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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主成分和 G<?H 技术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以县级行政区（县、区、市）为研究单元，以 "### 年、"##I 年的县域经济数

据为基础数据，对贵州省 $# 年来的县域经济实力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差异显著，并有所扩大；

黔西地区县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区域总体呈“凸”字型发展格局；以贵阳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初步形成；县域经济发展水

平与交通状况显著相关；较强型县域的数目增多，空间集聚范围扩大；县域经济实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具有地理上

的集聚特征；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严重，整体水平偏低；形成了以贵阳为中心的经济发达区和黔东、黔南经济落后地带区；

经济发展的空间扩散效应增强，极化效应减弱，但县级市的极化效应仍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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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县域经济实力是指一个县级行政区的经济发展实

力以及该县域对其所在区域经济的影响力。一般情况

下，一个县域的经济实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反

之，则相反。目前，经济实力已成为衡量区域经济发展

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

区域经济差异是中国经济地理研究的热点课题之

一。"# 世纪 B# 年代以来，不同的学者用不同的研究

方法，从不同的研究尺度对区域经济差异的问题进行

了研究；但从研究区域来看，多以经济发达地区和较发

达地区为主［$MN］，对西部落后地区，尤其以贵州省为研

究单元的研究较少。最近虽然有些学者对该省区域差

异进行了研究，但多以静态研究为主，且研究方法比较

单一［IM$#］。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主成

分分析、G<?H 技术对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进行定量

测度，在此基础上明确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差异的现

状及特征，希望能为贵州省区域发展规划提供参考，弥

补贵州省区域经济差异研究的不足。

$ 研究范围及方法

$) $ 研究范围

贵州省处于中国西南部，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截止到 "##I 年，全省共设有 NN 个县级行政区（县、区、

市）。本文以贵州省 NN 个县级行政区（ 县、区、市）为

研究单元，以 "### 年、"##I 年为研究截面，对贵州省

县域经济实力差异进行定量测度与分析。考虑到行政

区划的调整，即 "### 年遵义市尚未设立汇川区，所以

本文在县域经济数据采集时对有关数据进行了归并处

理，以便与 "##I 年保持一致。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

《贵州省统计年鉴 "##$》、《 贵州省统计年鉴 "#$#》以

及各市（州、地区）统计年鉴。

$) " 研究方法

采用 "### 年、"##I 年贵州省县级行政区（县、区、

市）经济数据，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贵州省 "###
年、"##I 年县域经济实力得分。在此基础上，按一定

的标准对贵州省 NN 个县级行政区（县、区、市）的经济

实力类型进行划分。以此为依据，分析贵州省县域经

济实力差异的时空演变特征。

G<?H 技术通过对事物或现象空间分布格局的描

述与可视化，发现空间集聚和空间异常，能准确揭示研

究对象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以获得的县域经济

实力得分为变量，计算全局和局部 O*,’(’9 A 指数，以

此为依据，分析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差异的空间演变

特征。

" 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测算

") $ 指标选取

本文考虑数据的权威性和易得性，结合贵州省实

际，以 "### 年、"##I 年的县域经济数据为基础数据，并

根据代表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系统性等原则，从经济

结构等方面选择了 $$ 个指标，即人均 P?K（!$）、P?K 增

长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人均社会零售商品

总额（!F）、P?K（!E）、第二产业比重（!L）、第三产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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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 人 均 纯 收 入（ !" ）、财 政 收 入 占 #$% 比 重

（!&）、人均财政支出（!’(）和人均财政收入（!’’）。

)* ) 主成分分析步骤及测算结果

’）以贵州省 "" 个县级行政区（ 县、区、市）为样

本，以 ’’ 个指标的原始值为基础数据，建立 "" + ’’ 的

原始参数矩阵，同时，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对原始数据

进行规范化处理，得到标准参数矩阵。

)）本文采用 ,-. 和 /0123422 5 检验法来验证所取

数据是否适合做主成分分析，)((( 年的 ,-. 值为 (*

!6&，)((& 年为 (* !)’，均大于 (* 7，说明原有变量适合

做主成分分析。

8）利用 5%55 软件，采用“ 最大方差正交旋转法”

