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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境内汉江流域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分析 

余程眩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湖北武汉 430077） 

【摘 要】本文以汉江流经湖北境内的23 个县级区域作为研究单位，采用因子分析法，建立沿江23 个县市的

测试模型，进行综合评价。对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选取的指标共12 项，主要信息提取采用主成分因子法，在此基础

上使用综合因子得分作为发展水平的评价。结果证明，这23 个县市其县域经济发展的内部差距比较显著，各县竞

争力水平随着距离武汉空间位置的远近和交通可达的难易呈现出从东南部向西北部递减的特点。 

【关键词】湖北；因子分析；江汉中下游流域；县域综合经济实力 

一、引言 

县域经济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属于区域经济学研究的范畴。通常来说，这是一种行政区划型的区域经济，它以县城为

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连接点，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结合部，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处于重要的基础地位，县域经济的发达与否能折射出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县域

经济越发达，城乡二元结构越不明显。 

同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流域特征，自古以来，人类择水而住，大江大河一般都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流

域作为水的媒介，由水、土、气、生物等自然要素和人口、社会、经济等人文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而共同构成自然—社会

—经济复合系统，对流域各县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从地理条件、发展潜力上来看，江汉流域流经“两圈一带”，可以利用

其作为促进湖北经济发展的副引擎，与长江流域相辅相成，通过要素集聚形成极化和扩散效应，进而逐步缩小南北差距，实现

区域经济共同发展。 

二、各县综合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1、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湖北境内汉江流经的23 个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析，使用软件SPSS 13.0 进行数据处理。 

因子分析是使用数学方法建立起来的关于变量之间组合关系的方法。在遇到研究多个指标的实际问题时，指标较多会给分

析带来很多的麻烦，增加分析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对于这些多指标的实际问题，我们希望能找到合理的个数较少的综合指标

去替代实际得到的个数较多的指标，这样既可以减少所要分析的指标个数，又不损失原指标所包含的信息。而因子分析法很好

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基本思想是根据相关性大小把变量分组，使得同组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但不同组的变量相关性较低。

每组变量代表一个基本结构，这个基本结构被称为公共因子。对所研究的问题就可以试图用最少个数的公共因子的线性函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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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因子之和来描述原来观测的每一分量。从中找出几个主要的因子，每一个主要因子代表反映经济变量间相互依赖的一种经

济作用，抓住这些主要因子就可以帮助我们对复杂的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解释。 

2、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1）变量指标的选取。指标的选取应该遵循以下5 个基本原则：功能性、可获取性、完备性、非重叠性、可比性。在此基

础上结合沿江经济的特点，选择反映经济实力、产业效益、外贸外资、生活水平的指标，具体如下：X1，国民生产总值（亿元）；

X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元/ 人）；X3，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GDP 比重（%）；X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X5，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6，外贸出口总额（万美元）；X7，农民人均纯收入（元）；X8，当地政府一般预算收入（万元）；

X9，招商引资额（万元）；X10，工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X11，城镇化率；X12，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 

（2）数据来源及处理。湖北境内汉江流经 28 个县、市（区）：丹江口市、房县；神农架林区；老河口市、谷城县、保康

县、南漳县、宜城市、枣阳市、襄阳区、襄樊市城区；钟祥市、沙洋县、京山县、荆门市城区；应城市、汉川市、云梦县、孝

南区；随县；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监利县、洪湖市；蔡甸区、东西湖区、汉阳区。但襄樊市城区、荆门市城区、东西湖

区、汉阳区是城区，神农架林区不参加 2009 年湖北县域经济考核，将它们剔除后对余下的 23 个县进行评价。文中所用数据均

来源于《2009 年鄂县域经济发展考核评价报告》。具体数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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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湖北沿汉江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因子分析 

（1）原始数据的标准化。评价的样本矩阵为[Xij]23*12。为了方便对数据的分析，先进行原始数据的标准化以消除量纲的影响，

即原变量减去其均值再除以其标准差，记为[ZXij]23*12。 

（2）计算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确定待分析的原变量是否适合于因子分析。对相关系数矩阵进行KMO 和Bartlett 检验，

