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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因子分析方法下的湖南省 

城市竞争力比较分析 

张璟珩
1
 

（吉首大学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湖南 张家界 427000） 

【摘 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的兴起，国家竞争力的强弱与其城市竞争力关系越来越密切。基于

2019年湖南统计年鉴的数据，选取 10个指标组成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湖南省 14个州

市进行城市竞争力评估，并提出了相关城市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因子分析 湖南省 城市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299.2【文献标识码】A 

提高城市竞争力是 21世纪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推进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小康社会建设步伐的一个崭新课题，城市

竞争力的评价有利于直观的感受城市发展水平。国内学者对如何评价城市竞争力的研究较多，有学者认为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城

市能创造财富大小的能力，并且这个城市所创造的财富能推动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或是将城市竞争力定义为经济、社会、

文化、制度等多因素影响下，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有学者认为城市竞争力最终目的是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一般认

为，城市竞争力是指某个城市相对其他城市而言，它所具备的特有优势与潜力，这种特有的优势与潜力有利于城市经济、社会、

文化等的发展，也有利于居民的幸福感提升。 

湖南省是我国中部地区大省，全省 14个市州，城市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城市自身和周边地区(尤其是小城镇)的进步，并且

具有较强集聚、辐射和带动作用。我们从微观角度对湖南各市州竞争力进行了研究，认为各城市正确认识其自身处境，了解竞

争对手，分析合作伙伴的优劣势，并制定出正确的竞争与区域合作战略，实现城市间有序的竞争，对提高区域经济具有重要意

义。希望此研究能为政府部门的宏观决策及目标管理提供理论参考。 

1 研究区域、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域 

湖南省，位于洞庭湖之南，故称湖南，又因湘江贯穿全境，也简称“湘”，它位于中国南方中部，面积约 21万平方千米，

省会长沙市，下辖 14个地级行政区。湖南省北靠长江，与湖北省隔江相望，通江达海，属长江上中游综合经济区；南临广东、

广西；东接江西，西连重庆、贵州，处在我国沿海开放带和长江流域开放区之间，地理位置优越。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 6918.38

万人，GDP为 39752.12亿元，同比增长 7.6%，耕地面积 414.88万 hm2，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 3.1%，林地面积 1221.03万 hm2，

约占全国林地总面积的 4.8%，省内土地资源丰富，为发展农业、林地等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水资源总量在国内排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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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但在空间上分布不均，对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有一定的局限因素。 

1.2研究方法 

我们以湖南省 14 个市州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因子分析确定主成分及各因子权重，计算湖南省 14 个市州的城市竞争力，并

对其进行排名。 

1.3数据来源 

各项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20年湖南省统计年鉴》和各市州 2019年国民经济与社会统计公报。 

2 湖南省各市州城市竞争力综合评价 

2.1指标体系构建 

城市竞争力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表现也是多方面的。指标选取时要遵循科学性、功能性、可操作性以及可比性原则。遵

循以上原则选择以下 10 个指标作为城市综合竞争力测度的指标体系，以 2018 年为时间节点，动态分析各城市在竞争力方面的

变化，对各城市竞争力的变化进行了横向比较。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由 10 个因素构成：X1为各地年末常住人口；X2为从业

人口年末人数；X3为各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X4为各地生产总值；X5为各地工业总产值；X6为各地财政收入；X7为各地财政支出；

X8为各地固定资产投资额；X9为各地卫生机构数；X10为高等学校数。 

以地级市为地域研究单元进行采集数据，为了避免量纲和数量级的影响，必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即将它们都转化成

无量纲数据，公式为： 

 

其中 Yi为指标标准化值， 为指标初始值， 为指标初始平均值，S为指标初始标准差值，n为样本数。 

在设定城市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基础上，我们采用因子分析建立总体城市竞争力计量模型，据此计算各城市的城市竞争力

得分，以评价各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优劣。在基本指标进行标准化后，对各因素层所包含的基本指标进行因子分析。 

2.2湖南省各市州城市竞争力分析 

为验证数据样本适合做因子分析，我们对数据进行 KOM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得出 KMO 值为 0.788，P 值为 0，结果显示使

用因子分析是合适的。 

将相关指标数据依次导入 SPSS软件中，获取主因子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在 2019年数据中，第一个因子占 84.970%，第二个

因子占 11.873%，第三个因子 1.350%，合计占比 98.193%，大于 80%，表明这三个因子可以包含各个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且第

一个主成分因子占比权重较大，为重要的影响因子。但根据表 1 可知，第一个因子特征值最高，第二个因子特征值对原有变量

解释的贡献同样大于 1，但从第三个因子开始，因子特征值小于 1，我们主要提取两个因子对湖南省 14 个市州的城市竞争力进

行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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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年末人数、生产总值、财政支出以及固定资产投资额等对第一个主成分因子影响较大，由此可知，第一个主成分

