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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绍并引进了以因子分析法为基础构建的人类发展指数 ( HDI)。通过指标体系的构建、

评估方法的选择及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制订的人类发展指数比较发现, 基于因子分析法的人类发展指

数较之传统的方法更适合测算与度量我国区域人类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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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以人为本,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缩小区域之间的人类发展差距,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

程中必须完成的重大经济社会课题
[1]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在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区域

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问题的出现自然会催生富有远见的战略性决策诞生和得力的政策措施的实

施。党的十六大提出了 /五个统筹0 作为指导今后政府行为的行动指南, 其中统筹区域和城乡之

间发展被列入其中。然而在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时首先涉及一个科学、客观衡量区域发展之间差

距的问题, 这就涉及对人类发展定义的界定和度量问题。

自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 UNDP) 首次发布 5人类发展报告6 以来, 联合国设计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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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指数 (以下简称HDI) 被广泛用于测度和比较各国的相对人类发展水平。作为综合指

数, 用于衡量一个国家在人类发展的 3个基本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健康长寿的生活, 用出生时的

预期寿命来衡量; 知识的获取, 用成人识字率、中等和高等学校的综合毛入学率来衡量; 体面的

生活水平, 用人均GDP ( PPP 美元) 来衡量。在具体的编制过程中, 首先采用 (实际值- 最小

值) / (最大值- 最小值) 公式来计算 3个方面的分项指数, 即预期寿命指数、教育指数和 GDP

指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每一个指标规定了最小和最大值, 如表 1所示。HDI 是 3个分项指数

的算术平均
[ 2]
。

表 1 计算人类发展指数的阀值
分项指数 指标 最大值 最小值 极差

预期寿命指数 出生时预期寿命 (岁) 85 25 60

教育指数 成人识字率 ( % ) , 占 2P3 100 0 100

综合毛入学率 ( % ) , 占 1/ 3 100 0 -

GDP 指数 人均 GDP ( PPP美元) 40000 100 30900

Log (人均GDP) 1513 616 817

  资料来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5人类发展报告6。

  可见, HDI的引进为我们衡量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水平和一个国家内部人类发展的地区差距

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 与单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相比, 其涵盖的内容更广泛也更有实际

价值
[ 3]
。因此, 自HDI诞生以来即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和接受。但是, 学术界对其褒贬不

一, 既有针对人类发展指标本身, 也有针对指标之间权重分配的讨论。笔者也认为 HDI 只选择

了发展的 3个维度而忽略了其他重要因素, 以及计算人类发展指数时给予 3个指标同等的权重是

值得考虑的。因此, 需要从指标体系的建立到综合评估方法上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 科学度量和

研究区域人类发展水平, 这对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策略建议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区域人类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人类发展的概念经历了漫长和曲折的演变过程。最开始人们普遍认为人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

简单重复, 事实上人类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关, 但并不完全相同。HDI的引进矫正了人们过去错误

的片面认识, 使人类对发展概念认识程度进一步加深。HDI 的编制非常简单、易解, 但是必须指

出的是HDI只涉及3个指标, 简便的代价是无法全面衡量区域人类发展水平。而且联合国计划署

所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是为研究世界各国的情况而设计的, 因此, 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而

言, 其适用性有待进一步提高。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不仅表现在健康、教育和体面的生活水平上,

产业结构, 市场体制的建设进程, 人们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动性等很多关乎地区未来发展潜力方面

的结构性、体制性、观念性因素指标也是落后地区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加以重视的问题
[4]
。

笔者认为: 人类发展不应该仅局限于一定区域下的人口现在所享受到的体面的生活水平、良好的

医疗服务, 其他关乎地区未来发展前景的测度指标, 比如政府的服务水平和质量等, 也应该和教

育指标一样纳入区域人类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当中。

鉴于此, 本文在综合考虑目前我国区域人类发展的特点及实际情况, 在充分参考前人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 遵循综合性、针对性、操作性、可比性、可得性等原则, 重新构建了我国省级区域

人类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从经济水平、卫生状况、教育质量、生活水平、文化价值

观、政府行为 6个方面、13项具体指标来反映和衡量我国 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区域人类

发展状况 (表 2)。鉴于外国直接投资对区域政府的环境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因此可以使用区域

人均外国直接投资间接反映区域政府服务质量; 同样鉴于区域民营企业数与区域价值观和文化有

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本文还使用了区域内民营企业数来反映区域文化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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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区域人类发展斜交因素旋转装载矩阵
因素 主因素 1 主因素 2 主因素 3

经济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01977 0109967 015341
第二产业比重 01167 01169 01928

