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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依据商贸流通业的特点，在构建其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

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相应的评价模型，进而求得江苏省13个地级市商贸流通业竞争力排

序。 随后通过对南通市与江苏省其他城市的比较，运用聚类分析等方法，评估了南通市商

贸流通业的竞争力地位，并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其竞争力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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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贸流通业竞争力研究的背景和现实意义

商贸流通业是指在我国第三产业中发挥商品流通功能的那些行业，主要

包括批发、零售及餐饮业。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逐步进入商品结构

性过剩时期，商贸流通业作为社会生产、销售、消费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承担起

满足消费、引导生产的新职能，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在当前我

国有效需求待续不足的情况下，进行商贸流通业竞争力的系统研究，在科学评

价的基础上采取有效途径提升其竞争力，不仅关乎商贸流通业自身的发展，而

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具有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术界对服务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上的服务经济研究和微

观上的服务营销方面，对服务业竞争力的研究较为欠缺。 商贸流通业作为服

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竞争力属于产业竞争力范畴。 许多研究者都把目光

放在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分析上，对区域之间同一产业的比较研究很少。 我国

商贸流通业目前尚处于传统商业向现代流通业转变的阶段，产业层次整体偏

低，并未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 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商贸流通业的竞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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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体现为地区间市场的争夺和产业自身的优化升级。 因此，本文所探讨的商

贸流通业竞争力主要偏重地区竞争力而非国际竞争力，并将商贸流通业竞争

力定义为
“

能否扩大本地区对区域的商业辐射力和对产品的集散力，巩固和提

升产业在区域的地位，并使本地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

商贸流通业的竞争力评价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对该产业的现状和发

展以及能力做出全面的衡量，还应借助科学的评价方法和详实的统计数据，才

能准确地对其竞争力加以评价。 本文作了一次初步的尝试，希望通过不断修

改和完善，建立起更为科学的评价模型与方法。

二、商贸流通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和应用

本文从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的构建入手，通过对南通市商贸流通业在江

苏省13个地级市中竞争力地位的全方位考察，对商贸流通业竞争力评价方法
进行初步探讨。

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分析
(1)商贸流通业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商贸流通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的构建除了遵循全面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等基本原则外，还需特别注意下列几

点：第一，重点考察当地商贸流通业发展的规模，商贸流通业是典型的规模敏

感性产业；第二，对业态和经营方式的创新加以特别关注，业态先进程度直接

反映了当地商贸流通业发展的潜力；第三，商贸流通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因而评价时必须和当地发展环境特别是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紧密联系起

来。 根据以上要求，结合资料收集状况，借鉴IMD、WEF和波特关于竞争力

评价的方法，现选定23个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见表l)。

该指标体系基本涵盖了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主要方面，所选取的指标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 该指标体系对产业盈利能力和资本营运能力的反映比较弱，

一方面是由于相关指标选取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基于产业指标应当更多关注

产业整体发展的考虑，而上述两因素可能归于微观的企业竞争力范畴更为恰

当些。 此外，消费者偏好和所有制结构等都是商贸流通业竞争力的组成因素，

但由于较难定量或地域差异较小等原因，也没有选入，而在下面的分析中将给

予适当的关注。

(2) 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商贸流通业竞争力综合评价模型。 主成分分析
法利用降维思想，根据评价指标中存在着一定相关性的特点，用较少的指标来

代替原来较多的指标，并使这些指标尽可能地反映原来指标的信息，而且彼此

之间互不相关，避免了指标选取过程中的主观性和由此导致的评价结果的偏

差。 本文运用它来建立起相应的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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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商贸流通业竞争力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权系数KJ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Cl 0. 168 

规模指
商贸流通业增加值（亿元）C2 0. 142 

市场贸易成交额（亿元）C3 0. 148 
数Bl

从业人员数（万人）C4 0. 174
注册企业数（个）C5 0. 160 

增长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指数C6 0.098 
数B2 产业增加值指数C7 0.026 

