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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基

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 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要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并

在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多次强调要“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经济界

委员联组会时，指出要以“新基建”为支撑赋能内循环，

推动形成中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新基建”提出后近年涌现出的文献研究从不同视角

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从“新基建”的理论基础和概念内涵

出发，有郭朝先等（2020）[1]和钞小静（2020）[2]以理论分

析为基础，分别从动能转换、效率提升、结构优化、底层

支撑作用和产业融合的推动效应等方面，对“新基建”赋

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分析论述。从“新基建”的

作用价值看，“新基建”能否支撑稳增长？任泽平（2020）[3]

认为，“新基建”是稳增长的关键。“新基建”占全部基

建的比重在 7%~12%，2020年规模超 1万亿元。新基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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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供给侧改革的最有效的方法。

而有学者则认为新基建不足以大幅拉动宏观经济增长。从

“新基建”的参与主体出发，黄群慧（2020）认为，“新基建”

投资与项目应应尊重市场规律、市场机制，而不是政府通过

选择性产业政策进行大规模投资刺激。

为了科学分析计划单列市新基建发展潜力的比较优势，

并能够全面反映各城市实际情况，在易获取性、可比性、科

学性、客观性的基础上构建计划单列市新基建发展潜力综合

评价指标体系。在综合了郭朝先等（2020）、钞小静（2020）、

黄群慧（2020）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别从发展基

础、产业支撑、承接能力和创新发展等方面选取了 20个指

标构建计划单列市新基建发展潜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

表 1。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发展基础

各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1）、各城市政府财

政负债率（X2）各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房地产）

（X3）、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万元）（X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5）

产业支撑
各地工业增加值（X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

（X7）

承接能力

人口密度（X8）、教育从业人员数（万人）（X9）、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万人）（X10）、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万美元）（X11）、年末金融

机构存款余额（万元）（X12）

创新发展

R&D人员人数（X13）、R&D内部经费支出（X14）、

国内专利授权数（X15）、科学支出（万元）（X16）、

教育支出（万元）（X17）、医生数（执业医师 +执业

助理医师）（人）（X18）、移动电话年末用户数（万户）

（X19）、国际互联网用户数（户）（X20）

根据表 1建立的新基建发展潜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论文使用 EPS数据库中 2015年—2019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各市历年统计公报中的数据，对

缺失值采用线性外推插值法进行填补。

基于全局主成分的分析

主成分分析法主要是通过将多变量进行线性变换从而

进行降维选取少数重要代表性变量的多元统计方法，而全局

主成分分析则是在主成分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界面数据进

行拓展，充分利用面板数据时间序列的特性，通过按照时间

序列顺序构建时序立体数据表，从而实现对单个个体进行时

间动态差异性分析比较，能够更全面科学反映系统分析的完

整性和一致性。

假定有n个地区，对每个地区进行 p个相同指标统计，

那么每年均有一张数据表可表示为：

pnRXN ×∈=
其中， n 为统计的样本点个数； p 为变量数。

T 年则有 T 张数据表，按照时序将 T 张数据表进行列

示，那么就能构成时序立体全局数据表，可表示为

tRXK pnt ,...,3,2,1, =∈= ×
… T,..., 。具体技术分析的主要步

骤如下：

第一，数据的标准化。为了消除不同变量单位和量纲

上的差异，需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的处理，采用极差标准化

法能够实现对指标数据的统一变换，从而实现不同变量间的

数据可比性，标准化后的数据表示为 X。对正负向指标的

标准化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 （1）

（负向指标） （2）

第二，计算 X 矩阵的相关系数矩阵R。

第三，计算 R 矩阵的标准主轴，即计算出 R 矩阵的

前m个向量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其中，前m个向量特征值

为 λ1≥ λ2≥ λ3≥ λ4≥…≥ λm其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分别为

m4321 ,,,,, uuuuu L 。

第四，求解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因

矩阵 X 为中心化矩阵，根据中心化矩阵的特性，可得第 k

个主成分为： 那么主成分的方

差贡献率和累计方差贡献率计算公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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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求解 iX 与 jF 的相关系数 ，并得到因子载荷矩

阵，也即相关系数矩阵 ijrA = ，其中， 表示第 i个变量 iX

在第 j个公共因子 jF 上的贡献负荷。

第六，求解因子得分函数如下：

mjXXXF jjjj ,,2,1,111111 LL =+++= （5）

第七，根据各主成分的贡献率 ka ，对各因子得分加权

求得综合得分计算函数如下：

mFFFF m2211 +++= L （6）

论文利用 Stata16.0软件对 2015年—2019年的数据进

行全局主成分分析。

首先，对数据进行了 z-score值标准化处理，消除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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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级或量纲上的影响。

