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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GDP, population, land area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of 179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2012, this 
paper uses SPSS software for cluster analysis, conducts K-mean clustering and systematic clustering for different factors in each 
country	and	region,	and	finally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1)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economic	
volume	in	2012,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India,	Germany	and	Japan	are	the	five	largest	countries	with	GDP	far	exceeding	other	
countries.	2)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ix	influencing	factors	of	GDP,	population	and	land	area	in	2012,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 are three relatively unique countries, 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strength, populat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 three industries of the three countries. China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level of the parallel type,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economic level and industrial proportion of the dominant type, and India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level of the mismatch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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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基于2012年世界179个国家和地区GDP、人口数量、国土面积、三个产业占比情况的数据基础上，运用SPSS软件进行
聚类分析，分别对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因素进行K-均值聚类和系统聚类后进行分析，最终根据分析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①在2012年整体经济体量上来看，中国、美国、印度、德国、日本为远超其他国家的五个GDP大国。②在2012年综合了
GDP、人口、国土面积三个产业占比情况这六个影响因素来看，中国、美国和印度为三个较为独特的国家，这与三个国家
的经济实力、人口数量和三个产业的占比情况密不可分，中国可归结为人口与经济水平并驾齐驱型、美国可归结为经济水
平与产业占比优势型，而印度则可归结为人口与经济水平不匹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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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6 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2008 年危机达到顶峰，世

界经济受到威胁，2008—2012 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分水岭

年份 [1]，在 2006 年的前 30 年世界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在

2012 年以后，世界各国经济逐渐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因

此，论文以分水岭年份的 2012 年作为研究年份，分析 2012

年不同类型国家的 GDP、人口数量、国土面积等基础数据

并进行聚类分析，从而对各个国家在经济危机下的基本情况

和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并得出不同国家经济类型和发展

模式，这对于经济危机下各国的应对措施和防灾水平深入研

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论文研究对象为世界 179 个主要国家和地区，主要采

用国外数据库 Kaggle 中的数据并查询资料加以补充。

2.2 研究方法

聚类分析法，聚类分析法是一种将研究对象分为相对同

质的群组的统计分析技术，它能够将一批样本数据按它们在

性质上的亲疏程度在没有先验知识的情况下自动进行分类 [3]。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选取

论文选取 2012 年 179 个国家和地区 GDP[4]、人口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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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面积、第一产业占比、第二产业占比和第三产业占比作

