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稿日期:2006-09-25
作者简介:杨仁发(1977-), 男 ,江西兴国人 , 讲师 ,硕士.

文章编号:1674-0076(2007)03-0067-04

江西投资环境评价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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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江西投资环境的区域特征 , 选择 36个反映江西投资环境评价的指标 , 采用主成份分析法对江西投资

环境进行综合评价 , 并在此基础上 , 提出优化江西投资环境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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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toregionalfeaturesofJiangxiinvestmentenvironment, 36 economicindexes, which

haveadirectinfluenceonJiangxiinvestmentenvironment, wereselected.Principalcomponentialanalysis

wasusedtofullyevaluatetheinvestmentenvironmentofJiangxi, basedonwhich, aseriesofsuggestions

weremadetoimproveJiangxiinvestment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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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 ,江西经济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经济总量增大 ,经济增速显著提升 ,城乡人

民生活明显改善 ,引进外资快速增加等.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 ,江西还没有形成规模经济 ,资源优势还没有转

化为经济优势.虽然目前江西经济起飞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但要实现真正的大发展 ,优良的投资环境是必不

可少的条件之一.而要认识和评价江西投资环境 ,使国内外的投资者更加准确客观地了解江西投资环境 ,须

对其进行定量分析.本文根据江西投资环境的区域特征 ,选择江西投资环境评价指标 ,采用主成份分析方法

对江西省投资环境进行综合评价 ,在此基础上 ,提出优化江西投资环境的对策及建议.

1　江西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1.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区域投资环境指标系统的构建直接关系到研究结论的科学性 、客观性 、准确性 ,关系到能否为决策部门

提供一个量化的 、可操作的依据.本文充分考虑江西省投资环境的综合性 、整体性 、差异性 、动态性等区域特

征 ,在研究 、选取和建立江西省投资环境评价指标系统时 , 遵循全面性 、实用性 、可操作性以及可比性原

则
[ 1]
,力求使构建的指标体系能科学 、客观 、公正 、全面地反映江西投资环境的状况.

1.2　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内容

根据上述原则 ,从经济环境 、市场环境 、社会环境 、基础设施 、资源环境 、法律环境等 6类指标 ,初步选取

51个具体评价指标 ,运用专家法和主成份分析法进行筛选 ,最后选取 36个指标 ,建立江西投资环境指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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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运用专家法和主成份分析法进行筛选 ,最后选取 47个指标 ,建立江西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具体

为:

(1)反映江西经济实力的指标　人均 GDP、GDP增长率 、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全省工业总产值 、第二产

业占 GDP比重 、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 、实际利用外资额 、外资企业总产值占 GDP比重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城

乡居民年末存款余额 、出口占 GDP比重 、非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2)反映社会环境的指标　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 、人均科研经费 、万人拥有

高校在校学生人数 、万人拥有公共图书藏书数 、学龄儿童入学率 、万人拥有医生数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3)反映基础设施的指标　铁路公路年货物运输量 、航空港口年货物运输量 、高速公路公里数 、年人均

邮电业务量 、万人拥有固定电话数 、万人拥有移动电话数 、人均道路铺装面积 、城市煤气普及率 、平均万人拥

有绿地面积 、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 、人均用电量.

(4)反映资源环境状况的指标　污水年排污量 、SO2年排放量 、人均耕地面积 、年发电量 、年供水量.

2　江西省投资环境评价实证分析

主成份分析法是多元统计分析技术中应用广泛的一种方法.基本原理是通过一定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

测算出各个指标在样本之间的相对差距 ,对原始变量数据矩阵进行降维处理 ,得到一组具有某种良好的方差

性质的新变量 ,这组新变量彼此互不相关且在各自的特征方向上有最大方差 ,从中选取前几个变量来代替原

变量 ,计算其权重 ,然后进行综合评价结果的加权 ,根据综合评价值的大小进行排序
[ 2]
.

2.1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对江西省 2000-2004年的投资环境利用主成份分析法进行评价 ,所有数据均来自 《江西统计

年鉴》(2001— 2005年)
[ 3]
.主成份分析法的计算采用 SPSS13.0完成 ,从而最大限度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

2.2　实证分析

(1)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计算出相关矩阵 ,可以看出 36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因此有必要进行主

成分分析.

(2)计算特征根值及其贡献率 ,见表 1.
表 1　特征根值及其贡献率

成份 特征根值 旋转后的特征根值 特征根值贡献率 累计贡献率

1 28.931 24.110 66.972 66.972

2 3.484 6.885 19.126 86.098

3 2.553 3.344 9.289 95.387

4 1.031 1.661 4.613 100.000

　　通过表 1可以看出 ,变量相关矩阵中大于 1的特

征根值有 4个 ,分别为 24.110、6.885、3.344、1.661,且

这 4个主成份综合的信息贡献率为 100%,说明前 4

个主成份已能包含原始数据的全部信息 ,因此选取前

4个主成份进行计算.

(3)计算每个主成份在每个变量上的负荷 ,见

表 2.

