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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城市之间发展的差异越来越明显。以长三角地区２６个城市为

研究对象，选取１３个指标构建经济活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因子分析法对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并探寻影响经济活力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的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

差异性和非均衡性，经济活力受城市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水平等的影响。从调整优化产业

结构、增强投资力度、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扩大对外开放程度、联动协同发展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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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区域一体化与
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不可或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作为我国区域一体化合作的典范，也随着长三角内
部城市群的不断完善而逐渐深化。２０１９年５月，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要求
长三角城市群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
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

长三角地区面积仅占我国国土面积的２．２％，
却集中了我国１／４的经济总量和１／４以上的工业
增加值。２０１９年长三角地区ＧＤＰ合计２３．７万亿
元，约占全国ＧＤＰ的２４％。但长三角各城市之间
发展极不均衡：２０１９年上海ＧＤＰ达３８　１５５亿元，
苏州ＧＤＰ达１９　２３５亿元，杭州ＧＤＰ达１５　３７３亿
元，南京 ＧＤＰ达１４　０３０．１５亿元，合肥 ＧＤＰ达

９　５０８．４５亿元，形成明显对比的是安徽的铜陵和
池州，ＧＤＰ仅为９６０亿元和８３１亿元。

城市经济活力是指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能力
和潜力。目前我国城市正处于快速成长期，经济活
力主要表现在经济成长的能力、引进资本和吸引高
素质劳动力的能力等方面。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
最具活力、创新水平和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对
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活力进行研究可以为其他地区

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本文选取１３个指标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长三角地区
各城市的经济活力进行比较，探寻影响城市经济活
力的主要因素并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以期促进长
三角地区城市综合实力的提升。

一、研究综述

关于经济活力影响因子的研究，李会等认为，社
会保障与生产和社会产出效益对经济活力的影响较
大，其中，就业率是首要影响因子［１］；邱礼阳等通过
对人口变化趋势和企业变化活力的分析发现，企业
发展和社会保障是影响区域经济活力的主要因
素［２］；李心雨等认为，文化与教育、在岗人数、人才资
源把控这三个因素对ＧＤＰ有较大影响［３］；丁国栋构
建了由５个一级指标和１２个二级指标组成的评价
指标体系来评价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发现，五
大发展理念中创新和共享两大理念下的指标权重占
比较大，聚类情况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江浙沪地区
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明显好于安徽地区［４］；夏雪
莉等通过构建模型研究科技水平、对外开放水平、收
入水平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差异化的影响，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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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水平影响程度最大，三个因素均为正影响［５］。
关于经济活力研究方法，胡萍利用 ＧＩＳ技术

研究了１９９５—２００５年长三角地区经济差异的空间
格局及变动情况，并着重使用ＥＤＳＡ（数据探索分
析）技术对长三角各城市经济增长的空间集聚现
象、空间自相关性及空间变化进行了探究［６］；孟德
友等采用熵权ＴＯＰＳＩＳ评价法、马尔可夫链法、空
间自相关法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格局发展演变进
行研究，认为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增
强，区域差异不断缓解，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较为
显著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和空间自相关性［７］；矫卫红
通过构建地理加权空间经济计量模型证实，长三角
地区的金融发展总体呈现空间相关性和差异性，长
三角地区的经济状态与区域经济增长有明显的空
间依赖性［８］；敬莉等综合应用经济重心法、泰尔指
数及ＥＳＤＡ等方法研究发现，长三角地区经济发
展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始终存在，且呈现“核心边缘”
的特征［９］；胡联等通过熵权—层次分析法研究东部
地区经济活力，结果显示东部地区“两极化”明
显［１０］；郑琳、俞佳立等利用因子分析法对长三角地
区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相关研究［１１　１２］。

综上所述，目前有关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研
究多集中在空间相关性、影响经济发展格局的因素
等方面，多利用计量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结合实证
分析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状况，以定性描述与分析为
主。本研究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收
集各城市数据并结合因子分析方法，分析长三角地
区各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以此作为提出具有科学
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的依据。

二、长三角地区经济活力评价指标体
系的构建

（一）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１．科学性和代表性。其一，在进行指标设计时
必须遵循科学性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评价结果
的合理性。因此，在进行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活力
评价指标的选取时，必须以科学性为前提，这样才
能使研究结果更加真实、有效，才能更好地反映各
因素对经济活力的影响程度。其二，随着经济社会
的不断发展，统计数据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数据资
料浩如烟海，且可用来评价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
标越来越多，因此要结合长三角地区实际情况选择

具有代表性的指标。

２．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由于当前长三角地区各
地的统计年鉴目录不尽相同，使用的指标名称也略
有差异，可能会影响数据的收集与分析，因此在选取
指标时应选择含义明确的指标，同时数据的计算口
径、选取时间要相同，否则，评价将失去意义。选取
的指标要易于获取，具有可操作性，当个别指标缺失
时，可根据相邻年份的数据使用数理方法进行推导。

