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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有企业普查技术指标的主因素分析 

杨 虎 ，高葆旺 ，曹 蓓 ，陈灿威。 
(1重庆大学 理学院 重庆 40(D44；2重庆市统计局，重庆 40~15) 

摘要：就重庆市第三班工业普查所收集的大量教据资料，运用主因素分析法对工业经济投八和效益进行了分析，井对主 

要经济形式进行 了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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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因素分析是通过几个相互独立而且可以解释的变量 

表达一组具有相互关系的因素。当然这组相关因素并不能直 

观观测，这些潜在的、无珐直观观察的相互关联的因素简称为 

因素(fact~)，其中累计贡献率很大的若干因素称为主因素。 

本文所指的投入主要是各种资本投入，它包括中间投入、资本 

金、外资、年末资产、流动金、流动资产平均余额、长期投资、固 

定资产等。 

一

、 工业经济投入因子 

下面针对产出(工业增加值)与投入(中间投入、资本金、 

外资、年末资产、流动资金、长期投资、固定资产)七个因素进 

行主因素分析，结果如表 1。 

各种资产和投入形成的主因素非常集中．前四个主因素 

累积贡献率达到99 8％，而仅第一个主因素对投入的贡献就 

达到94．2％，我们称这个因子为投入因子，并记为 ，用增加 

值作为产出值 ，剐有Y=0．985 ，而九个投入变量除外商资 

本的贡献较小外，其余的贡献率均在98％ 上，资本投入与 

产出是良性的。 

表2给出了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利润总额、净利润 

各主要经济指标问的相关系数，可以使分析更一目了然。 

表 1 投入因子分析表 

主成分分析 

初始 统计量 因子矩 阵 

占总方差 
因子序号 特征值 】jc计％ 变量 因子 

％ 

工 业 
1 7 53646 94．2 94 2 0．98548 

增加值 

2 0 37316 4．7 98．9 中间投^ 0 99112 

3 0删彻  0、6 99．4 资本金 0，99631 

d 0．03228 0 4 99．8 外资 0．81675 

5 0．01037 0 1 100．0 年末资产 0．99555 

6 0、00l80 0．0 100．0 流动资垒 0．9卯89 

7 0．00089 0 0 100．0 长期投费 0．9帅26 

8 0．00002 0．0 100．0 固定资叠 0．98765 

为了分析增加值和各个投入变量的数量关系，考虑进行 

线性回归．由于增加值与所有自变量问均具有较高的正相关 

系数，而所有变量的完全回归无珐反映这一点 ，故把投入的七 

个变量分为三类，分别代表确定性投入、不确定性投入和资本 

余额，数量关系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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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加值 =19686．8+1 44长期投资 +0 16固定资产 

+0 03外商资本 (1) 

工业增加值 =一2280 67+0．19流动资产 +0．11中间投入 

(2) 

工业增加值 =一2235．06+0．邮年末资产 +0．3资奉金 (3) 

