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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CA的京津冀城市群
城市竞争力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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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现状分析
京津冀城市群是国家重点建设的五大

国家城市群之一，包括北京市、天津市，

以及河北省的石家庄市、张家口市、秦皇

岛市、唐山市、保定市、廊坊市、邢台

市、邯郸市、衡水市、沧州市和承德市，

共有 13 个城市。根据《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 2014》统计的数据可知，该城市群行

政区域面积约 21.7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

土地面积的 4.5%；人口约 9744.9 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 7.63%；GDP 总值约

62210.18 亿元，占全国 GDP 的 9.89%；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约 7593.33 亿元，占

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 12.78%；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约 23006.22 亿元，占全国的

10%；绿地面积约 14.22 万公顷，占全国

绿地面积的 7.2%。

京津冀城市群是我国现有城市群中经

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因此，协调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提高其城市竞争力，对于

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运

用 SWOT 分析方法，来分析京津冀城市

群的发展现状：第一，从发展优势来看，

京津冀城市群资源丰富，表现为煤、石油、

天然气等优质的矿产资源以及不断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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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旅游资源；交通运输优势显著，表现

为其拥有贯穿东西南北的发达的公路系统

和铁路系统以及连接全世界的航空系统；

天津滨海新区、河北曹妃甸开发区都拥有

高科技研发中心，新兴技术产业发展加快。

第二，从发展劣势来看，北京、天津、河

北发展差距较大，京津两市的经济发展远

高于河北省，进而导致京津冀城市群的经

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经

济区；经济发展致使环境恶化，表现为沙

尘暴问题、水资源破坏问题以及水土流失

问题等；核心城市北京、天津的分工不明

确，进而导致同质化竞争。第三，从发展

机遇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2015 年 4

月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为重大国家战

略，这一国家层面的战略将会为城市群的

协调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随着互联网 +

的提出，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可以突破

各国家区域间的限制，开展交流与合作，

学习国外的创新理念，并引进国外先进的

科学技术，调整各城市间的分工，进而提

升城市竞争力。第四，从发展威胁来看，

北京、天津、河北为了更好地发展本地区

的经济，尽可能争夺吸引外资的机会，各

地区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两市一省内部

城市之间的资源并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

其发展形成恶性循环，为整个城市群的发

展带来了威胁。

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与方法选择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概

念，涉及的内容较多，不仅包括经济方面，

而且还包括社会方面、环境方面和科教方

面，故建立合适的指标体系才能全面衡量

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水平。笔者在构建指标

体系时，根据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的发展

现状，并结合指标体系建立的科学性、操

作性强、具有可比性等原则，从不同方面

选取 12 个核心和关键的指标，建立了城

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见图 1），尽可

能全面地反映城市竞争力的实际水平。          

（二）研究方法

在对城市竞争力研究的过程中，可选

的指标较多且有些指标彼此相关，盲目选

择多个指标会降低研究结果的准确性，而

主成分分析法（PCA）是一种将原来的多

个指标变量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变量

的统计方法，能够起到降维的作用，且转

化形成的新的综合指标既能消除彼此间的

相关性，又能尽可能地反映相关的信息，

较好地解决了指标彼此相关的问题。笔者

对城市竞争力综合得分的计算方法采用如

下的公式：

                                   （1）

其中，城市竞争力的综合分值为 F，
第 i 个主成分的权重为 Wi，第 i 个主成分

的得分为 Fi。

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竞争力实证
分析

（一）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在主成分分析法的基础上，笔者所查

找的京津冀城市群的 14 个城市的指标数

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4》。

由于所选取的指标数据既包括绝对量又包

括相对量，因此，直接对原始数据进行主

成分分析，得到的分析结果会有很大的偏

差，这就需要对初始的指标数据进行标准

化处理，使原始数据处于同一尺度或数量

等级，具有可比性。

针对本文的分析，笔者采用标准化方

法（Z-scores）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第

i 个样本的第 j 个指标数据用 X ij 表示，假

设样本有 m 个，每个样本包含的指标数据

有 n 个，用如下公式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

理：

X ′ ij=（Xij-Xj）/σj  （若 σij=0，令

X ′ ij=0）                                            （2）

数据经无量纲化变换后，均值为 0，

标准差为 1。本文直接借助 SPSS21.0 统

计软件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

实证研究        Empirical Research

表 1   KMO and Bartlett 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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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成分的提取与解释

由 表 1 可 知，KMO=0.604>0.6，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值为 209.591，