进行主成分分析，并根据特征值大于 ’ 的原则，提取 8
个主成分，得出主成分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计方

差贡献率（表 ’）。

9）利用 5%55 软件计算出主成分得分，并以各主

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在累计方差贡献率中所占比重作为

权重进行加权求和，求出县域经济实力得分（表 )）。

表 ’: 特征根和贡献率

)((( 年 )((& 年

主成分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 累计方差贡献率 ; <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 累计方差贡献率 ; <

’ 9* )(’ 8"* ’&8 8"* ’&8 9* !&) 98* 67! 98* 67!

) )* "86 )6* !!8 78* &77 ’* !"9 ’7* ))( 6&* !"!

8 ’* (7! &* 7&! !8* 778 ’* 7)) ’9* !97 !9* 688

表 ): 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得分 分

县名 )((( 年 )((& 年 县名 )((( 年 )((& 年 县名 )((( 年 )((& 年 县名 )((( 年 )((& 年

南明 ’* !& ’* (9 凤冈 = (* )7 = (* 7! 兴义 (* 9! (* 6& 天柱 = (* 97 = (* 8)

云岩 )* 7 ’* 6! 湄潭 (* ’" = (* 8! 兴仁 = (* 8! = (* ’) 锦屏 = (* 86 = (* 8!

花溪 (* !7 (* 67 余庆 = (* (’ = (* (’ 普安 = (* 97 (* ’& 剑河 = (* 8& = (* 7"

乌当 ’* (6 ’* "9 习水 = (* )8 = (* )9 晴隆 = (* 8& = (* ’! 台江 = (* 98 = (* 8"

白云 )* 9 ’* " 赤水 (* ’! (* ’" 贞丰 = (* 6 (* ’6 黎平 = (* 9 = (* 6

小河 ’* 7) )* 7! 仁怀 (* )) ’ 望谟 = (* 8! = (* " 榕江 = (* 8" = (* 9!

开阳 ’* (& (* !8 西秀 (* 96 = (* () 册亨 = (* 97 = (* !6 从江 = (* 6’ = (* 9

息烽 (* ’ ’* ’& 平坝 = (* (6 (* ’& 安龙 = (* ’" = (* 9) 雷山 = (* 89 = (* 9"

修文 (* (" (* 98 普定 = (* )! ( 毕节 (* (8 = (* ’! 麻江 = (* ’6 = (* 87

清镇 (* 9’ (* 66 镇宁 = (* )! = (* 9" 大方 = (* 96 = (* (" 丹寨 = (* )7 = (* 96

钟山 (* "’ (* &8 关岭 = (* 9) = (* 9! 黔西 = (* 8& = (* (’ 都匀 (* 9! (* ’!

六枝 = (* )& = (* ’" 紫云 = (* 67 = (* 7" 金沙 (* () (* ") 福泉 (* ) (* 8"

水城 = (* 9’ (* 8 铜仁 (* 8! (* ’7 织金 = (* 89 = (* ’’ 荔波 (* (8 (* ’

盘县 (* (! (* "’ 江口 = (* 89 = (* 97 纳雍 = (* 97 (* ’) 贵定 (* 8) = (* ’6

红花岗 ’* 7" (* 68 玉屏 (* ’! (* 8! 威宁 = (* 98 = (* 9) 瓮安 = (* ’" = (* (’

汇川 ’* ’& (* ! 石阡 = (* 69 = (* 6& 赫章 = (* 9) = (* 6 独山 = (* 8) = (* )’

遵义 (* 9 (* 8 思南 = (* 9" = (* 7’ 凯里 (* 7’ (* 8! 平塘 = (* 99 = (* 9"

桐梓 = (* ’8 = (* ’" 印江 = (* 98 = (* 6" 黄平 = (* 9) = (* !6 罗甸 = (* 8) = (* )!