３．相关性和灵活性。由于经济活力是一个较
为抽象的概念且很难直接呈现，并且社会各方面均
存在影响该地区经济活力的因素，因此在选取指标
时要判断其是否与经济活力有明显关联。在查阅
文献时可以看到，学者们在研究经济活力时所构建
的指标体系大同小异，因此要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
况并遵循指标体系构建原则灵活地选取指标。
（二）评价对象

根据《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选择本次
的评价对象，共计２６个城市①，包括上海，江苏省
的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
泰州９个城市，浙江省的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
兴、金华、舟山、台州８个城市，安徽省的合肥、芜
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８个城市。
（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陆晓丽等在研究中确立了由经济成长性、对资
本和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就业及居民生活质量、创新
能力四大类共２７个指标构成的指标体系［１３］；金延
杰选取经济总量及其增长、居民收入、财政与社会保
障、外贸与外资、技术水平等７个方面的指标对中国
城市经济进行相关评价［１４］。为了更好地对城市经
济活力进行分析，本文借鉴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依
据各指标与经济活力的相关程度，选取经济实力、人
民生活水平、产业结构、开放程度、科技水平５个一
级指标和ＧＤＰ、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比重、进出口总额、专利授权量等１３个二级指
标构建指标体系（表１）。

三、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中，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的数据来自

３２

①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温州才被列入长三角一体化中心区城市，
本文实际使用数据是２０１８年和２０１９年数据，故评价对
象不包括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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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经济活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符号
经济实力 ＧＤＰ／亿元 Ｘ１

人均ＧＤＰ／元 Ｘ２
财政收入／亿元 Ｘ３

人民生
活水平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Ｘ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Ｘ５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Ｘ６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Ｘ７

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重／％ Ｘ８
第三产业占ＧＤＰ比重／％ Ｘ９
第三产业增加值／亿元 Ｘ１０

开放程度 进出口总额／亿元 Ｘ１１
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 Ｘ１２

科技水平 专利授权量／项 Ｘ１３

《上海统计年鉴２０２０》《江苏统计年鉴２０２０》《浙江
统计年鉴２０２０》，安徽省８个城市的数据来自各城
市“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保证
了数据的统一性、可比性和真实性。
（二）数据处理与分析

１．ＫＭＯ与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ＫＭＯ统计量
是用于比较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
指标，表３显示ＫＭＯ抽样适度检验值为０．７２８（大
于０．５），满足因子分析的条件；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
的Ｓｉｇ．为０（小于０．０５），否决了零假设，表示变量
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可以使用因子分析法。

