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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行业结构特征叨因子分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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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采用多元统计分析中的因子分析方法，依托SAS统计分析软件，以2002

年数据为截面，对上海市工业行业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 揭示了上海市工业行业在规

模、效益、销售、资全运用、保值增值等方面的差异。 为上海市工业结构的进一步优化提供

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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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对象的背景

20世纪下半叶，上海市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为我国的 国民经济发

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经过50多年的发展，上海市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都发生

了重大的变化，从结构单一的加工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发展成为门类齐全、配

套完备、综合能力强劲的工业体系。 到2002年，汽车、通讯等六大重点工业行

业的总产值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58.4%，信息工程、现代生物医药等高新技

术产业的比重也达到23.4%，都市型工业也有了长足的 进步。

面对充满机遇而又富有挑战的21世纪，国家准备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

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 为实现这一目标，上海市产业结构进行了重大调

整，从实行了30多年的
“

二、三、一“产业发展序列中跳出来，开始实行优先发

展第三产业，调整改造第二产业，稳定提高第一产业的
“

三、二、一“产业发展战

略。 这一战略性调整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进入1990年代以来，产业结

构战略性调整的步子明显加快。 1999年，第三 产业产值超过 第二产业产值，

2002年的第三产业GDP中的比重已达51%，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三产业的发展，为第二 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1990年代后期，上

收稿日期： 2004-07-06

作者简介：篮逄谷(1947-），男，浙江慈溪人，上海财经大学统计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李文杰(1969-），男，河南新乡人，上海财经大学统计学系博士生。

• 114 •



董逢谷、李文杰：工业行业结构特征的因子分析

海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上海工业要面向新世纪、建设新高地、再创新辉煌0 的
要求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上海工业决定把发展高科技产业作为重点，
同时实行支柱产业的升级和发展都市型工业，加快形成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
以支柱工业为支撑的现代化工业体系。

2004年，上海市政府提出了上海经济 ”两个优先发展” 的最新思路，即

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上海市两会规划了经济增长”两
个长期坚持＂ 的发展战略，即长期坚持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长期坚持二、
三产业共同推动经济增长。本文运用多元统计中的因子分析方法，探悉上海
工业行业结构的基本特征和重要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优化上海市工业结构，

促进上海市二、三产业共同发展，实现上海市经济发展目标提供决策支持。

二、因子分析模型构建

因子分析法起源于20 世纪早期，1904年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用
以解决智力测验得分的统计研究，目前在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中，都
已取得了成功的应用。它从一组具有相关关系的变量出发，用几个潜在的、无
法观测的随机变量（因子）来解释原始变量的相关关系。经处理后，原始变量
分成两部分，一是所有变量共同具有的公共因索（公共因子），二是各变量独自
具有的特殊因素（特殊因子）。理论演绎和实证分析证明，公共因子可以用来
描述原始变量，能够尽量保持和合理解释原始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气

1.正交因子模型。设 X=CX1,……，Xp)'是可以观测的随机变量，E(X)
=µ,D(X)=�,F= CF 1 ,……，Fm)'(m<p)是不可以观测的随机变量，且E

CF) =O, D(F) = Im，又设E=(e:1 , ……,Ep 丫与F互不相关，且E(e:)=0, D(e:) = 

如g（吐……忒）＝D。假设随机变量 X满足以下的模型：

厂厂二勹厂· ·:.
a

.2.2:．2. ：．.. ．． . ：．：．： ：.2．勹尸厂
岛

X1
一 庄＝a11F1 +a12凡十…… 十a1m凡十句

(1) 

xp —构＝ap1F1 +ap2F
2
+……+apm 贮十Ep

则称模型(1)为正交因子模型气用矩阵表示为：
X = µ. + A F + E (2) 

pXl pXl pXmmXl pXl 
其中 F=CF1,……，Fm)',F1,……，凡称为公因子；E=(E1,……,Ep)I'E1 ' 

……,Ep 称为特殊因子；模型中的矩阵 A=(a;j) (pXm)称为因子载荷矩阵。
I;=DCX)=DCAF+E)=AA'+o C3) 
Cov(X, F) =E(X-E(X)) CF-E(F))'=A (4) 

