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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河南省城市经济竞争力研究

李晓翼，张静璇

（湖南工业大学 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为研究河南省城市经济发展情况，以河南省 18 个地级市为样本，结合 2020 年《河南统计年鉴》

数据，通过选取经济评价指标，并运用因子分析法提取了经济活力和经济潜力为主要因子，对河南省城市经

济竞争力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城市经济差异化明显，郑州市断层第一，多数城市的经济综合

因子和经济活力因子低于平均值，尤其是经济活力因子，其平均值仅为 0.153。为探究城市经济不均衡原因，

用聚类分析法将河南省 18 个地级市划分为 6 类，发现前四类城市经济潜力因子得分较低，第五类城市经济

活力因子得分较低，第六类城市发展较为均衡但综合排名不高。针对不同类型城市存在的问题，建议分别从

大力推进强省会战略，分类管理、精准施策，加大宏观调控、刺激金融交易，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

4 个方面加以改善，以助推河南省经济竞争力快速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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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Urban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in
 Henan Province Based on Factor Analysis

LI Xiaoyi，ZHANG Jingxuan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 Hunan 412007，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study the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enan Province, with 1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Henan Province as research samples, combined with the data of Henan Statistical Yearbook in 2020, an evaluation 
has been made of the urban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of Henan Province by selecting economic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using factor analysis method to extract economic vitality and economic potential as the main facto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striking economic discrepancy between cities in Henan Province, with the fracture of Zhengzhou 
ranking first. For the majority of cities, the comprehensive economic factors and economic vitality factors are lower 
than the average value, especially the second factor, with an average value of only 0.153. In view of an exploration of 
the causes of urban economic imbalance, the 18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Henan Province are divided into 6 categories 
by adopting the cluster analysis method. It is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potential factor of the first four categories, as 
well as the economic vitality factor of the fifth category, is low in their scores, while the score of the sixth category 
is relatively balanced, but not with a high comprehensive ranking. For a solution to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different 
cities, it is suggested to improve them from four aspects: vigorously promoting the strategy of strengthening provi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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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s, classified management, precise implementation of policies, strengthening macro-control, stimulating financial 
transactions, adjus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hanging the development mode, so as to boost a rapid improvement in 
the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of Henan Province.

Keywords：urban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factor analysis；cluster analysis；economic vitality；Henan 
Province

0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发展状态

越来越受到民众的关注。城市竞争力可以有效衡量城

市综合实力，主要包括经济、资源、制度、基础设施

等方面 [1-3]。经济竞争力是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代表一个地区国民经济在国内外竞争中的实力

强弱，具体体现在经济总量、经济发展速度、结构、

规模和质量等方面 [4]。研究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影响因

素以及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竞争力差距，可以为城市

发展提供合理的建议。

目前，城市经济竞争力已经成为国内外学者的

研究热点之一。国外关于城市经济竞争力的研究始

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主要围绕评价模型与评价视角展

开。关于评价模型方面，如 W. J. Steinle[5] 以企业规模、

研究密集度、创新能力和出口额为解释变量，构建了

城市经济竞争力的评价模型；而 I. Begg[6] 则以各种

环境因素为底层、就业与劳动生产率为中间层、居民

生活质量为最上层，建立了迷宫机制模型；S. Singhal
等 [7] 为了对英国城市经济竞争力进行评价，运用了

分层模型；P. K. Kresl 等 [8] 将显示性框架与解释性框

架结合，提出了一种新型城市评价模型。关于不同视

角下的城市经济研究方面，如 S. Puissant 等 [9] 从城市

高技术工作增长率的角度，对法国城市经济竞争力水

平进行了研究；R. Huggins 等 [10] 从企业的角度进行

分析，将商业密度、科技企业比例和经济参与率纳入

城市经济评价体系中。

国内关于城市经济竞争力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

但现已从产业结构、资源、技术水平等方面展开了深

入研究。如张亚丽 [11]、王俊松 [12]、赵春燕 [13]、张明

斗等 [14] 从产业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产业结构一体化、

产业类型的多样化与专业化可以促进城市经济增长，

但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和过度服务化倾向会抑制其

对城市经济的正向作用。龚维进 [15]、陈乐 [16]、胡美

娟 [17]、姜明栋等 [18] 从资源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

劳动力资源主要通过知识聚集和低廉的人力资本促

进城市经济的增长。当人均 GDP 达到一定水平后，

生态环境质量可以显著提升城市经济的发展效率。

许士道 [19]、孙学涛 [20] 等从技术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发现创业活力和创新能力对经济发展效率均具有促