２．变量共同度。表４反映了每个变量共同度
的结果，变量之间提取的公因子方差越大，表明被

表２　２０１９年各城市经济指标原始数据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６ Ｘ７ Ｘ８ Ｘ９ Ｘ１０ Ｘ１１ Ｘ１２ Ｘ１３
上海 ３８　１５５．３２　１５７　２７９　７　１６５．１０　６９　４４２　７３　６１５　３３　１９５　１３　４９７．２０　２７．０　７２．７　２７　７５２．２８　３４　０４６．８２　８２４　３５１　１００　６００
南京 １４　０３０．１５　１６５　６８１　２　８１８．１３　５７　６３０　６４　３７２　２７　６３６　 ７　１３６．３２　３５．９　６２．０　８　７０１．４８　４　８２８．１５　 ９４　２０４　５５　００４
无锡 １１　８５２．３２　１８０　０４４　１　１１４．４５　５４　８４７　６１　９１５　３３　５７４　 ３　０２４．３４　４７．５　５１．５　６　１０１．９３　６　３６６．６０　 ５１　８６３　３８　３３５
常州 ７　４００．８６　１５６　３９０　１　６８４．３２　４９　８４０　５８　３４５　３０　４９１　 ２　４０１．６８　４７．７　５０．２　３　７１４．６９　２　３３０．８０　 １７　９７１　２４　８５８
苏州 １９　２３５．８０　１７９　１７４　２　０３０．６７　６０　１０９　６８　６２９　３５　１５２　 ７　８１３．４０　４７．５　５１．５　９　９０８．９２　２１　９８７．２０　２５１　３４６　８１　１４５
南通 ９　３８３．３９　１２８　２９４　 ４７１．２０　４０　３２０　５０　２１７　２４　３０３　 ３　２６１．６８　４９．０　４６．４　４　３５２．４０　２　５１９．８６　 １４　２５９　１９　６３７
盐城 ５　７０２．２６　 ７９　１４９　 ５９８．８１　３２　０９６　３８　８１６　２２　２５８　 ２　２４１．００　４１．６　４７．５　２　７１０．７７　 ６６２．３８　 ８　５９５　１５　７１３
扬州 ５　８５０．０８　１２８　８５６　 ３３９．７５　３７　０７４　４５　５５０　２３　３３３　 １　４２３．２０　４７．５　４７．５　２　７７９．０７　 ７７８．５９　 ８　５４８　１８　７３６
镇江 ４　１２７．３２　１２８　９８１　 ３０６．８５　４４　２５９　５２　７１３　２６　７８５　 １　１５８．４９　４８．６　４８．０　１　９８２．３３　 ７７１．６７　 １０　０９８　１２　６３９
泰州 ５　１３３．３６　１１０　７３１　 ３６５．６７　３７　７７３　４７　２１６　２３　１１６　 １　３５０．５４　４９．２　４５．１　２　３１４．８８　 ９９６．７０　 ４　８０２　１４　９０５
杭州 １５　３７３．０５　１５２　４６５　３　６５０．００　５９　２６１　６６　０６８　３６　２５５　 ６　１８７．６０　３１．７　６６．２　１０　１７２．２８　５　１９２．１６　 ７３　６５９　６１　５６８
宁波 １１　９８５．１２　１４３　１５７　２　７８４．９０　５６　９８２　６４　８８６　３６　６３２　 ４　２６８．５６　４８．２　４９．１　５　８７９．９３　９　１７０．２６　 ４０　３１０　４７　２２０
嘉兴 ５　３７０．３２　１１２　７５１　 ９４５．４０　５１　６１５　６１　９４０　３７　４１３　 ２　１０２．５４　５３．９　４３．９　２　３５６．８８　２　８３２．１５　 ３１　１５７　２７　７７１
湖州 ３　１２２．４３　１０２　５９３　 ５４０．６０　４８　６７３　５９　０２８　３４　８０３　 １　４２９．２７　５１．１　４４．６　１　３９３．２３　 ９４０．１８　 １４　９８４　１６　４１９
绍兴 ５　７８０．７４　１１４　５６１　 ８２５．３６　５３　８３９　６３　９３５　３６　１２０　 ２　３５２．５６　４７．９　４８．５　２　８０１．５６　２　４５８．９７　 ７　３６０　２６　９３４
金华 ４　５５９．９１　 ８１　２２４　 ６６１．５０　４８　１５５　５９　３４８　２８　５１１　 ２　７２２．８８　４０．２　５６．６　２　５８１．０６　４　２１８．５１　 ５３　２１２　２７　２３７
舟山 １　３７１．６０　１１６　７８１　 ２３０．５９　５３　５６８　６１　４７９　３６　７８４　 ５７６．１０　３４．７　５４．７　 ７４９．６７　１　３７１．１１　 ８　５１１　 ２　０２７
台州 ５　１３４．０５　 ８３　５５５　 ７２９．８３　４７　９８８　６０　３５１　３０　２２１　 ２　５４４．６３　４５．６　４８．９　２　５１２．０７　１　７００．０８　 ４　６１４　２６　９３６
合肥 ９　４０９．４０　１１５　６２３　 ７４５．９９　３８　８０６　４５　４０４　２２　４６２　 ３　２３４．５１　３６．３　６０．６　５　７０２．２２　２　２２１．２０　 ３１　２０６　３０　２４５
芜湖 ３　６１８．２６　 ９６　１５４　 ３２１．７９　３４　５２９　４２　０６４　２２　７４５　 １　１４９．６１　４８．６　４７．４　１　７１４．８２　 ４９６．０２　 ３　３８６　 ９　９７５
马鞍山 ２　１１１．００　 ８９　８６７　 １５８．３５　３９　７８３　４９　０１０　２３　４７３　 ６５８．９０　４８．９　４６．６　 ９８３．５６　 ３５８．６６　 １５　５００　 ６　９８５
铜陵 ９６０．２０　 ５８　７２６　 ７７．５８　２７　７９４　３９　２５６　１５　７９１　 ３９３．５３　４６．３　４８．２　 ４６２．６５　 ４９３．６６　 １　４００　 １　９４２
安庆 ２　３８０．５０　 ５０　５７４　 ３２１．４６　２３　０７７　３４　０４１　１４　３４７　 ９００．１０　４４．９　４６．０　１　０９４．７８　 １１４．４８　 １　９１４０　 ３　１７１
滁州 ２　９０９．１０　 ７０　４２９　 ２１４．６１　２３　９９９　３４　０９１　１４　４８７　 ７２０．１４　４９．１　４２．３　１　２３２．０７　 ２７６．９５　 ３　５６９　 ４　７０７
池州 ８３１．７０　 ５６　１９８　 ６３．５９　２４　７８６　３３　７４７　１６　０９９　 ２８３．０３　４４．２　４５．７　 ３８０．４８　 ５７．９３　 ６　７００　 １　８４４
宣城 １　５６１．３０　 ５８　８１９　 １６５．１０　２８　８３４　３９　９７５　１７　５４２　 ５７５．１０　４７．３　４３．１　 ６７３．２０　 １２８．６０　 １　４００　 ２　９７８
　注：数据来自《上海统计年鉴２０２０》《江苏统计年鉴２０２０》《浙江统计年鉴２０２０》和安徽省各市“２０１９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表３　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

