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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研究江苏省地级市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情况，以江苏省１３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收集

１３市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相关数据，使用Ｒ语言数据分析软件，对１３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因子分析和聚

类分析．通过因子分析，提取“投入产出”和“农业发展水平”两个主因子，给出１３市经济社会发展实力排序．通

过聚类分析，将１３市分为高度发达地区、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３大类；针对高度发达地区给出产业升级的建议，

针对发达地区给出保持优势、融合发展的建议，针对不发达地区给出整合资源、引进人才、技术创新和扩宽融资４

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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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作为全国经济强省，自２００７年起ＧＤＰ连续９年位居全国第二，并保持高速增长．由于交通、资源、文化、

区位等条件的差异，近年来，江苏经济社会发展逐渐暴露出区域发展失衡、增长速度放缓等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经济

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但随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不断加深，必然会影响到江苏全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可持续发展水平
［１］

．探

究江苏省市域发展差距，寻求原因并给出解决方案是很多专家学者都在研究的问题．这对于缩小江苏省市域发展差距，促进经

济全面健康发展，为全国发展起到示范作用，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陈子剑等
［２］

采用地区ＧＤＰ等６个指标对江苏经济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聚类分析，将１３市分为５大类，得出苏北５市的发

展水平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认为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要从改造传统产业、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出口３方面着手．门可佩等
［３］

选取１０个指标对江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灰色关联聚类分析，将江苏１３市分为３类，针对不同市域实际情况提出建议．蔡

波等
［４］

选取地区ＧＤＰ、工业总产值等１４个指标对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出投入产出因子、教育因子、

农林牧渔因子、建筑因子４个主成分．孙星
［５］

选取１３个指标分别对２００３—２００７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行聚类分析，

得出苏州、南京、无锡发展水平基本保持前３名，宿迁排名一直位于第１３位，常州和连云港发展水平排名下降幅度较大，从

整体上提出协调区域发展、改善居住条件等建议．崔国印
［６］

选取地区ＧＤＰ、固定资产投资等１２个指标对江苏省５２个县域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聚类分析，得出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结论，主要因为人口总数、产业结构、经济总量等方面

的差异，认为要消除区域发展不平衡，需从优化产业结构、招商引资、对口帮扶３方面着手．刘志威等
［７］

选取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地区ＧＤＰ等１１个指标分析江苏省６３个县经济发展水平，选取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和经济要素投入３个主因子．纵

观已有研究成果，有的学者采用单一指标，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的学者聚类分析后仅仅简单对聚类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０１－０４； 

修订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０１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５１４７４００７）；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点项目（ＳＫ２０１４Ａ０４２）；

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ＳＫ２０１５Ａ０８２，ＳＫ２０１５Ａ０８４） 

作者简介：姜苗苗（１９９１－），女，江苏宿迁人，安徽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据挖掘方面的研究，

（Ｅ－ｍａｉｌ）１２７４０３７５８４＠ｑｑ．ｃｏｍ． 

通讯作者：王向前（１９８１－），男，安徽阜阳人，安徽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信息管理方面的研

究，（Ｅ－ｍａｉｌ）２７１２３５２５６＠ｑｑ．ｃｏｍ． 



结果进行解释，有的只分析原因或只给出对策，还有的仅从宏观上给出对策．本文选取多个指标，对１３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针对不同类型给出具体建议． 

１ 指标建立及数据获取 

１．１ 指标确定 

有学者单从ＧＤＰ或者人均ＧＤＰ
［８］

角度研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随着研究的深入及研究工具的完备，采用多指标已

成为研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大势．本文在全面性、代表性、实际可操作性、可比性原则
［９］

下，从经济总量、产业规模、社会

投资、人们生活水平等方面选取了１０个指标进行研究（见表１）． 

 

１．２ 数据获取 

本文以江苏省１３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为研究对象，在江苏省统计年鉴中获取相关数据．为了更加科学、真实地反映各

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本文取得１３市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相关数据，并取３年数据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基础研究数据． 

１．３ 数据处理 

实际研究中，为了避免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获得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接着进行数据的描

述性统计，如表２所示． 



 

２ 研究方法选取及原理 

２．１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Ｒ语言
［１０］

为研究工具，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对１３市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进行分析．通过因子分析，找出

影响１３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在因素，解释１０个指标与潜在因素之间的线性关系．聚类分析是按一定法则将若干样本分成若

干大类，探求每一类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类与类之间的区别．本文采用中间距离法对１３个样本进行聚类，找出１３市经济社