进作用，但是需要城市创业活力水平较高时才显著。

技术进步通过推动城市经济的结构转型，进而提升城

市经济竞争力。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知，目前国外关于城市经济竞

争力方面的研究主要通过不同评价模型与评价视角

展开，国内则是从产业结构、资源、技术水平等方面

进行分析，但是针对具体省份内城市经济竞争力的研

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拟以河南省 18 个地级市为

研究对象，运用因子分析法，对河南省城市经济竞

争力进行评价，以直观展现各城市经济的薄弱之处，

为河南省城市经济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1 研究设计

1.1 数据来源

为评价河南省城市经济竞争力，本文以河南省

18 个地级市，即郑州市、开封市、洛阳市、平顶山市、

焦作市、鹤壁市、新乡市、安阳市、濮阳市、许昌市、

漯河市、三门峡市、南阳市、商丘市、信阳市、周口市、

驻马店市和济源市为研究对象，并以 2020 年《河南

统计年鉴》中共 216 个数据为数据样本，运用 SPSS 
26.0 对其进行处理与计算。

1.2 指标选取

城市经济竞争力代表一个城市能够创造价值的能

力，已有研究中主要从城市生产能力、生活质量、经

济规模、经济发展质量、经济消费能力等方面进行评

价 [21]。根据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全民性、系统性等

原则，本研究在城市生产能力方面选取了生产总值

（x1）指标；在生活质量方面选取了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x2）、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x3）、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x4）3 个指标；在经济规模方面选取了

金融机构贷款年底余额（x5）、证券交易额（x6）2 个

指标；在经济发展质量方面选取了就业人员数（x7）、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x8）2 个指标；在经济消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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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选取了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x9）、外商在豫

直接投资金额（x10）、商品房屋消费额（x11）3 个指

标，选择的指标及其具体含义如表 1 所示。

1.3 研究方法

由于影响城市经济竞争力的因素较多，难以逐一

进行分析，因此本研究选择因子分析法对城市经济竞

争力进行评价。因子分析法可将密切相关的几个变量

归在同一类中，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始数据的大

部分信息。在代入数据前，为了避免量纲不一致对公

共因子得分造成影响，对初步评价指标数据进行了

归一化处理，将原始数据变为 (0, 1) 之间的小数，以

使各指标处于同一数量级，适合进行综合对比评价，

再将处理后的数据代入 SPSS 26.0 进行因子分析。具

体的归一化公式如下：

              。                  （1）    
式中：mi 为最小值；Mi 为最大值；xi 为原始数据；

Xi 为归一化后的值。

1.3.1 数据检验 
为辨别数据是否符合因子分析要求，需对变量之

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进行比较，即进行

KMO（Kaiser-Meyer-Olkin）和巴特利特检验。KMO
检验值越接近 1，效果越好，一般当检验值大于 0.5

时即通过检验。本研究中数据检验值取 0.76（大于

0.5）；巴特利特检验显著性取值 0.000（小于 0.05），

两个检验结果均符合要求时即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1.3.2 因子提取与得分

根据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 80% 的原则，本文共

提取了两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88.684%，两

个因子各包含 65.308%, 23.376% 的原始信息。如表 2
所示，因子 F1 在金融机构贷款年底余额、证券交易

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外商在豫直接投资金额、商

品房屋消费额等指标上载荷较高，故命名为经济活力

因子；因子 F2 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就业人员数等

指标上载荷较高，故命名为经济潜力因子。为进一步

计算各因子得分，根据因子得分系数得出计算公式，

两因子计算式具体如下：

     
（2） 

   
（3）

根据方差贡献率得出的综合因子 Fmix 得分的计算

公式如下：

　Fmix=(65.308×F1+23.376×F2)÷88.684。   （4）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2.1 因子分析