指标 数值

ＫＭＯ值 　０．７２８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 近似卡方 ７４０．９９５

自由度 ７８

显著性
（Ｓｉｇ．）

０
　

公因子解释的能力越强。由表４可知，本研究所提
取的变量因子大部分被解释程度大于７５％，表明
变量中的绝大部分信息能够被公因子提取。

３．因子贡献率。从表５可以看出，只有两个因
子的初始特征值大于１，分别为９．５２９、１．８７３，并且
这两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达到８７．７０８％，说明这两
个因子包含了全部指标信息的８７．７０８％，提取的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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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公因子方差

变量 初始方差／％ 提取方差／％
Ｘ１ １００　 ９５．４
Ｘ２ １００　 ７６．５
Ｘ３ １００　 ９２．１
Ｘ４ １００　 ９７．５
Ｘ５ １００　 ９５．２
Ｘ６ １００　 ９１．８
Ｘ７ １００　 ９５．９
Ｘ８ １００　 ６０．０
Ｘ９ １００　 ７５．３
Ｘ１０ １００　 ９７．５
Ｘ１１ １００　 ８３．９
Ｘ１２ １００　 ８６．８
Ｘ１３ １００　 ９２．３

信息量比较大。因此，这两个公因子可以较好地描
述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活力状况。

４．因子载荷。表６是对因子载荷矩阵施行正
态化最大方差旋转后的结果，从表６可以看出：其
一，主成分１主要由变量 Ｘ１０、Ｘ１２、Ｘ１、Ｘ７、Ｘ３、

Ｘ１１、Ｘ９、Ｘ８、Ｘ１３决定，其载荷分别为０．９２８、０．９１２、

０．８８２、０．８７５、０．８６７、０．８３０、０．８１４、－０．７７４，０．７５９，
这些变量均为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宏观指标”，可
将其命名为经济综合实力因子Ｆ１；其二，主成分２
主要由变量Ｘ６、Ｘ５、Ｘ４、Ｘ２ 决定，其载荷分别为

０．９５５、０．９１８、０．９００、０．８０９，这些都是反映人均情
况的“微观指标”，可将其命名为人均因子Ｆ２。

表５　总方差解释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累积方差
／％

总计 方差／％
累积方差
／％

总计 方差／％
累积方差
／％

１　 ９．５２９　 ７３．２９７　 ７３．２９７　 ９．５２９　 ７３．２９７　 ７３．２９７　 ６．９０７　 ５３．１２７　 ５３．１２７
２　 １．８７３　 １４．４１１　 ８７．７０８　 １．８７３　 １４．４１１　 ８７．７０８　 ４．４９６　 ３４．５８１　 ８７．７０８
３　 ０．８６３　 ６．６４２　 ９４．３４９
４　 ０．３７０　 ２．８４５　 ９７．１９４
５　 ０．１３２　 １．０１８　 ９８．２１２
６　 ０．１０５　 ０．８０６　 ９９．０１８
７　 ０．０５５　 ０．４２６　 ９９．４４４
８　 ０．０３０　 ０．２３２　 ９９．６７６
９　 ０．０２７　 ０．２０６　 ９９．８８２
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６４　 ９９．９４６
１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４１　 ９９．９８６
１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２　 ９９．９９８
１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０

表６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变量
成分

１　 ２
Ｘ１０ ０．９２８　 ０．３３７
Ｘ１２ ０．９１２　 ０．１９３
Ｘ１ ０．８８２　 ０．４２０
Ｘ７ ０．８７５　 ０．４４０
Ｘ３ ０．８６７　 ０．４１２
Ｘ１１ ０．８３０　 ０．３８７
Ｘ９ ０．８１４　 ０．３００
Ｘ８ －０．７７４ －０．００３
Ｘ１３ ０．７５９　 ０．５８９
Ｘ６ ０．０８２　 ０．９５５
Ｘ５ ０．３３１　 ０．９１８
Ｘ４ ０．４０６　 ０．９００
Ｘ２ ０．３３２　 ０．８０９

　　５．计算因子得分。由表７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可以求出各城市的因子得分，计算公式为

Ｆ１＝０．１０１　Ｘ１＋０．０７８　Ｘ２＋０．０９９　Ｘ３＋
０．０９０　Ｘ４＋０．０８５　Ｘ５＋０．０６６　Ｘ６＋
０．１０１　Ｘ７－０．０６６　Ｘ８＋０．０８８　Ｘ９＋
０．１００　Ｘ１０＋０．０９４　Ｘ１１＋０．０８９　Ｘ１２＋
０．１０１　Ｘ１３

