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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和要求，重庆必须突出重点，推动工业生产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外延式 

向内涵式、政府主导型向市场引导型转变。为此，对重庆市39个区(市)县工业竞争力采用定性与定量相蛄合的方法进行实证 

分析。得出二元经济蛄构层面下的重庆区域工业经济的发展态势，划分出若干工业竞争力集团，并提出促进工业竞争力优化 

的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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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地处西部内陆，属于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城市。 

认真剖析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条件下的重庆各区域工业发展 

态势，对加快重庆地区经济发展，推进重庆新型工业化进程必 

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一

、工业竞争力指标体系构造 

(一)指标体系结构 

本研究构建三级指标体系：总则层、目标层、指标层。总 

则层为单一目标层，通过全面分析影响重庆工业竞争力的因 

子，得到综合评估后的各区市县工业竞争力大小；目标层则构 

建工业经济实力、工业经济绩效、工业经济运行状况、政府对 

工业的调控能力、工业投入、工业技术创新能力、工业结构外 

向化程度、工业对劳动力的承载能力、工业管理能力等方面； 

指标层采用 个具体指标，是目标层的具体承载和体现。 

指标体系的构建紧扣“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 

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 

模式，指标的选取遵循科学性、综合性、全面性、代表性、直观 

性、可比性等原则。强调工业经济规模和效益相结合。 

(二)指标体系内容 

指标体系内容主要有九个方面：(1)工业经济实力：Xl为 

工业总产值、 为工业增加值、 为工业企业资产、 为主 

营业务收入、 为利润总额、 为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为人均工业增加值。(2)工业经济绩效： 为总资产贡献 

率、 为资本保值增值率、 10为资产负债率。(3)工业运行状 

况：X 为流动资产周转率、 为产销率、‰ 为工业增加值。 

(4)政府对工业的调控能力：X 。为财政基建支出、 为基建交 

通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5)工业投入： 6为基建与更新改造 

投入。(6)工业技术创新能力： 7为新产品产值、 l为新产品 

产值率、X 9为城镇经济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数、 。为专业技术 

人员数占二产业就业人数比。(7)工业结构外向化程度： 1为 

实际利用外资额、 为出口量、 为外贸依存度、 为出口 

交货值。(8)工业对劳动力的承载能力： s为二产业就业总人 

数、 为二产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 数̂比。(9)工业管理能 

力：恐7为全员劳动生产率、 B为成本费用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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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模型分析 