绥阳 = (* ’ = (* 9 德江 = (* 96 = (* 7 施秉 = (* (" = (* )8 长顺 = (* )) = (* 8)

正安 = (* 88 = (* ! 沿河 = (* 97 = (* 68 三穗 = (* )7 = (* 6’ 龙里 = (* (’ (* 6’

道真 = (* 88 = (* 7& 松桃 = (* 9" = (* 6’ 镇远 = (* ’8 = (* ’7 惠水 = (* 88 = (* 8’

务川 = (* 9 = (* 77 万山 = (* ’’ (* !7 岑巩 = (* 8" = (* 98 三都 = (* 9) =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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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差异的时间演变

特征

!" # 县域经济实力差异显著，有所扩大

从表 $ 可以看出，$%%% 年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得

分最 高 的 是 云 岩 区，为 $& ’，最 低 的 是 紫 云 县，为

( %& )’，极差为 !" #’；$%%* 年得分最高的是小河区，为

$" ’+，最低的是望谟县，为 ( %" ,，极差为 !" -’，这表明

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差异显著，并有所扩大。

!" $ 黔西地区县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根据表 $ 中的数据，按照大于 #、%" ) . #、% . %" )、

小于 % 的标准，将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类型分为 - 类，

即经济实力强、较强、一般和弱，同时借助 /01 软件，生

成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类型图（ 图 #）。需要说明的

是，文中所指的经济实力“强、较强、一般和弱”只是贵

州省内部县级行政区（县、区、市）之间的相对称谓，并

不具有全国意义。

2 2 2 2 2 2
图 #2 $%%% 年、$%%* 年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类型图

2 2 从图 #、表 $ 可以看出，黔西地区县域经济实力明

显增强，$%%% 年位于该区的盘县、兴义市、水城县、纳

雍县、普安县的经济实力分别为 %" %+、%" -+、( %" -#、

( %" -’、( %" -’，$%%* 年则分别上升到 %" ,#、%" )*、

%& !、%" #$、%" #*，相应经济实力的类型盘县、兴义市由

一般转变为较强；水城县、纳雍县、普安县由弱转变为

一般。

- 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差异的空间格局

及演变特征

-" # 区域总体呈“凸”字型发展格局

从图 # 可以看出 $%%% 年、$%%* 年贵州省县经济

实力在较强及以上类型的县域均主要分布在黔中地

区，经济实力弱的县域则主要集中分布在黔北、黔东、

黔南及黔西地区，区域总体呈中间高、四周低的“ 凸”

字型发展格局。

-" $ 以贵阳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初步形成

从图 # 可以看出 $%%% 年贵阳市周围县域的经济

实力主要为一般和弱两种类型，较强型县域较少，这表

明 $%%% 年以贵阳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尚未形成。$%%*
年以贵阳市为中心，由内向外县域的经济实力类型依

次为强、较强、一般和弱，而且同类型县域基本上连续

分布，这表明 $%%* 年以贵阳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初步

形成。

-" !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交通状况显著相关

从图 # 可以看出 $%%% 年、$%%* 年贵州县域经济

经济实力在较强及以上类型的县域均主要分布在川

黔、贵昆等铁路及高速公路沿线，这些地区，交通便利，

对外联系方便，经济发展水平高。经济经济实力弱的

县域主要分布在毕节地区、黔西南州、铜仁地区及黔东

南州，这些地区交通设施差，线路少，对外联系极为不

便，经济发展速度慢，水平很低。这表明贵州省县域经

济发展水平与交通状况显著相关。

-" - 较强型县域空间集聚范围扩大

从图 # 可以看出，$%%% 年贵州省经济实力为较强

型的县域数目只有 ! 个，$%%* 年则达到 #- 个，数量明

显增多。从空间分布来看，$%%% 年经济实力为较强型的

县域分布很分散，$%%* 年则分布较为集中，且基本上连

片，空间集聚范围明显扩大，面状地域形态初步显现。

-" ) 县域经济实力具有地理上的集聚特征

全局 34567’8 0 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是 $ 区域的属性值，’%是 % 区域的属性值，! 是

