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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城市群竞争力评价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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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战略。城市群建设是化解经济下行压力与

推进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契合点。本文从经济发展竞争力、社会生活竞争力、生态环境竞争力、创新潜能竞争

力、对外辐射竞争力５个维度构建城市竞争力评 价 体 系。中 原 城 市 竞 争 力 排 名 前 五 位 的 依 次 是 郑 州、洛 阳、焦 作、

济源和新乡，受中心城市与其腹地相互作用的影 响，其 空 间 分 布 格 局 为 西、北 高，东、南 低。因 此，要 以 城 市 群 需 求

侧为基础，坚持可持续发展为基础，不断调整城市 群 资 源 和 产 业 结 构。同 时，以 新 型 城 镇 化 建 设 为 抓 手，以 公 共 服

务建设为支撑，以科研投入为保障，增强城市创新潜能和社会生活水平，推进城市群的影响力和对外辐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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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城市群是伴随城市区域化与区域城市化产生的一种特殊城市空间结构［１］。城市群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

和潜力的核心地区，是我国主体功能区战略中的重点和优化开发区，也是未来我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随着城市化建设的

强势推进，城市竞争力问题已经成为关系国家和地区在全球竞争压力下如何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城市竞争力评价成为重要

的研究议题。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主要借鉴微观层面的产品及产业竞争，以及宏观层面的国家竞争力研究成果，其中，波

特的“钻石模型”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国家竞争力模型居主流地位［２，３］。国内城市竞争力理论研究起步晚，大部分

停留在对国外理论的介绍和吸收。比如，从生产供给出 发，认 为 城 市 竞 争 力 是 其 集 聚 要 素 的 配 置 资 源［６，７］；从 市 场 需 求 出 发，

认为城市竞争力是其创造财富提高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的 能 力［８，９］；从 综 合 发 展 水 平 出 发，认 为 城 市 竞 争 力 是 其 所 具 有 的 各

种竞争优势的合力［１０－１５］。

基于城市竞争力理论的不同认识，相应的评价体系也有一定差异。本研究认为城市竞争力本质上是诸多要素共同作用、

综合影响的产物，是城市多个维度竞争力的合力，具有系统性和动态性，为此需要从城市资源供给与竞争的结构要素入手，进

行综合竞争力的考量。开展城市群资源配置的供给侧 结 构 性 改 革 的 着 力 点 在 供 给 侧，核 心 在 于 增 强 供 给 结 构 对 需 求 变 化 的

适应性和灵活性［１６－１９］。本研究将着重从城市群资源竞争进行指标选择和评价，旨在为地方政府城市群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二、评价指标的选择和研究方法

（一）评价指标的选择

本研究从经济发展竞争力、社会生活竞争力、生态环境竞争力、创新潜能竞争力、对外辐射竞争力５个维度选择１０个指标

构成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见表１）。

城市经济发展竞争力是传统城市竞争力评价的一个主要维度，主要选择城镇化率和人均ＧＤＰ两个指标。

城市社会生活竞争力是城市竞争力评价的重要侧面，主要包括基本民生性服务、公共安全性服务、公共事业性服务、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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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性服务。其中，医疗卫生公共事业性服务是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和生产的基础，故选择卫生医疗床位数作为评价指标。

表１　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１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ｉｔ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城

市

竞

争

力

综

合

评

价

经济发展竞争力

社会生活竞争力

生态环境竞争力

创新潜能竞争力

对外辐射竞争力

城镇化率

人均ＧＤＰ
卫生医疗床位数

建成区绿化率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高学历研究人员数

Ｒ＆Ｄ经费支出

进出口总额

接待入境游客人次

　　 城市生态环境竞争力是新常态背景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主要选择建成区绿化率和工业固体废物处 置 利 用 率

两个指标。

城市创新潜能竞争力反映的是创新潜力，是供给 侧 改 革 背 景 下 城 市 发 展 转 型 和 提 升 的 根 本 动 力 所 在。在 此 选 择 万 人 在

校大学生数、高学历研究人员、Ｒ＆Ｄ经费支出三个指标。

城市对外辐射竞争力反映城市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影 响 力，是 化 解 新 常 态 背 景 下 产 能 过 剩 和 促 进 资 本 跨 产 业 跨 区 域 流 动