由于渝中区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主的特殊区情定位，故不 

列为评估对象，由是形成 39个区市县，28个指标构成的重庆 

市区市县工业竞争力评估指标矩阵Y39×28。由于矩阵Y39× 

28变量多，数据量大，而且变量之间还存在相关关系，可采用 

因子分析法进行综合评估与集团分类，采用主成分分析(Prin． 

d1)dl ca唧哪mt̂Tlal s)进行因子变量构造。 

第一步：对矩阵Y39×28进行标准化(无量纲)处理，以消 

除因观测变量计量单位不同带来的影响，标准化后的变量值 

平均值为0，标准差为 1，得标准化矩阵Z(限于篇幅，略去)。 

第二步：对标准化后的矩阵Z，求得相关系数矩阵 R，并计 

算 R的方差贡献(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积方差贡献率及公 

共因子碎石图，特征值取大于 I。计算结果如表 I。 

图1 工业竞争力分析公共因子碎石圈 

表 I 方差贡献(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积方差贡献率数据表 

由表 l看 出，变量相关系数矩阵 6大特征值分别为 

II．899、3．149、2．372、2．Q54、I．388、I．3Q3，第 7因子特征值小于 

I，前6个因子累计贡献率达79．16％，说明其代表的信息量已 

经能很好地解释并提供原始数据所能表达的信息，即全体变量 

能被6个主因子解释，选择6个主因子的信息能比较充分地反 

映和代表重庆市各区市县工业竞争力的综合水平。 

由图I可知，当提取I、2,3、4、5、6个因子时，特征值变化的 

非常明显，而提取6个以后的公共因子时，基本趋于平缓，由此 

也能够说明，提取 _16个公共因子对原变量信息刻画有显著 

的作用，而提取 6个以上公共因子对原变量信息的刻画已经无 

显著贡献。 

第三步：对提取的6个因子建立原始因子载荷矩阵，为便 

于对各因子作出合理命名解释，需要对其进行旋转使其结构简 

化。因原始数据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本研究进行方差极大斜 

交旋转(Vadmax with Kaiser NormaliT~tlon)，得到旋转因子矩阵 

(Rt~ted 删删  )。 

接下来根据表2进行因子命名解释。 

第一主因子在工业总产值(X1)、工业增加值( )、工业企 

业资产( )、主营业务收人(丘)、新产品产值(X】7)、出121量 

( 2)具有很大的载荷，这些变量反映工业经济综合实力和和 

市场化程度，因此，第一主因子可以命名为经济实力因子( )； 

第二主因子在总资产贡献率( )、成本费用利润率(如 )上具 

有很大的载荷，这些变量反映工业经济的效益情况，因此，第二 

主因子可以命名为经济绩效因子( )；第三主因子在财政基建 

支出( )、基建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具有很大的载 

荷，这些因子反映政府对工业经济的投入与调控力度。因此，第 

三主因子可以命名为政府投入因子( )；第四主因子在专业技 

术人数占二产业就业人数比( D)、二产业变业人数占全部就 

业人数比( )具有较大载荷，这些变量反映工业经济的人力 

素质和工业经济相对于一、三产业容纳劳动力就业能力，因此， 

第四主因子可以命名为人力资源因子( )；第五主因子在产销 

率( 。 )、外贸依存度(如 )具有较大载荷，这些变量反映工业 

经济的生产、销售及运行情况，因此，第五主因子可以命名为工 

业产出运行因子( )；第六主因子在资本保值增值率(x9)、流 

动资产周转率( )具有相对较大载荷，这些变量反映出工业 

主体对工业经济微观管理的水平 ，因此，第六主因子可以命名 

为工业管理能力因子( )。 

由表3运用回归法计算的因子得分函数的系数(c0叫，0l脚t 

Score C_,oe~cient Matrix)，据此，可以写出以下因子得分函数： 

Fl： 0．102Xt+0．067x2+0．o9ox3+⋯⋯ +0．o16x27— 

0．o57x= (I) 

： 一 0．040Xl+0．004 X2—0．031 X3+⋯⋯ +0．246 x27 

+0．331 (2) 

： 一 0．020 Xl+0．016 X2+0．044 X3+⋯⋯ +0．015 X27 

+0．01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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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0．055 X1+0．069 一0．035 +⋯⋯ 一0．027 27 

+0．013如  (4) 

= 一 0．013 X1—0．079 一0．042 +⋯⋯0．003 一 

0．047如 (5) 

= 0．039 Xl+0．063 +0．039 +⋯ ⋯ 一0．213 + 

0．蚴 如 (6) 

根据以上回归方程式组，计算得出重庆市各区市县的工业 

竞争力单项因子得分及工业竞争力综合得分值。由于以上6个 

主因子对工业竞争力所能解释的变异能力(即对工业竞争力的 

贡献率)不同，因此，以各主因子的贡献率为权数计算工业竞 

争力综合得分值 F综。其计算公式为： 

FI综=0．42495F1+0．11245 +0．06473 +0．07335 + 

0．04957 +O．04653 (7) 

根据方程式(1)、(2)、(3)、(4)、(5)、(6)计算重庆各区市县 

工业竞争力的单项得分及综合得分值，如表4所示。 

三、结果分析 

根据表4的综合得分，得到重庆工业竞争力综合排名前十 

位依次是九龙坡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区、涪陵区、巴南 

区、大渡口区、江津市、万州区、渝北区。 

我们设组距为 0．4，将综合得分大于 0．5的区市县归为工 

业竞争力的领导型集团，将得分在0．1__0．5之间的区市县归 

为挑战型集团，将得分在一0．3．__o．1之间的区市县归为追赶型 

集团，将得分低于一0．3归为落后型集团，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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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5 重庆区市县工业竞争力集团分类 