整个区域的属性平均值，# 为观测区域数，&（ $，%）为空

间矩阵。当县（区、县级市）域空间相邻时，&（ $，%）9 #；

不相邻时，&（ $，%）9 %。当 ! 大于 % 时，呈现空间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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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表示属性值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聚集；当 ! 小于 !
时，呈现空间负相关，表示县（区、县级市）域与其相邻

县（区、县级市）域之间属性值存在显著差异。

以 "!!! 年、"!!# 年贵州省 $$ 个县（ 区、县级市）

的经济实力得分为变量指标，利用（%）式计算全局自

相关的 &’()*’+ , 指 数。"!!! 年、"!!# 年 的 -.’/).
&’()*’+ , 指数分别为 !0 1#% 1、!0 2"3 4，均大于 !，并

通过 !0 !%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贵州省各县（ 区、

县级市）的经济实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具有地

理上的集聚特征，即经济实力强的县域倾向于和其它

经济实力强的县域临近，经济实力弱的县域同样在空

间上集聚在一起。

50 4 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严重，整体水平偏低

局部 &’()*’+ , 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式中 )*" 和 )*’ 是经过标准差标准化的观测值，其他变

量与（%）式中的相同。

以贵州省 "!!! 年、"!!# 年各县（区、县级市）经济

实力得分为变量指标，利用（"）式和 -6’78 软件求得

县域 经 济 实 力 局 部 &’()*’+ , 指 数（ "!!! 年 为

!0 1$4 $，"!!# 年为 !0 2"% 4）散点图（ 图 "）和 9,:8 图

（图 1）。&’()* 散点图的 5 个象限，分别对应于区域

单元与其邻域之间 5 种类型的局部空间联系形式：即

“;<;”（第一象限）、“9<;”（ 第二象限）、“9<9”（ 第三

象限）和“;<9”（第四象限）。

图 " 显示："!!! 年有 3%0 4= 的县域位于第一、第

三象限内，"!!# 年有 3$0 5=，均表现为显著地空间正

相关；"!!!、"!!# 年位于第一、第三象限的县域均较

多，表明贵州省大部分县域为 ;<; 型和 9<9 型，;<;
型和 9<9 型县域数目较多，所占比例较高，显示贵州省

县域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严重，其中 9<9 型县域数目

最多，所占比例最高，这表明贵州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总

体水平偏低。

> > > > > > > >

图 "> "!!! 年、"!!# 年 &’()*’+ , 指数散点图

> > > > > > > >
图 1> "!!! 年、"!!# 年 9’?). &’()*’+ , 值分布图

50 3 经济发展的空间扩散效应增强，极化效应减弱

"!!! 年 ;<; 型、;<9 型县域的数目分别为 %2 个、

%5 个，到了 "!!# 年 ;<; 型县域的数目则增加到 "2
个，;<9 型县域的数目则减少到 $ 个，;<; 型县域数目

增多，;<9 型县域数目减少，表明贵州省县域经济发展

的空间扩散效应增强，极化效应减弱。从图 1 可以看

出 "!!! 年、"!!# 年贵州省 ;<9 型县域都主要是一些

县级市及地级市所在的区，这些县级市及地级市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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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经济规模较小，对周围辐射带动作用弱，然而由