从主成份负荷矩阵数据可以看出:

(1)第一主成份 F1在以下指标的负荷值比较大:航空港口年货物运输量 、铁路公路年货物运输量 、万人

拥有公共图书藏书数 、年人均邮电业务量 、人均 GDP、外资企业总产值占 GDP比重等.这一因子主要反映江

西基础设施基本情况 ,权重(累计贡献率)达 66.972%,对总体起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

(2)第二主成份 F2在工业总产值的负荷值比较大 ,可以认为这一因子为反映江西工业经济基础的因

子 ,权重为 19.126%,是第二位的主成份.

(3)第三主成份 F3在学龄儿童入学率的负荷值比最大 ,主要反映江西教育状况;在出口占 GDP比重的

负荷值比较大 ,反映江西对外贸易情况.这一成份的权重为 9.289%.

(4)第四主成份 F4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的负荷值比较大 ,主要反映江西的服务水平 ,是当前投资

商较为关注的软环境的一个量化指标 ,这一成份的权重为 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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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旋转后的因子负荷矩阵

指　标
成　份

F1 F2 F3 F4

人均 GDP 0.963 0.240 0.075 0.100

GDP增长率 0.790 0.579 0.051 0.196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0.927 0.348 0.104 0.097

工业总产值 0.049 0.977 0.158 -0.132

第二产业占 GDP比重 0.873 0.464 0.086 0.126

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 -0.943 -0.295 -0.145 -0.048

实际利用外资额 0.878 0.384 0.059 0.280

外资企业总产值占GDP比重 0.957 -0.002 0.285 0.046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0.945 0.296 0.023 0.138

城乡居民年末存款余额 0.908 0.375 0.014 0.187

出口占 GDP比重 0.292 0.051 0.925 -0.239

非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0.915 0.370 0.163 -0.002

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0.929 0.333 1.053
×10-5

0.163

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 -0.504 -0.840 -0.064 -0.192

人均科研经费 0.873 0.451 -0.099 0.157

万人拥有高校在校学生人数 0.936 0.320 0.036 0.143

万人拥有公共图书藏书数 0.972 -0.221 0.063 -0.043

指　标
成　份

F1 F2 F3 F4

　万人拥有医生数 -0.676 -0.501 -0.015 -0.540

　学龄儿童入学率 0.152 0.127 0.970 0.141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637 0.441 -0.257 0.578

　铁路公路年货物运输量 0.965 0.207 0.096 0.126

　航空港口年货物运输量 0.995 0.085 0.060 -0.008

　高速公路公里数 0.925 0.323 0.179 0.088

　年人均邮电业务量 0.962 0.187 0.116 0.162

　万人拥有固定电话数 0.860 0.475 -0.044 0.181

　万人拥有移动电话数 0.880 0.356 -0.165 0.268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0.796 0.401 0.412 0.186

　城市煤气普及率 0.796 0.236 0.553 -0.067
　平均万人拥有绿地面积 0.745 0.518 -0.367 0.204

　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 0.670 0.369 -0.644 0.018
　人均用电量 0.860 0.494 0.125 -0.033

　污水排污量 -0.751 -0.450 -0.163 0.455
　SO2年排放量 0.872 0.304 0.289 -0.252
　人均耕地面积 -0.812 -0.478 -0.157 -0.295

　年发电量 0.932 0.338 0.121 0.053

　年供水量 -0.228 -0.961 0.027 -0.154

(5)计算变量得分系数及主成份表达式.

根据因子得分系数表(表 3),可以得到主成份表达式:

F1 =0.058X1 -0.005X2 +… +0.099X36 ,

F2 =-0.044X1 +0.078X2 +… -0.276X36 ,

F3 =-0.008X1 +0.007X2 +… -0.001X36 ,

F4 =-0.002X1 +0.051X2 +… +0.005X36.

(6)计算综合得分.

以这 4个主成份各自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 ,构建投资环境综合质量评价模型:

Z=0.669 72F1 +0.191 26F2 +0.092 890F3 +0.046 13F4.

根据此模型计算江西省 2000-2004年各年投资环境综合得分 ,见表 4.

表 3　因子得分系数表

指　标
成　份

F1 F2 F3 F4

人均 GDP 0.058 0.044 0.008 -0.002　

GDP增长率 -0.005 0.078 0.007 0.051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0.041 -0.003 0.003 -0.011

工业总产值 -0.106 0.338 0.028 -0.219

第二产业占 GDP比重 0.021 0.038 0.004 0.002

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 -0.050 0.017 -0.009 0.042

实际利用外资额 0.020 -0.009 0.020 0.145

外资企业总产值占GDP比重 0.079 -0.118 0.058 0.015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0.050 -0.028 -0.019 0.018

