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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形势下，引入外部的投资无疑会加

快地区发展，尤其是2020年以来我国更是面临巨大的挑战，在
这种情况下优质的投资可以为国内一线城市的快速发展提供有力
的支撑，一线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
对此国内学者对我国投资环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例如在对

“一带一路”沿线地带的投资环境进行综合评价时，夏昕鸣等
人（2 0 2 0 ）通过三个维度：关键要素、硬性要素、软性要
素来建立指标体系，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环
境，认为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应继续和沿线国家通力合
作，加大贸易往来程度。作者祝长华等人（201 8）首先采用
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来分析城市发展水平排名，接下来采用熵权
法、有序probit模型以及灵敏性分析来分析长江经济带的投资
环境，最终认为该经济带城市发展极度不平衡，除了上海之外，
其他城市发展水平普遍一般。作者韩金红等人（2018）通过建立
坐标体系并对其进行因子分析，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城市的
投资环境，最终认为沿线城市发展极度不均衡，东部城市投资环
境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综上，这些学者针对于某个地区的
城市做出了投资环境的综合评价，对于当期各大城市的各个基本
要素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并未考虑到所研究地区的以往发展水
平以及发展速度，基于此，本文针对国内四大直辖市的过往5年
数据来综合判断我国一线城市的投资环境。

1　指标体系的建立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在过往已有的指标体系之上，考虑到四大直辖市的

实际情况以及指标体系数据的可获取性、可操作性等因素，本文
在研究了各个直辖市的相关情况后，最终决定从基础因素、经济
因素、政治因素以及地理因素等四个维度、12 个类别入手建立
指标体系。

其中基础因素中，交通、教育、通讯等因素对于当地投
资环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当地信息、货
物传输的效率，如交通不便，通讯差，就不会吸引投资；经济因
素中当地经济发展越快，说明当地近年来发展迅速，趋势保持
较为快速的稳定增长，对外开放程度同样显示出外商对于当地
投资环境的看重程度；政治因素中，政府对于当地的投入预示
着未来当地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发展速度和趋势，居民的健康
程度和人才数量同样可以吸引投资。本文所采用的数据皆来自
于各个直辖市统计局的统计年鉴，数据具有真实、可靠、可操
作性。

2　基于因子分析对投资环境分析的评价
2.1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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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针对四个直辖市的投资环境进行评价，分析直辖市的
可投资性，在研究过程中有研究维度、指标较多，权重配比
如何确定等问题存在，故本文选在采用因子分析法来进行实证
研究，该模型所研究出来的结果具有真实、客观性，且能够
将多个细分指标进行降维处理，降维后的指标分为3 个，可以
有效解决上述问题。

2.2结果分析
2.2.1模型检验
采用SPSS软件对KMO和巴特利特进行检验来证实本研究所

采用的模型的可行性，KOM=0.594且KMO>0.5，P值<0.05，两项
指标均符合要求，表明各变量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

2.2.2公因子提取
本文通过损失小部分信息的代价来大幅度降低指标数量，在

进行提取后，每一项指标的信息保留度达到了90%以上，各个指
标信息保留度都很好，提取后的3项主因子信息总程度上反应出
了原始17项指标的94.645%的信息，最后为了进行因子分析，需
要对原始载荷矩阵进行旋转。

成分

1 2 3

一般公共服务投入 0.96 0.04 -0.096

医疗投入 0.953 0.077 0.26

教育投入 0.93 0.326 0.102

第三产业（亿元） 0.801 0.588 0.071

政府公共支出额 0.793 0.494 0.346

高等院校数量 0.792 0.073 -0.483

人均供电量(万千瓦时/) 0.778 0.114 -0.576

外贸投资额（万美元） -0.777 0.27 -0.446

人均GDP 0.711 0.693 0.012

进出口商品总额 0.005 -0.95 0.284

人均邮政量 0.357 0.905 0.132

人均工资额(最低) 0.031 -0.904 0.349

人均可支配收入 0.59 0.792 -0.087

万人拥有道路里程 -0.051 0.316 -0.854

人均绿化面积 0.007 0.509 0.847

空气质量 0.169 -0.472 0.815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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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
a.旋转在 12 次迭代后已收敛。
2.2.3公因子命名
在进行旋转后可以看到3项公因子的载荷情况，如表1所示，