Ｆ２＝－０．０９４　Ｘ１＋０．２４６　Ｘ２－０．０９２　Ｘ３＋
０．２６３　Ｘ４＋０．２９４　Ｘ５＋０．３８７　Ｘ６－
０．０８３　Ｘ７＋０．２４１　Ｘ８－０．１２５　Ｘ９－
０．１４４　Ｘ１０－０．０９２　Ｘ１１－０．２０１　Ｘ１２＋
０．０１８　Ｘ１３

由此可得出每个城市的Ｆ１、Ｆ２ 得分和排名，
如表８所示。

通过因子得分计算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公式为
各因子得分与各因子方差贡献率乘积之和除以各
方差贡献率之和，即
Ｆ＝（０．５３１　２７×Ｆ１＋０．３４５　８１×Ｆ２）／０．８７７　０８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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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变量
成分

１　 ２
Ｘ１ ０．１０１ －０．０９４
Ｘ２ ０．０７８　 ０．２４６
Ｘ３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２
Ｘ４ ０．０９０　 ０．２６３
Ｘ５ ０．０８５　 ０．２９４
Ｘ６ ０．０６６　 ０．３８７
Ｘ７ ０．１０１ －０．０８３
Ｘ８ －０．０６６　 ０．２４１
Ｘ９ ０．０８８ －０．１２５
Ｘ１０ ０．１００ －０．１４４
Ｘ１１ ０．０９４ －０．０９２
Ｘ１２ ０．０８９ －０．２０１
Ｘ１３ ０．１０１　 ０．０１８

表８　各城市因子得分和排名

城市 Ｆ１ 排名 Ｆ２ 排名
上海 ４．２１８　０７　 １　 ０．２４４　８４　 １３
南京 ０．８８４　００　 ３　 ０．６０９　５１　 １０
无锡 －０．３０６　３３　 １５　 １．２４３　９６　 ３
常州 －０．４２８　８０　 １９　 ０．７９８　４６　 ７
苏州 ０．７２２　６９　 ４　 １．４５４　９１　 １
南通 －０．２４０　４０　 １３ －０．０１７　０１　 １５
盐城 ０．１０６　２２　 ６ －１．０３１　８９　 ２１
扬州 －０．３３２　１７　 １６ －０．２４６　０４　 １６
镇江 －０．６２５　６８　 ２３　 ０．２５４　６３　 １２
泰州 －０．４４４　２２　 ２０ －０．２６２　０２　 １７
杭州 ０．９９６　０５　 ２　 ０．８７６　４４　 ６
宁波 －０．１４９　９９　 １１　 １．３０７　７１　 ２
嘉兴 －０．９６５　２２　 ２６　 １．１８２　３０　 ４
湖州 －０．９５９　５１　 ２５　 ０．７９７　３５　 ８
绍兴 －０．７１８　０４　 ２４　 １．０６３　２３　 ５
金华 ０．０４６　５０　 ８　 ０．００２　８４　 １４
舟山 －０．５５５　４９　 ２１　 ０．６５５　１９　 ９
台州 －０．４１０　２３　 １８　 ０．３３６　３４　 １１
合肥 ０．６４１　９６　 ５ －０．７２７　６７　 ２０
芜湖 －０．３５８　５９　 １７ －０．５９５　０６　 １９
马鞍山 －０．５６０　６３　 ２２ －０．３１３　８３　 １８
铜陵 －０．１３３　９１　 １０ －１．４２１　１１　 ２３
安庆 ０．０９５　００　 ７ －１．８０４　０８　 ２６
滁州 －０．１６８　１７　 １２ －１．５１１　７４　 ２４
池州 －０．０６６　６８　 ９ －１．６５３　８０　 ２５
宣城 －０．２８６　４４　 １４ －１．２４３　４６　 ２２

　　将各因子得分代入公式即可得到各城市的综
合得分和相应排名（表９）。

表９　各市综合得分和排名

城市 综合得分 排名 城市 综合得分 排名
上海 ２．６５１　７　 １ 南通 －０．１５２　３　 １４
苏州 １．０１１　４　 ２ 湖州 －０．２６６　９　 １５
杭州 ０．９４８　９　 ３ 镇江 －０．２７８　６　 １６
南京 ０．７７５　８　 ４ 扬州 －０．２９８　２　 １７
宁波 ０．４２４　７　 ５ 盐城 －０．３４２　５　 １８
无锡 ０．３０４　９　 ６ 泰州 －０．３７２　４　 １９
合肥 ０．１０２　０　 ７ 芜湖 －０．４５１　８　 ２０
常州 ０．０５５　１　 ８ 马鞍山 －０．４６３　３　 ２１
金华 ０．０２９　３　 ９ 铜陵 －０．６４１　４　 ２２
绍兴 －０．０１５　８　 １０ 安庆 －０．６５３　７　 ２３
舟山 －０．０７８　２　 １１ 宣城 －０．６６３　８　 ２４
台州 －０．１１５　９　 １２ 池州 －０．６９２　４　 ２５
嘉兴 －０．１１８　６　 １３ 滁州 －０．６９７　９　 ２６