公式(3)和公式(4)称为正交因子模型的协方差结构。
2.正交因子模型中各统计量的统计意义。根据因子模型的协方差结构

公式(3)和(4)，可以得出正交因子模型中各个统计量的统计意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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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因子载荷 a,J的统计意义。 即a,J是X与E的协方差Cov(X,Fi），如果变

量 X， 是标准变量，alJ也是X与Fl的相关系数pij，可将 aIJ看作第1个变量在第J

公共因子上的
“

权
”

，它反映了第I个变量在第J公共因子上的相对重要性。

(2)变量共同度的统计意义。 因子载荷矩阵A中第1行元素之平方和记

为时，称它为变量X， 的共同度。 它反映了全部公共因子对变量X， 的影响，是

全部公共因子对X，的方差所做出的贡献。 时大表明X， 对于F的每一分量

F1, ……，凡的共同依赖程度大。

(3)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的统计意义。 将因子载荷矩阵A的第」列(j =

1,2, ……，m)的各元素的平方和记为 gf ，称为公共因子E对于X， 的方差贡

献。因就表示第j个公共因子E对千所有分量X1, …… ,Xp 所提供方差的总

和，它是衡量公共因子相对重要性的指标。

3. 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和因子得分。 建立因子分析模型的目的不仅是找出

主因子，更重要的是知道每个主因子的实际意义，以便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 若

求出主因子解后，各个主因子的典型代表变量不很突出，因子的意义含糊不清，

就不便千对实际问题进行分析。 为此必须对因子载荷矩阵实施旋转变化，使得

各个因子载荷的平方按列向 0和1两极转化，达到其结构简化的目的。 其理论

依据为若F是正交因子模型的公因子向量，这对任意正交阵r,z=r'F也是公

因子向量。 相对应的Ar是公因子Z的因子载荷矩阵。 利用这一性质，在因子

分析的实际计算中，当求 得初始 因子载荷阵A以后，就反复右乘正交阵F，使

Ar具有明显的实际意义，这种变换载荷矩阵的方法，称为因子的正交旋转。 经

过旋转后，公因子对 X, 的贡献肘并不改变，但公因子本身可能有较大变换，即

百不再与原来相同。 一旦获得公因子和因子载荷阵以后，我们可以反过来考察

每一个样本相应的公因子的估计，即所谓的因子得分。 因子得分可以用于模型

的诊断，也可以作为进一步分析的原始数据。

三、数据来源和指标筛选

（ 一）统计数据的来源。

1. 反映工业行业投入与产出规模水平的总量指标。 依据《上海市统计年

鉴一2003》，反映工业总规模、总水平的总量指标共有 14个气其中反映工

业行业投入规模的主要统计指标有：单位数、从业人员、年末资产总计、年末固

定资产原价、年末固定资产净值、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流动资产年平均

余额、年末负债合计、年末所有者权益、年成本费用总额10个指标；反映工业

行业产出规模的主要统计指标有：年工业总产值、年产品销售收入、年利润总

额、年税金总额 4个指标。

2. 反映工业行业投入与产出效率效益的相对指标。 参照国家统计局推

行的《工业生产经营活动考核指标体系》，反映工业投入与产出效率效益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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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指标共有7个。 其中总资产贡献率反映了行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管

理水平和经营业绩的集中体现；资本保值增值率充分反映了行业净资产的变

动状况，是发展潜力的集中体现；总资产负债率反映了行业资产负债水平的大

小，是评价经营风险的核心指标；流动资金周转率反映了行业流动资产的营运

状况，是评价管理能力的主要指标；成本费用利润率反映了行业生产成本及费

用投入的经济效益，是评价全要素投入效率的综合指标；全员劳动生产率反映

了行业全体从业人员的产出效率，是评价活劳动投入效率的特定指标；产品销

售率反映了行业产品已实现销售的程度，是供需状况的集中体现气它们均

可由上述14个总量指标中的有关指标计算派生，其中受笔者拥有统计数据的

限制，总资产贡献率的分子简化为
“

利税总额＂舍去了
“

利息支出“；全员劳动生

产率的分子由
“

总产值”代替
“

增加值”。

（二）指标体系的筛选。

］．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筛选指标体系。 如果以上述 21个指标作为研究变

量，会造成信息大量重迭，影响研究效果，因此必须进行简化。 本文选择定性

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依据21个指标的相关矩阵和指标的具体含义，剔除一

些相关关系高度显著、经济含义相近而仅计算口径不同、为其他指标的内含构

成项目的指标，以及对行业研究意义不大的指标。

(1)单位数和从业人员的相关系数为0. 91058，由于
“

单位数“抽象了企业

本身规模的大小，单位数多寡无法确切反映行业的规模，从而选择
“

从业人员”