第一项公因子在一般公共服务投入、教育投入、医疗投入、人均
供电量、第三产业、高等院校数量、政府公共支出额、人均GDP、
外贸投资额、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指标上载荷较大，这些指标与地
区的基础环境和当地经济发展有关，因此命名为基础环境与经济
质量因子；第二项公因子在地理、人均绿化面积、人均邮政量等
指标的载荷较大，这些指标反映了地区的地理环境和交通物流等
方面的情况，因此命名为地理环境与物流因子；第三项公因子在
空气质量、万人拥有道路里程、人均工资额、进出口商品总额等
指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这些指标反映了地区居民生活环境和地
区外贸水平，因此命名为生活环境与外贸因子。

2.2.4因子得分计算
由SPSS可以自动输出各因子得分，接下来需要计算主因子

得分，最终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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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得分结果及验证

如表2所示，通过最终结果的分析可以发现，排名前三的都
是上海，排名后三的都是天津，其中上海在地理环境与物流因
子、生活环境与外贸因子两项主因子上得分较高，而基础环境与
经济质量因子相对于另外两项主因子，表现稍差；天津地理环境
与物流因子表现相对于另外两项主因子表现较好，但三项主因子
整体呈现的得分处于很低的状态，使得天津处于最后一名的名
次，分析天津2017和天津2018，发现排名低的原因和天津2015
一致，三项主因子得分均处于很低的水平。查看北京地区的近5
年发展趋势，发现北京地区的投资环境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状
态，其中2016-2017年上升最快，上升幅度达到0.166；上海地
区近5年也保持了上升趋势，2017-2018上升最快，上升幅度达
到0.239；重庆地区同样处于稳定上升，2017-2018 上升最快，

上升幅度达到0.115；天津总体处于上升，其中2016 年总得分
超越了2017 和 2018 年，由于基础环境与经济质量因子、生活
环境与外贸因子两项主因子得分超越了 2017、2018 年。

分析基础环境与经济质量因子来看，排名前三都是北京，
排名后三都是天津。通过对具体指标的分析，发现北京这三年
的相对应指标表现出色，远超其他地区，且从2017到2019一直
保持上升趋势，对后三名的具体指标分析发现，天津这三年的
指标相对于其他地区处于弱势地位，并且政府公共支出额、医
疗投入、教育投入、一般公共服务投入的数值在下降。查看北
京5年的基础环境与经济质量因子得分情况，北京地区该项得分
逐年上升，上升幅度也保持稳定；重庆和上海的趋势和北京保
持一致，逐年上升；天津地区2016年该项得分最高，2017-2019
年均弱于2016 年。

地理环境与物流因子上，排名前三都是上海，排名后三都
是重庆。查看相关指标后发现，上海地区人均邮政量、人均
绿化面积远超其他地区，重庆地区的人均邮政量相比于其他地
区较弱，导致了重庆地区排名靠后。北京地区近5 年该项得分
2016 年最高，而2019 最低；重庆和北京保持了一致的趋势；
上海和天津地区则是逐年稳定上升。

生活环境与外贸因子方面，排名前三都是重庆，排名后三
都是天津。对比发现重庆地区进出口商品总额远程其他地区，
而天津地区的进出口商品总额和空气质量指标表现较差，导致
了排名靠后。北京地区近5 年来该项指标2017 年最高，2019
年最低；重庆在2018 年表现最好，2015 年表现最差；上海地
区依旧保持每年稳定上升的趋势；天津地区在2016年该指标最
高，2 0 1 8 年指标最低。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四大直辖市过往5 年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上海地

区发展趋势一直处于稳定且发展最快，综合得分每年都在稳定
上涨，也就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快速发展，而天津地区在四大直
辖市中发展较慢，且过往5 年中发展趋势并不稳定，相对来说
对于周边城市的发展影响较小。我国四大直辖市对于我国具有
重要作用，每个城市也都具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因此各直辖
市需要调动各自独有的优势来寻求发展。

对于此，本文提出以下观点：（1 ）地位优势：发挥直
辖市独有的地位和资源，利用好每一份资源来带动周边城市的
发展，改善该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情况。（2 ）文化优势：
调动地区独有优势来快速发展，上海靠近沿海地区，利用沿海
地区的优势发展对外贸易等经济，处于内地的重庆等城市，可
以利用该地区的文化优势来吸引外部投资。（3 ）资源互补：
各地区建立深度联系，城市的发展可以通过和其他地区的相互
合作、资源互补来达到快速发展的目的，好处是可以弥补自身
因地理位置等因素产生的部分资源稀缺情况，有利于该地区的
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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