市场潜 人均消费支出（亿元）C8 0.096 

力阳 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亿元）C9 0. 162 

商贸流通 业态及
超级市场个数（个）ClO 0. 153

业竞争力 结构指
餐饮业个数（个）Cll 0. 111
批零企业个数比Cl2 0.024 

指标体系 数囡
商贸流通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Cl3 0.047 

国际化 商品出口总额（亿美元）Cl4 0. 144

程度B5 旅游外汇收入（万美元）C15 0. 153

基础设 区位交通条件Cl6 0. 147

施和服
每平方公里公路里程数（公里）Cl7 0. 141
万人邮电业务量（万元）C18 0. 101

务设施
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人）Cl9 0.085 

条件B6
万人拥有卫生机构数（个）C20 0. 062

社会经 区域国内生产总值（亿元）C21 0. 164.

济水平 区域国内生产总值指数C22 0.074 

B7 城市化水平C23 0. 118

备注：（1）区位交通条件的计算方法：城市每有一个方向的铁路干线得1分，支线得
0. 5分；每一方向的高速公路得1分，国道得0.5分；沿海港口得3分，内河港口得1分；航
空运输则按照空港的级别分别赋以3、2、LO. 5分。将各种交通方式得分累加，便得到城
市区域交通条件的评分值。(2)人均消费支出＝（城市人口X城市人均消费十农村人口X
农村人均消费）／总人口。 (3)城市化水平由非衣化率（％）来替代。 (4) 各指数值计算时以
上一年(2000)为100。(5)权系数由随后的主成分分析得出，计算过程见后面。

选取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统计数据作为观测值，建立一个23 X 13的原

始矩阵（见表2)。为消除系统误差及量纲差异的影响，对原始数据运用 z

Score法进行标准化处理，使用相关的计算软件．求得协方差矩阵及其特征

值，并计算相应的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见表3)。
表2 江苏省13个地级市统计数据(2001年）

勹
：

［；二I：三压笃913：三I了兰 1言:81芞卢勹子391了521兰11兰1 6产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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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江苏省13个地级市统计数据(2001年）

二市
苏州 无锡 常州 南京 镇江 南通 扬州 泰州 徐州 淮安 盐城 连云 宿迁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港市 市

C4 285 210 135 289 95 154 97 96 155 76 I 74 69 44 

C5 34. 35 19. 81 21. 54 38. 2 11. 49 19. 71 19. 33 19. 66 30. 98 17. 82 25. 19 12. 56 19. 85 

C6 112. 46 lll. 18 110.03 110. 96 108. 16 108. 34 109. 00 109. 43 109. 07 110. 97 108. 71 107. 68 110. 87 

C7 llO. 75 120. 60 111. 28 109. 51 110. 64 110. 13 111. 77 109. 97 lll.91 114. 27 112. 56 107. 45 111. 87 

C8 5565. 8 5389. 4 5190. 5 5333. 6 4217. 4 4595. 7 4175. 6 3971. 5 2678. 3 2699. 0 3106. 6 2518. 6 2316. 5 

C9 936. 94 644. 46 412. 65 716. 13 236. 75 620. 38 314. 58 294. 53 357. 69 122. 96 308. 86 129. 28 72. 28 

Clo 18 9 5 16 5 17 6 9 8 6 9 G 2 

Cll 45 81 32 38 18 7 7 4 12 8 2 3 5 

ClZ I. 76 2. 31 3. 48 1. 76 I. 66 I. 16 I. 31 0. 92 1. 27 1 83 2. 25 I. 20 0. 86 

Cl3 0. 35 0. 44 0. 33 0. 22 0. 27 0. 31 0. 24 0. 25 0. 72 0. 54 0. 41 0. 56 0. 16 

Cl4 123. 0 36 21. 66 57. 51 7. 46 20. 84 6. 64 3. 85 1. 78 2. 01 2. 86 4. 88 0. 35 

Cl5 123. 1 36 21. 66 57. 51 7. 46 20. 84 6. 64 3. 85 1. 78 2. 01 2. 86 4. 88 0. 35 