P=0.000<0.001，说明选取的指标变量之

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可以对指标

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并进一步完成主成

分分析。

利用 SPSS21.0 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

行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如表 2 所示。在全部

解释方差表中，前 3 个主成分的特征根分

别为 7.553、1.478、1.277，均大于 1；

方差贡献率分别为 62.939%、12.320%、

10.642%，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85.901%

（>85%）。根据主成分选取个数的标准：

通常应以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 85%，可以

选取前 3 个主成分代表原来的 12 个指标

变量来反映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间的竞争

力。而载荷矩阵反映的是主成分与对应指

标变量间的相关性，其中载荷值越小，其

对应的主成分所反映的原始指标的信息量

越少，相关性越差；反之越多，则相关性

越好，根据旋转后的载荷矩阵表（见表3），

可将各因子定为经济和基础设施因子、对

外流通因子和环境保护因子。

（三）城市竞争力的综合评

价分析

由计算公式 （λ i 表示第

i 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可计算选

取的 3 个主成分的权重（用 Wi 表

示），计算可得，W1=73.22%，

W2=14.37%，W3=12.41%。并进

一步根据公式（1）可计算各个城

市的综合得分，如表 4所示。

由城市竞争力综合得分表可

以看出，各城市综合得分 F 有正

值也有负值，若 F>0，说明其城

市竞争力综合水平在京津冀城市

群中城市竞争力平均水平之上；若

F<0，说明其城市竞争力综合水平

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城市竞争力平均水平之

下。其中北京市以 2.587158848 的综合得

分排名第一，河北省保定市的综合得分最

低，仅为 -0.604846456，其他城市的综

合得分则在这两者之间。且只有北京市、

天津市和廊坊市这三个城市的综合得分为

正值，即河北省仅有一座城市的得分为正，

说明与北京市、天津市的综合发展水平相

比，河北省的整体城市竞争力较弱。下面

可以从三个方面对其做具体的分析：

首先，北京市的城市竞争力综合得分

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的综合得分，主要原

因是作为国家首都的北京市是我国的经

济中心，经济发展较快，其不仅拥有四

通八达的城市立体交通系统、丰富的旅游

资源、国际化与现代化并存的商业与贸

易中心，还是全国最大的科学技术研究

基地和教育最发达的地区，并且与世界各

国、各地区在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交流也

非常活跃。天津市则以 0.645201939 的

得分位居第二，2014 年三次产业结构比

为 1.3:49.4:49.3，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7755.03 亿元，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产业，

且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优势产业（如航空

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也稳步增长，

交通体系也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能力显

著提升，再加上滨海新区的开发等等，这

些方面都能迅速带动天津的发展，进而提

升其城市竞争力。

其次，河北省仅有廊坊市的城市综

合得分为正，其值为 0.141363795，主

要是因为廊坊市的环境保护意识较强，

2013 年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分别达到 44.15%（河北省最

高）和 98.9%，这说明环境竞争力也会

使城市竞争力处于有利位置。而其他城市

的综合得分均为负值，2014 年河北省的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仅为 37.2%，远低

于北京市和天津市的比重，虽然河北省在

对外投资、引进技术等方面都有所增加，

但其增加幅度较小，其城市整体竞争力较

弱。其中省会城市石家庄市的综合得分为

-0.27709603，排名仅为第 9，2013 年其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 73.54%，仅

这一指标就严重降低了其城市竞争力。总

之，一个城市在发展经济时，要摒弃为了

经济发展、先污染后治理的思想，一定要

在发展的同时，注重保护环境，这才有利

于提升城市竞争力。

最后，虽然北京市的经济竞争力处于

绝对优势，但对于整体发展而言，其内部

结构却不合理。北京的交通体系虽然非常

完善，但由于人流量大，其人均城市道路

面积最低（2013 年仅为 7.72 平方米）；

北京市为了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引入了

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大型企业，进而导

致其环境污染加重，雾霾天气较多，如果

北京市在以后的发展中只注重经济增长而

忽视环境保护，会严重影响北京的可持续

发展，进一步削弱其整体城市竞争力。而

河北省亦如此，内部结构也不合理，与其

他方面的竞争力相比，其经济竞争力处于

较弱的地位，这进一步阻碍了该省各城市

的经济发展，降低其城市竞争力。可见，

京津冀城市群的各城市之间在经济、环境

方面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只有协调经济、

环境的发展，才能消除该城市群内部结构

不合理的威胁，促进其和谐发展，提升其

城市竞争力。

提升京津冀城市群城市竞争力
的政策建议

（一）明确北京功能定位，疏解其非

首都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北京是全国科技

创新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政治中心和文

化中心，坚持和强化这四个中心的核心功

能，实施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和人文北京

战略，进而把北京建设成享誉国际的首都

城市。然而从实际发展情况来看，北京不

仅发挥这四大核心功能的作用，而且还承

担了更多其他的非核心功能，致使北京发

展速度变慢。要想使北京的发展走的更远，

就必须要将北京的一些优质资源配置到天

津和河北的建设中，使这些资源在实际运

图 1   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表 2   全部解释方差

表 3   旋转后的载荷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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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产生更大的效用。要疏解北京的非首