会发展状况的差异点与相似点． 

２．２ 因子分析原理 

设Ｘ为Ｐ×１随机变量，其均值为向量μ，协方差矩阵为Σ＝（σｉｊ），若Ｘ能表示为Ｘ＝μ＋Αｆ＋ｕ，其中Ａ是Ｐ×Ｋ

未知常数阵，ｆ是Ｋ×１随机向量，ｕ是Ｐ×１随机向量，且 

 

则称为Ｘ有ｋ个因子的因子分析模型，ｆ称为公共因子，ｕ称为特殊因子，Α叫作因子载荷矩阵，其元素λｉｊ是第ｉ个

变量在第ｊ个因子上的载荷． 

由以上关系可以看出 ，从而Σ对角线上的元素 ｉ＝１，２，…，

ｐ，其中ｈ
２
ｉ反映了公共因子对Ｘｉ的影响，称为共同度或共性方差． 

３ 实证分析 



３．１ ＫＭＯ检验 

首先通过ＫＭＯ检验得到ＫＭＯ值为０．８０７，说明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原则上ＫＭＯ值大于０．７就可以

作因子分析，因此，本文所得数据比较适合作因子分析． 

３．２ 判断因子个数 

在未知因子个数时，首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来确定因子个数，得到如图１所示结果． 

 

为了充分解释所有变量，原则上选取特征值大于１的作为因子分析个数．从图１可以看出为１，选取特征值大于１的两个

主因子． 

３．３ 正交法提取公共因子 

已知因子分析个数，以正交旋转方法提取因子，得到表３和表４的结果．从表３可以看出，第一个因子主要和工业总产值、

固定资产投资、境外投资额、税收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收入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０．９４，０．９

９，０．９６，０．９８，０．９８，可以归纳为投入产出因子．第二个因子与第一产业产值具有较强正相关关系，可以归纳

为农业发展水平因子． 

由表４可知，因子１方差贡献率达到７３％，说明其在７３％的程度上解释了原始变量方差；两个变量累计贡献率达到９

０％，说明这两个因子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原始变量方差．因此，因子数量选取合理． 



 

 

３．４ 计算因子得分 

分别计算１３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因子得分，并根据公式（１）计算出各个市综合得分．１３市因子得分和排名具体如表

５所示． 

因子综合得分＝因子１×因子１贡献率＋因子２×因子２贡献率．（１） 



 

从因子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１）苏州的整体经济社会水平排在第一，主要得益于经济投入产出水平较高，其因子得分是排在第二名南京的２．２３

倍，说明苏州在经济社会投入和产出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进一步说明苏州投资回报率较高，这给全省乃至全国其他市提高投入

产出水平起到引领带头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苏州毗邻上海这个经济中心，可以依托上海的经济、人才、技术等资源大力

发展经济．而苏中城市镇江因子综合得分排名处于第１３位，说明镇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急速下降，主要因为镇江形成的化

工、建材、铝业为特色的优势产业在国家政策面前优势不再如前明显，没有抓住时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２）在因子１“投入产出”排序中，苏州以绝对优势排在首位．而作为江苏省老牌经济发达地区之一的常州这一因子得

分远远小于苏州和无锡，说明常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呈下降趋势，与苏州、无锡的差距越来越大，未来常州要紧跟苏州步伐，结

合自身优势有选择地借鉴苏州、无锡的先进经验，以提高投入产出水平．作为苏北城市的盐城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加快，

投入产出因子排名明显靠前．而同为苏北城市的宿迁，其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明显滞缓，未来应该结合自身特色，积极发展特色

农业、现代农业，并以京东产业园为依托，大力发展电商企业，形成以现代化农业为主、现代服务业为辅的战略格局． 

（３）在因子２“农业发展水平”排序中，老工业城市徐州排在首位，说明徐州农业发展水平最高．主要是因为徐州北邻

山东，受到山东农业发展的辐射，再加上自身交通发达、运输便利，为徐州农业发展提供了可能．而镇江排在１３位，主要是

因为镇江地域面积较小，且长期以来以商为主，重视农业发展不够． 

３．５ 聚类分析 



采用离差平方和法对江苏省１３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聚类分析．为了能够更加真实完整地显示实际情况，本文没有像

大多数学者一样使用原始数据进行聚类分析，而是根据上文因子分析中１３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得分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得

到如图２所示的聚类谱系图．从图２可以看出，１３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大体分为３类，主要是高度发达地区、发达地区、欠

发达地区．高度发达地区为苏州，发达地区有南京、无锡、徐州、南通、盐城，欠发达地区有常州、泰州、扬州、镇江、连云

港、淮安、宿迁． 

 

（１）苏州作为高度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江苏省其他各市．２０１４年苏州市ＧＤＰ达到１３ ７６

