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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企业竞争力评价模型与实证 

熊焰 

（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武汉 430074） 

摘要：文章选取一系列能反映企业竞争力的测度指标，构造了相应的测度统计指标体系和企业竞争力模型，运用综合评价

法和因子分析法，对湖北企业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以求得湖北省企业竞争力不强的症结之所在，从而提出增强湖北省

企业竞争力、实现经济均衡发展的有效途径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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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区企业竞争力评价模型 

企业竞争力的基本特点是具有内生性和综合性，对企业竞争力进行测度评价， 就是要使其内在性尽可能显示出来，成为可

感知的属性。同时，要对其综合性的属性进行分析和分解，并且尽可能地指标化，使之成为可计量的统计数值。 

企业竞争力评价在使内在因素显现化和指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损失部分信息，一些内在的因素可能是难以显现化

和指标化的。而且，企业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受必然性的决定而且也受偶然性的影响，企业竞争力可能不是决定企业命运的

唯一因素。因此，对企业竞争力的评价必然含有一定程度的不精确性和或然性。我们的研究目标只能是尽可能地接近客观真实，

揭示其内在的属性，但不可能十分精确地断定企业竞争力的量值，更不可能以精确的量值来断定具体企业的命运。但是，对地

区综合企业竞争力的评价可以非常接近地反映地区综合企业竞争力的客观状况和预测该地区企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基于这一思路和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参照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关于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的要求，并吸收世界经济

论坛、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就企业管理国际竞争力指标以及国内外关于企业竞争力的体系和方法，我们建立包括两大分类、

五个子类共 27 个指标的企业竞争力评价新指标体系 i（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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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竞争力可以从不同的层面进行比较，一是单体中企业的比较， 即针对不同具体企业竞争力的比较；二是群体中企业竞

争力的比较，即针对不同地区的企业集合竞争力的比较，它是地区所有中企业单体企业竞争力的总成。蕴含于地区经济中的企

业作为地区经济构成的重要成分，其竞争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地区竞争力的状况。从这种意义上说，地区内企业竞争力的评估

有助于深入剖析地区企业竞争力内在结构，有利于深化对地区竞争力的现状和结构的理解和判断，由此并结合上面设定的地区

企业竞争力指标体系， 运用综合评价方法和因子分析方法，我们建立如下企业竞争力评价模型： 

1.1 硬指标的算法 

 

其中，Qi为地区i 的企业竞争力综合硬指数，qj为地区i的企业五个子类中第j 个子类的竞争力硬指数，ωj为第j 个子类的

权重(由于五大子类对整体企业硬指标竞争力的影响程度基本相同，因此，各子类的权重ωj均设定为1/3)，αjk为第j 个子类各

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出的第k个系数，qij,k为地区i 的企业第j 个子类内第k个指标的竞争力指数，nj为第j个子类的指标个数，

xij,k为地区i 的企业第j 个子类内第k 个指标的指标值(逆值标要取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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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软指标的算法 

对于软指标中，企业人气竞争力的三个指标为：公众对企业的知晓程度、公众对企业的综合印象和公众对企业的发展信心。

我们采用地区中被抽样调查的单个企业的数据合成一个企业人气竞争力综合指数， 由以下的公式加以计算，得出地区企业的人

气竞争力综合指数。 

对于地区企业而言，它的人气竞争力 I 是： 

 

其中：Ai为知晓程度；Bi为综合印象；Ci为发展信心；N为调查每个地区企业总个数；i 为地区j 中抽样调查的企业个数；j 

为地区。 

1.3 企业综合竞争力的算法 

在取得了硬指标竞争力和软指标竞争力的数值后，我们最后通过简单算术平均来计算每个地区综合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得分，

并根据综合得分来对各个地区进行排名。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α=0.7；β=0.3
iv
；Qi，Ij分别是上面计算出来的地区i中整体企业的硬指标竞争力和软指标竞争力数值；QI 为地区

i 中的企业综合竞争力。 

2 湖北省企业竞争力实证分析 

运用上面设定的企业竞争力评价系统（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和企业竞争力评价模型）对全国31 个省（市、区）(未包