为研究对象。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是指国内生产

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人口数

量是一个国家的人口总数，是一个国家经济水平高低的重要

表征。国土面积是指国家陆地面积与内陆水域的总和，是反

映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指标之一。第一产业占比是指农业占

国家产业总量的比重，第二产业占比是指工业占国家产业总

量的比重，第三产业占比是指服务业占国家产业重量的比

重，三者的比例极大地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综合来

看，选取的指标能够均衡、综合、有效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

区的综合经济水平。

3.2 GDP 的系统聚类分析和 K- 均值聚类分析

3.2.1 系统聚类分析
单独对各个国家 GDP 进行系统聚类分析，则可分为美

国，中国，印度、日本、法国、英国、巴西、德国，其他国

家四种类型。由此可以看出，美国、中国、印度、日本、法

国、英国、巴西、德国在世界上的综合经济地位较高。GDP

系统聚类分析如图 1 所示。

图 1 GDP 系统聚类分析

3.2.2 K- 均值聚类分析
对各个国家 GDP 进行 K- 均值聚类分析，将其分为十

种类型，则中国、美国、印度、德国、日本会被分为单独一类。

这五个国家也是 2012 年 GDP 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综上所

述，在各个指标的表征能力上，GDP 在 2012 年的国家综合

经济水平测度上依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每个聚类中的个

案数如表 1 所示。

3.3 综合数据的系统聚类分析和 K- 均值聚类分析

3.3.1 系统聚类分析
通过对各个国家 GDP、人口、国土面积、第一产业占

比、第二产业占比和第三产业占比标准化处理后进行系统聚

类分析，若按 6 为标度进行分类，则可分为美国、印度、中国、

澳大利亚和巴西、其他国家四类，若按照更小标度进行分类，

则法国、英国、德国、墨西哥、日本被分为一类，阿根廷、

伊朗、乌克兰、泰国等被分为一类，卡塔尔和赤道几内亚被

分为一类。其他如巴拿马、斐济、冰岛等其他国家被分为一

类。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墨西哥被分为一类。综合数

据系统聚类分析特殊区域如图 2 所示。

表 1 每个聚类中的个案数

聚类

1 27.000

2 1.000

3 1.000

4 129.000

5 1.000

6 4.000

7 3.000

8 1.000

9 11.000

10 1.000

有效 179.000

缺失 .000

图 2 综合数据系统聚类分析特殊区域

3.3.2 K- 均值聚类分析
对各个国家 GDP、人口、国土面积、第一产业占比、

第二产业占比、第三产业占比标准化处理后进行 K- 均值聚

类分析，将其分为十种类型，则中国、美国、印度会被分为

单独一类。综合数据的 K- 均值聚类分析最终聚类中心如表

2 所示，每个聚类中的个案数如表 3 所示。

表 2 综合数据的 K- 均值聚类分析最终聚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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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每个聚类中的个案数

聚类

1 1.000

2 43.000

3 40.000

4 61.000

5 22.000

6 1.000

7 5.000

8 1.000

9 2.000

10 3.000

有效 179.000

缺失 .000

4 结果分析

根据 SPSS 软件中的聚类分析方法，对 2012 年世界上

179 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了几

个特殊的地区和国家，现对其分类依据进行分析。

4.1 以 GDP 将 179 个国家和地区分为美国、中国、

印度、日本、法国、英国、巴西、德国，其他国家

四个类型的分类依据
GDP 作为表征各国经济水平最重要的指标，将其单独

作为聚类依据进行聚类分析。根据原始数据及基本情况不难

看出，美国在 2012 年 GDP 独占鳌头，是中国 GDP 的将近

一倍之多，而根据分类结果分析，中国居于世界第二位，且

与日本、印度等国不在同一类型，因此可以判断，美国、中

国两个国家的GDP即使在经济危机背景下，也已经与日、印、

法、英等国家形成的第三梯队和其他国家形成的第四梯队拉

开差距。另外，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先地位依然存在并可

能长期保持，经过经济危机的冲击与洗礼后，其经济实力虽

然有所下滑，但以 2012 年作为衡量年份，其 GDP 水平依然

独树一帜。

4.2 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墨西哥在综合指标

分类中被分为一类的依据
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墨西哥被分为一类，前四

者比较好理解，都是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墨西哥被

分为此类中，有这么几方面可能的原因。其一就是其产业结

构较为合理，趋向于向第三产业发展，而从数据可见，墨西

哥产业结构和法国等发达国家明显不同 [5]，第一种可能性可

以基本排除；其二是其国土面积、人口和这几个发达国家高

度相似，从而导致其被分为一类，从数据可得，这个原因的

可能性较大；其三是其 GDP 与几个发达国家接近，从而致

使其被分为一类，从数据可知，墨西哥经济与其他几个发达

国家经济还有一定差距，因此，第三种可能性也不大。依照

选取指标可以得出，未来墨西哥的发展势头甚至可以和英法

德日等发达国家相比。

4.3 综合指标的 K- 均值聚类分析中国、美国、印

度被分为三个独立类型的依据
中国被分为单独一类，因为其 GDP 总量、人口规模、

国土面积三者均居于世界前列，且人口增长和 GDP 增长基

本保持同步，可以归结为人口与经济水平并驾齐驱型。另外，

中国的整体综合水平较高，GDP 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人口

规模位居世界第一，国土面积也位居世界第三，因此中国是

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美国被分为单独一类，是因为其 GDP 总量在全世界独

占鳌头，且同样拥有着较高的人口规模和土地面积，最后是

由于较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其三个产业的占比分别为 1%、

20.4%、78.7%，其第三产业占比经标准化后的数据为 1.4，

位居全球第十。

印度被分为单独一类，是因为其人口虽然位居世界第

二位，且与排在第三位的美国相差将近 9 亿人，但其 GDP

却排到了全球的第 11 位，不均衡的人口与经济模式造成了

其也被分为了单独一类。

5 结论与讨论

在 2012 年整体经济体量上来看，中国、美国、印度、

德国、日本为远超其他国家的五个 GDP 大国。

在 2012 年综合了 GDP、人口、国土面积三个产业占比

情况这六个影响因素来看，中国、美国和印度为三个较为独

特的国家，这与三个国家的经济水平、人口数量和三个产业

的占比情况密不可分，中国可归结为人口与经济水平并驾齐

驱型、美国可归结为经济水平与产业占比优势型，而印度则

可归结为人口与经济水平不匹配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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