

展的水平。

表 $%# 相关矩阵特征向量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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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重庆三峡库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分布

"# 对策建议

"! $# 调整库区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直接影响区域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环节［(］。从以上分析来看，重庆三峡库区

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产值比例已达 ’%! %"，且

产值不断提高，从 !%%% 年的 !’! *" 提高到 !%%) 年

的 ’%! %"［$%］，但部分区县第二产业的产值仍然偏

低，有 $% 个区县低于平均值，) 个区县第一产业产

值比例大于第二产业。农业内部结构中耕作业比例

过 大（ 占)! ! )" ，林牧渔业分别占" ! )" 、"( ! !" 、

!! ("）［$%］。针对这种情况，应采取如下措施：运用

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第一产业的技术

含量；壮大优化第二产业。把影响区域发展的产业，

如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放在重点发展的位置；

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利用当地的劳动力优势，因

地制宜发展生态旅游、物流、金融等现代服务业；重

点发展特色产业。针对库区特有的资源优势，发展

生态种植业、水产养殖业、生态林业等产业，扶持龙

头企业，争创特色品牌。在农业结构内部，适当提高

牧、林、渔的比重等，使产业结构更趋合理，从而促进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 !#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首先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大力发展非公有经济，

用现代化的企业制度优化库区经济所有制结构，以

多种所有制形式不断吸引外资和投资者，以推动区

域经济的持续增长。其次，重视投资效果，合理规

划，妥善利用库区的各类资金，使投入的资金发挥最

大的经济效益。再次，要合理配置资源，本着持续利

用的原则，充分利用当地优势资源，建立高效、环保、

可持续发展的产业，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在农

业生产方面，变粗放型经营为集约型经营方式，发展

绿色生态农业，提高农业产品的附加值。总之，库区

发展应合理规划，相互协调，以推动库区经济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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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 #$ 建立完善的支撑体系

经济发展和环境的保护、生态重建、人才储备、

科教发展，以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建设等是分

不开的。重庆三峡库区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

点地区之一，加强库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尤其是限制

或淘汰工艺、设备落后的企业，推广新技术、新工艺，

降低产品的能源消耗、原材料消耗和水资源消耗，推

行清洁生产技术，发展环保产业，逐步建立生态工业

体系，从源头上控制污染，进行全程环境保护，发展

绿色健康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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