Cl6 8. 5 8. 5 7. 0 16. 5 7. 0 9. 0 6. 0 4. 0 12. 0 5. 0 6. 0 9. 0 5. 0 

Cl7 0. 614 0. 772 0. 492 I. 085 0. 468 0. 852 0. 488 0. 412 0. 742 0. 449 0. 345 0. 440 0. 607 

Cl8 826. 8 1052 571. 3 1233 859. 4 503. 3 459. 0 576. 4 258. 8 163. 7 265. 2 260. 0 98. 5 

Cl9 522. 8 562. 3 641. 8 532. 5 416. 8 253. 2 338. 6 277. 3 251. 6 212. 5 258. 8 221. 0 100. 8 

C20 2. 1 6 3. 40 2. 25 2. 27 2. 68 2. 15 I. 65 1. 32 1. 19 I. 00 1 17 1. 54 1. 11 

C21 1760. 2 1360. 1 672. 90 1150. 3 502. 66 809. 30 505. 46 449. 97 715. 71 329. 02 603 23 315. 82 223. 16 

C22 112. 3 111.5 112 111.1 111 llO. l 108. I lll Ill llO. 9 110 108. 2 111.1 

C23 0. 458 0. 419 0. 443 0. 586 0. 385 0. 329 0. 281 0. 249 0. 267 0. 249 0. 282 0. 263 0. 275 

备注：（1）资料来源：江苏省统计局编《江苏统计年鉴—200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2年；（2)C,相应名称及单位见表1。

经计算，前4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已达84.3 %，且其特征值均大于

1，后19个主成分所包含的百分比数很小（见表3)。 说明前4个主成分所包

含的要索信息量可以反映这23 个原始特征参数的大部分信息，因此选取前四

个主因子代替原有指标。第一个主成分由于其特征向量均大千零且有近似相

等的荷载，可以认为反映了商贸流通业的综合竞争力；第二个主成分在反映业

态的指标上有较高的正荷载，而在增长指数上有较高的负荷载，可以用来度景

各地的业态创新竞争力；第三个主成分在增长指数、第四个主成分在区位交通

条件上都具有相对较高的正荷载，可以把它们分别定义为增长潜力因子和区

位优势因子。 由此可知，构成一个地区商贸流通业竞争力的因素主要是产业

规模、区位条件、业态创新能力和产业活力。
表3 计算结果汇总三531

1
:：28 1:/I

1

6勹

于是，商贸流通业综合竞争力计算模型为：

Fi= �Xii X Ki Cl) 

其中：民＝An XCni,X,i为第1个地级市的第］个变量统计数据的标准化

值，K为第j个变量权系数（数值见表1)，八为第n个主因子的贡献率，亡为

对应主因子在第J个变量上的特征向量值。 n和J分别为主成分和指标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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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江苏省13个地级市商贸流通业竞争力的总体状况。把标准化数据代

入(1)式，得到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商贸流通业竞争力得分及排序（见表4)。
表4 江苏省商贸流通业竞争力得分及排序

:;:I:：:『：：:『：:：
．

I勹了：『日：：I勹：：『厂厂[I泰：：：厂：：：厂厂勹[I尸：：『
奎

－勹：：「厂：：
再运用最短距离法，对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商贸流通业综合竞争力得分

进行聚类分析，得出13个城市相应所处的竞争力层次（见表5)。
表5 江苏省13个地级市商贸流通业综合竞争力定位

层次 地市名 比重
具有很强区域竞争力 苏州、南京、无锡 23% 
具有一定区域竞争力 南通、常州、徐州 23% 

只有本地竞争力 镇江、盐城、扬州、泰州、 31% 
缺乏竞争力 淮安、连云港、宿迁 23% 

2.南通市商贸流通业在江苏省的竞争力评价
根据以上分析，江苏省商贸流通业规模

“南大北小＂，增速“南快北慢＂的整体
格局并未改变。为了对南通市商贸流通业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以竞争力层次
（表5)为基础，挑选苏南的苏州市、苏北的淮安市作为代表，从准则层的7个方
面和处于苏中的南通市进行比较，以期对南通市商贸流通业做出客观评价。