因子主要反映了区域经济状况，可以认为 F1为经济发展因子。 

年末常住人口、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以及卫生机构数等对第二个主成分因子影响较大，这使得第二个主成分因子主要反映了

社会发展状况，可以认为 F2为社会发展因子。 

表 1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成分 

F1 F2 

年末常住人口 X1 0.093 0.467 

从业人员年末人数 X2 0.117 -0.054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X3 0.067 0.667 

生产总值 X4 0.116 -0.107 

工业总产值 X5 0.115 -0.155 

财政收入 X6 0.114 -0.208 

财政支出 X7 0.116 0.033 

固定资产投资额 X8 0.115 -0.085 

卫生机构数 X9 0.112 0.081 

高等学校数 X10 0.109 -0.287 

 

随后，利用回归法得到了成分得分系数矩阵(表 3)，由此可以得出单因子的回归方程为： 

 

最终得到湖南省 14个市州城市竞争力的回归方程为： 

 

2.3湖南省各市州城市竞争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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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2019年湖南省各市州数据代入回归方程中，得出各城市的主因子得分及综合得分，并将其排序，计算结果见表 2。 

表 2湖南省 14个市州城市竞争力排名 

城市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总排名 

长沙 1 1 5 1 1 1 1 1 1 1 1 

株洲 11 5 10 5 4 2 8 5 8 3 6 

湘潭 12 8 12 7 6 7 12 7 11 2 10 

衡阳 3 2 2 4 7 4 5 4 9 4 3 

邵阳 2 6 6 9 9 9 2 9 5 8 5 

岳阳 5 4 4 2 2 5 4 3 3 6 4 

常德 4 3 1 3 3 3 3 6 2 5 2 

张家界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益阳 9 12 7 10 11 11 10 10 10 6 11 

郴州 8 7 8 6 5 6 9 2 4 8 7 

永州 7 9 3 8 10 8 7 8 7 8 8 

怀化 6 11 9 12 12 10 6 12 6 8 9 

娄底 10 10 11 11 8 12 13 11 13 8 12 

湘西 13 13 13 13 13 13 11 13 12 13 13 

 

长沙作为湖南省省会城市，城市竞争力领跑湖南省其他 13个市州，以湖湘文化著称的长沙市如今也是中国影视行业、出版

行业的重要基地，同时本土品牌“茶颜悦色”“文和友”及“黑色经典”等更是异军突起，吸引众多游客来长旅游，经济总量

不断攀升。同时，长沙作为“网红城市”，也是目前的一线城市，平稳的房价、优良的生活氛围让不少人才纷纷落户，长沙的

网络信息建设迅猛发展，多项指标排名第一。但第一产业发展较差，排名第五。 

常德市在 14个市州中城市竞争力排名第二，它位于泛珠江三角洲和泛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区域结合位置，是东部沿海发达

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黄金地段。常德一贯注重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市委市政府提出和推进了“开放强市、产业立

市”的战略，高度重视实体经济、重视产业发展，力争将常德建设成为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紧紧围绕扩大内需战略重点，实

施消费升级行动计划，增加消费有效供给，提高城乡消费质量和能力，加快释放商品和服务消费潜力。但固定投资额及高等学

校数指标排名中游，反映出常德市市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还有上升空间，同时在教育方面也需加大力度。 

衡阳市着力建设湖南省省域副中心城市、湘南地区的中心城市，始终聚焦产业发展，政府实施“人才新政”政策，吸引和

支持衡阳籍在外企业家、科技人员、创业能手返乡创业、二次创业，让衡阳市发展迅猛，在湖南省内城市竞争力排名第三。第

二产业方面，整体发展速度较慢，工业总产值指标在省内排名第七。而卫生机构对于衡阳市目前发展来说远远不够，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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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九。 

岳阳市拥有长江八大天然良港之一的城陵矶港，是全国唯一拥有 6 个国家级开放平台的地级市。是全国商品粮、棉、油生

产基地，国家牲猪、水产品养殖基地，同时也是一座新型工业城市，各项指标表现平稳，处于中游水平，整体城市竞争力排名

第四。 

邵阳市的邵东、隆回、洞口近几年以工业为主，旅游业、农业为辅，作为人口大县，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明显，综合邵阳

地区高速公路、国道的交通资源优势，发展迅猛。武冈、绥宁、新宁、城步等县旅游业、有机农业、有机农产品、民族文化食

品产业和三产业不断发展。但邵阳市目前工业化率低，工业实力仍有待加强，科研创新水平较低，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固

定投资额及高等学校数等指标均位于第九名，总排名第五。 

株洲市常住人口少，劳动人不足，第一产业发展较弱，相关指标排名靠后。但是株洲市茶陵县煤炭资源丰富，钽铌矿储量

在亚洲全境排名第二，地理位置优越，依托“长株潭”城市经济圈，整体城市竞争力排名第六。 

郴州市地处珠三角门户，但工业发展情况不尽人意，没有很好地利用其地理位置优势发展第二产业，整体发展不温不火，

城市竞争力排名第七。 

永州市 2019年湖南农副产品集中验放场(道县)被列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中心之一，并已经正式运行，全年出口