更具有反映行业总体规模的现实意义。

(2)工业总产值年末资产总计等其余12个总量指标之间的相关系数都

在0. 5以上，具有显 著 的 相 关性(t检验：统 计 量3.3166大于临界值

t(001/2,35-2) ＝ 2.7333)，因此根据它们对行业结构研究的重要性予以选择。

(3)总资产负债率和其他6个相对指标呈现负相关，特别是与总资产贡献

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呈现出较强的负相关，说明产出效率与效益比较好的行

业，其负债水平相对比较低，原因在于：就总资产贡献率而言，负债水平是分母

的构成项目；就成本费用利润率而言，负债的费用也是分母的构成项目。 因

此，在分子确定的条件下负债水平越高，两指标的指标值越低，已经充分体现

了行业经营风险的大小，所以本文舍去总资产负债率指标。
2. 工业行业结构分析的指标体系。 本文选择 X1 从业人员、又工业总产

值、x3年末资产总计、凡利税总额、X5 成本费用总额、沁总资产贡献率、 X7

资本保值增值率、\流动资产周转率、又成本费用利润率、 X10 全员劳动生

产率、炾产品销售率，组成行业结构因子分析的指标体系。 它们分别从要素

的占用和消耗，产出的生产和实现，投入与产出的效率和效益等多角度反映了

工业行业运行的总水平和相对水平。 由于非金属矿采选业缺少利润总额数

据，影响了相对指标的计算，并且非金属矿采选业在工业经济中的比例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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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予以剔除，即仅对 34个行业进行因子分析。

四、因子分析的数据结果

运用SAS软件，计算得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和各

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等。 表1为主分量法计算出相关矩阵的

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

表1 主分量法计算出相关阵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

言耳了三I厂言I罕言I勹言I言了1飞言根据对表1 结果的分析可知，用第一主因子可以解释原来11个变量的

37 ％的信息量，用前五个主因子可以解释原来11个变最的 90 ％的信息量，用

前六个主因子可以解释原来11个变量的 96 ％的信息量。 并且这些主因子变

量之间不具有相关关系，即它们所携带的信息没有相互重叠。 这便于我们客

观地认识和分析事物，本文选取前五个公共因子进行分析。

为了对主因子做出正确、合理的解释，使其结构简化，对因子载荷阵实行

方差最大旋转后，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发现每个因子的经济意义：变

量X]到X5在第一因子上有较高的载荷，因此第一因子代表了工业行业投入

与产出的总规模水平，定义为规模因子；变量x6'沁和 X10 在第二因子上有较

高的载荷，可见第二因子代表了工业行业投入与产出的效率与效益，定义为效

率因子；变釐X11产品销售率在第三因子上有较大的载荷，反映了工业行业产

品供应与需求的状态，定义为供求因子；变量\流动资产周转率在第四因子

上有较大的载荷，反映了工业行业日常运行管理的水平，定义为管理因子；变

表2 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阵

三
第一因子 第二因子 第三因子 第四因子 第五因子
(Factorl) (Factor2) (Factor3) (Factor4) (Factor5) 

X1 工业企业从业人员 0. 73563 -0.29173 -0. 31103 -0. 21849 0. 13457 
X2 工业总产值 0. 97605 -0. 03027 -0. 08143 0.04633 —0.04097 

凡年末资产总计 0.9559 0.01269 0. 14492 0.05555 —0. 13857 

沁工业企业利税总额 0.80964 0. 38656 0.0747 0.21736 o. 10271

Xs成本费用总额 0. 97082 —0.08367 -0. 01808 0.0337 -0. 06679

沁总资产贡献率 0. 0911 0. 794 —0.0733 0.25033 0. 35478
X7 资本保值增值率 -0. 06994 0.09585 0.00683 -0. 20029 0. 90466
沁流动资产周转率 0.06839 —0. 14676 -0. 03436 0.89092 —0. 19694

x9成本费用利润率 -0. 05376 0.97378 -0. 05218 -0. 14085 0.09683
X10 全员劳动生产率 -0. 05766 0.84746 -0. 00514 -0. 23687 -0. 15875
Xu 产品销售率 —0.01617 -0. 09403 0. 97805 -0. 03899 0.00835 

