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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县域经济竞争力差异变动实证研究 

张广胜 

（嘉兴学院  平湖校区， 浙江平湖  314200） 

【摘 要】针对嘉兴五县（市）经济发展特点，构建出能够表征五县（市）经济竞争力发展的指标体系；以 2003 

年、2008 年及 2013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主成分分析法测度嘉兴所辖海宁、桐乡、平湖、嘉善及海盐五县（市）

经济竞争力水平及排名。结果表明：研究样本内主成分新变量综合信息的能力较强，指标权重具有较高共性；各县

（市）经济竞争力海宁市稳定在前列，桐乡、平湖市次之，嘉善与海盐得分能力相对较弱，且各自发展的支撑要素

并不一致。因此，应加强相互合作，形成共同发展的多赢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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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是我国社会经济的基本单元，是以行政县市为区域范围，通过双向反馈的人资流、物资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而发

挥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县域经济竞争力是一个区域经济的重要层次，相对于同类

区域对大区域中资源和市场资源优化配置能力，主要体现在县域为社会提供产品与创造财富的能力。自从国家“壮大县域经济”

战略提出后，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持续提升，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关我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的研究文献较

多，如朱允卫等在对县域综合竞争力的基本内涵进行科学界定的基础上，建立了可行的县域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及其评价

方法；李凤霞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烟台市县域经济竞争力的差异进行了综合评价，提出了提升烟台市县域经济竞争力的对策；

高赟等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和聚类分析法对都阳湖生态经济区县域经济竞争力进行实证研究；王林伶选取反映县

域经济竞争力的指标，对宁夏 16 个县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与发展不平衡性进行了研究；余鑫星等以浙江省 58 个县域单元为研

究对象，对县域经济进行总体评价，分析和解释了空间差异；蒋天颖等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以浙江为实证分析了县

域经济差异及其空间格局演化。[1-6] 

但有关浙江省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的文献还较为匮乏，未出现针对嘉兴五县（市）经济发展状况的对比研究。近年来，嘉

兴经济和社会均衡、协调发展，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社会发展水平列浙江省第三位，所辖五县（市）优势功能和个性特征明显，

全部进人全国百强县前列，发展好五县（市）经济对于嘉兴市实现科学发展与进位赶超具有决定性意义。基于此，本研究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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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较全面的评价嘉兴五县（市）经济状况的指标体系为基础，运用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研究嘉兴所属

海宁、桐乡、平湖、嘉善及海盐等五县（市）经济竞争力及变动特征，以期为制定相关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一、县域经济竞争力发展指标构建 

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体现。由于影响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太多，从而在选取县

域经济竞争力指标的评价方法时，应当首先科学地确定评价指标，构建的体系必须能全面反映其评价目的和评价内容，并且应

具有代表性与可操作性。由于县域经济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评价其发展水平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关于县（经济发

展评价还未形成统一的硬性评价体系，为此，需要考虑影响经济发展指标的多样性、间接性和转移性等特征，结合嘉兴市各县

（市）经济发展特点，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经济层面构建指标体系，见表 1 。所构建指标必须能够较完整地体现各市经济发展综

合水平，同时，宏观和微观经济的综合提升也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完善两者能够直接影响整体经济规模的发展，这对于提

升嘉兴经济整体水平有着重要的现实作用。 

 

宏观层面经济指的是总量经济活动，即国民经济的总体活动，指整个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总体及其经济活动和运行状态，

宏观经济指标对于宏观经济调控起着重要的分析和参考作用。其中包括从总体上衡量县（市）一定时期内的生产活动（地区生

产总值）、投资规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政府管理能力（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产业竞争力（规上工业总产值、第三产

业增加值比重）、对外交流程度（进出口总值、外贸依存度）、消费能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构成的最终经济指标。微观

层面经济是指个量经济活动，即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主要包含发展活力与潜力( GDP 年均增长速度、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年均增长速度）、社会保障与人民生活（人均 GDP 、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人均居民储蓄）等两方面指标。 