第三产业比重 01659 - 01255 - 01665

卫生 预期寿命 01687 01526 01145

人均医院床位数 01754 01241 - 010936

教育 文盲比重 01201 01963 01157

女文盲比率 01155 01971 01136

生活 每百人移动用户数 01892 01174 - 010631

每百户国际互联网数 01937 01202 - 01147

居民消费水平 01967 01149 0101387

文化价值观 人均图书消费量 01928 01202 0105802

民营企业数 01719 01178 01296

政府行为 人均国外直接投资 01906 010738 0103684

  三、我国区域人类发展水平评估方法的选择
在建立了区域人类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获取数据后, 还需要对综合评估数据进行预处理, 然

后选择确定评估方法进行定量研究。

11数据预处理
区域人类发展综合评估数据在收集到之后必须进行检查, 如果都是正指标, 即可直接进行综

合评估; 如果指标体系中具有逆指标, 则必须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变逆指标为正指标。同时由于

以上指标的量纲千差万别, 有必要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的标准化处理。在此我们运用级差公式对

指标进行转换:

对于正指标 CC ij :

CC ij = ( C ij - Cjmin )P( Cjmax - Cjmin ) ( 1)

  对于负指标 CC ij :

CCij = ( Cjmax - C ij )P( Cjmax - C jmin ) ( 2)

  式中, CCij为城市 i 指标j 转换后的无量纲化值, Cij为城市 i 指标j 标准化的原值,

Cjmin为各城市中指标 j 的最小值, C jmax为各城市中指标 j 的最大的原值。

21评估方法确定
人类生活在一个复杂而动态的社会环境中, 如何测度多维的人类发展进程, 需要对人类发展

的方方面面有更深入的了解。而要将多维度测度指标合成一个指标, 也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情。目前综合评估方法很多, 如专家综合评分法、层次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灰色关联法、聚类

分析法、人工神经网络法等。这些分析法各具特色, 有定性的主观赋权法 (综合评分法) , 也有

定量的客观评估法 (因子分析法、灰色关联法)。HDI在编制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定性的主观赋权

法, 这种等权重的假设未能充分考虑 3个分项指标之间可能存在的高度相关性, 而且主观认为 3

个分项指标对人类发展水平的贡献或影响总是恒定不变的, 不符合客观情况。相反, 因子分析法

是通过在多个变量指标中寻找主因子, 用主因子来充分反映原始变量信息, 并通过因子来确定权

数, 以达到降维目的, 所得到的结果比较符合实际; 同时根据主因子当中的各指标的不同权重结

构也可以看出对于我国区域人类发展总体差距来说, 哪一个方面发展差距是决定性的
[ 5]
。

四、我国省级区域人类发展的因子分析与综合评估

在建立了区域人类发展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及确立了综合评估方法以后, 就可以利用定量方法

进行实证分析了。本文先使用级差公式消除各指标量纲影响, 然后,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贡献率

和累计贡献率 (表 3)。变量相关系数矩阵的 3大特征值的累计贡献率达 86196%, 它们可以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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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原始变量标准化方差的 86196%。即只要选取前 3个主因子, 其所代表的信息量已经比较充

分地解释并提供原始数据所能表达的信息。所以, 选择 3个主因子的信息已能比较充分地反映和

代表各个样本区域人类发展的综合水平。为了便于对各因子载荷作出合理解释, 可以对其进行旋

转使其结构简化。考虑到原始数据间存在正相关现象, 因此, 用主成分方法析取主因子时, 进行

方差极大斜交旋转, 最后得到了斜交因子装载矩阵表, 如表 2所示。在上述基础上计算 2004年

我国各省级区域在 3个主因子上的综合得分即为基于因子分析法下的我国各省级区域人类发展指

数。为同HDI进行比较, 本文也计算了我国各省级区域HDI, 为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 数据都

取自 2004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 计算结果见表 4。

表 3  区域人类发展因子贡献值及累计贡献比例
主因子 贡献比例值 ( % ) 累计贡献比例值

1 601664 601664

2 181613 791277

3 716780 861955

  从表 2、表 3可知, 影响我国省级区域人类发展水平的因素可分为三类, 其中第一个主成分

方差贡献率为 60166% , 能够解释原始变差的 60166% , 因此第一个主成分能基本代替原始的 11

个分项数据。在该主因子中各指标显示了不同的权重结构, 最高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指标, 达到