集团类型 区间 区市县名称 

双桥区、黔江区、永川市、铜粱县、南川市、武 
追赶型 一0．3----0．1隆县、壁山县、豢江县、垫江县、大足县、合川 

市、万盛区、奉节县、丰都县 

开县、粱平县、云阳县、荣昌县、忠县、石柱县、 
落后型 <一0．3 酉阳县、潼南县、彭水县、秀山县、城口县、巫 

山县、巫溪县 

表4及表5显示，工业竞争力在重庆市工业平均水平(综 

合得分大于0)之上的区市县有 l4个，仅占35．9％，工业竞争力 

在重庆工业平均水平之下的区市县有25个，占64．1％．综合竞 

争力最高的九龙坡区综合得分比竞争力最差的巫溪县综合得 

分高出1．99。可见重庆市工业经济实力在空间上分布并不均 

衡，各区域之间工业经济水平差距相当大，重庆市工业主要是 

由九龙坡区、 匕区、沙坪坝区、南岸区、涪陵区、巴南区、大渡 

口区、江津市等几个重要工业基地所支撑。 

表5显示，渝西经济走廊的区市县主要集中在追赶型集团 

(14个中占l0个)，三峡库区经济区的区市县主要分布在落后 

型集团(13个中占 l1个)，说明工业起点低、底子薄，工业化进 

程任务艰巨，这一结论也与重庆市划分“=三大经济区”的战略构 

想不谋而合。 

再对工业竞争力的各组成因子进行单因素分析：第一主因 

子一经济实力因子 反映了工业经济的基础、实力和规模，其 

对工业竞争力的贡献率高达42．5％，是工业竞争力的最重要组 

成部分，排名前五名依次是九龙坡区、江北区、沙坪坝区、南岸 

区和巴南区，区市县这一指标在重庆市平均水平之上的有 l2 

个，占30．8％，表明重庆工业强区数量较少；第二主因子一经 

济绩效因子 反映了工业经济获利能力大小，对工业竞争力 

的贡献率为 11．2％，排名前五位依次是黔江区、大足区、双桥 

区、江津市、涪陵区，而工业经济实力较强的九龙坡区和沙坪坝 

区居然分别排到了第27位和第39位，区市县这一指档在重庆 

市平均水平之上的有l8个，占46．1％；第三主因子一政府投入 

因子 反映了政府对本地区工业经济的投入力度和宏观调控 

台叻 ，对工业竞争力的贡献率为8．5％，排名前五名是九龙坡 

区、涪陵区、万州区、黔江区、奉节县，区市县这一指标在重庆市 

政府平均水平之上的有l7个，占43．6％；第四主因子一人力资 

源因子 凡 反映工业经济的人力素质和工业经济相对于其它 
一

、三产业容纳劳动力就业能力情况，对工业竞争力的贡献率 

为7．3％，排名前五位依次是万州区、江津市、渝北区、铜梁县、 

永川市，区市县这一指标在重庆市平均水平之上的有 24个，占 

61．5％，表明重庆工业仍然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容纳就 

业能力较强；第五主因子一 产出运行因子 反映工业经济的 

生产、销售及运行情况，对工业竞争力的贡献率为5．O％，排名 

前五位的依次是武隆县、江北区、渝北区、秀山县，城口县，而九 

龙坡区、沙坪坝区则分别排到了第35位、第37位，区市县这一 

指标在重庆平均水平之上的有2o个，占51．3％；第六主因子一 

工业管理能力因子 反映工业管理综合主体对工业经济微观 

管理的水平情况，对工业竞争力的贡献率为4．7％，排名前五位 

的依次是武隆县、大足县、江北区、大渡口区、梁平县，沙坪坝区 

列第35位，区市县这一指标在重庆市平均水平之上的有 个， 

占56．4％。 

工业经济实力、工业经济绩效表现、工业的政府投入、人力 

资源、工业产出运行水平、工业管理能力对重庆工业竞争力的 

形成起了绝对的作用。分析表明，重庆区市县工业经济整体素 

质不高，各区域之间工业经济水平差距仍然十分大。领导型集 

团集中在都市发达经济圈，这一类型的区市县．要从工业存量 

优化与结构调整人手，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运用高新技术 

改造传统产业，提高工业管理水平，进一步巩固工业竞争力．为 

重庆工业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证。挑战型集团多 

集中于重庆都市圈边缘、二元经济结构地区的中间过渡地带， 

这一类型的区市县要积极解放思想、创新体制，积极争取重庆 

市老工业基地和传统产业改造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完善交通、 

通信等工业基础设施，有效担负起二级中心城市对都市圈工业 

的协作，对周边区县市工业辐射的“内承外牵”作用。追赶型集 

团多集中于渝西经济走廊，这一集团要积极实行“资源+资金 

+技术+市场”的组合战略，积极鼓励各投资主体参与区域综 

合开发，吸引主城区和外地一批环境污染较小、经济效益较好 

的“退二进三”工业，努力培育形成本地区工业支柱产业和工业 

大型集团，用工业化推进城镇化，用城镇化推进工业化。落后 

型集团主要集中在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这一集团自然资源丰 

富，但生态环境脆弱，工业化才刚刚起步，要主动争取利用各种 

优惠政策和三峡库区建设的契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大力发 

展有区域优势的特色工业、绿色生态工业，提升农业工业化水 

平，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综合言之，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升重庆区域工业竞争力，要 

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内在要求，有点有面，点面 

结合、突出重点，推进重庆工业经济从粗放向集约、从外延式向 

内涵式，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引导型积极转变。重庆新型工业 

化进程才能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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