KMO>0.6 且通过了Bartlett 的显著性检验，那么变量就适合做因子分析。 

（3）计算特征根及其累积贡献率，确定主因子数目。变量的差异一般通过方差来反映，本文采用主成份法提取因子，因子

选取的标准是特征值大于1。通过统计检验后，我们可以计算出各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累积贡献率等。由于前4 个主因子的特征根大于1 且累积贡献率已达到83.8%，因此本文选用4 个主因子进行分析。

其具体数据见表2。 

从表 2 可以看到，第 1 个因子的特征值为 5.683，解释原有 12 个变量总方差的 47.357%，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47.357%；第

2个因子的特征值为 1.755，解释原有 12 个变量总方差的 14. 628%，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61.985%；第 3 个因子的特征值为 1.414，

解释原有 12 个变量总方差的 11.786%，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3.771%；第 4 个因子的特征值为 1.201，解释原有 12 个变量总方

差的 10.007%，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83.778%，4 个因子共解释了原有变量总方差的 83.778%。总体上，原有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

因子分析效果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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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因子载荷及因子命名解释。为了能够更加便于对公共因子相对于原始指标载荷的解释，往往要对公共因子载荷矩

阵进行旋转（本文采用方差最大法进行旋转）。由表2 可见，因子旋转后，累计方差比没有改变，但却重新分配了各个因子解

释原有变量的方差，改变了各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使得因子更易于解释。具体数据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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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第1 主因子在X1，X4，X5，X6，X9 这几个指标上有较大因子载荷，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外贸出口总额、招商引资额这几个指标集中反映了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规模，我们把第1个

因子称为县域经济整体实力因子；第2 主因子在X2，X7，X8，X10，X11 这几个指标上有较大因子载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农

民人均纯收入、当地政府一般预算收入、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城镇化率这几个指标集中反映了人民生活质量和人民生活水平，

可以定义为生活水平因子；第3 主因子在X3 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GDP 比重上有较大载荷，可以定义为产业结构因子；第4 个主

因子在X12 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上有较大载荷，可以定义为政府收入政策因子。 

（5）综合因子得分评价模型的建立。采用回归分析法估计因子得分系数，并据此计算出4 个因子得分。由于各因子对综合

经 济 实 力 的 贡 献 率 不 同 ， 本 文 以 各 因 子 的 贡 献 率 为 权 数 来 确 定 综 合 因 子 ， 综 合 因 子 的 计 算 公 式 为 ： F=

（0.47357F1+0.14628F2+0.11786F3+0.1007F4）/0.83788。具体数据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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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果分析 

从总得分来看，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排名前三，其综合得分为正且领先其他县域0.5 分以上；其次是襄阳区、汉川市、

孝南区、钟祥市、京山县、枣阳市、丹江口综合得分在0.5～0 分区间；蔡甸区、监利县、应城市、洪湖市、云梦县综合得分在

0～- 0.3 分之间；宜城市、南漳县、沙洋县、保康县、谷城县、随县、老河口市，综合得分都在- 0.4 分以下。 

排名前三的仙桃市、潜江市、天门市其综合实力在江汉流域远远高于其他县域，同时这三个市的第1 主因子得分也同样排

名前三，这说明这三个市的整体经济实力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仙桃市是湖北重要的轻工基地，同时食品加工、机械电子行业

都在飞速发展；潜江市地上盛产粮棉油，地下富藏油气盐，为其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天门市作为中部地区县域经济百

强、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其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都为当地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三个市的第2 主因子

排名仅在14、6、16 位，在整个江汉中下游区域中排在中下位置，这说明这三个市的县域经济人均生活水平并不与其整体经济

实力相当，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在第3 主因子上三个市的评分则分别为12、19、5，除了天门市的排名比较靠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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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两个市的水平处在较低水平，这可以看出仙桃和潜江过分依赖农业和工业，三产发展的相对滞后使其对经济没有明显的拉动