0198, 最低的是女性文盲比重, 仅为 0116, 说明原始的 11个分项指标对于形成我国总体人类发

展差距的贡献是不一样的。在第二、第三个主成分当中, 各分项指标的贡献也不一样。实际上

HDI作为一个总体的指标体系, 包含的 3个方面的内容贡献率也各不相同
[ 6]
。这进一步表明HDI

在编制的过程中, 人为的赋予各指标相同的权重, 低估或夸大了各指标项对人类发展差异的贡

献, 不符合实际情况。

在综合人类发展水平排名当中, 基于因子分析法测算的结果没有改变 HDI 的基本格局, 发

展水平仍然是东高西低。两种测度指数都表明人类发展水平居前 8位的都是东部省份, 居于后

10位的则均属中西部省区, 西藏、贵州、云南、甘肃、青海等西部省区则排在最后 5位。不过

基于因子分析法计算得出我国区域人类发展指数变化幅度更大, 指数变化方差达到 0124, 而基
于等权的我国各省区的HDI变化方差为 01011, 前者是后者的 21117倍, 说明 HDI在编制的过程

中, 由于遗漏了一些重要指标项和假定各指标项之间的权重结构为等权重, 导致其测度结果低估

了我国区域人类发展差距水平。

表 4 区域人类发展水平HDI、综合因素得分及排序

区域 HDI 排序 综合因素得分 排序 区域 HDI 排序 综合因素得分 排序

1 北  京 019045 2 212001 2 17 湖  北 016165 17 016898 18

2 天  津 018806 3 116532 3 18 湖  南 016073 19 017203 17

3 河  北 016615 11 017540 15 19 广  东 017341 5 113136 4

4 山  西 016197 15 017858 12 20 广  西 015880 21 016004 24

5 内蒙古 016197 14 016581 20 21 海  南 016253 13 018022 14

6 辽  宁 017093 7 112464 5 22 重  庆 016017 20 016808 19

7 吉  林 016510 12 019334 9 23 四  川 015863 22 016514 21

8 黑龙江 016753 10 018824 10 24 贵  州 015027 30 012985 30

9 上  海 019078 1 215713 1 25 云  南 015252 29 014768 28
10 江  苏 017341 5 110589 7 26 西  藏 014613 31 013246 31

11 浙  江 017716 4 112324 6 27 陕  西 015846 23 017310 16

12 安  徽 015816 25 015972 26 28 甘  肃 015264 28 014426 29

13 福  建 016826 9 110047 8 29 青  海 015362 27 015234 27

14 江  西 015837 24 015976 25 30 宁  夏 015725 26 016261 23

15 山  东 016962 8 018520 11 31 新  疆 016129 18 017945 13

16 河  南 016167 16 016203 22

  五、结论与建议

根据上述综合分析, 我国省级区域人类发展水平格局呈现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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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类发展水平在中国可分为 3个地区 3个档次, 东部沿海为最高, 中部地区居次, 西部省

份最低, 各地区发展的差距表现在多个方面, 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可以得出目前各地区经济发展差

距影响最大。

21HDI与基于因子分析法测量的指数在中国各省区之间差距都极大, 但两种指数的浮动范围

不一致。例如在 HDI中, 上海与西藏相差 1196倍多, 在因子分析法测量指数中, 相差则更大,

达到 7192倍多, 说明用HDI不能有效、真实的反映我国区域人类发展水平, 我国区域人类发展

差距程度比HDI反映出的要大。

31人类发展的定义在不同国家应该具有不同的内涵。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区域之间发

展差距不能简单表示为经济总量水平、卫生情况、受教育年限, 不同时期各地区之间的差距会表

现在不同方面, 目前关乎落后地区发展潜力指标, 例如政府的服务意识、办事效率, 当地居民的

文化价值观、创业意识等应该受到更多的关注。

41通过比较HDI和基于因子分析法测量得出的人类发展指数我们还可以知道: 处于西部和

中部地区大多数省份在经济、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全面落后于东部地区, 为加快落后地区发

展, 在改善落后地区硬环境外, 必须改善落后地区加速发展必须具备的软环境, 解除束缚落后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性、观念性、结构性因素
[7]
。

总之,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时代的要求。针对当前我国各地

区人类发展差距过大的问题, 中央应加大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转变当地政府职能, 提

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加大力度引导西部地区实现制度创新、观念创新和文化创

新, 提高区域发展动力, 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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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就业统计, 使隐性就业显性化, 为政策制定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其次, 加快劳动力市场信

息网络建设, 实现劳动力资源、职业介绍和失业保险业务的计算机管理。再次, 改善劳动力市场

的运转效率, 积极开展职业介绍和就业指导, 为劳动力供需双方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

加强就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 使人力资源能力建设的水平与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培

训内容应根据接受培训者的文化水平、技术基础、未来打算从事的工作和发展新产业的需要, 有

针对性地进行分门类培训, 使下岗再就业人员以及新增失业人员能更快地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

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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