的一个重要途径。故选择进出口总额、接待入境游客两个指标。

（二）因子分析法介绍

因子分析是在损失较少信息的前提下，将多个存在 较 高 相 关 性 的 变 量 变 换 成 为 几 个 典 型 的 彼 此 相 互 独 立 或 不 相 关 的 新

变量的多元统计方法。因子分析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少数 不 可 观 测 的 潜 在 变 量（即 公 共 因 子）上，通 过 潜 在 因 子 揭 示 原 始 变 量

之间以及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因子分析过程不仅可 以 完 成 指 标 降 维、客 观 赋 权，而 且 可 以 进 一 步 完 成 指 标 得 分 的 处 理，是

目前实现城市竞争力评价较为理想的客观性方法。

因子分析法最常见的模型为Ｘ１＝ａ１１Ｆ１＋Ａ１２Ｆ２＋Ａ１ｔＦｔ＋Ｅ１；Ｘ２＝Ａ２１Ｆ１＋ａ２２Ｆ２＋ａ２ｔＦ　ｔ＋Ｅ２……Ｘｓ＝ａｓ１Ｆ１＋ａｓ２Ｆ２＋ａｓｔＦｔ
＋Ｅｓ（ｔ≤ｓ）。简化矩阵形式表示为：Ｘ＝ＡＦ＋Ｅ，其中，矩阵Ａ（ａ１１，ａ１２…ａｓｔ）为因子载荷矩阵，Ｘ（ｉ＝１，２，３…，ｓ）为 原 始 变 量，Ｆ
（Ｆ１，Ｆ２，…Ｆｔ）为Ｘ的公共因子，该因子不能精确得到，它的内容因不同情况而不同，因而有不同的含义。Ｅ（Ｅ１，Ｅ２…ＥＳ）为是

不能被ｓ个公共因子包含的特殊因子，它和公共因子是相互独立的两个部分，在实际中通常不予考虑。

数据主要来源于《河南统计年鉴》和河南省第五 次 人 口 普 查 数 据。鉴 于 所 选 取 的 指 标 数 据 单 位 不 统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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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采用标准化方法（Ｚ—ＳＣＯＲＥＳ）对原始数

据进行处理，标准化的公式为：Ｘ＊ｉ ＝
Ｘｉ－Ｘ

－

Ｓ
，其中，Ｘｉ 为原始值，Ｘ

－
为原始平均值，Ｘ＊ｉ 为标准化后的数据，Ｓ为标准差。

（三）主因子的选择与解释

使用ＳＰＳＳ１６．０软件对指标进行计算和统计，从表２可知，ＫＭＯ＝０．６６，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检验值为１８２．４４，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说明选取的指标变量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且变量共同度较高，说明因子分析结果有效，因此可以对原始数据做因子分析。

根据表３，在总的解释方差中，前３个因子的特征根均大于１，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８７．２３％，意味着３个因子所携带的数据信

息已经基本包括了原来１０个变量所携带的数据信息，这就使数据结构大为简化，根据因子选取个数的标准，累计方差贡献率

应达到８５％，故可以选取前３个因子。

表２　ＫＭＯ和Ｂａｒｔｌｅｔｔ’ｓ检验

Ｋａｉｓｅｒ－Ｍｅｙｅｒ－Ｏｌｋｉ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Ａｄｅｑｕａｃｙ． ０．６６
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的球形度检验　　　　　　　　　　　Ａｐｐｒｏｘ．Ｃｈｉ－Ｓｑｕａｒｅ　 １８２．４４

　　　　　　　　　　　　　　　　　　　　　ｄｆ　 ４５．００
　　　　　　　　　　　　　　　　　　　　　Ｓｉｇ． ０．００

　　载荷矩阵反映的是因子与对应指标变量间的相关性，在表４的载荷矩阵中，因子对原始指标信息反映的指向性不明，进一

步做旋转分析，得到表５的载荷矩阵，可以看出，第一 个 主 因 子 在 进 出 口 总 额、接 待 入 境 旅 游 人 次、万 人 床 位 数、Ｒ＆Ｄ经 费 支

出、万人在校大学生数和高学历研究人员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城市对外辐射与创新潜能因子。第二个主因子在城镇化率

与人均ＧＤＰ上有较大载荷，可命名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第三个因子与建成区绿化率和工业固废处置利用率存在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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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载荷关系，可命名为城市环境改善因子。