作用，相对来说，天门的三产发展比较协调。同时在第4 主因子上，三个市的排名为6、5、20，天门在财政收入上过份依靠非

税收入，地方财政存在一定压力。 

排名在4—10 位的襄阳区、汉川市、孝南区、钟祥市、京山县、枣阳市、丹江口这几个城市中，虽然综合得分为正，但与

前三名有较大差距。在第一主因子县域整体经济水平上，除了丹江口得分为负外其余都为正，且排名水平与综合得分排名大体

上相同，这是第1 主因子在综合得分因子上载荷较高引起的。在生活水平因子上，除枣阳外其余各县域得分均为正且与综合排

名大体相同。枣阳岗地面积较大，居民创收方式有限是影响生活水平因子的重要原因。在产业结构因子上，京山、汉川、钟祥

三地得分为负，这与当地近些年来大力招商引资发展工农业密切相关，从而导致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在政府收入政策因子

上，除丹江口为2.067、汉川为0.165 外其余各县均为负数，即各县财政对非税收入都有一定的依赖，不利于长久的发展。 

排名在10 位以后的县域综合得分均为负数，除监利、蔡甸区、应城市外各县在各主因子得分上的排名与综合复分排名大体

相同，与排在前几位的县域相比呈现出较弱的区域经济竞争力。监利、蔡甸区、应城市这几个城市虽然综合因子较弱，但人均

生活水平普遍较高，尤其蔡甸区由于毗邻武汉、交通发达，人均生活水平有与武汉接轨的趋势，在第2 因子排名中位于23个县

域首位，这与这几个县域环境质量较高、规划合理、地方政府对城市发展所做出的努力分不开的。但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情况，

江汉流域的县域经济中出现了与资源型城市相反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 

根据表 4 的综合得分及排序，我们将综合评定分为三类，综合得分为正的我们定义为综合性县域经济；得分在- 0.336～- 

0.0269 分的我们可以定义为潜力性县域经济；得分在- 0.6768～- 0.4164 分之间的城市定义为欠发展县域经济。具体如表 5

所示。 

三、结论和建议 

一个地区的竞争力水平是该地区经济、基础建设、科技、教育、生活水平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反映。虽然23 个县域同属汉江

流域，但各个县域经济的发展差距依然比较显著，与沿海发达县域相比差距甚远。城市化水平较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都使其

在区域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各县竞争力水平随着距离武汉空间位置的远近和交通可达的难易呈现出从东南部地区向西北

区递减的分布特点。这其中江汉平原的地理优势及武汉城市圈的辐射效应固然起了一定的带动作用，但县域经济水平是众多要

素耦合的结果，不仅是自然环境或者单纯区位的差异，也不只是历史机遇的偶然，更多的是各地对发展机遇的把握和发展思路

的选择。本文认为，江汉沿岸发展县域经济，一方面要主动接受“两圈一带”的辐射带动作用，依靠武汉、荆州两个增长极来

实现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从本地实际出发，不盲从、不跟风，因地制宜、对症下药，注重县域经济各方面的平衡发展，

扩大和提升那些得分较高的优势因子，同时重点关注并充分发展得分为负的劣势因子，从内外两方面着手创造条件实现自身经

济的腾飞。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针对综合性县域经济，这10 个综合得分为正的县域经济作为流域中综合实力比较高的区域在整个湖北省县域经济中

排名并不理想，这一方面是由于湖北省其他一些县域经济受到省经济增长极的辐射效应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它们这10个县域将

重心侧重于工业化从而导致人均生活水平比起工业化水平来略有逊色，同时三大产业结构不合理也使他们的综合实力受到了影

响。因此在发展过程中，不能过分依赖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而应该注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注重

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不协调的状况，各地政府同时也要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政策，完善基础设施，搞好区域规划，从而实现可

持续发展。 

第二，潜力性县域经济的特点是城市规模较小，基础设施建设还没有完全跟上，属于开发中的区域，特点是人均生活水平

普遍较高，后劲十足。但这类城市的支柱产业较少，应充分发挥开发中区域的灵活性，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同时

也应注重运用新技术对区域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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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欠发展县域经济应充分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努力发展自身的优势产业。例如欠发展县域大多分布在鄂西北地区，虽

然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受地理环境限制不如发达县域，但可以利用自身的旅游和文化优势，依托鄂西生态旅游圈，大力发展第三

产业，走精品农业、特色农业的路子，避免出现工业化城市的情况，从而实现区域经济的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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