每个因子解释的方差 4.02992 2.57905 1. 09621 1. 07534 1.07171 

每个因子的贡献率 0. 366374 0.23447 0.09966 0.097763 0.097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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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X7资本保值增值率在第五因子上有较大的载荷，反映了工业行业的发展

潜力，定义为潜力因子。

经过正交旋转后，各因子解释的方差受到影响，但所有因子解释的总方差

之和没有改变，即方差累计贡献率仍为89.57%。 第一、二、三因子的方差贡

献率稍有缩减，第四、五因子的方差贡献率稍有增加，第三、四、五因子的方差

贡献率基本相同，都在 10％左右。 五个因子的量级比值大约为4: 2. 5 : 1 : 1 

: 1，因此工业行业的规模因子和效率因子是工业行业结构分析的主要尺度，

供求因子、管理因子和潜力因子是工业行业结构分析的次要尺度。

依据估计的因子载荷矩阵沁可以建立因子模型：X=µ+AX+e:；根据因

子模型，可以估计样本单位的公因子，即因子得分；运用回归法 (Thomson 因

子得分法），得出因子得分函数。 由此，利用五个因子来代替原有的 11个变量

对各工业行业进行评价，上海市的34个工业行业的五个公因子得分见表3。
表3 34个工业行业的因子得分

二
规模因子 效率因子 供求因子 管理因子 潜力因子
Factor 1 Factor 2 Factor 3 Factor 4 Factor 5 

煤炭采选业 —0.8729 0.0994 0. 2126 0.8078 0. 3151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0.8668 3. 7085 -0. 2523 -2. 4664 -1. 1681 
食品加工业 —0. 7292 -0. 4000 -0. 2641 1. 1175 -0. 9991 
食品制造业 —0.3339 —0.4986 -0. 2335 -0. 2115 2.0256 
饮料制造业 —0.6922 0.0039 -0. 1469 —0.0210 -1. 4049 
烟草加工业 -0. 0284 3.8447 -0. 0008 1. 394 7 2.0241 
纺织业 0. 3642 -0. 5927 -0. 2607 -0. 5807 0.0835 
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 0. 3666 -0. 6259 -1. 1405 0. 1179 0.3658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0. 7044 -0. 4790 -0. 5189 0. 6288 0.2785 
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0. 7180 -0. 2796 -0. 0378 0. 5191 -0. 8058

家具制造业 -0. 8233 -0. 2750 -o. 2760 0. 6015 0. 1469 
造纸及纸制品业 -0. 6350 -0. 2852 -0. 1983 0. 1074 0.4724 
印刷、记录媒介的复制业 -0. 5488 -0. 0843 -0. 2539 -0. 1575 0.5059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 4614 -0. 3085 -0. 4555 -0. 1300 —0.4597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0.0672 0. 1472 -0. 1638 3. 2899 0.0259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1. 0103 -0. 1761 -0. 2072 -0. 3070 0.0043 
医药制造业 —0. 3092 -0. 2206 0. 1499 -0. 2109 0.5620 

化学纤维制造业 —0.8127 —0. 2877 -0. 2347 0.6523 -0. 2192 

橡胶制品业 —0.6229 -0. 3934 -0. 1829 —0.6672 -0.1003 

塑料制品业 -0. 0579 -0. 3217 -0. 3083 —0. 1304 0.4867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 1037 -0. 3117 -0. 2887 —0. 7689 0. 1549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 34 71 0. 6993 0. 2705 1. 3692 -3. 8316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6614 -0. 3614 -0. 3073 0. 5149 0. 3620

金属制品业 0. 5084 -0. 4236 -0. 6059 -0. 2917 0.3840

普通机械制造业 1. 1626 -0. 3800 —0.4420 —1. 0508 0.5003 

专用设备制造业 0.0641 -0. 3366 -0. 4025 -0. 9665 -0. 4571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3. 3313 0. 5269 0. 1194 0. 2328 0.8394 