蔬菜占全省蔬菜出口总量的 95.5%，农林牧渔业等相关指标排名全省第三，但工业发展速度慢，相关指标排名全省第八，城市竞

争力综合排名第八。 

怀化市是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武陵山经济协作区中心城市，2019 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95.29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 475.31亿元，财务自生能力弱，严重依靠上级财务转移支付或负债。但目前怀化市一、二、三产业发展速度较快，结合目

前国家政策，发展大湘西旅游，易吸引人才入驻，城市竞争力综合排名第九。 

湘潭市是建国初期国家重点建设的 23个工业城市之一，域内布局有湘钢、湘电、江麓、江南等一批大型国有企业，工业体

系完备，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域面积小，人口较少，第一产业发展弱，且卫生机构少，城市竞争力综合排名第十。 

益阳市区位优势大，离省会长沙近，交通方便，农业资源也较为丰富，安化的黑茶、南县的小吃等都有较高的知名度，且

有不少被定为国家级的商品粮基地、商品棉基地等，但工业不发达，经济总量差，城市竞争力综合排名第十一。 

娄底市是湖南省最年轻的地级市，是环“长株潭”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湘中明珠”。娄底在整个湖南省相比

较而言，市域面积较小，人口偏少，各区县经济主体较为分散，但娄底是湖南省最重要的钢铁产地，也是湖南省乃至全国的重

要新能源原材料产业基地，冷水江市更是誉为“世界锑都”。但是目前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不明显，整体城市竞争力综合

排名第十二。 

湘西自治州 2018 年获得“国家森林城市”荣誉称号，旅游资源丰富，全州共有旅游等级景区(点)35 个，其中 4A 级以上景

区(点)12个，2019年全年共接待国内游客 5723.3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526亿元。整体城市竞争力综合排名第十三。 

张家界市因旅游建市，因旅游兴市，2019 年旅游收入超 900 亿，是中国重要的旅游城市之一。因地理位置、资源优势等原

因，张家界无法很好地发展第一、二产业，经济体量小，城市竞争力综合排名第十四。 

3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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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利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湖南省 14个城市的竞争力进行了分析，从整体情况来看，湖南省城市竞争力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各个城市应主动加强与其他城市的联系，积极开展合作，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把握机遇，塑造中部城市优势产业链，吸

引更多的人才来湘工作，提高城市竞争力，具体建议如下。 

3.1打造湖湘文化，深化文化内涵 

湖南的“湖湘文化”影响深远，湖南各个城市应依附湖南本土品牌，打造湖南文创，以湖南卫视作为媒介，让长沙市的马

栏山成为全国性的视频综艺文化创意创业园，而不仅仅局限在湖南省，围绕内容挖掘更深厚的“湖湘文化”，组织活动，举办

比赛，让更多优秀的视频创作者或者文化创作者加入到其中。动漫是湖南的优势产业，但近两年来发展滞后，湖南应利用与湖

南大学、中南大学的人才资源，继续加强对动漫游戏的投入，支持校企合作交流，促进湖南动漫游戏产业发展。 

3.2有序开采矿产，促进集约发展 

湖南省矿产资源丰富，金属品种齐全，是著名的“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矿之乡”，凭借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湖南

成为全国重要的有色金属生产加工基地。但省内目前有大大小小 3000余个采矿机构，规模较为分散，且精品少，行业效益不佳，

对环境污染严重。所以针对已有的采矿机构，应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将采矿机构集中向产业园集聚，加大科研力度，提高石材

精度、纯度等，建议小型企业合并，打造大型品牌，提升知名度。 

3.3培育旅游新产品，加强推广营销 

湖南旅游业整体可分为两大板块，一块是以自然风光为主，崀山、天门市、衡山、芙蓉古寨及武陵源等；一块以历史观光

为主，韶山、曾国藩故居、岳阳楼、岳麓山等。结合现有旅游资源，通过“旅游+”的方式，利用自然风光板块开发培育“康养

旅游”“研学旅游”等生态旅游产品，利用历史观光板块可开发休闲运动、演出等旅游产品，政府要积极协调营销资源，扩大

湖南旅游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 

3.4开发工程新产品，维持龙头地位 

湖南省省会长沙也被称为“工程机械之都”，它汇聚了三一集团、中联重科、山河智能、铁建重工、星邦重工等世界工程

机械知名企业，拥有中国最完整的工程机械产业链条。湖南应注意加快突破关键技术，提升核心部件的制造技术，促进产业链

协调发展，始终跟紧时代潮流，推动产品向自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不断拓宽市场，保证在国内市场的龙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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