四、实证分析结论

从表９可知，长三角地区２６个城市经济活力
综合得分排名与各市的城市化水平基本吻合，经济
发展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经济综合实
力因子Ｆ１ 的方差贡献率最大，为５３．１２７％，人均
因子Ｆ２ 的方差贡献率为３４．５８１％ ，故Ｆ１ 起着较
为重要的作用。在综合排名中，上海位居第一，综
合得分为２．６５１　７，经济最发达，与现实情况一致；
长三角地区副中心城市杭州、南京和合肥，排名第

３、第４和第７；江苏的苏州排名超过杭州、南京、合
肥排名第２；浙江宁波排名第５，江苏无锡排名第

６，江苏常州、浙江金华排名第８、第９。上述９个城
市综合得分均为正，表明其经济活力较高，而其他

１７个城市综合得分均为负值，表明其经济活力较
低。浙江的绍兴、舟山、台州、嘉兴、湖州位居第

１０、第１１、第１２、第１３、第１５，处于中间位置，说明
浙江各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均衡且发展较好；江苏的
南通、镇江、扬州、盐城、泰州分别位居第１４、第１６、
第１７、第１８、第１９，处于中间偏后的位置，说明这
些城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安徽的芜湖、马鞍山、
铜陵、安庆、宣城、池州、滁州位于后八位，经济发展
相对落后。

上海是长三角中心城市，综合得分为２．６５１　７，位
列第一。上海经济综合实力因子Ｆ１得分４．２１８　０７，排
名第１，其中，ＧＤＰ、财政收入及其他综合性指标都
是第一，经济实力十分强劲；人均因子Ｆ２ 得分

０．２４４　８４，排名第１３，稍显落后，主要是因为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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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上海人口数量达２　４２８万人，是南京人口
数量的２．９６倍，是杭州人口数量的２．３４倍，所以
这项得分较低。除此之外，上海的进出口总额、国
际旅游外汇收入及专利授权量均远高于其他城市，
表明上海的对外开放水平和科技水平最高。

苏州综合得分１．０１１　４，位列第二。苏州经济
综合实力因子Ｆ１ 得分０．７２２　６９，排名第４，其中，
苏州的ＧＤＰ、进出口总额、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仅次
于上海，表明苏州利用外资比例和对外开放程度较
高；人均因子Ｆ２ 得分１．４５４　９１，排名第１，表明苏
州的人民生活水平在长三角地区最高。

杭州综合得分０．９４８　９，位列第三。杭州经济
综合实力因子Ｆ１ 得分０．９９６　０５，排名第２，虽然进
出口贸易总额不及省内沿海城市宁波，但经济总量
在浙江省内领先；人均因子Ｆ２ 得分０．８７６　４４，排名
第６，人民生活水平较高。

南京综合得分０．７７５　８，位列第四。南京经济
综合实力因子Ｆ１ 得分０．８８４，排名第３，经济综合
实力位居江苏第一；人均因子Ｆ２ 得分０．６０９　５１，排
名第１０，表明南京的人民生活水平居于中上等
水平。

合肥综合得分０．１０２，位列第七。合肥经济综
合实力因子Ｆ１ 得分０．６４１　９６，排名第５，经济综合实
力位居安徽第一；人均因子Ｆ２ 得分－０．７２７　６７，排
名第２０，较为靠后。从数据可以看出，合肥的ＧＤＰ
较高，在产业结构上，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比重为

６０．６％，表明合肥以第三产业为主。

五、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活力排名的
启示

（一）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活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本文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活力研究的结果

表明，经济活力的主要驱动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
几类：

１．经济的成长性。区域经济的成长性是指该
地区经济具有的潜在增长能力，能够反映城市经济
活力的大小，是影响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因素。本
文使用ＧＤＰ、人均ＧＤＰ等指标对经济成长性进行
评价，城市未来可持续发展能力、社会经济地位以
及区域经济实力均可通过ＧＤＰ反映出来。当一个
城市ＧＤＰ水平与日俱增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时，
表明该城市发展蒸蒸日上。根据实证研究可知，经

济成长性越高，城市的经济活力也越强。王宇等对
北京经济活力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后认为，经济成
长性是经济活力的外生动力［１５］。上海市是长三角

