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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

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

会高度关注。2013 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上，明确要“创造新的比较优势和竞

争优势，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一带一路”

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

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

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

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

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一

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

洋的互联互通，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

互通伙伴关系，实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

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发掘区域内市场的

潜力，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

明互鉴。2015 年 3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内容摘要：本文从经济、对外开放、科

教文卫和环境 4 个方面构建了包含 29 个

指标的评价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

“一带一路”16 个沿海节点城市的发展

度进行评价，研究发现：16 个城市的发

展程度差别很大；城市规模是影响城市

发展度的重要因素，规模越大城市发展

度越好；城市发展度与其在全国或区域

经济中的地位有关，中心城市的发展度

更好；城市发展度与环境质量反向相关。

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的规模仍然可以进

一步扩大，同时要通过精细化管理提升

城市环境质量。

关键词：一带一路   节点城市   发展度   

主成分分析法

港口城市，是我国沿海一带对外开放水平

最高的城市，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

程中，要充分发挥它们的优势，将其打造

成“一带一路”的排头兵和主力军，本文

构建了城市发展度的评价模型，对 16 个

沿海城市发展程度做出评价。

指标体系构建
国外城市发展状况评级评价指标体

系，在总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即综合

性评价体系和专题性评价体系。综合性评

价体系所包含的领域更多，指标更全面，

如日本森纪念财团基金会的城市战略研究

所，2014 年其对全球 40 个主要城市进行

了研究和评价，采用了 6大领域的 70 项

指标。专题性评价就城市发展的某个单项

进行评价，评价指标较少，如《福布斯》

杂志2009年在200个大都市中进行了“世

界最适宜商业和创业活动的城市”研究和

评比，采用了 11 个指标。多伦多大学罗

特曼管理学院全球城市排名评价体系以经

路的愿景与行动》，其中强调在要“利用

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环渤海等经

济区开放程度高、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

作用大的优势”，“加强上海、天津、宁

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

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

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上述 16 个

表 1   城市发展度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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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准，主要增加了环境质量指标。

国内关于城市发展状况评价的研究较

多，近年来的研究主要是从某个侧面进行

评价。刘新静和张懿玮（2016）对中国大

都市竞争力进行了评价，共设置都市人口

指数、都市经济指数、都市生活质量指数、

都市文化指数和都市智慧化指数 5个一级

指标、15 个二级指标、38 个三级指标。

温婷等（2016）以马斯洛需求理论为基础，

提出适用于中国的城市舒适性概念框架，

设置了健康需求、自我发展需求、休闲需

求和社会氛围需求 4个一级指标，并细分

为 13 个二级指标和 17 个三级指标。高友

才和汤凯（2016）评价了“丝绸之路经济

带”相关国家 70 个节点城市发展情况，

从经济发展竞争力、对外开放竞争力、科

技创新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企业竞

争力、营商环境竞争力等 6个方面设置了

19个评价指标，突出了航空发展的重要性，

选择了 4 个与航空

有关的指标。

城市发展度是

对城市发展水平的

综合测度，本着科

学性、全面性、多

层次性和数据的可

得性，本文选择了

GDP等29个指标，

并将这些指标分为

经济发展度、对外

开放发展度、科教

文卫发展度和环境

发展度 4个二级指

标体系（见表1）。

本文的指标体系设

计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在经济发展度

指标中加入了人均住房面积指标，经济发达

城市的房价高，人均住房面积小，该指标能

够反映经济发达城市的居住成本，纠正单纯

依靠收入指标导致的对发达城市的高估。二

是在经济发展度指标中增加了反映金融发

展情况的指标数量。“一带一路”沿海节点

城市，都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金融

业已经在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重

要的地位，而且随着城市经济结构的进一步

优化，金融业必将越来越重要。三是根据问

题研究的需要，增加了反映城市对外开放程

度的经济指标数量，共包含9个指标，从

经济、人口、运输等多个角度反映城市的对

外开放程度，其中的人口净流入指标是城市

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差额，反映城市吸纳

外部人口的能力和开放性。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各个城市 2014 年

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统计公报、2015 年

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等资料，采

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价城市发展度。

主成分提取
因子分析得到主成分的特征值和方差

贡献率，依据特征值大于 1且累计贡献率

超过85%的原则，选择前5个主成分（见

表 2）。

第一个主成分的特征值为 15.594，

方差贡献率为 53.772%，GDP、人均可

支配收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人均金融

机构贷款额、人均金融机构存款额、金融

行业从业人员数量、人均保险公司保费收

入、人口净流入数量、出口额、进口额、

实际利用外资额、入境国际旅游人数、旅

游外汇收入、每年人口周转量、港口吞吐

量、R&D经费支出、发明专利授权量、每

万人藏书量等指标在该主成分上有较高的

载荷。每万人中等学校学生数与第一主成

分负相关，表明城市发展度较好的城市中

等学校在校生人数相对更少，这主要是因

为城市发展度较好的城市有大量以青壮年

劳动力为主的外来人口，其中的学生适龄

人口比重相对较低。空气质量优良率与第

一主成分负相关，显示出城市经济发展给

环境带来了压力，如果考虑到经济发展程

度较好的城市大部分位于沿海一线，其他

城市经济发展给环境保护带来的压力就更

大了。人均住房面积也与第一主成分反向

图 1   城市发展度得分

表 3   主成分得分

表 2   主成分方差贡献度

区域经济        Region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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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验证了本文关于城市发展度与人均

