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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成分分析法在产业有效竞争量化评价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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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效竞争是一种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产业组织形态．有效竞争的评价是国家产业 

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也一直是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和难点之一．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衡 

量有效竞争的9个量化指标，提出可以以主成分分析法评价产业有效竞争程度．以中国汽车行业为例， 

并用论文提出的指标与方法对该产业的竞争演进与有效性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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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也是市场经济的活力之 

源，竞争使市场经济成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史上 

最富有效率的经济制度⋯．但是，如果产业内企业数 

目过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则会导致过度竞争和企业 

问不正当竞争行为，从而制约竞争效率．有效竞争是产 

业的”有效”组织形式，是一种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 

兼容的产业组织形态．有效竞争的评价是国家产业政 

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也一直是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和 

难点之一． 

1 有效竞争评价理论简述 

1940年美国经济学家 J·M ·克拉克 (J．M． 

Clark)在《有效竞争的概念》一文中明确定义了有效竞 

争：将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两者有效地协调，形成一种 

有利于长期均衡的竞争格局．但克拉克没有给出有效 

竞争的标准．1957年，E．S．Mason提出了衡量有效竞 

争两类标准：一是寻求维护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及其 

形成条件的“市场结构基准”；二是从竞争效果出发， 

寻求竞争有效性的“市场效果基准”．1958，Stephen 

Sosnick评论了5O年代末之前的所有文献，并依据产 

业组织标准的结构一行为一绩效(SCP)范式来概括有 

效竞争的l5条标准 J，规范了有效竞争的评价指标． 

1998，年俊豪在《论自然垄断产业的有效竞争》中系统 

论述了有效竞争，认为有效竞争由规模经济和市场竞 

争度决定，其最显著的特征是竞争收益大于竞争成本， 

因此，有效竞争状态不是一种点状态，而是一种区域状 

态，是竞争收益大于竞争成本的竞争范围． 

由于有效竞争内涵的多侧面性，对有效竞争的评 

价必须依据多个指标，现有的定量分析或定性分析方 

法，都缺乏一致性参数，各指标之间的不可加性严重影 

响了评价方法的可操作性． 

2 有效竞争的指标体系 

按照SCP范式思路，有效竞争的判断至少应由3 

大类特征性指标构成： 

1)市场结构指标，包括对进入壁垒条件、生产者 

规模及分布、产品差：异、规模经济等因素的度量、分析 

和判断； 

2)市场行为指标，可以分为价格行为、非价格行 

为、组织调整行为和进出口行为等； 

3)市场绩效指标，包括资源配置效率指标和技术 

进步指标等． 

笔者总结了前人的研究 J，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选取了以下9个指标来衡量有效竞争： 

1)利润率指标，不仅可以反映进入壁垒情况，厂 

商之间的价格行为，而且可以反映行业的资源配置情 

况，通常认为，高的利润率代表行业高垄断和竞争 

不足； 

2)CR。和企业数量，反映生产者的规模分布情况， 

并且对企业组织结构调整行为也有一定的解释力度； 

3)售费用率，反映厂商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这个 

指标越高，厂商为使产品具有差异化优势所作的努力 

越大，竞争越激烈； 

4)销售成本率，以生产成本占销售收入的比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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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这个指标越低，说明价格与成本的背离越大，垄断 

程度越高，竞争越弱，是反映市场结构的重要指标； 

5)进口市场占有率，该指标反映进口产品占产品 

总销售收入的比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步加 

深，这个指标对有效竞争的影响将越来越大，进口占有 

率越高，竞争越激烈； 

6)创新率：不仅能够反映厂商为使产品具有差别 

化优势而进行的努力，非价格竞争行为的激烈程度，而 

且也反映了产业的技术进步努力，为有效竞争的正向 

指标； 

7)生产能力利用率，反映资源配置效率的指标， 
一 般认为生产能力利用率在80％以上，行业不存在持 

续生产能力浪费现象； 

8)全员劳动生产率，这个指标虽然受工资制度、 

人事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但它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行 

业的技术进步情况． 

3 主成分分析方法 

在多因素评价中，由于涉及指标多，各指标之间往 

往又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而且量纲差异，使不同指标 

难以进行直接比较．因此有必要从多个指标中构造出 

少数几个综合指标，既能综合反映原来指标的信息，又 

尽可能不含重复信息．主成份分析法就是将多个指标 

重新组合成一组相互独立的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并且 

反映原指标主要信息的方法． 

主成分分析法的基本过程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选定指标 

选择X=(X。， ，⋯⋯ )为一组衡量有效竞争 

的9个指标． 

2)指标标准化处理 

因为收集到的指标量纲不一致，数量之间的差异 

也很大，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各种不同 

指标转化为同度量的指标，各指标之间具有可比性． 

i—E( ) 
—

va t ’ ( ) 

其中：E(x )为置期望值；var(X )为置的方差． 

3)计算 的相关系数矩阵，求出特征方程和特征 

向量 

设R 为经过标准化处理后指标置与 之间的相 

关系数，则： 

=  

式中cov(X；， )为 与 『的协方差。 

尺= ， 是X的转秩矩阵． 

由特征方程I尺一A II=0(J为单位矩阵)，求出特 

征值A ；设B 为特征值B 对应的特征向量： 

R=B ，且 R·A =A。·B 

4)求主成分z及累计贡献率 

通过计算可知主成份Z=B X ，由特征值可求得 

各主成份的贡献率 = ，累计贡献率为． 

。

A 
m =l ’ 