(1)南通市商贸流通业虽存在一定的规模优势，但与发达地区尚有层次上
的差距。南通市商贸流通业的规模优势，主要体现在市场 交易量方面。南通
市 2001年的市场贸易成交额为382.55 亿元，仅次千苏州市，在江苏省13个
地级市中排名第二位，其中成交额超亿元的消费品交易市场就有62个。就整
体规模而言，尽管在苏中和苏北地区具有一定的竞争力，但在与苏南各城市的
竞争中却完全处于劣势。正如图1所示，在以绝对量为主要评价指标的规模、

国际化程度和社会经济水平三个准则层上，南通市和苏州市的差距都很大。
( 2)消费需求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乏力。观察图1，南通市在其

他指标上都领先淮安，惟有增长指数得分，被后者大大超出。事实上，南通市 增
长力指数排在全省倒数第三 位，与位居第四的综合排名很不相符，已经成为制约
南通商贸流通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据分析，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地外来流动人口

相对偏少。 如不能在吸引入口方面采取得力措施，南通商贸流通业不仅实现质

的飞跃，挤进“

第一集团”的目标变得渺茫，“第二集团”的领跑位置也难以保住。
(3)业态创新走在了全省的前列，但粗放式、外延性发展特征明显。商贸

流通业属于传统服务业行列，只有加快业态创新，积极采用连锁经营方式，才
能实现持续发展。2001年南通市超级市场个数达17个，仅次千苏州市，200 2

年又增加到25个，流通业多元发展的势头正猛。该局面的形成和当地政府的

积极引导是分不开的，政府行为使连锁经营在短期内得到规模推进、迅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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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

经济水平

基础设施

＼
 

国际化度

增长力

市场潜力 三

备注：（ l ）相应数值根据公式(1)按准则层分类求得，计算过程从略。

图1商贸流通业竞争力分项比较图

展。 但由于维系其扩张的是行政推力而非自主市场行为，企业盈利能力很弱。

2002年南通市连锁商店整体亏损500万元，超级市场亏损则达到1516万元。

另外，南通市连锁经营方式主要集中于零售商业，偏重千超级市场这一业态，

过早地形成了恶性竞争局面。

(4)善用区位优势是做大做强南通市商贸流通业的重要方向。 据江苏省

统计局对南通市在
“

长三角
“

城市中的竞争力分析，江海交汇的区位条件正是

南通市相对其他城市最大的比较优势。 从长远来看，上海将成为
“

长三角
“

城

市发展的主动力源。 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特别是苏通大桥竣工后，南通的区

位优势将更加彰显。 届时，南通作为上海紧密的经济腹地，在上海服务业升级

过程中，将成为其传统服务业梯度转移的受益者。

(5) 要从扩大购买主体、增强购买能力等多方面挖掘市场潜力。 将表 4 的

综合竞争力排名，与同期13个地级市的非农化率进行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为

0. 80，表明商贸流通业的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呈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南通市

2002年总人口780. 26 万入，其中城市人口仅 81. 23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年可

支配收入8 640元，而占人口绝对多数的衣民人均年纯收入仅为4 133元。 城

市化水平不高，导致南通市整体购买力相对低下。 另据各国超级市场发展的

经验，超市的发展是以居民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为支撑的，居民收入水平不高

也是南通市超级市场亏损的重要原因。 因此，必须采取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城

市化水平等措施来拓展南通商贸流通业的市场容量。

三、南通市商贸流通业的竞争定位及提升其竞争力的措施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南通
”

依托江海，崛起苏中，融入苏南，接轨上海，走向

世界，全面小康
”

的总体发展思路，我们认为南通市商贸流通业的竞争定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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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上海及外地甚至外国尚未介入的真空期，积极进行资金和产业模式的输