表３　总方差解释

因子

初始特征值及方差贡献

特征值 方差贡献
率（％）

累计方差
贡献率
（％）

因子载荷平方和

特征值 方差贡献
率（％）

累计方差
贡献率
（％）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平方和

特征值 方差贡献
率（％）

累计方差
贡献率
（％）

１　 ６．００　 ６０．０５　 ６０．０５　 ６．００　 ６０．０５　 ６０．０５　 ４．３　 ４３．０４　 ４３．０４
２　 １．７１　 １７．０７　 ７７．１２　 １．７１　 １７．０７　 ７７．１２　 ２．７５　 ２７．５４　 ７０．５８
３　 １．０１　 １０．１１　 ８７．２３　 １．０１　 １０．１１　 ８７．２３　 １．６６　 １６．６５　 ８７．２３
４　 ０．６５　 ６．５１　 ９３．７４
５　 ０．２２　 ２．２３　 ９５．９７
６　 ０．１７　 １．７３　 ９７．６９
７　 ０．１１　 １．１３　 ９８．８２
８　 ０．０８　 ０．８　 ９９．６１
９　 ０．０３　 ０．２８　 ９９．９
１０　 ０．０１　 ０．１０　 １００．００

　　 表４　初始因子载荷

因子

１　 ２　 ３
进出口总额 ０．９０ －０．１０　 ０．０２

万人医疗床位数 ０．９２　 ０．０６ －０．１０
城镇化率 ０．８４　 ０．１３ －０．４６

Ｒ＆Ｄ经费支出 ０．９４ －０．１５　 ０．２２
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０．９４　 ０．０１　 ０．０６
高学历研究人员数 ０．９３ －０．１４　 ０．２７
接待入境游客人次 ０．７０　 ０．０４　 ０．４２

建成区绿化率 －０．０５　 ０．９３ －０．１７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０．０３　 ０．８４　 ０．４８

人均ＧＤＰ　 ０．７４　 ０．２５ －０．４９

表５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

因子

１　 ２　 ３
进出口总额 ０．７５　 ０．４９ －０．１１
万人床位数 ０．６８　 ０．６２　 ０．０１

城镇化率 ０．４１　 ０．８８ －０．０１
Ｒ＆Ｄ经费支出 ０．９０　 ０．３５ －０．１１

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０．７９　 ０．５０　 ０．００
高学历研究人员数 ０．９２　 ０．３０ －０．０８
接待入境游客人次 ０．８０　 ０．０９　 ０．１３

建成区绿化率 －０．２７　 ０．３０　 ０．８６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０．１９ －０．１７　 ０．９３

人均ＧＤＰ　 ０．２９　 ０．８７　 ０．１１

表６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

因子

１　 ２　 ３
进出口总额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０５
万人床位数 ０．０６　 ０．１７　 ０．００

城镇化率 －０．１６　 ０．４５ －０．０４
Ｒ＆Ｄ经费支出 ０．２６ －０．１０ －０．０４

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０．１６　 ０．０４　 ０．０２
高学历研究人员数 ０．２９ －０．１３ －０．０２
接待入境游客人次 ０．３３ －０．２５　 ０．１３

建成区绿化率 －０．１８　 ０．２４　 ０．４８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０．２１ －０．２６　 ０．６０

人均ＧＤＰ －０．２０　 ０．４８　 ０．０２

　　 三、分析结果与解释

（一）结果分析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６）和原始标准化数据计算各主因子的得分值，由于主因 子 的 方 差 贡 献 存 在 差 异，单 项 主 因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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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并不能直接说明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水平。这里根 据 主 因 子 得 分 矩 阵 以 及 各 主 成 份 的 方 差 权 重，计 算 最 后 的 城 市 综 合 竞

争力排名（表７）。综合得分有正值也有负值，若为正，说明该城市竞争力综合水平 在 省 平 均 水 平 之 上；若 为 负，说 明 在 省 平 均

水平之下。由表７可以看出，前三位的分别是郑州、洛阳、焦作，南阳市水平最低。利用ＧＩＳ工具，采用自然断裂法，求取各市

综合竞争力排名的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出，河南省城市综合竞争力空间分布明显呈现出西、北部高，东、南部低的格局，这种竞