２６个城市中ＧＤＰ最高的城市，大多数指标也位居
第一，经济实力不容小觑，其经济成长性强，经济活
力最强。

２．居民收入。居民收入能反映经济行为产生
的效果及政策对居民产生的最直接影响。从研究
结果可知，居民收入能够激发城市的经济活力，居
民可支配收入高的城市在综合排名中均位于前列，
如上海、苏州、杭州等。李泓锴等通过实证分析认
为，居民收入亦是经济活力的影响因素之一［１６］。
首先，人们总有着向往美好生活、安居乐业的愿望，
所以在一定范围内，该地区居民收入越高，越能够
吸引劳动力进入。这意味着该地区不仅可以留住
本地劳动力，还能吸引外来劳动力。劳动力市场规
模的稳步扩大，可使产业生产规模与之同步增长，
进而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居民收入亦能得到进
一步提高。其次，居民收入的提高对劳动力素质的
提升也有促进作用。城市居民收入越高越容易吸
引劳动力进入，而劳动力规模的增加会使竞争更加
激烈，会对居民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就促
进了居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城市经济亦可进一步发
展。居民可支配收入越高，居民消费、居民生活越
有保障，越能够提升居民的自信心以及对城市的自
豪感，增加居民对城市的黏性，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提高城市经济活力。

３．财政保障。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影响着城
市经济发展，尤其是对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有重
要影响。财政收入是衡量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指
标。城市财政收入越高，对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助
力就越大，越能为教育发展、文化繁荣、科技发展提
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宋宝琳等通过建立面板误差修
正模型分析财政收入规模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结果
表明财政收入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有正向推动作
用［１７］。财政支出的合理分配，是实现社会服务均衡
发展的前提，并且能够调节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杜书云等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民生安全、城乡
协调等四个方面的财政支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区域
差异，认为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助于提升实体经
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激发经济活力［１８］。

４．区域创新能力。区域创新能力是一个系统
的概念，其不仅包括核心的知识和技术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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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包括制度创新能力、组织创新能力和理论创新能
力等，不仅代表现有的创新能力，还包括由创新环
境、创新投入反映的创新潜能等。创新投入对创新
能力有着重要影响。创新的人力投入和创新的资
本投入是创新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人力投
入是产生创新的能动性因素，也是影响区域竞争的
关键因素，而资本投入是创新不可或缺的后盾。区
域智力资源、社会资本、产业集群、创新环境均为影
响预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刘国斌等研究了区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认为科技创新是促
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１９］。
（二）长三角地区经济活力提升对策

１．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增强第一、第二产业。

第一，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一国的经济发展水
平可从其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窥见一隅。第三产
业相较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投融资阶段需要的资
金更少而获得回报的速度更快，行业从业者也可享
受行业红利，更容易获得较高劳动报酬。目前第三
产业增量最高的四个城市分别为上海、杭州、苏州
和南京，而安徽的池州、铜陵、宣城、马鞍山等地第
三产业增量却少于１　０００亿元，可见长三角区域第
三产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仅
可以提高地区居民文化素质，更可以大幅提高第一
产业也就是农业部门的生产率，而且可以在短时间
内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不仅可以提高居民收入，还
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因此，只有做到对这类
行业的充分开发，才能从根本上满足居民日常生活
需求，提高人民的幸福感。

第二，增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要真正进一
步优化长三角地区的经济结构，就必须在发展第三
产业的同时兼顾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农业
是一切产业发展的基础，只有在充分满足农业生产
需要的前提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才可以
有的放矢。而且，大力发展农业也是缩小城乡差距
的重要手段。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是国民经济
中十分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作为我国重要的制造
业基地，长三角地区工业化程度较高，我国要打造世
界制造业中心离不开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发展和升
级，所以要进一步推进地区制造业一体化。在习近
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
着重研发绿色高新科技服务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这样既能扩大就业又能实现维稳目标，可谓两全其

美。随着经济与国民收入的增长，产业结构会向高
级化方向演化，即第一产业的劳动力相对比重和国
民收入相对比重下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
力相对比重和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上升，形成“三、二、
一”的格局，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２．加大投资力度。投资是提升城市经济活力
的重要手段，在我国，政府投资、私人投资和外商投
资是投资的三个组成部分。政府投资如果正确得
当，会在城市基建和社会福利方面极大地造福当地
居民；反之，如果这份投资未经科学衡量就草率进
行则很可能会加剧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发展的差异，
同时也会造成部分生产资料的闲置甚至浪费。政
府在投资时要深思熟虑、谨慎周全，要合理控制监
管边界，不要过多插手非垄断及无关公共建设的民
间行业的投资，为外资以及大量民间资本进入这些
领域打开通道。充分发动私人资本进入投资市场
可以有效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通过保护市场
内私有资金的流动性促进环保行业和高新产业的
成长，有效带动中小企业的产业升级。