都功能，首先要控制北京市的人口规模，

原因是北京是首都城市，机遇较多，会吸

引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北京，超过北京的实

际人口承载力，这就需要加强北京的户籍

管理，进而控制人口规模。其次要调整北

京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这就要求实现产

业转移，把与北京经济发展功能不相适应

的基础产业转移到天津和河北，不仅疏解

了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而且也加快了天津

和河北的发展，缩小两市一省的发展差距，

提升城市竞争力。

（二）加快实现“三个一体化”，推

动京津冀平衡发展

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在交通、要素市

场、公共服务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北京、

天津两市由于其独特的优势，其三方面的

发展都达最高水平，而河北省的发展则由

于其优势不突出，其发展水平则比较落后。

因此，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就必须要

实现“三个一体化”。“三个一体化”是

指交通一体化、要素市场一体化和公共服

务一体化，张占斌指出：“有了一体化，

三地才能在发展条件上达到大体平衡，产

业转移就会具备更加便利的条件，人、财、

物才能充分流动起来”。根据北京、天津、

河北的发展需要，现首要完善发展其交通

运输网，实现交通一体化。河北省各城市

城市竞争力较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交通

不便捷，各城市之间缺乏互联互通，如果

加强该省的交通设施建设，改变路径设计

发展的理念，进而改变京津冀交通网络以

北京为单中心的布局，并尽快实现区域（包

括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张家口和

廊坊）的公交一卡通服务，这不仅可以满

足本省的发展需要（如交通便利，会吸引

越来越多的人到本省旅游，进而促进旅游

业的发展），而且还能够吸引外资，加快

其基础设施的建设。在实现交通一体化的

过程中，也要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和公共服

务的一体化，即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加强

建设城市群内要素统一市场，促进生产要

素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市场一

体化；并要进一步加强科教支出

以及医疗支出，完善教育、科技

创新和医疗体制，加强建设城市

群内的教育统一性和先进的医疗

保障体系，最终各城市能够共享

教育和医疗资源，实现公共服务

一体化。

（三）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提高环境竞争力

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发展速度过快，在

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环境造成了一

定的影响，尤其是北京严重的雾霾问题和

城市群内跨行政区的流域水污染问题。要

解决这些为了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污染问

题，第一，不能仅仅依靠北京、天津等单

个城市独自解决所造成的污染，要依靠所

有相关的城市共同参与到环境治理的行动

中，只有如此，才能找到真正的污染源，

进而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然后最终彻底解

决污染问题，最终环境治理才能取得理想

的效果。第二，统筹考虑京津冀城市群的

资源环境承载力、大气环境容量度等环境

制约因素，制定城市群空气质量达标目标，

使城市群内经济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发

展。第三，环境治理需投入大量的资金，

而这更需要各城市政府加大对环保资金的

投入力度，有效发挥科技创新的优势，降

低科研费用，并进一步降低资源消耗和环

境污染程度，使群内各城市走出一条保护

环境的绿色经济发展之路，进而推动环保

一体化快速发展。

（四）加大创新投入，提升城市群发

展质量

目前，京津冀城市群的发展已经上升

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与国家推动的其他城

市群发展相比，该城市群的城镇化水平最

高，经济实力也比较雄厚。在新型城镇化

的背景下，各城市坚持推进以人为本的城

镇化，促进其发展，进而提升城市群整体

的发展质量。为实现这一目标，各城市需

要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大对创新的投入。

首先，要在土地管理方面加快创新步伐，

在各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城市人口规

模和用地规模都在不断扩大，但人口城镇

化的速度明显过快，而土地城镇化的速度

却较慢，这就需要各城市政府进一步拓展

城市空间，即征收城郊的农用地，将其转

变为建设用地，以满足越来越多的城镇人

口的需要，进一步实现新增城镇面积与新

增人口相协调。其次，要在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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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加快创新步伐，目前，京津冀城市

群是联系紧密且发展较快的一个经济区，

但是其基础设施建设却不能实现互联互

通，原因是各城市地方政府仅负责本地

区基础设施的建设，没有考虑其他相邻

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影响整个城

市群基础设施效益的提高，这就需要各

城市在建设的过程中，把京津冀城市群

看作一个整体，从整体出发考虑，进而实

现效益的最大化。最后，要在社会保障方

面加快创新步伐，北京、天津和河北省之

间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很大差别，因而需要

该城市群逐步实现这两市一省的社会保障

流转，改善其社会保障制度，使省市之间

的社会保障统筹发展。   

表 4   城市竞争力综合得分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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