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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城市竞争力的动态比较 ①1 

唐 世 龙 

(湖南工学院, 中国湖南衡阳 421008) 

【摘 要】 文章首先阐述了城市竞争力动态比较的研究意义和具体途径, 然后选取了适当的指标体系和分析年

代, 并建立了动态比较的计量数学模型, 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湖南省14 个城市竞争力进行了动态的测算和分析。分

析结果表明:湖南城市竞争力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发展特点；各城市在近5 年内竞争力增长的趋势和幅度均有所不

同；湖南城市竞争力水平与其增长能力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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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及动态分析的基本思路 

在现代经济的发展格局中, 城市是国民经济和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中间环节和辐射纽带, 城市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

等的发展可以直接带动和影响周边整个地区各方面的发展。因此, 对于城市综合实力的发展趋势和动态的研究就势在必行。作

为一个综合性指标, 城市竞争力是指在社会、经济结构、价值观、文化、制度和政策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下创造和维持的, 一

个城市为其自身发展在其区域中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它表现为与区域内其它城市相比能吸引更多的人流、物流和辐射更

大的市场空间, 综合反映出了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等方面的综合实力。据此看来, 对于城市竞争力的研究具有明

确的实际意义。 

目前, 国内外对于城市竞争力的研究已有了较多的成果,其中关于湖南省城市竞争力的比较研究也有一些文献, 但这些研

究更多地是集中于湖南省各城市静态竞争力的横向比较, 较少有关于湖南城市竞争力的动态分析。显而易见的是,湖南省各城市

竞争力的状况是不断发生变化的, 每年各城市竞争力的排序会发生变化；即使位次不变, 各城市竞争力的变动幅度也不会一致。

若拘泥于单纯的静态分析, 则无法掌握湖南城市竞争力的变化趋势和提升幅度。因此, 目前需要对湖南省各城市的竞争力状况

进行动态测定, 从而精确描述出各城市竞争力的动态变化规律, 进而为有效提高各城市竞争力的增长潜力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拟采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法为研究工具,对湖南城市竞争力进行动态纵向比较, 时间序列分析的纵向跨度为

2000— 2004 年。由于此处只是要对各城市的竞争力进行动态比较, 无需对各因子进行经济意义上的解释, 因此此处选取成分

分析法为统计工具。又因为在因子分析法中, 所提取的第一主成分最能反映出城市竞争力水平的信息, 而第一主成分在各变量

上的系数就是计算竞争力的标准化后的加权系数, 所以此处用第一主成分数值作为评价城市竞争力动态变化趋势和幅度的衡量

标准。 

为准确反映出各年份城市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并保持时间序列分析维度上的可比性, 我们使用 2000 年各分析指标的第一

主成分系数作为各分析年份的共同主成分系数, 建立动态分析的计量经济学模型, 并分别计算出各年份的城市竞争力水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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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计算各城市相邻年份之间竞争力的差值, 把它们作为城市竞争力增长的度量值, 再把这些差值作为新的变量进行主成分分

析, 最后计算出各城市竞争力的增长能力。本文上述各步骤中所涉及的计算过程均以 SPSS 13 .0 软件分析完成。 

2  湖南城市竞争力的动态测定 

2.1 建立指标体系 

考虑到统计分析中数据的可得性, 我们选取了湖南的14个主要城市作为研究样本, 即: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

邵阳市、岳阳市、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郴州市、永州市、怀化市、娄底市和湘西自治州。 

考虑到统计分析中数据的动态可比性, 我们共选择了18个指标来衡量湖南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变化趋势。经过多次试算, 剔

除了第一主成分系数为负数和系数小于0.1 的4 个指标, 最后由如下14 个指标组成反映湖南城市竞争力动态变化趋势的指标

体系, 这些指标是:X 1 —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X2 — 人均工业总产值(元)、X3 —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元)、X4 — 人均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元)、X 5 — 第三产业比重(%)、X6 — 人均实际利用外资(美元)、X 7 — 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元)、X8 — 

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X9 — 人均拥有城市建设维护资金(元)、X10 — 人均居住用地(m2 )、X11 —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

辆(标台)、X12 —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m2)、X13 — 接待游客人数(万人次)、X14 — 城市化水平(%)。 

以上数据主要来源于《湖南统计年鉴》(2001— 2005),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 2005)以及相关城市历年统计年鉴

的原始数据。由于篇幅所限, 各指标的原始数据从略。 

2 .2 构建衡量竞争力变化的计量模型 

为得出动态分析计量模型中的相关系数, 本文首先对上述湖南城市 2000 年城市竞争力的相关数据进行因子分析,SPSS 软

件的部分分析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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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中可以提取出计量模型中原始数据标准化所需的样本均值和标准差的数值(表 1 中的 Mean 即为样本均

值,Std.Deviation 即为样本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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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 中可以提取出计量模型中各变量的共同主成分系数(纵行Component 1 的数值即为第一主成分的系数)。 

依据主成分分析法的步骤和上述分析结果, 建立衡量湖南城市竞争力动态变化的计量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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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RIN1 为湖南城市竞争力(第一主成分)得分, Zi 为标准化后的指标值(i =1, 2 , … , 14), Xi 为原始指标值(i = 

1,2, … , 14), Zi =(Xi - μ) σi(μi 为样本均值, σi 为样本标准差)。 

2.3 计算比较各年湖南各城市竞争力 

根据以上计量经济学模型, 以SPSS 软件计算得出, 2000、2001 、2002、2003 和2004 年湖南各城市竞争力得分见表3 : 

 

从上述的比较结果来看, 湖南各城市的竞争力水平历年来均有所增长, 但每年各城市竞争力增长的幅度不同, 由此造成各

城市竞争力的排序有所变化。表中显示:长沙的竞争力得分一直稳居第一, 邵阳的竞争力得分基本处于各城市之末；常德和湘西

自治州的竞争力排名有所提高, 其他城市竞争力排序有所变化, 但是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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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湖南城市竞争力增长的比较 

由于前面已经用值定量表示了各城市在各年的竞争力得分, 此处将以各城市相邻年份的竞争力得分差值作为新变量,进行

因子分析, 得到城市竞争力的增长状况。 

首先根据表3 中数据, 计算出各城市相邻年份之间竞争力的差值见表4 : 

 

再以表4 中Inc1 、Inc2 、Inc3 和Inc4 作为新的变量, 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综合评价, 结果见表5: 



 

 7 

 

可见, 长沙竞争力的增长力最强, 竞争力增长的幅度最大；湘潭和株洲次之, 而邵阳的增长能力最差, 竞争力的增长幅度

最小。 

4  结论性探讨 

由上述分析结果, 可以看出: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动态分析, 可以将各城市在特定时间跨度上竞争力的增长趋势和幅度

直观地反映出来。因此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随时掌握各城市竞争力的变化特征, 从而为优化城市竞争力提供原始资料。 

将表 5 中数据与前面表 3 中的数据相对照, 可以看出:21 世纪以来, 长沙的城市竞争力之所以总是居各城市之首, 是因为

其竞争力的增长力最强, 而邵阳的城市竞争力之所以基本一直处于各城市之末, 是因为邵阳的竞争力的增长力最差。由此可见, 

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之处在于培植城市竞争力的增长力, 只有拥有了较强的竞争力增长能力, 才能具有持续的强城市竞争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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