二、各县（市）经济竞争力水平测度 

因各经济发展指标体系间的属性不同、量纲不一，要使这些反映不同方面的数据指标整合成一个综合性的数据，进而从总

体上测度各县（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真实情况，必须考虑采用对指标进行合成的综合评价方法。在数据处理中，经常会遇到高

维数据组，由于数据维数高、变量多，而且变量间往往存在信息重叠，很难直接抓住它们的主要信息。因此，需要有一种简化

数据的方法，使得在定量研究中涉及的变量较少，而得到的信息量又较多。主成分分析是利用降维的思想，在损失很少信息的

前提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设对某一事物的研究涉及 P 个指标，分别用 X1、X2 、„ 、Xp 表示，

经过线性变换，新的综合指标可以由原来的变量线性表示，即满足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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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从事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出一些主要成分，从而能有效利用大量统计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同

时使问题得到简化，提高分析效率。本文在对嘉兴所属海宁、桐乡、平湖、嘉善及海盐五县（市）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与评

价分析时，将 2003 年、2008 年、2013 年的指标观测值进行主成分分析，以“累积贡献率达到 85%以上”为标准，得到两者的

主成分综合指标，见表 2 。 

 

从数据的统计特征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是使数据精度最高、损失最小的一维综合变量，对应着数据变异最大的方向。由

表 2 可知，2003 年、2008 年、2013 年的第一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都超过 50 ％的水平，其中 2013 年第一主成分综合指数方

差贡献率最高达到了 54.062 % ；另外，三年中 3 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均达到 94.8 ％以上，2003 年最高达到 100 % ，说明新

变量综合信息的能力较强。在主成分分类中发现，三年中的第一主成分和第二主成分指标体现出较高共性：宏观总量指标主要

集中于第一主成分，微观指标主要集中于第二主成分。因此，对各层面的数据使用第一主成分系数除以特征根的数值作为各个

指标权重，[7]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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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中可看出，第一主成分中指标权重具有较高共性，且集中在宏观指标层面。权重较高的指标主要是反映地区综合经

济实力水平的地区生产总值（X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2）、公共财政预算收入（X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X6 ）、居民

储蓄（X7 ）等指标；代表产业结构调整的规上工业总产值（X4）、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X8）等指标；衡量各地经济发展容量的

行政区域面积( X11）、常住人口（X13）等。这同时也说明在 2003 年、2008 年及 2013 年间，嘉兴五县（市）的经济竞争力地

区差异也主要体现在这几方面。运用 SPSS18.0对 2003 年、2008 年及 2013 年经济竞争力水平指标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按照

累积贡献率达到 85 ％以上的原则提取各层面主成分。计算海宁、桐乡、平湖、嘉善及海盐等五县（市）综合得分

kk fwfwfwW  ...2211 ，其中 kf 为 k 个主因子 1F 、 2F 、„、 kF 的得分， kw 为每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W 越

高表示该年度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见表 4.从各县（市）2003 年、2008 年及 2013 年经济竞争力的发展情况对比发现，海宁排名

稳定在前列，桐乡、平湖市次之，嘉善和海盐得分相对较低。计算得出的结果排名与全国百强县所属浙江嘉兴的城市次序基本

一致，说明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和主成分分析法运用到嘉兴各县（市）经济综合发展水平评价中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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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争力评价 

嘉兴五县（市）中竞争力最强的为海宁市。由于海宁市经济外向型的特点，受到来自全球范围内经济危机的影响，2008 年

期间经济水平有所下滑，但仍在综合得分中排名第二。2003 年、2013 年其经济竞争力的综合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四县（市），

特别是在反映县域经济宏观指标（F1) 主成分上得分处于较高水平，其余四县（市）这一指标表现较差，嘉善与海盐两地三年

来均为负值，说明宏观经济总量是决定县域经济竞争力水平高低的关键因素。海宁市位于中国长江三角洲南翼、浙江省北部，

中国最佳县级城市排名中海宁稳居嘉兴五县（市）首位，是长三角地区最具发展潜力的县（市）之一，同时也是钱塘江北岸实

力最强的县市。海宁市经济社会发达，乡镇区域民营经济特色鲜明，是全国的皮革、经编、家纺、太阳能、集成灶产业的基地

之一，创造了闻名全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海宁模式”。虽然海宁市经济综合竞争力持续增强，但该市在反映经济发展微观指