３．提升区域创新能力。这方面主要可以从以
下三方面着手：

第一，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在市场经济中，要
提高工业企业的工作效率及经济效益必须加强技
术创新，并且要有足够的资金投入。随着时代的发
展，未来将会出现更多新的需求与挑战，企业只有
进行技术创新才能不断提供满足社会需求的产品
与服务，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促进城市整体经济
发展并带动产业发展更上一层楼。工业企业应具
备持续学习的能力，定期举办技术交流会，引进先
进技术与经验，保障研发资金投入，并且尽可能地
吸引创新型人才。

第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符合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理念。耗能低、产出
高、效益好的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能够充分利用资
源，还能促进工业完成产业升级，实现新型工业化。
同时，高新技术还能影响其他传统产业的发展，通
过技术的交流与学习，可以提高传统产业的科技含
量，从而提升整个产业的科技水平。

第三，加大人力和资本的投入。创新投入对创
新能力有着重要影响，只有在人力和资本得到充分
投入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首先，政府在创新中扮演的角色
无可替代，政府要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推动科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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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开展。例如，为贯彻落实《长三角科技创新共
同体建设发展规划》，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中心，２０２１年上海市启动“科技创新行动计
划”，对联合开展科技成果惠民示范、联合解决企业
创新需求、联合推进长三角协同创新数字化转型三
个专题进行项目征集，对通过审批的项目给予资
助。其次，要建立完善的人才引进机制，制定相关
的人才引进政策。例如，上海市降低了“双一流”大
学应届毕业生落户门槛，吸引毕业生留沪。在人力
和资本的双重保障下，企业不断研发创新，开发出
更多具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使整个区域企业的经
济效益持续增长，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活力。

４．扩大对外开放。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背景下，扩大对外开放是大势所趋。对于长三角地
区的沿海城市，应充分发挥地理位置优势，积极发
展外向型产业；针对对外开放困难的欠发达地区，
政府应提供税收优惠、减免等帮扶政策，降低对外
开放门槛，打破对外发展的壁垒。

大力发展旅游业也是扩大对外开放的必要举
措。长三角区域内旅游景点及历史古迹星罗棋布，
具有发展旅游业的天然优势。政府应持续增加对
旅游业的定向投入，使其可以贡献更多的就业机
会。此外，旅游业的繁荣也会带动周边上下游产业
共同成长，加快城市化步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５．联动协同发展。基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
定的历史文化背景，长三角区域内各城市的经济发
展水平天差地别，具有极显著的不均衡性。先富地
区需要在发展自身的同时注重与周边地区的协调
配合，尽量在各个生产要素上对其他地区提供帮
助，同时也从其他地区获得自身发展的长足动力，
真正做到大区域内的互帮互助和共同成长，为我国
新一轮的经济腾飞提供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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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２０（５）：６８　７２

［１０］胡联，沈鹏程．基于熵权—层次分析法的东部地区经

济活力评价［Ｊ］．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
（３）：８０　８８，１２６　１２７

［１１］郑琳．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评价实证分析———基

于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视角［Ｊ］．常州工学院学报，

２０１６（４）：６４　６８
［１２］俞佳立，钱芝网．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分

析———基于因子分析模型［Ｊ］．技术与创新管理，２０１７
（２）：１５０　１５４

［１３］陆晓丽，郭万山．城市经济活力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Ｊ］．统计与决策，２００７（１１）：７７　７８

［１４］金延杰．中国城市经济活力评价［Ｊ］．地理科学，２００７
（１）：９　１６

［１５］王宇，贺复来，田汝浩．北京经济活力因素影响分析
［Ｊ］．商讯，２０２０（１３）：１　５

［１６］李泓锴．湖南省县域经济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分析［Ｄ］．长沙：湖南农业大学，２０１９
［１７］宋宝琳，周国富，张春红，等．财政收入、人口集聚与区

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Ｊ］．统计与决策，２０２０（３）：

１００　１０３
［１８］杜书云，田申，刘晓英．财政支出对实体经济影响的空

间计量———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分析［Ｊ］．财政研究，

２０１８（７）：２８　３９
［１９］刘国斌，宋瑾泽．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Ｊ］．

区域经济评论，２０１９（２）：５５　６０

（责任编辑：李海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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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专栏稿约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推动“四史”学习研究取得新进展，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

科学版）于２０２１年开设“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专栏，特向学术界征集专栏文章。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稿内容。围绕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宣传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年来的光辉历史和辉煌成就，总结和阐释中国
共产党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创新（具体题目作
者自定）。

二、稿件要求。主题鲜明，逻辑严谨，论述得当，史料准确，语言流畅，遵循学术规范，不得
一稿多投。字数８　０００字以上。投稿时请在邮件主题中标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
专栏征稿”。

三、联系方式。投稿邮箱：ｘｂｂｊｂ＠ｊｉｔ．ｅｄｕ．ｃｎ；联系人：唐老师；联系电话：０２５　８６１８８８３８。

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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