括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企业竞争力进行量化测算，并对湖北省企业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 

由于我们测定和比较的是各个省份综合企业竞争力，而已有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湖北统

计年鉴》等统计资料上没有相应的综合企业统计数据，同时因为实际成本太大无法采用直接调查收集数据，故为了能够利用已

有统计年鉴上的数据进行数值测定，我们将各个省份的综合企业竞争力分解为大中型企业竞争力、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

竞争力、外商投资企业竞争力和私营企业竞争力，利用以上模型和算法，分别测定各省上述四种经营性质的企业竞争力，然后

通过简单算术平均加权得到各省的综合企业竞争力。 

在实证分析湖北省企业竞争力中， 通过选择全国30个省份作为参照系统来测定湖北省在全国的企业竞争力、位次、分值及

变化。在收集和计算数据中，我们对不同计量单位的指标数值进行同度量处理，也就是将一个地区企业的某项指标相当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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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水平的百分比作为此项竞争力指标的指数，并借助于SPSS11.0 来完成数值计算。具体计算结果和分析如下： 

2.1 湖北企业规模竞争力 

根据竞争力指数的含义，利用竞争力指数（QI）判断竞争力强弱的标准为：QI>1 表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即强优势；0<QI

≤1 表示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即弱优势；QI≤0 表示具有弱的竞争力，即劣势。 

从因子综合测评总得分可见， 湖北省企业规模竞争力为-0.080 ，居于全国第11 位，说明竞争力较强。其中，湖北大中型

企业规模竞争力为0.127，排名为全国第10 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说明湖北省大中型企业规模竞争力较强；湖北省国有及规

模以上非国有企业规模竞争力为-0.074，排名为全国第11 位，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北外商投资企业规模竞争力为-0.293，

排名为全国第11 位，也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明显的竞争优势。 

在企业规模竞争力 11 个指标中（见表 3），湖北大中型企业企业单位数、资产总计、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流动负债

合计、流动资产合计、主营业务收入、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为弱优势，而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主营

业务成本、利润总额却都处于劣势。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流动负债合计、流动资产合计、主营业务收入、全部从业人员

年平均人数为弱优势，而企业单位数、资产总计、流动资产年平均余额、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负债合计、主营业务成本、

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利润总额却都处于劣势；外商投资企业的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负债合计、负债合计、利润总额都为

弱优势，其他指标都为劣势。通过进一步分析可知，作为企业队伍中的中坚力量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

业在湖北省发展在湖北地区经济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而湖北省外商企业在湖北地区经济中相对落后，发展速度较为缓慢，对比

其他省份而言，其对湖北经济的贡献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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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部其它省份相比，湖北省大中型企业规模竞争力居于中部省份第2 位，高于中部6 省份平均水平；湖北省国有及规模

以上非国有企业规模竞争力居于中部省份中第2 位，高于中部省份平均水平；湖北省外商投资企业规模竞争力居于中部省份第1 

位，明显高于其他中部省份。 

2.2 湖北企业营运竞争力 

企业营运竞争力从企业内部体现了企业的管理水平，没有良好的企业内部运作水平， 就不可能有良好的经营效益，也不可

能形成较强的竞争力。湖北省企业营运竞争力指标计算结果见表2。 

湖北省企业营运竞争力为-0.187，居于全国第18 位。其中，湖北大中型企业营运竞争力为-0.176，排名为全国第15位，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北省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规模竞争力为-0.343，排名为全国第26 位，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北外

商投资企业规模竞争力为-0.042，排名为全国第10 位，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在企业营运竞争力5个指标中，湖北大中型企业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其总资产贡献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

产品销售率均为劣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流动资产周转次数、成本费用利润率、产品销售率为弱

优势外，其他指标也是劣势；外商投资企业的总资产贡献率为弱优势，而其他指标却为劣势。 

与中部其它省份相比，湖北省大中型企业营运竞争力居于中部省份第2 位，高于中部省份平均水平；湖北省国有及规模以

上非国有企业营运竞争力居于中部省份中第6 位（倒数第1 位），低于中部省份平均水平；湖北省外商投资企业营运竞争力居

于第1 位，明显高于中部省份平均水平。 

由表 2 的数据可见，与其他省份相比，湖北省外商企业增加值的产出水平显示出一定的优势。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湖北