标方面（F2）表现不佳，2003 年与 2008 年综合得分为负值，影响了海宁地区的后续发展，说明在注重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

时，人均经济水平需要补强。为此，海宁市在继续发挥自身经济与产业优势的同时，要积极提升经济微观的质量，如提高人均

GDP 、人均居民储蓄、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GDP 年均增长速度、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均增长速度等，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经

济竞争力水平。 

平湖市、桐乡市在综合经济实力和经济宏观表现方面明显低于海宁市。但桐乡市在嘉兴五县（市）中宏观经济总量处于较

高的水平，这主要归功于近年来桐乡市工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和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桐乡市是工业强市建设的全省试点，

2013 年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1138.9 亿元，新兴产业增加值就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 35 % ；另外，该市服务业中旅游业发展迅

速，仅 2013 年该市就实现旅游收入 103 亿元，大大带动了第三产业的提升。虽然平湖市宏观经济总量不及海宁、桐乡两市，

但该市在经济的微观指标方面（F2 ）表现突出，得分一直保持前列，说明平湖市人均经济生活与社会福利水平较高，经济发展

质量优秀，为此今后平湖市可通过发展特色产业，扩大经济规模的方式提升自身经济竞争力。 

从表 4 可以看出，嘉善、海盐的经济综合得分较低，2003 年、2008 年、2013 年均为负值，且反映经济总量宏观指标（F2）

和微观水平的指标（F2）也基本为负值，相比前两类，县域经济竞争力差距较大，说明两县的总体经济竞争力相对较弱，历史



 

 6 

因素、政策因素、区位因素等共同成为嘉善和海盐经济竞争力较弱的原因。但十八大以来，两县积极响应国家基层发展政策，

经济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特别是嘉善县在城镇化建设方面成绩显著，进入了统筹城乡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全面融合的

最高阶段。为此两县应突破传统的经济思维观念，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参与区域协作分工等新措施

来增强自身经济竞争力。 

四、结论与对策 

以现有分析县域经济竞争力文献为基础，针对嘉兴五县（市）经济发展特点，构建出能够表征五县（市）经济竞争力发展

的指标体系；以 2003 年、2008 年及 2013 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主成分分析测度嘉兴所辖海宁、桐乡、平湖、嘉善及海盐五

县（市）经济竞争力水平及排名。结果表明：研究样本内五县（市）的指标权重具有较高共性，其经济发展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2003 年、2008 年及 2013 年各县（市）经济竞争力排名中海宁市稳定在前列，桐乡、平湖市次之，嘉善和海盐得分能力相对较

弱，结果排名与嘉兴五县（市）在全国百强县中次序基本一致，说明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和主成分分析法在各县（市）经济综合

发展水平中的评价是合理的。 

区域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县域间经济发展差异对于实现区域经济增长非常不利，会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与各项改革措施

的顺利实施，最终影响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 

首先，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涉及经济发展、资源环境、人才机制等多方面，要取得较好的效果需要从多个方面系统规划。

为此，嘉兴市政府有关部门要在本市县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统筹负责涉及嘉兴市县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具体规划，

并监督落实以确保各项计划的顺利实施。 

其次，在保持各县（市）适度竞争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应积极探索建立创新经济协调机制。为此，海宁、桐乡、平湖、嘉

善及海盐五县（市）应积极发挥自身区位及产业优势，提高自身经济竞争力的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经济合作。各县（市）政府

应该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增强经济合作机制的多元性及灵活性，实现多方面的交流合作，形成共同发展的多赢模式。最后，

嘉兴市政府应进一步强化经济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帮扶责任意识。发达地区应该通过加大产业技术、人才项目、发展模式

等的援助力度进一步转化为欠发达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嘉兴市政府也可以出台积极的产业优惠政策，鼓励欠发达地区各经济

项目的投资生产，以加快各县（市）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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