于其集中了所在区域的大量产业，又加上政策优惠、交

通便利、投资及就业机会多等优势，会吸引其周围地区

有限的资本、劳动力等发展要素向其流动，因此，这些

县级市及地级市所在区的极化效应仍很突出。

!" # 形成了黔中经济发达区和黔东、黔南经济落后区

从图 $ 可以看出，%）&’’’ 年 ()( 型县域主要集中

分布在黔中地区，其中贵阳市及其周围分布的 ()( 型

县域数量较多，占了该类型总数的 *+, 以上，这表明

在黔中地区形成了以贵阳为核心的经济发达区。相比

&’’’ 年，&’’- 年该类型县域的分布格局有所改变，表

现在 ()( 型县域在黔中地区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

除此之外，黔西也新增一块 ()( 型县域分布区。从县

域类型的转化来看，钟山区、玉屏县、盘县、兴义市、金

沙县由 (). 型转变为 ()( 型；万山特区、龙里县、平坝

县由 .)( 型转变为 ()( 型；水城县、普安县由 .). 型

转变为 ()( 型。&）&’’’ 年 (). 型县域分布较为分

散，主要是一些县级市及地级市所在的区。&’’- 年该

类型县域的分布仍较为分散，与 &’’’ 年相比不同点在

于：该类型县域的数量明显减少，而且分布格局变化较

大，表现在钟山区、玉屏县、盘县、兴义市、金沙县由 ()
. 型转变为 ()( 型；贞丰县、纳雍县由 .). 型转变为

(). 型；贵定县、湄潭县由 (). 型转变为 .). 型；毕节

市由 (). 型转变为 .)( 型。$）&’’’ 年 .)( 型县域主

要集中分布在贵阳市、遵义市、凯里市、福泉市及都匀

市周围，相比 &’’’ 年，&’’- 年该类型县域的数量未

变，但分布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表现为在毕节地区

新增了一个较大的 .)( 型县域分布区，贵阳市周围的

一些 .)( 型县域转变为其它类型。从县域类型的转

化来看，万山特区、龙里县、平坝县由 .)( 型转变为 ()
( 型；黔西县、大方县、织金县、威宁县、赫章县由 .).
型转变为 .)( 型；绥阳县、丹寨县、惠水县由 .)( 型转

变为 .). 型；毕节市由 (). 型转变为 .)( 型。!）&’’’
年 .). 型县域主要集中分布在黔西、黔南和黔东地区，

相比 &’’’ 年，&’’- 年该类型县域的数量变化不大，但

分布格局有所改变，&’’- 年 .). 型县域主要集中分布

在黔南和黔东地区。黔南和黔东地区自然条件较差，

交通落后，对外联系极为不便，经济发展速度慢，水平

低，因此在黔南和黔东地区形成了两个经济落后地带

区。从县域类型的转化来看，水城县、普安县由 .). 型

转变为 ()( 型；黔西县、大方县、织金县、威宁县、赫章

县由 .). 型转变为 .)( 型；贞丰县、纳雍县由 .). 型转

变为 (). 型；贵定县、湄潭县由 (). 型转变为 .). 型；

绥阳县、丹寨县、惠水县由 .)( 型转变为 .). 型。

/ 结论

%）&’’’ 年以来贵州省县域经济实力差异显著，并

有所扩大；黔西地区县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区域总体

呈“凸”字型发展格局；以贵阳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初步

形成；经济实力在较强及以上的县域主要集中在川黔、

贵昆铁路（遵义—贵阳—六盘水）及高速公路沿线；较

强型县域的数目增多，空间集聚范围扩大，面状地域形

态开始出现。

&）012341 52647’8 9 指数表明贵州省各县（区、县

级市）的经济实力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具有地理

上的集聚特征。局部 52647’8 9 散点图显示 &’’’ 年、

&’’- 年贵州省大部分县域为 ()( 型和 .). 型，县域经

济发展的二元结构严重；.). 型县域数目多，所占比例

高，表明贵州省县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偏低；()(
型数目增多，(). 型数目减少，表明贵州省县域经济发

展的空间扩散效应增强，极化效应减弱。局部52647’8
9 指数的 .9:; 图表明 ()( 型县域主要集中分布在黔

中地区，在黔中地区形成了以贵阳为中心的经济发达

区；(). 型县域分布较为分散，主要是一些县级市及地

级市的市区；.)( 型县域主要分布在贵阳市、遵义市、

凯里市、福泉市及都匀市周围；.). 型县域主要分布在

黔东和黔南地区，在黔南和黔东地区形成了两个经济

落后地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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