省企业营运竞争力仍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 

 

2.3 湖北企业创新竞争力 

企业创新竞争力预示着企业未来发展的潜力和动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中，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大起大伏的现象

屡见不鲜。缺乏创新竞争力的地区，很有可能就被落后地区所赶超；相反，处于相对落后的区域，由于其创新竞争力的不断集

聚和增强， 也可能使地区竞争力得到极大的提升。湖北省企业创新竞争力指标计算结果见表3。 

湖北省企业创新竞争力为0.298， 居于全国第8 位。其中， 湖北大中型企业创新竞争力为0.364， 排名为全国第9位，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北省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创新竞争力为0.222，排名为全国第9 位，也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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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企业创新竞争力为0.308，排名为全国第9 位，总体来说湖北省企业具有非常明显的创新竞争优势。 

在企业创新竞争力 6 个指标中，湖北大中型企业全部指标为弱优势，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除了技术引进经费为劣势

外，其有科技机构的企业数、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开发新产品经费、工程技术人员、技术改造经费都为弱优势；外商投资企

业除了有科技活动的企业数、技术改造经费、技术引进经费为弱优势外，其它指标都为劣势。 

 

与中部其它省份相比，湖北省大中型企业创新竞争力居于中部省份第1位大大高于中部省份平均水平；湖北省国有及规模以

上非国有企业创新竞争力居于中部省份中第1 位，也大大低于中部省份平均水平；湖北省外商投资企业创新竞争力居于第1 位，

也明显高于其他中部份。 

由上述分析可知，湖北省的创新能力相对其他子类竞争力指标显得强，并且本应作为创新主体的大中型企业和国有及规模

以上非国有企业在总体生产活动中的创新相对较强，其创新能力略高于全国水平。湖北省表现出创新能力较强的状况，企业技

术产品开发能力较好，企业创新竞争力是湖北企业竞争力最为强的环节。 

2.4 湖北企业综合竞争力 

根据以上比较分析可将湖北省企业竞争力比较归纳如表4。 

 

企业综合竞争力指数0.010 ，排名为全国第12 位，次于广东、江苏、山东、上海、浙江、辽宁、黑龙江、新疆、天津、河

北和河南，说明湖北省在全国整体中还是具有较强的企业竞争力；其在中部6 省份中排名为第2 位，次于河南，说明其相对于

其他中部省份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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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面运用全国省份和中部省份不同的参照测度体系，我们发现变换测度参照体系对分析结果没有太大质的影响。因此，

我们计算结果的稳健性较好，可以利用其进行进一步的地区竞争力计算和分析。 

3 结论 

经过上面的计算和比较分析，我们发现： 

（1）湖北省企业竞争力在全国各省中位于12 位，在衡量企业竞争力的22 个指标中， 大中型企业的指标多数都处在较前

的位次，在中部省份的比较中，湖北企业竞争力的多数指标都居中上游， 其综合竞争力排在中部6 个省份的第2位。可见，在

中部省份中湖北企业竞争力处于优势。 

（2）支撑湖北企业竞争力的主要是企业创新竞争力，在全国居第8 位。三类企业表现都较为突出，各项指标都好于全国平

均水平。 

（3）制约湖北企业竞争力提高的主要因素是企业总资产贡献率、资产负债率、流动资产周转次数。由于历史的原因，湖北

省国有企业的规模包袱沉重，目前支撑湖北经济半壁江山的非国有企业（主要是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虽然发展较快，

但大企业不多。 

（4）鉴于上述分析，提升湖北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在于，加快大中型企业规模经济发展，不仅要注重使现有国有企业通过各

种方式实现规模经济，而且也要注重鼓励和引导其他经济成分的有潜力的企业向规模化发展。与此同时，要把对非国有经济成

分企业的管理与引导工作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来，继续提升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尤其要加强产出效益方面的管理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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