电气机械及楛材制造业 1. 0218 -0. 3535 -0. 5635 -0. 6593 0.0485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2.6945 -0. 3739 -0. 1010 —0.6202 -0. 2283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 4550 -0. 1993 -0. 0151 -0. 0435 0.9910 
其他制造业 -0. 7201 -0. 2150 —0. 2853 —0.0979 -0. 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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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个工业行业的因子得分

卢归勹
二

//：勹厂言表中因子得分正负仅表示某行业相对于行业平均水平（经标准化处理，平

均水平为零）的位置。 例如表中某行业的效率因子得分为负数，这并不意味着

该行业的效益为负。

五、上海工业行业的主要特征

（一 ）工业行业单因子特征分析。 根据表3，以单因子得分为正与单因子得分

前10位的交集为界限，定义落入各单因子交集范围的行业为各单因子优势行业，

并分别就各单因子优势行业的性质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上海工业行业的主要特征：

1. 支持重点工业行业和WTO优势行业，实现 规模经济水平。 工业各个

行业最大的差异表现为经济规模的不同，即第一因子的经济意义，该因子的方

差贡献率达到36. 6374%。 因子得分为正的有12个，占34个行业的35%，说

明大多数工业行业的规模还有待扩大，必须积极筹措国内外资金，努力达到 行

业规模经济水平。 其中因子得分降序排列（下同）前10个行业：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普通机械制造

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蒸汽、热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制品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纺织业。 这10大行

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市的68.26%，对上海工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

作用。 它们主要分布在各重点工业、基础工业和传统轻工业行业，这充分说明

上海工业结构调整取得了初步成效。 尤其是在上述行业中，包括了构成或裂

解于上海市六大支柱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产业、商贸流通业、汽车制造业、成

套设备制造业、房地产业）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

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等为代表的重点工业已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相继崛

起，基本构成了上海的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工业框架，为工业经济的高速

度增长奠定了基础。 同时，上海市具有WTO优势的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

造业、纺织业等传统轻工业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

2. 巩固现有效率优势，努力改善全市效率水平。 第二因子主要反映工业

行业的产出效率与效益的优劣，该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23.447%。 因子得分

为正的仅有8个：烟草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

应业，煤炭采选业，饮料制造业。 它们的工业利税总额占全市工业利税总额的

55. 73%，对工业经济的贡献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 它们主要集中在垄断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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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密集型的行业。 由于这8 大行业仅占34个行业的24%，说明上海市绝

大多数工业行业的投入与产出效率及效益较差，必须努力改善。

3. 积极拓展国际国内市场，破解工业行业的需求严重不足。 第三因子主要

反映工业行业产品的供应与需求的平衡关系，因子得分为正的只有6个，占34

个行业的18%，是煤气生产和供应业，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煤炭采选业，医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说明上海

市绝大多数工业行业的需求严重不足，必须大力开拓国内中西部市场和国外市

场。 其中位居前列的2个行业是上海市供应短缺的动力生产行业，它们的工业

产品销售率分别为192. 77％和168.04%，充分说明了上海的经济发展得到了全

国的大力支持，巨大的供应缺口的存在要求优先发展动力生产行业，以解瓶颈之

扰；随后3个行业的销售率界于105.36%� 109. 86％之间，说明这些行业需求略

大于供应；而居6个行业末位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销售率仅为100.004%, 

勉强供求持平。 那么，所余28个行业的销售率就可想而知了。

4. 继续提高管理水平，增强竞争能力。 第四因子主要反映行业日常运行

的经营管理水平，因子得分为正的有14个，占34个行业的41%，说明上海市

工业管理水平较高。 其中前10个行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烟草加工业，黑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食品加工业，煤炭采选业，化学纤维制造业，电力、蒸

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

及竹藤、棕、草制品业。 有9个行业的工业流动资产周转率在1.9509次／年

以上，高千上海工业流动资产周转率的平均水平1.6919次／年。 其中居首位

的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的周转率为3. 7227次／年，较其他行业高出很多，这与其

