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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锡常地区可持续发展主成分模型的构建

李 静

一、引言

区域差距的存在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但随着不平衡的发展。将使总体效率的提高渐趋边际，同时也使固有矛盾逐步突出。

从苏锡常地区所在的江苏省资源开发和利用来看，南北两地带各有侧重，苏南制造业较发达，属于加工型地区，苏北资源较丰

富，属资源型地区，苏中介乎两者之间。近几年来，苏北加工业虽也有一定的发展，然而结构再造的难度很大，开始形成支柱

的大多是农产品的初步加工业。这既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又成为影响地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原因。

二、主成分分析法

区域经济评价的方法很多，究竟如何选择，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区域的实际情况，这跟对区域本身的认识有关。数理统计

方法是目前常用的技术。为了减少对运算和分析问题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并且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我们首先采用主成分分

析的方法对原始指标进行处理，然后用系统聚类分析的方法，进行可持续发展水平划分和区域分类。

主成分分析法也称主分量分析，是由 Hotelling 于 1933 年首先提出。主成分是利用降维思想，把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

合指标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设有 n个评价区域，每个评价区域测得 p个指标，总共有 np 个观测数据。若 n=100，p=10，则有

1000 个数据。要弄清这么多指标的数据之间的内在规律，须在 p维空间中加以考察。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为了克服这一困

难，一个自然的想法是找较少的综合指标来代表原来较多的指标，而这些较少的指标既能尽量多地反映原来较多指标的信息。

综合指标的选取通常是取原指标的线性组合，适当调整他们的系数，使指标与指标之间相互独立且代表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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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锡常地区可持续发展主成分数学模型的构建

(一)主成分分析法评价指标的选取

评价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状况，必须建立适当的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最终是服务于区域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的，因而指

标体系所包括的内容应当能充分体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程度，利于人们通过有效的调控措施促进区域的持续稳定发展。从理论

上讲，指标的选择要遵循层次性、相关性、可操作性、动态性等原则，但由于指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加上有些指标的确定又

十分困难，所以笔者在选择评价指标时，在基本遵循上述原则的同时，往往更重视以下几个方面：(1)选取的指标能客观地反映

出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主要方面；(2)指标的地域差异要明显；(3)指标之间基本上相互独立；(4)尽量选取相对指标。

笔者选取了 2005 年苏锡常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进行评价。

(二)主成分数学模型的建立

主成分的求证程序包括数据标准化处理、计算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方差贡献率、主成分载荷矩阵、建

立主成分数学模型和计算主成分得分等。这里用 SPSS 统计软件首先计算出前四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和主成分载荷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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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超过 80%，说明用这四个主成分足以代表原来 20 个指标反映的信息。主成分载荷是主成分

与变量(原来的 20 个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

我们根据这四个主成分方程，可以计算出各个地区的主成分得分。每个地区各个主成分得分的数值是经过了标准化变换处

理。它们的平均数为 0，标准差为 1，这样便于比较。

(三)聚类分析

这里将上述主成分分析得出的各个地区的四个主成分数值作为评价因素，采用系统聚类法进行分析。其聚类的过程为：计

算样品间相似程度的统计量——欧氏距离平方

Dij=∑(Xik-Xjk)2

式中，Xik 是第 i个地区第 k个因素的值，Xjk 是第 j个地区第 k个因素的值，k=1，2，3，4，代表评价因素，即四个主成

分指标。Dij 值越小，两个点之间的相似程度就越大；反之，相似程度就越小。因为有 13 个地区，四个参评因素，则构成 13阶

相似矩阵(对称方阵)。这时各地区自成一类，共 13 类。

(四)系统聚类谱系

利用 SPSS 软件中的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变量，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可用下图称为系统聚类谱系图。聚类谱系图直观地

反殃了 13 个县市之间可持续发展水平的亲疏关系，即相似性程度。据图，我们可以把 13 个县市可持续发展现状划分为四个类

型。苏卅市区、无锡市为同一类型(Ⅰ类)，张家港、常州市区为同一类型(IⅡ类)，昆山、太仓为同一类型(Ⅲ类)，武进、宜兴、

溧阳、常熟、吴江、江阴、金坛为同一类型(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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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类，包括苏州、无锡市区，经济发达，工业化、城市化程度高，经济国际化水平稳步提高，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和第

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知识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城市的集聚和扩散能力强，是苏锡常地区最高级别的中心城

市，也是苏锡常地区可持续发展水平最高、能力最强的地区。

Ⅱ类，包括张家港、常州市区，两市城市规模大体相当，经济总体发展水平高；同属于新兴的工业城市，城市的集聚与扩

散能力仅次于苏州和无锡市区，城市人居环境较优美，可持续发展水平和能力仅次于Ⅰ类地区。

Ⅲ类，包括昆山、太仓两个县级市，是苏州是最为发达的县级市，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较高，是苏锡常地区经济国际

化水平最高的两个县级市，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水平较高。

Ⅳ类，包括武进、宜兴、溧阳、常熟、吴江、江阴、金坛七个县级市，乡镇企业发展较快，乡村城市化水平普遍较高，但

人均受教育程度偏低，可持续发展水平和能力在苏锡常地区相对较低。

四、基于苏锡常地区可持续发展主成分模型下的发展对策

要使苏锡常的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下去，只能向我们正面对的国外发达地区正在开始的知识经济时代的技术

和知识索取动力。经济增长的方式应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建立“资源——产品——废弃物——资源”的反馈闭环运行方式。

充分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在生产中，减少产品的物料，能源使用量，减排有毒物质，加强物质的循环，

最大限度地可持续利用资源。建立企业间、部门间废物输入输出关系，为废物找到下游的分解者、消耗者，达到变污染负效益

为资源正效益的目的。

保持持续稳定的快速增长。GDP 增长速度建议为 2005 年 12%，2010 年 10.8%，2015 年 10.2%，2020 年 9.8%，2030 年 7.5%，

GDP 由 2001 年 3793 亿元，上升到 2010 年的 9615 亿元，2020 年 28306 亿元。

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构成 2005 年为 4.5:53:42.5，2010 年 4.2:50:45.8，

2020 年 4:45:51。

工业生产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实现产业升级。培育一批比较优势明显、增长空间广阔、具有地方特色的核心产业，扶持一

批具有创新能力、扩张潜力和增长动力的核心企业，培植一批知识和技术含量高、增长空间大、竞争能力强的核心产品，发展

一批具有前瞻性、关键性和广泛应用性核心技术，造就一批具有战略思想、现代意识和开拓精神的企业家。重点发展电子信息、

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新材料、新型环保、新型纺织服装业。

农业生产向高效农业的转变，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建立由稳定的种植业、发达的养殖业、一流的园艺业、先进的加工业、

活跃的流通业所构成的优质、高产、高效、创汇的现代化农业体系。

第三产业要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提高素质，形成以社会化、产业化、现代化为标志的第三产业体系。突出发展对国民经

济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主要是物流业及信息服务业等。加快发展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行业，主要是教育、

培训、科学技术等知识智能型行业。大力发展投资少、收效快、就业容量大、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主要是

旅游业、物业管理、房地产、社区服务、饮食服务业等。尽快发展与知识经济和科技进步相关的新兴行业，主要是科技开发产

业、金融保险业、文化产业、咨询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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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锡常三市均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这是苏锡常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的必由之路。区域可持续发展主成分模型是协调好特定区域内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与行为，使区域保持和谐、

高效、有序、长期的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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