居住面积负相关的假设。因此，第一主成

分主要反映了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开放情

况，是反映城市发展度最重要的主成分

第二个主成分的特征值为 3.586，方

差贡献率为 12.366%，每万人高等学校学

生人数和每万人医生数两个指标在该主成

分上具有较高的载荷，但是在第一个主成

分上的载荷都较小，表明它们与经济发展

水平相关性不大，这其中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因为高等教育资源和医疗资源的配置

政府控制较多，而且二者的发展速度非常

依赖已有的发展基础，以深圳为代表的改

革开放后崛起的城市，原有的高等教育医

疗资源欠缺，发展情况自然相对较差；

二是经济发展程度好的城市外来人口增长

快、数量多，人均指标会偏低。政府对人

均公园绿地面积和建成区绿化率两个指标

有较为严格的控制，它们在第二个主成分

上具有较高的载荷，而与第一个主成分相

关性较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在该主

成分上也具有相对较高的载荷，这个指标

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关性弱，完全是政

府控制的结果。因此，第二个主成分反映

了政府的控制程度。

第三个主成分的特征值为 3.343，方

差贡献率为 11.528%，空气质量优良率、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三

个指标在该主成分上具有较高的载荷，第

三个主成分主要反映了城市的环境发展

度。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每年货物周

转量两个指标与第三个主成分高度负相

关，这是因为目前城市的空气污染主要来

源即为机动车尾气和建筑工地的扬尘。

第四个主成分的特征值为 1.560，方

差贡献率为 5.380%，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人均住房面积两个指标在该主成分上具有

较高的载荷，第四主成分主要反映了人们

的生活水平。

第五个主成分的特征值为 1.371，方

差贡献率为 4.728%，财政收入占GDP比

重在该主成分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二

者反向相关，其他指标的载荷都很小，故

其主要反映了市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作用

的大小。

主成分得分和排名
主成分的得分为因子得分系数乘以特

征值的平方根得到，结果如表 3所示。上

海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度最高，在第一主成

分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城市，深圳和广

州排名二、三位，

但与上海市相比还

有很大的差距。广

州市在第二主成分

上的得分排名第一，

表明广州的高等教

育、医疗具有较好的发展基础，城市发展

空间也相对较大；三亚市排名第二，是

因为三亚市以旅游业为主，常住人口总量

2013年仅为 73.2 万人，是 16个城市中最

少的，其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和每万人医生

数量指标是16个城市中最高的，每万人高

等学校学生人数也仅次于海口市；上海市

在第二主成分上排名第15位，主要是城市

有大量外来常住人口，导致人均指标偏低。

深圳市和厦门市在第三主成分上的得分分

别排名第一和第二位，环境发展状况最好，

整体上看环境发展与纬度密切相关，低纬

度城市的环境状况更好，表明自然地理因

素是决定环境发展状况的最重要因素。泉

州市在第四个主成分得分上排名第一，主

要是因为泉州市人均居住面积达到了45.95

平方米，这在16个枢纽城市中是最多的，

而上海市的人均居住面积只有 17.50 平方

米，其在该主成分上的得分也只排在了第

十五位。广州市在第五主成分上的得分排

名第一，同样来自广东省的汕头市、湛江

市和深圳市排在第二、三和六位，这表明

整个广东省的市场化进程领先于其他地区。

发展度得分和排名
城市发展度得分由五个主成分的得分

以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加权计算得到（见图

1）。在 16 个城市中，有 5个城市的发展

度在平均水平之上，表明城市之间的发展

程度不平衡。

根据城市发展度的综合得分，应用层

次类聚方法进行聚类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结论
本文考察了 16 个沿海开放城市的发

展度，研究发现，城市之间的发展度产别

很大，上海和深圳的发展度大幅度领先于

其他城市，城市的发展度主要受两个因素

的影响：一是城市的规模，规模越大的城

市发展度相对较高，表明城市的集聚经济

仍然很大，城市规模仍有扩大的空间；二

是城市在全国或区域的定位，全国性或者

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度相对较高，表明中

心类城市对优质资源的吸引力更大，而是

表 4   城市发展度分类表

否为中心类城市与国家的政策有关。城市

的发展度一般与环境状况反向相关，表明

城市发展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很大，即使是

发展程度很高的城市，仍然面临发展转型

的压力。

本文的主要政策含义是，16 个沿海

节点城市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

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积极融入和借助区

域经济发展战略，提升城市发展水平。16

个城市在发展程度上存在很大差异，它们

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就

不同。上海、深圳和广州等城市发展水平

高的城市，要积极发挥经济中心城市的功

能，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层次，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坚持高端定位，不能走

低水平重复发展的旧路。深化体制机制改

革，争取率先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取得突破，建立务实有效、遵循国际惯例

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探索多种多样的

跨区域通关模式，完善口岸通关机制，促

进“一带一路”沿线区货物通关和人员往

来便利化。扩大对外开放，重点拓展与东

盟的经贸合作，积极开拓南亚、西亚、非

洲东海岸等印度洋沿岸地区新兴市场，积

极发展跨境电子商务，鼓励和组织企业参

加相关国际性博览会、展会，深化贸易合

作。发展城市，要“建设”和“管理”两

手抓，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向“管理”

要发展，以“管理”提升发展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