将经过归一化处理后的数据代入式（2）~（4），

得到经济活力因子 F1 得分、经济潜力因子 F2 得分以

及综合因子 Fmix 得分，并根据 Fmix 的大小进行排名，

具体结果见表 3。

表 1 指标选取与释义

Table 1 Index selection with its interpretation

一级

指标

生产

能力

生活

质量

经济

规模

经济

发展

质量

经济

消费

能力

二级指标

生产总值 / 亿元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上年 100）
居民家庭人均可支

配收入 / 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 / 亿元

金融机构贷款年底

余额 / 亿元

证券交易额 / 亿元

就业人员数 / 万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
亿元

城镇居民家庭消费

支出 / 元

外商在豫直接投资

金额 / 万美元

商品房屋消费额 /
亿元

变量

符号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二级指标含义

一年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

务价值

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的百

分比

居民人均可用于消费支出和储蓄

的总和

企业通过交易售给个人、社会集

团，非生产经营用的实物商品金

额，以及提供餐饮服务取得的收

入金额

年末金融机构的人民币各项贷款

余额

1 a 内的证券交易量或交易规模

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一定劳

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人员总数

地方财政上交完中央、省级财政

后所留成的部分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用于生活消费的全

部支出，包含商品支出与非商品

支出

外国企业、经济组织或个人在河

南省各地级市的直接投资

1 a 内在商品房屋上的消费金额 表 2 旋转后的因子成分载荷与得分系数值

Table 2 Factor component load and score 
coefficient values after rotation

指 标

生产总值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金融机构贷款年底余额

证券交易额

就业人员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外商在豫直接投资金额

商品房屋消费额

F1

0.857
0.044
0.879
0.816
0.927
0.944
0.141
0.930
0.761
0.925
0.969

F2

0.503
0.784

-0.319
0.553
0.332
0.296
0.902
0.348

-0.360
0.162
0.083

F1

0.087
-0.074

0.176
0.076
0.116
0.123

-0.070
0.115
0.161
0.134
0.149

F2

0.140
0.352

-0.236
0.167
0.055
0.037
0.395
0.062

-0.242
-0.022
-0.062

因子得分系数旋转后的因子成分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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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综合得分看，郑州市得分为 0.893，排名第一，

其约为第二名洛阳市得分的 2.5 倍，优势显著，南阳

市排名第三，其后各市得分依次降低，但得分差距逐

渐减少。

从单因子得分来看，在经济活力因子 F1 中，排

名靠前的为郑州市、洛阳市、济源市。郑州市与洛阳

市综合实力较强，多项指标处于省内前列，因此经济

活力因子得分较高。济源市虽然综合排名最后，但在

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消费支出、商品房屋销售额排

名前三，因此在因子 F1 上排名较靠前。在经济潜力

因子 F2 中，排名靠前的为周口市、商丘市、南阳市。

周口市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就业人员数上排名前

二，商丘市在就业人员数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排名

较为靠前，南阳市在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就业人员数上排名前三，这几项指标在因子 F2 上载

荷较大，因此排名较靠前。

从平均得分情况来看，综合因子 Fmix 得分的平

均值为 0.204，仅有 3 个城市超出平均水平，可见目

前河南省各地级市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排名靠前的城

市综合得分断层明显。经济活力因子 F1 平均得分仅

为 0.153，只有 4 个城市超过平均水平，其中郑州市

得分 1.006，可见省内经济资源分布不均，大多集中

在郑州市，其余城市经济活跃度较低，特别是商丘市

与周口市，其得分出现负值。经济潜力因子 F2 平均

得分为 0.346，有 9 个城市超过平均得分，得分情况

相对较好，除济源市为负值外，其它城市居民消费价

格指数与就业人员数没有出现断层式差距。

2.2 聚类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各城市发展不足之处，对因子分析

结果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共将河南省 18 个地级市划

分为 6 类，具体如图 1 所示。

第一类为郑州市，属于所有因子得分均较高的类

别。其综合因子 Fmix 得分和经济活力因子 F1 得分均

排名第一，而经济潜力因子 F2 得分排名第四。从原

始指标看，在影响因子 F2 得分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就业人员数两个方面排名稍微靠后，还有一定的提升

空间。

第二类为济源市，属于综合因子得分低的两级分

化类。其因子 F1 得分排名第三，但因子 F2 得分、综

合因子 Fmix 得分均靠后。表明济源市经济发展两极化

现象严重。从原始指标看，其在人均可支配收入、居

民家庭消费支出、商品房屋销售上得分均排名前三，

但其余指标得分均为省内倒数第一，各指标间的差

距悬殊。该城市目前应重点关注内部生产能力提升，

激发经济活力，促进全面协调发展。

第三类为洛阳市，属于综合因子得分较高的两级

分化类。其在经济活力因子 F1 得分、综合因子 Fmix

得分上均排名第二，但经济潜力因子 F2 得分仅排名

第 12 位。这是由该城市居民消费能力较弱、就业人

员数量不高导致的，在未来应多注重人才引进，并给

予适当优惠政策以刺激消费。

第四类为三门峡市、开封市、焦作市、鹤壁市、

漯河市，属于综合因子得分较差的两级分化类。这类

城市综合因子得分均不高，因子 F1 得分处于中间偏

上水平，但因子 F2 得分排名靠后。这一结果表明这

图 1 城市经济发展竞争力聚类分析结果

Fig. 1 Cluster analysis results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etitiveness