０．８９亿元，是省会城市南京的１．５６倍，是最不发达地区宿迁的７．１３倍．苏州高度发达，有其必然性：首先是区位

优势．苏州位于长三角经济带，毗邻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受到其经济带的辐射影响，这为苏州发展带来强大活力．其次是资源

优势．苏州是著名的花园城市，其适宜的气候、优美的环境、优厚的待遇吸引了大量人口流入苏州，尤其是高技术人才，２０

１４年苏州就业人数６９３．４万人，是镇江就业人数的３．６倍，这为苏州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丰富的人力资源．再次是工业

发达．俗话说“无工不兴”，苏州市强大的工业发展能力为其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很大力量．２０１４年苏州工业生产总值高达

３０ ３９２．９亿元，是南京的２．３倍，是宿迁的９倍．最后是开放的理念．苏州毗邻国际大都市上海，深受国际化、开

放性的文化熏陶，与生俱来具有“走出去、引进来”的思想，在吸引外资、海外投资方面优势明显．但是作为高度发达城市，

苏州的第三产业占比略低．２０１４年苏州第三产业占比为４８．４３％，而南京为５６．４９％，其第三产业发展规模远低

于南京．未来，苏州应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由此才能继续引领江苏经济社会发展． 

（２）第二类是南京、无锡、徐州、南通、盐城，这一大类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２０１４年南京拥有高等院校

４４所，拥有普通高等院校专任教师４７ ７４９人，普高招生人数达１９５ ２４４人，其高等院校数量、教职工人数、招

生人数都以绝对优势占据全省第一，这为南京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持．另外南京的第三产业发展繁荣，２０１４年南京

市第三产业达到４ ９８３．０２亿元，占比高达５４．７６％，成为江苏省首个第三产业占比超过５０％的城市．无锡作为

老牌经济发达城市，继续受上海、苏州经济发展的辐射强势发展，领跑江苏经济．徐州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矿产资源丰

富，一直领跑苏北经济．但是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产业结构的改变，徐州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明显放缓．未来，徐州应

该充分发挥资源优势，重视人才、技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力吸引高素质人才，积极引进新技术、新工艺，走“人才兴市、

科技强市”的新型道路．南通靠近上海、苏州，是长三角一体化最大受益城市，且水运系统发达，是著名的港口城市，与日本



等国贸易往来密切，其闻名全国的纺织、建筑业为南通经济崛起贡献很大力量．盐城作为苏北城市，能够顺应国家经济发展趋

势，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目前盐城拥有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创新创业意识超前． 

（３）第三类包括常州、泰州、扬州、镇江、连云港、淮安、宿迁．作为老牌发达城市的常州近年来经济发展缓慢，优势

逐渐消失．其余６个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普遍不高，主要是因为地处苏中、苏北，交通不便，人才、技术、资金等欠缺，二、

三产业发展缓慢且缺乏支柱产业．尤其是泰州和宿迁，作为新兴独立的市，没有经济依托和支柱，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薄弱． 

４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了１３市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相关数据的平均值分析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通过因子分析，提炼出投入产出和

农业发展水平两个主因子．利用因子分析结果进行聚类分析，将１３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分为高度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和欠发

达地区３类，并分析每一类的经济社会特点，结果较为客观、可靠．对于高度发达地区，未来要积极利用人才、技术、资金优

势促进产业升级，扩大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同时为苏中、苏北等欠发达地区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帮助全省人民共同富裕，

全面达到小康水平． 

在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的同时要兼具环境保护，既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又要生态优美，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对于发达地区，未来要继续发挥本土优势，依托支柱产业，坚决做到“走出去、引进来”，在不断的

交流与融合中吸收成功经验，以促进自身不断发展．对于欠发达地区，要做到：①整合优势资源，打造支柱产业．扬州具有工

业基础，应发挥产业和环境优势，吸引更多汽车研发和生产人才，打造汽车支柱产业．②重视人才作用，积极吸纳高精尖技术

人才．苏中苏北发展的瓶颈之一就是缺乏人才，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能动作用，通过优惠、扶持等政策条件引导人才向苏中苏

北流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③实施技术强市战略，鼓励技术创新．积极将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

提高产业科技水平和信息化水平，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苏北地区以农业经济为主，普遍存在机械化程度低、种

养技术落后问题．未来要积极引进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将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生物工程技术应用到农业种养领域，

提高农业生产的质量和效率．④扩宽融资渠道，提高企业融资能力．资金是制约苏中苏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未来，

苏中苏北要积极健全融资体系，降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门槛，并引进外资，利用民间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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