其 次， 进 行 KMO 检 验 和 Bartlett’s 球 状 检 验，

KMO＝ 0.777＞ 0.6，而且 Bartlett’s球状检验的近似卡方

值为 1844.641，且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研究数据适合进

行因子分析（见表 2）。

研究样本 KMO检验
Bartlett球形检验

卡方值 P值

副省级城市

新基建发展潜力
0.777 1844.641 0

从全局主成分分析的结果看，依据特征值大于 1和累

计方差贡献率大于 80%的原则选取主成分，并尽可能保留

原有数据信息。如表 3所示，选取 4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分别

为 10.7754、2.83283、1.52625、1.11457，各主成分的贡献

率分别为 53.88%、14.16%、7.63%、5.57%，累计贡献率为

81.25%。其中，第一主成分 F1在指标 X1、X4、X5、X8、

X10、X12、X13、X15、X16、X17、X18、X19、X20 上具

有相对较大载荷，这些指标主要是反映了新基建发展潜力中

的发展基础和创新发展的动态变化；第二主成分 F2在指标

X3、X9、X11、X18上具有较大载荷，这些指标主要反映

产业承接能力和发展基础。由此可见，新基建发展潜力受到

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

指标
主成分

F1 F2 F3 F4

X1 0.2437 -0.2328 -0.0698 0.0862

X2 -0.1218 0.1438 0.6017 0.0959

X3 0.1122 0.3717 -0.1867 0.4706

X4 0.2787 -0.1873 0.0088 0.1198

X5 0.2444 0.2052 0.0231 -0.1935

X6 0.0885 -0.165 -0.5701 -0.3253

X7 0.1977 -0.2233 -0.1855 0.2598

X8 0.2595 -0.1343 0.0567 -0.0959

X9 0.1368 0.4855 -0.0016 -0.1822

X10 0.2219 0.1821 0.0496 -0.2127

X11 0.1684 0.2263 -0.1089 0.5767

X12 0.2908 -0.0408 0.1333 -0.1275

X13 0.2487 -0.1416 0.2717 -0.1145

X14 0.1651 -0.1464 0.0705 0.0495

X15 0.28 -0.1007 0.0739 0.0292

X16 0.2533 -0.2127 0.1902 0.122

X17 0.2877 -0.067 0.048 0.0881

X18 0.2056 0.3763 -0.1396 -0.1915

X19 0.2508 0.1671 0.1939 -0.1568

X20 0.247 0.1482 -0.1518 0.003

特征值 10.7754 2.83283 1.52625 1.11457

贡献率 53.88% 14.16% 7.63% 5.57%

累计贡献率 53.88% 68.04% 75.67% 81.25%

为计算各城市的新基建发展潜力综合得分 F，根据旋转

后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以每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占三个主成

分特征值之和的比值作为权重，公式如下：

∑
=

=
p

i
i

iiwF

1

其中 i为主成分特征值， iw 为主成分因子得分。

因此， 4321 0.05570.07630.14160.5388 FFFFF +++= 。

计算出各城市新基建发展潜力综合得分并排名，如表 4

所示。

结合图 1和表 4我们可以观察到，在 2015年—2019年

期间绝大多数城市新基建发展潜力有较大幅度的提升，总体

上呈现快速增长的动态演化趋势，城市间发展潜力存在明显

的不平衡而且差异化程度逐步有扩大的趋势。具体表现为：

从时间维度上看，各计划单列市的新基建发展潜力近年来具

有较快的增速。其中，第一梯队以中国深圳、广州、成都为

主，增速较快发展迅猛，属于跨越式增长形态。其次，以中

国杭州、武汉、南京、青岛、西安为第二梯队，增速适中，

属于追赶型增长形态。最后，第三梯队包括中国沈阳、大连、

哈尔滨、长春、济南、宁波为主，增速较为缓慢，甚至出现

减速，属于落后型增长形态。从地理空间维度看，东部沿海

城市整体上新基建发展潜力要优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而东

北地区的城市新基建发展潜力较差。

差异变化情况

新冠疫情的持久冲击造成全球经济出现衰退，新基建

作为担负中国逆周期调节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抓手被政

府所重视。论文通过对 14个计划单列市 2015—2019年新基

建发展潜力进行研究过程中发现：①各计划单列市在研究期

间新基建发展潜力综合评价得分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②城

市间空间分布出现差异，东部城市新基建发展潜力优于中西

部地区城市，东北地区城市较差。因此，要持续加大对中西

部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新基建的投资力度，不仅要在资金

项目上加大倾斜，而且把制度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坚持制度

创新构建与新基建特征相适应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中和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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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高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高投资风险，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和国

有资本共同参与新基建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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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综合得分 排名 综合得分 排名 综合得分 排名 综合得分 排名 综合得分 排名

沈阳 -1.44803 11 -1.495282 10 -1.862605 13 -1.874669 13 -1.737453 12

大连 -0.9520931 9 -1.91682 13 -2.067891 14 -1.948177 14 -1.823473 14

长春 -2.181901 14 -2.001176 14 -1.654639 11 -1.74626 12 -1.756844 13

哈尔滨 -1.947021 13 -1.813416 12 -1.694448 12 -1.644491 11 -1.548423 11

南京 -0.3463383 6 -0.1297754 6 0.2211442 6 0.2235092 6 0.5006493 6

杭州 -0.0361577 4 0.5073097 4 0.9211793 4 1.317149 4 1.734791 4

宁波 -1.210218 10 -0.9015827 9 -0.6878422 9 -0.4379806 9 -0.1382093 9

青岛 -0.5648302 7 -0.6222948 7 -0.3186182 7 -0.0310986 7 0.1803034 8

济南 -1.810425 12 -1.507482 11 -1.320532 10 -1.210543 10 -0.929534 10

武汉 -0.2372744 5 0.2390054 5 0.5064293 5 0.9059027 5 1.438975 5

广州 1.853144 1 2.144676 2 2.570144 2 3.283037 2 4.052689 2

深圳 1.650486 2 2.552114 1 3.453048 1 4.148686 1 5.570488 1

成都 0.5852113 3 1.215666 3 1.838957 3 2.58614 3 3.195269 3

西安 -0.6730748 8 -0.6639451 8 -0.5223749 8 -0.1818288 8 0.2009679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