表2 主要指标相关系数表 

中间 资本 年末 流动 长期 固定 复相关
系数 授 垒 资产 资垒 投 资垒 

0．9959 0．9833 0．9707 0．9822 0．9571 0 50 i业总 产值 

0．9873 0．9836 0．9838 0．9904 0．969210．卵27 i业增加值 

0．4640 0．椰  0．5068 0 5244 0．57 0 4792 利润总额 

0．1425 0．1438 0．1995 0 25l3 0．2750 0 l740 净利润 

式(2)、(3)中均有负常数。表明我市的工业基础较差，如 

果投有较大的投^就会出现负增长，而第一式表明固定资产 

雄厚，长期投入稳定的我市国有经济的大中型企业有较高的 

工业增加值，外商资本对这类企业的影响较小，引进外资是当 

务之急。 

二、工业经济效益园子 

净利润是衡量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考虑到与它有 

关的 13个因素指标(工业增加值A、中间投入 B、流动资金C、 

产成品D、长期投资 E、产品销售收^ F、产品销售费用G、产 

品销售利润H、营业利润I、利润总额J、利税总额K、所得税L、 

年交税金总额M)，同样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折法得到表3。 

表3 效益园子分析表 

主成分分析 

初始统计量 因子矩阵 

因子序号 特征值 占总方差％ 累计％ 变量 因子 l 因子 1 

l l1．00975 78．6 78．6 净利润 N 0．42564 0．68872 

2 2．3l339 l6．5 95．2 i业增加值 0．99538 —0 05860 

3 0．44919 3．2 98．4 中闻授^ 0．981l1 —0 18774 

4 0、l2372 0．9 99．3 流动资垒 0．98538 —0 13145 

5 0． 懈  0．4 99．6 产成品 0．9瑚  一0 32706 

6 0 02617 0．2 99．8 长期投资 0．97587 —0 05621 

7 0 01276 0．1 99．9 销售收入 0．98648 —0 15890 

8 0 0C哪  0 0 l∞ 0 销售费用 0．90278 —0．3惦加 

9 0，002呻 0 0 l∞ 0 销售利润 0．9蟠25 —0．06550 

10 0．∞l目0 0 0 100 0 营业利润 0．18462 0．94679 

l1 0．啪098 0．0 100 0 利润总额 0．62 0l 0．752∞ 

l2 0．00056 0 0 1∞ 0 利税总额 0．96832 0．22655 

l3 0．00024 0 0 1∞ 0 所得税 0、98804 0．10邮7 

14 0 00002 0 0 l∞ 0 缴税总额 0．98450 0．0l183 

可见前两个主要因子的累积贡献率已达 95 2％。故只考 

虑这两个主因子，得到净利搁 r与之的关系式： 

y-= 0．426X】+0．689X2 

公式中第一个主因子主要反映了除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以 

外的诸因素的正效应；第二个主因子则主要与营业利润和利 

润总额相关，反映了两个群体指标的对比，正相关群以上述两 

指标为代表，负相关群以产成品和产品销售费用为代表，因此 

描述了经济效益情况。 

根据上述分析，略去了影响较小的次要 因子，我们定义各 

个行业的企业经济效益因子 l为： 

t=0．689净利润 一0 19中间投入 一0 33产成品存货 

一 0．35销售费用+0．95营业利润 +0．75利润总额 

+0．23利税总额 

表 4 主要经济形式评价表 

I业增加值 资奉垒 长期技 固定资产 利润总额 利税总额 经济效益固哥 

国有经济 1 014 886 }1 732 994 296 726 3 900 417 224l3 300 855 —716 426 

集体经济 289 680 - 577 3l 829 460 247 一l8 577 44 057 —292 633 

私营经济 3 239 893 20 l 509 95l 987 一1％8 

联营经济 2 407 l2 6卵 967 l0 656 —719 一l45 —4 6嘴 

股缔制 经济 l9l 344 l4l 047 52 3盯 296 l06 48138 l25 5l5 l1 807 

外商投资经济 52 430 272 342 3 035 424 l90 —22 2g4 2 553 一l45 759 

港澳台投资经济 29488 103 623 3 383 l 0l77 —365 9 947 —38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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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小玉 新时期扣王蒙对现代主义小说的探索 

一 点洋肥，甚至引进一点洋品种，将不是什么危险、 

可怕的事。” J从某种意义上讲，王蒙的探索之作既 

是传统的、民族的，同时又是现代的、世界的。他作 

品中流淌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人生世相之流， 

是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处于转机之中的中国人民 

的激愤之流。正如作家所说：“我们写心理、感觉、意 

识的时候 ，并没有忘记它们是生活的折光 ，没有忘记 

它们的社会意义”，“我们的意识流，不是一种叫人逃 

避现实走向内心世界的意识流，而是一种既面向客 

观世界也面向主观世界，既爱生活也爱人的心灵的 

健康而又充实的自我感觉。”_7 所以，在借鉴“意识 

流”的表现手法时，他特别注意主观与客观、意识与 

存在的不可分离性，注意人物意识的形象性．以达到 

抒写“故国八千里，风雨三十年”的宏旨。内容是民 

族的，手法则是现代的，这就是王蒙的借鉴与创造。 

可以说王蒙的探索之作给新时期的文坛带来了一股 

新鲜的气息，他通过“意识流”手法突破传统小说叙 

述模式，把当代小说推向了现代性变革的历程中，有 

这一步，小说翻天覆地的变革才找到了基本的起 

点。他以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心灵体验与自审立场， 

使小说在80年代初开始具备了内在体验与人格自 

剖的“心灵真实”，从而使之开始了越出现实与历史 

现象，深人人性与心灵的超越的里程。 

可以认为，王蒙的探索之作打开了文坛封闭的 

国门，促进了新时期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这 

种探索是一种典范，也是一种先声。”L8 它触动了读 

者多年的惯性审美场，促进了文学创作从单一的现 

实政治功利观念向较宽泛的社会人生观念的转变， 

导致了当代小说由外部社会历史的书写到内部意识 

结构和复杂人性的书写的转换，丰富了传统现实主 

义的表现内容。在艺术形式上，它不是按生活的逻 

辑反映生活，而是按人物意识活动的逻辑反映生活， 

为此，突破了时序的叙述方式，促进了从客观的叙述 

故事向深邃地、立体地表现人的主观心灵世界的转 

型，使新时期小说在创作实践上呈现出多样性、丰富 

性和复杂性，使小说形态的范围外延被横向放大，促 

使中国小说与西方形形色色现代主义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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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庆市主要工业经济形式评价 

国有经济规模是其它6种经济成分(集体经济、联营经 

济、股份制经济、外商投资经济、港澳台投资经济)所无法比 

拟的，可以从工业增加值、资本金、长期投人、固定资产和利 

税五方面得到这一结论。 

通过按利润、销售、资本等规模指标进行系统聚类，容易 

发现国有经济就规模而言形成独有的一类，其它六种经济成 

分全部属于同一类．这表明重庆市经济规模仍以国有经济为 

主，其它经济成分的总和尚不足与之相比。 

从经济效益因子看(表 4)，重庆的经济形势相当严峻l 

除股份制经济一枝独秀外，全部处于负效益状态。国有经济 

的效益因子远远低于各类经济，其次是集体经济和外商投资 

经济。可见，由于大型企业、国有企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从 

业人员众多，虽然规模大，但效益(人均额度)并无优势，表明 

重庆工业要提高效益的任务非常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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