THx：娑 
∑

．

A 
m  J 

5)选择主成分并构造综合评价函数 

在构造有效竞争综合评价函数之前，先设定对主 

成份包含总体信息的程度，即累计贡献率+如果希望主 

成份提供总体90％以上的信息，则对应的K =S，即 

THs．这样，．s个主成份z ，z2，⋯zJ包含了原来指标 

90％以上的信息．将选择的S个主成份构造有效竞争 

综合评价函数，如： = Z + z2+⋯+ z 

上述整个过程可以借助SPSS软件完成计算． 

4 汽车行业有效竞争主成分分析实证检验 

选择了从1990年到2002年的销售成本前文9个 

指标作为评价该时期中国汽车产业有效竞争的基础指 

标值，为了使这些指标与有效竞争正相关，进行以下指 

标修正选取： 

Xl=1／销售利润率；X2=1／CR4；X，=1／企业数 

量，在竞争性产业，一般认为企业数量和有效竞争正相 

关，但汽车行业规模效应显著，汽车产业发达的国家， 

汽车生产的集中度都很高，我国汽车生产技术落后、规 

模小，最小经济规模远未普遍形成，在实际测算时，该 

指标与其它竞争指标成反向变动，笔者认为国内目前 

的集中度和企业数目与有效竞争负相关；X4=销售费 

用率；Xs=1／销售成本率；X6=创新率；X =进口产 

品占销售额的比例；Xs=生产能力利用率；X9=全员 

劳动生产率． 

有效竞争标准值选取世界汽车工业发达国家 

2001年上述指标值，置 的取值为2O， 的取值为1． 

35，墨 的取值为0．54，X4的取值为26．98％，Xs的取 

值为1．63， 的取值为4％，X7取值为22．4％，X。的 

取值为80％ ，X9的取值为518 372．5元，数据来源于 

《ward§Automotive Yearbook 2002}． 

4．1 收集样本数据 

依据分析的具体目的，选择了从 1990年到2002 

年汽车行业的上述指标，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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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的有效竞争情况，把 zl命名为综合指标．在 

第二主成分对以上9个变量的因子载荷中，比较大的 

有 ， ， ，墨，因此第二主成分主要反映了汽车行 

业的市场结构，所以把z2命名为结构指标．在第三主 

成分对以上9个变量的因子载荷中，比较大的有置， 

，因此第二主成分主要反映了汽车行业的经营绩 

效，所以把z3命名为绩效指标．通过以上分析知道， 

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综合指标因子、结构指标因子、 

绩效指标因子是影响汽车行业有效竞争的主要的共同 

的因素．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计算出1990—2002年各主成 

份的值，如表5： 
表5 1990—2002年 各主成分的值 

由以上分析结果可知，从 1990年到2002年汽车 

行业竞争程度差距很大，值最大相差3．46(见图1)． 

图1 历年个主成分的值 

从整体趋势上看，z。呈上升的趋势，说明我国的 

汽车行业逐步走向合理化，但是应该看到我国汽车行 

业的综合指标还远小于有效竞争情况下的标准值，特 

别是在1993—1998年问，z 呈下降的趋势，我国的汽 

车行业仍需要一段时间继续完善和发展． 呈上升的 

趋势，说明我国汽车行业市场结构逐步走向合理化，但 

是在2000年以后， 呈现短期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 

中国加入WTO后，外来的冲击促使中国的汽车行业 

需要一定的时问进行结构调整．其中一个问题在于 

1998年后z3呈下降的趋势，说明近几年中国汽车企 

业的经营绩效逐渐变差，其原因在于国内和国外竞争 

的加剧，使得市场环境恶化，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 

业的经营绩效降低． 

通过分析，中我国的汽车产业结构改革，促使了汽 

车行业逐步走向合理的有效竞争环境，同时也促进了 

市场结构的逐渐合理化，但是因此带来的企业经营绩 

效低下，是必须谨慎面对的，应对的策略有加强内部管 

理以提高经营绩效，减少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以避免 

过度竞争．上述检验结果基本符合中国汽车工业竞争 

状况，表明可以用主成份方法评价有效竞争． 

5 小 结 

主成份分析方法是依据评价有效竞争的各指标本 

身来确定该指标的权重，因此它能较好的体现有效竞 

争评价的公正性和客观性．采用主成分分析评价产业 

的有效组织具有客观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对产业组 

织有效竞争的纵向演变的评价更为可行．在有效竞争 

的主成份分析中，所选取的行业不同，指标不同，最后 

得到的权重系数也不同，但这并不影响同一样本或时 

期范畴内有效竞争评价的可比性，这也正是这一方法 

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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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n 

W orkable Competition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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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effective competition is an effective organizational form of the industry in modem market economy-It IS a 

fbI册 accomDanied with large—scale production and vigor competition．The analysis of effective competition has been the 

f0cus tllat people have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it very much all the time．It is a basis of industrial policy．on the basis of 

tlle fo咖 er research．the aufhors bring out 9 index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ot our countr)，，then take automo。 

bile trade as an example，we analyze the automobile trade with principal c,omponent- 

Key words：effective competition；the analysis of main component。；automobile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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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Voluntary Accounting Changes Based 

on Impairment Provision on Enterprise Value 

LI Shi-xin，YANG Jiu—fi，LlU 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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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tract：Based on Feltham —Ohlson Model，this paper has set up a model that ellterprise net assets change with time 

and brings the accrual of impairm ent provision into i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model，the authors find the follows：In 

genera1．tlle realization of maximum of enterprise valu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voluntary accounting changes based Off im— 

Dairment provision．Whether there are voluntary accounting changes or not，the refinancing constraints will reduce the 

lOS．i．e．enterprise value．On the condition of refinancing constraints，that the enterprise adopts voluntary accounting 

chan ges of reducing the accrual of impairm ent provision in order to meet the demand of refinancing will cause the further 

decline of IOS，i．e．enterprise value． 

Key words：impairment provision；voluntary accounting changes；enterprise value；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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