争力分布格局的形成是中心城市与腹地之间相互作用规律影响的结果。

表７　河南省城市竞争力排名

城市 综合得分 排名

郑州 ２．２１　 １
洛阳 ０．７６　 ２
焦作 ０．４０　 ３
济源 ０．２２　 ４
新乡 ０．１６　 ５

三门峡 ０．０８　 ６
许昌 －０．０２　 ７
开封 －０．０４　 ８
安阳 －０．１０　 ９

平顶山 －０．２０　 １０
漯河 －０．２２　 １１
鹤壁 －０．２６　 １２
濮阳 －０．３４　 １３
信阳 －０．４０　 １４
商丘 －０．４１　 １５

驻马店 －０．５０　 １６
周口 －０．５３　 １７
南阳 －０．８４　 １８

　　 （二）成因解释

根据河南省１９９０－２０１６年各市市辖区城镇人口数据，可知１９９０－２０１６年首位度在不断增加，且大于２，四城市指数和十

一城市指数从小于１向接近或大于１变化，表明尽管河南省城市体系首位度不十分突出，但总体态势为趋向首位分布。郑州

市较高的综合竞争力水平与其作为中心城市和首位城 市 的 地 位 密 不 可 分，长 期 以 来，通 过 对 周 边 区 域 要 素 的 吸 纳，城 镇 化 水

不断提高，１９４９年只有１０．６％，到了２００９年已经变为４２％，２０１６年则变为６７．１％，快速的城镇化通过前后产业联动推动了地

方经济的强势发展，经济竞争力水平高，共同推动着城市发展的三个主因子保持高位运行，综合竞争力排名第一。

进一步做位序—规模分析，发现回归分析的斜率小于１，且 在 变 小，进 一 步 证 实 城 市 首 位 度 不 十 分 突 出、中 小 城 市 丰 富，

同时表明城市规模分布分散的力量大于集中的力量。根 据 空 间 相 互 作 用 理 论，中 心 城 市 紧 密 和 次 紧 密 腹 地 区 经 济 发 展 水 平

较高的地区接受辐射的能力较强，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一定程度上能够带动该区域竞争力水平的提升。本研究利用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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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市的非农业人口、ＧＤＰ以及高速公路里程数据，同时考虑用各城市间三产的相关系 数 进 行 修 正，得 出 郑 州 市 的 腹 地 分 布 图

如图１所示，可以看出，郑州市紧密和次紧密腹地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北部。

洛阳和郑州市一样，两个中心城市的紧密和次紧密腹地与竞争力水平较高的区域范围基本重合，共同推动了河南省城市

竞争力西、北高、东、南低分布格局的形成。焦作市城市环境建设水平、城镇化、高等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均较高，借助云台

山５Ａ级风景区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入境旅游规模仅次于洛阳，在郑州与洛阳的辐射带动下，各维度的发展相对全面

均衡，竞争力水平进入三甲。南阳市、信阳、周口、驻马店等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偏低，与郑州市和洛阳存在较大的势能差，且距

离较远，接受辐射的能力偏弱，综合竞争力相对处于弱势。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城市竞争力的内涵和特征，本研究从经济发 展 竞 争 力、社 会 生 活 竞 争 力、生 态 环 境 竞 争 力、创 新 潜 能 竞 争 力、对 外 辐

射竞争力５个维度选择１０个指标组成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得出河南省城市综合竞争力水平前五位的依次是

郑州、洛阳、焦作、济源和新乡；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呈现出西、北部高，东、南部低的格局，郑州和洛阳及其紧密和次紧密腹地区

的城市竞争力水平普遍较高，这是中心城市与腹地 之 间 相 互 作 用 规 律 影 响 的 结 果。因 此，要 以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为 主 线，促 进 城

市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制度创新为内核、新型城镇化建 设 为 抓 手，提 升 城 市 经 济 发 展 水 平；以 公 共 服 务 建 设 为 支 撑，以 科 研 投

入为保障，增强城市创新潜能和社会生活水平。同时，城 市 政 府 要 充 分 发 挥 地 方 科 研 机 构 与 高 校 的 研 究 团 队 和 平 台，推 动 政

学研产合作机制的建构，建立完善的课题申报、评审、转化、反馈机制。在此基础上，应通过产业的孵化、集聚、联动带动城市持

续健康的发展［２０］。同时要继续深化城市竞争力的供给侧改革，推进城市的影响力和对外辐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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