出，抢占长江以北的市场，扩大其对长江以北地区的辐射力；充分发挥区位优

势，主动接受上海服务业的辐射和扩散，实施错位竞争和配套发展，努力建成

上海北翼的区域性商贸中心。 与之相对应，设想用15年左右的时间，分两个

阶段(2005~2010年，2010~2020年）实现建成上海北翼区域性商贸中心的目

标。 第一阶段：基本建成现代化的市场流通体系，网点建设迅速向苏中、苏北

延伸，建成以南通为中心的扇形辐射面；第二阶段：东接上海，西连南京，沿宁

通高速，共建长江北岸商贸带，并谋求其中的次核心地位。

为实现上述战略部署，提升南通商贸流通业竞争力，针对评价中暴露出来

的诸如有效需求不足、盈利水平偏低、企业管理水平有限等问题，除了努力提

高城市化水平、挖掘区位优势等措施外，还要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提升业态创新质量，壮大连锁业规模，提高盈利水平。 根据国内外

经验，一个连锁企业通常要发展到14家门店（平均每个门店营业面积400平

方米）以上才能形成规模优势。 至2001年底，南通市拥有超市17家，但形成

一定规模的只有江苏时代超市有限公司 1家。 因此，必须依据做大做强的要

求，整合现有连锁企业，按照市场原则适度聚合，组建辐射面广、占有率高、网

点数多竞争力强的大型超市公司。 推动连锁经营从单业态向多业态转变，大

力发展货仓式大卖场、特许经营、加盟连锁店，增加以社区为中心且具有多项

服务功能的便利店。 推进有一定规模的综合性商场向专业化和购物中心发

展。加快中小零售企业的业态并轨，发展有特色的专卖店和专业店。

第二，提高产业外向度，走外地化和国际化道路。 除了积极向苏北扩张

外，还要积极扶持龙头企业努力向苏南、浙北等地
”

反突围
＂

，抢占当地的市场

份额；积极开展国际贸易和劳务服务，实行跨国连锁经营，在开拓海外市场方

面进行有益的尝试。 如鼓励本市商贸企业特别是老字号、老品牌企业到境外

投资办店， 抢占国际市场；鼓励 国外客商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投资商贸

物流、批发、零售、餐饮、食品加工等各个领域，带动本地商贸流通业的振兴。

第三，协调工业、物流、旅游、金融等相关和辅助产业发展，延伸产业链。

工业作为商贸流通业的上游产业，是商贸流通企业低成本优势的基础。 物流

业与商贸流通业发展相辅相成，加快现代物流发展，不仅能降低成本，提高企

业效益，对连锁企业的规模扩张、提高配送比例、规范连锁经营、从源头上杜绝

假冒伪劣产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旅游业是流通业发展的重要下游产业，旅

游消费是商贸流通业的重要收入来源。 积极寻找商贸和相关产业的最佳结合

点，探索新型商业业态，培育商贸流通业的新增长点。

第四，提高管理和信息化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 首先，要转变经营理念，

强化服务意识，以
“

顾客第一 ”的原则，打造商贸流通业服务品牌。 其次，要广

泛应用计算机、现代通讯等信息技术，包括条形码管理系统、POS系统、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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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系统信息网络等软硬件设备和管理系统，进一步提高连锁企业财务管

理、物流管理和信息管理的技术含量。 再次，加快人才培养，提高人员素质。

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大力开发流通领域的人才资源，尽快造就一批具有丰富的

专业知识、熟悉国内外贸易投资规则和惯例又懂得连锁经营的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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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Commercial Circulation 

Competitiveness as Exemplified by Nan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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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ercial circulation, the

paper, based on constructing its appraisal index system of competitiveness 

by using the quantitative methods such a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establishes corresponding appraisal system and then obtains the appraisal 

results of commercial circulation competitiveness of 13 cities in Jiangsu Pro

vince. Then by comparing Nantong with other cities of Jiangsu Province, 

the paper appraises the position of commercial circulation competitiveness of 

Nantong by employing the category analysis and offers route to further 

improve its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commercial circulation; competitiveness apprais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category analysis; Nan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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