城乡居民年末存款余额 0.034 -0.003 -0.013 0.053

出口占 GDP比重 -0.006 0.011 0.270 -0.091

非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 0.041 0.018 0.008 -0.091

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0.043 -0.016 -0.023 0.033

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 0.064 -0.199 -0.025 -0.038

人均科研经费 0.029 0.030 -0.056 0.001

万人拥有高校在校学生人数 0.045 -0.020 -0.013 0.022

万人拥有公共图书藏书数 0.124 -0.182 -0.035 -0.075

万人拥有医生数 0.032 -0.021 -0.057 -0.372

指　标
成　份

F1 F2 F3 F4

　学龄儿童入学率 -0.061 0.004 0.355 0.258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0.017 0.002 -0.030 0.371

　铁路公路年货物运输量 0.059-0.059 0.004 0.029

　航空港口年货物运输量 0.088-0.086 -0.032 -0.084

　高速公路公里数 0.040-0.011 0.028 -0.004

　年人均邮电业务量 0.057-0.070 0.017 0.067

　万人拥有固定电话数 0.021 0.037 -0.032 0.029

　万人拥有移动电话数 0.036-0.016 -0.061 0.101

　人均拥有道路面积 -0.002 0.018 0.132 0.123

　城市煤气普及率 0.030-0.006 0.141 -0.060

　平均万人拥有绿地面积 0.019 0.063 -0.136 0.000

　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 0.057 0.045 -0.259 -0.187

　人均用电量 0.026 0.070 -0.008 -0.137

　污水排污量 -0.050-0.120 0.058 0.495

　SO2年排放量 0.057 0.032 0.014 -0.284

　人均耕地面积 0.004-0.029 -0.059 -0.167

　年发电量 0.045-0.002 0.002 -0.047

　年供水量 0.099-0.276 -0.001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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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江西投资环境综合评价表

年份 F1 F2 F3 F4 综合得分

2000 -0.888 72 -0.681 45 1.282 17 -0.549 40 -0.631 77

2001 -0.430 49 -0.388 90 -1.480 31 -0.819 82 -0.263 00

2002 -0.358 97 -0.217 45 -0.251 01 1.720 71 -0.179 30

2003 -0.023 41 1.763 70 0.204 15 -0.217 15 0.330 59

2004 1.701 60 -0.475 90 0.245 00 -0.134 34 1.138 75

3　结论与分析

(1)通过综合评价得分可以看出 ,江西

省总体投资环境自 2000年以来逐年改善 ,得

到不断提高 ,投资环境综合得分从 2000年的

-0.631 77提高到 2004年的 1.138 75.这主

要得益于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的宏伟战略目标 ,尤其是在 2003年江西提出的 “对

接长珠闽 ,融入全球化 ”方针的指导下 ,江西经济实力 、基础设施 、资源环境等方面都有较大幅度的改善 ,如

江西人均 GDP从 2000年的 4 851元提高到 2004年的 8 189元 ,增长 78.8%;高速公路公里数从 2000年的

421公里增加到 2004年的 1 425公里 ,增长 2.38倍.

(2)从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中可以看出 , 2004年江西省投资环境有较大的飞跃 ,主要由于在 4个主成份

中占 66.972%的第一主成份 F1数值增长较大 ,反映江西综合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基本情况 ,主要体现在人

均 GDP、城乡居民年末存款余额 、航空港口年货物运输量 、铁路公路年货物运输量 、万人拥有高校在校学生

人数等反映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基本情况指标增幅较大 ,如 2004年人均 GDP比 2003年增长 22.6%;万人

拥有高校在校学生人数 2004年比 2003年增长 33.5%;2004年实际利用 FDI达 21.90亿美元 ,比 2003年增

长 31.9%.

(3)从江西省投资环境综合评价表可以看出 , 2004年江西投资环境中第二及第四主成份均为负值 ,分别

为 -0.475 90、 -0.134 34,从而影响江西总体投资环境综合得分 ,因此 ,应在巩固提高第一主成份的因子得

分基础上 ,努力改善第二 、第四主成份的因子得分.

(4)根据因子得分系数表以及江西省投资环境综合评价表 ,可以看出目前江西投资环境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在第一主成份中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 、学龄儿童入学率 、污水排污量的因子得分较低 , 分别为

-0.050、-0.061、 -0.050.在第二主成份中年供水量 、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数 、外资企业总产值占 GDP

比重.万人拥有公共图书藏书数等指标的因子得分较低.在第三主成份中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 、平均万人拥

有绿地面积的因子得分较低 ,分别为 -0.259、 -0.136.在第四主成份中 SO2年排放量 、万人拥有公共汽车

数 、人均用电量等指标的因子得分较低 ,分别为 -0.284、 -0.187、 -0.137.

因此 ,根据以上分析 ,综合提出优化当前江西省投资环境的对策建议:第一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交

通 、能源 、给排水 、社会服务设施的水平;第二 ,优化产业结构 ,加快产业聚集 ,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和水平;第

三 ,大力推进人力资本开发 ,提高科技水平.完善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相衔接的教育体系 ,完善继

续教育和制度 ,建设学习型社会;第四 ,强化环境保护 ,切实保护好江西的绿水青山 ,从源头控制污染源总数

和污染物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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