表 3 河南省各地级市经济评价排名表

Table 3 Economic evaluation ranking list of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Henan Province

城市

郑州市

洛阳市

南阳市

焦作市

新乡市

许昌市

周口市

驻马店市

开封市

安阳市

商丘市

漯河市

平顶山市

信阳市

三门峡市

濮阳市

鹤壁市

济源市

得分

1.006 
0.392 
0.097 
0.207 
0.093 
0.133 

-0.058
0.012
0.120
0.039

-0.027
0.150
0.049 
0.002 
0.148 
0.045 
0.087
0.254

排名

  1
  2
  9
  4
10
  7
18
15
  8
14
17
  5
12
16
  6
13
11
  3

得分

0.577 
0.278 
0.606 
0.177 
0.455 
0.334 
0.778
0.531
0.228
0.452
0.625
0.130
0.406 
0.505 
0.034 
0.307 
0.132

-0.333

排名

  4
12
  3
14
  7
10
  1
  5
13
  8
  2
16
  9
  6
17
11
15
18

得分

0.893 
0.362 
0.231 
0.199 
0.189 
0.186 
0.163
0.149
0.148
0.148
0.145
0.145
0.143 
0.135 
0.118 
0.114 
0.099
0.099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F1 F2 Fm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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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城市经济竞争力较弱，尤其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金融机构贷款年底余额、就业人员数上表现较差。

第五类为周口市、商丘市、南阳市，属于综合

因子得分适中的两级分化类。此类城市综合因子 Fmix

得分处于中间水平，因子 F2 得分排名靠前（前三名），

但因子 F1 得分表现较差，其中周口市、商丘市的经

济活力因子 F1 得分均为负值。这主要是由于此类城

市在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家庭消费支出、

外商在豫投资金额、商品房屋销费额上发展靠后。 
第六类为濮阳市、许昌市、新乡市、平顶山市、

安阳市、信阳市、驻马店市，属于综合因子得分适中

的均衡发展类，各因子得分无悬殊差距。此类城市在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证券交易额、就业人员数上得分

排名较为相近，经济发展情况相对均衡。

3 结论与建议 
经过上述分析，可得出如下结论：

1）河南省各地级城市综合经济实力差距明显，

省会郑州市综合得分稳居第一，优势明显，经济竞争

力远高于省内其他地级城市，其中排名最后的济源市

综合得分仅为郑州市的 1/9。
2）大多数地级城市经济发展不均衡，尤其是经

济活力因子得分较低，其平均值仅为 0.153，主要表

现在普遍存在金融交易不活跃、外商投资吸引力不强

等问题。

3）全省大部分地级城市经济潜力因子得分好于

经济活力因子，其平均值为 0.346，但仍有少数地级

市在就业与消费方面有所欠缺。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结果和全省产业结构布局以

及各地级城市的不同特点，对河南省不同地域及类别

城市的经济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大力推进强省会战略。发挥省会城市政治、

经济、文化以及人才聚集的优势，通过其向其它城市

的辐射、示范和引领，促进其它城市的发展，从而实

现全省经济的协同发展。

2）分类管理，精准施策。针对经济潜力因子得

分排名较后的前四类城市，注重物价的稳定，保持居

民持续稳定的收入，不断增强消费预期和能力；此外，

应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注重高端人才的培养与引进，

健全人才选拔与培养机制，打造高层次、高技能、高

效率的专业人才团队，带动就业的稳增长。对于经济

实力较弱的第二类与第四类城市，则需要政府给予外

部支持，如通过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定向输入专业

人才等，以挖掘经济潜能，提升城市总体经济水平。

3）加大宏观调控，刺激金融交易。针对经济活

力因子得分靠后的第五类城市，应增加居民收入，引

领社会及居民闲置资金用于金融消费；另外，大力实

施普惠金融工程，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使金融交

易活跃起来，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吸引外商投资。

4）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针对经济发

展较为均衡但综合排名不靠前的第六类城市，应根据

本地区和城市的实际，着眼于长远发展，调整产业发

展结构，做强做大传统优势产业，培养发展新兴产业，

以产业项目吸引外部投资，从而实现传统产业与新兴

产业的更新换代，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全面增强城市

经济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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