行业 特点密切相关；在10个行业中，烟草加工业工业的周转率 最低，仅

1. 3704次／年，说明其管理水平并不优秀。

5. 珍惜发展前景机遇，挖掘与六大支柱产业有关的工业行业潜力。 第五

因子主要反映工业行业的发展潜力，因子得分为正的有21个，占34个行业的

62%，说明上海市大多数工业行业的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可观。 前10个行业

为：食品制造业，烟草加工业，仪t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印刷、记录媒介的复制业，普通机械制造业，塑料制

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金属制品业。 这10个行业的工业资本保值增值率均

高于108.43%，与上海市平均水平105.1％相差3个百分点以上。 其中，食品

制造业的工业资本保值增值率最高，为140.91%，普通机械制造业的增值率

次低，为111.55%。 前10个行业中与上海市六大支柱产业有关的工业行业

仅有4个，它们分别是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印刷、记录媒介的

复制业，造纸及纸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二）工业行业规模与效率双因子特征分析。 以规模因子为横坐标，以效

率因子为纵坐标得到行业的两维因子得分图（图1)，并以两维因子坐标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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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界，可以将行业划分为4种类型，其中：高规模高效率4个，分别为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蒸汽、热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高规模低效率8个，分别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普通

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

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纺织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低规模高效率4

个，分别为烟草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采选业、饮料制造业；其他

均为低规模低效率行业，共18个。

·烟草加工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3

2

 

F
A
C
T

 
l

 

O
R

 2
 

·黑色金屈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 -l. • 电力、蒸汽、热水·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 普通机械制造业 ·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

图1 工业行业的第一和第二因子得分图

l. 与重点工业行业有关的高规模行业的特征分析。

(1)重点工业行业趋近规模优势。34个行业分类口径与汽车、通信设备、

电站设备、钢铁、石油化工等上海市重点工业行业并不完全一致，尽管经细分

或调整后，可对应的行业只有8个，其中有7个行业归属于高规模类型行业，

惟一的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因资源限制，属千低规模类型行业，因此可以认

为重点工业行业相对于整个上海工业或其他工业行业而言，已具备规模优势。

(2)汽车、钢铁行业的规模经济优势突出。 包含汽车制造业的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对应钢铁行业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归属于高规模高效率

行业。 也就是说汽车、钢铁行业相对于整个上海工业或其他工业行业而言，已

达到了规模经济的效率优势。

(3)石油化工行业尚需提升整个行业的规模经济优势。 虽然在12个高规模

行业中，石油化工行业包括了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2个

中下游子行业，它们分别依次归属于高规模高效率、高规模低效率行业，即中游子

行业已具备规模经济优势；而下游子行业虽已具规模，但效率并不理想。尽管受地

域资源储量限制，归属于低规模高效率行业的石油化工上游子行业石油和天然气

开采业却取得了高效率。也就是说，石油化工行业尚未达到整体的规模与效率匹

配，故宜取抓两头保中间的对策，提升整个行业的规模经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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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通信设备、电站设备和家用电器行业处于规模与效率的不均衡状态。

可分拆归并为通信设备、电站设备和家用电器等重点行业的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均归属于高规模低效率行

业。 也就是说，通信设备等3个支柱行业相对千其他支柱行业而言，尚处于规

模与效率的不均衡状态，故宜分别对策，解决行业经营的效率与效益。

2. 其他高规模行业的特征分析。

(1)上海社会与经济的原动力行业具备规模经济优势。 电力、蒸汽、热水

的生产和供应业是惟一归属于高规模高效率的非重点工业行业，显然无论是

生产和消费，也无论是政府和居民，整个社会的发展均离不开原动力行业的领

先发展。 因此，该行业的规模经济优势可靠地保障了上海市社会与经济的高

速健康发展，但是它在4个双高行业中处千规模3效率 4的位置，2003年夏

季与冬季的电力紧缺，对该行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以深度加工整合产业链，使传统重点行业焕发新春。 虽然服装及其他

纤维制品制造业，纺织业的规模位居12个高规模行业的第九、第十位，但是效率

却屈居34行业的倒数第二、第三位。 尽管相对于其他行业而言，它们处千规模

不经济状态，但是以它们在产业链中的上下游关系，似有可能以目前尚存的劳动

成本潜力，借助巨大的消费市场和WRO提供的出口优势，以服装及其他纤维制

品制造业的深度加工为对策，提高国内外市场竞争力，拉动纺织业焕发新春。

(3)向相应高规模低效率支柱行业转移产能，寻求效率双赢。 尽管普通机

械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的规模位居12 个高规模的第五、第八位，但是效率却屈

居34个行业的倒数第九、第六位。 由于缺乏技术领先优势和环境成本较高，

似拟将过大产能经技术改造后转向专用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业，支持通信设备、电站设备重点行业提高规模经济水平。 同时也为其本身通

过压缩投资规模、淘汰抵档产品、提升产出效率提供途径，取得双嬴。

3. 低规模高效率行业的特征分析。

(1)自然资源采掘业宜有所为有所不为。 根据行业性质的截然不同，4个

低规模高效率行业可以两两对分。 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与煤炭采选业同

样是上海市地域内资源贫乏的行业，尽管规模因子得分四舍五入后均为

—0.87，但是产出效率相差悬殊，前者效率因子得分高居第二位，而后者居倒

数第二位，两者相差36倍。 因此，似可逐步退出煤炭采选业。

(2)居民非必须食品制造行业的高税收和超额利润贡献特征。 与居民消

费有关的2个低规模高效率行业是烟草加工业和饮料制造业，由于它们属居

民非主流食品的制造行业，为限制居民对烟草和酒类的过度消费，烟草加工业

与饮料制造业中的酒类制造的高税赋和超额利润，使得它们在较小的规模水

平上，取得了绝对的高效率和相对的高效率。

4. 低规模低效率行业的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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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科技行业有待规模与效率双向扩充和提高。 在18个低规模低效率
行业中，约有医药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印刷、记录媒

介的复制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塑料制品业，有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工业等7个行业可以分别通过口径调整，归并于信息、生物工程、

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行业。 由于它们的低规模低效率属性，说明上海市的高
科技行业尚处于生命周期的介绍期阶段，无论是产品的研制、市场的开发、设
备的投资均有较大的风险，因此规模偏小、效率滞后是其的必然特征。

(2)其他低规模低效率行业的最终产品特征。 剩余的11个低规模低效率
行业中除了其他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外，其余的家具制造业，木材加工

及竹、藤、棕、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自来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橡胶制品
业，食品加工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食品制造业，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等9个行业的明显特征是：它们的全部产品或绝大多数产品均为与居民消费
和集团消费密切相关的最终产品。

六、结束语

通过工业行业单因子和规模与效率的双因子特征分析，可以得出各工业
行业发展状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既与各个工业行业的行业特点有
关，也与各个工业行业的经济发展的历史和上海市工业结构的调整密切相关。
无论从单因子经济特征分析，还是从规模与效率的双因子特征分析，汽车、通
信设备、电站设备、钢铁、石油化工和家用电器等重点发展的行业在上海工业
经济总量中占据突出的地位。 但是，信息、生物工程、医药、新材料等高科技产
业在各项因子特征中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这一方面表明上海工业结构
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也说明上海市工业经济面临支柱产业升级的
巨大压力。 上海市要实现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目标，必须实施经
济增长

”

两个长期坚持＂ 的发展战略，一方面坚持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另

一方面加快形成凶高科技产业为主导、以支柱工业为支撑的现代化工业体系，
实现二、三产业共同推动经济增长，实现上海市社会经济发展目标。

注释：

O徐匡迪：《建设工业新高地再创上海工业新辉煌》，《上海综合经济》，1999年第4期，第4页。

＠罗积玉、邢英：《经济统计分析方法及预测》，清华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 页。

＠高惠旋：《实用统计方法与SAS系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版，第277~300 页。

＠胡振华、袁静：《企业效益评价因子分析模型及应用》，中国管理科学2002年第1期，第69 页。

＠上海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 2003》，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245 页。

＠董逢谷：《现代企业统计 》，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3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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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Factor Analysis 

for Shanghai Industry 

DONG Feng-gu, LI Wen-ji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 Shang加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zcs, 

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uses SAS software to analyze the basic characteris

tic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Shanghai industries in 2002 with the factor a

nalysis method by making use of the data in 2002. It reveals the divergences 

of the industries in Shanghai in the scale, the benefit, the sales, the utiliza

tion of capital and the value increment as well. The paper can provide refer

ence for the further optimization of Shanghai industry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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