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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城市竞争力评价及其时空演变

摘  要 ：针对黄河流域城市发展存在区域不平衡的情况，本文采用 2013—2018 年的竞争力数据，利用

因子分析法，并结合时空演变综合分析黄河流域城市的竞争力。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的整体竞争力出

现下降趋势，且城市之间的竞争力有较大差异，区域发展并不平衡。因此需要加速打造全流域统一开放的

市场体系，将黄河流域的建设积极融入到“一带一路”倡议，最终实现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优化以及经济

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黄河流域  城市竞争力  因子分析

一、引言

关于竞 争力的研 究由来已

久，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哈佛

商学院的 Porter 教授就利用钻石

模型，分析了城市竞争力的影响

因素。此外，不少国外学者对日

本、香港等地区的竞争力展开了

分析，着重分析文化、行政效率

等经济以外因素对地区竞争力的

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推进，中

国经济深入融入世界，无论是国

家还是企业，都面临着日益激烈

的国际竞争。因此，越来越多的

国内学者就企业或产业竞争力、

城市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进行了

探讨。但是通过梳理文献可以看

到，对于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

冀等地区，中西部城市的竞争力

研究较为不足 ；黄河流域，特别

是黄河流域城市竞争力的文献较

为缺乏。为给黄河流域城市竞争

力分析给予一定的意见和建议，

本文选取黄河流域主要的 50 个

城市，通过各个学者对城市竞争

力的评价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情

况， 研 究 2013—2018 年 这 段 时

间内黄河流域主要城市竞争力变

化，并提出促进黄河流域各城市

竞争力提高以及协调发展的政策

建议。

二、研究背景

黄河起源于青海省的巴颜克

拉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截

至 2018 年，黄河流域人口约占全

国 30%，为 4.18 亿，国民生产总

值则超过了 20 万亿，达到了全国

的 26%。黄河流域对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而长期片

面追求经济发展，使得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城市可持

续发展能力较差。2019 年 9 月，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黄河流域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安

全方面的重要地位，黄河流域的

发展受到了广泛关注。

三、数据来源、指标设计

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需要的数据涉及到

黄 河流域的 9 省市自治区的 50

个主要城市，城市和指标较多，

表 1   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基础设施

经济发展

二级指标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

人均 GDP

GDP 增长率

非农产业占比

每万人拥有公共车辆

人均道路面积

每百人图书馆藏书

剧场及剧院数

每万人医生数

一级指标

对外开放

环境保护

科学教育

行政效率

二级指标

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外资利用量

人均公共财政收入

人均公共财政支出

教育支出比重

科技支出占比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

工业废弃物处理率

污水集中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处理率

符号

X11

X12

X13

X14

X15

X16

X17

X18

X19

X20

符号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2020 09REGION 区域



50

 

xx
xx j

minmax

min
ijr −

−
=

 
),...,2,1,,...,2,1(

minmax

max
ijr njmi

xx
xxx ji ==

−

−−
=

表 2   年度竞争力得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城市
郑州市
西安市
济南市

鄂尔多斯市
淄博市
济宁市
太原市
洛阳市
东营市
德州市
榆林市
包头市

呼和浩特市
银川市
渭南市
菏泽市
聊城市
泰安市
滨州市
兰州市
新乡市
咸阳市
西宁市
安阳市
开封市

2013 年度
0.680 
0.662 
0.572 
0.515 
0.413 
0.412 
0.406 
0.399 
0.396 
0.388 
0.372 
0.370 
0.352 
0.346 
0.337 
0.319 
0.318 
0.305 
0.302 
0.293 
0.290 
0.275 
0.266 
0.262 
0.261 

2018 年度
0.680 
0.698 
0.572 
0.324 
0.363 
 0.336 
0.408 
0.382 
0.313 
0.342 
0.281 
0.304 
0.351 
0.382 
0.211 
0.270 
0.255 
0.289 
0.254 
0.362 
0.273 
0.241 
0.254 
0.246 
0.219 

差值
0.000 
0.036 
0.000 
-0.191 
-0.050 
-0.075 
0.002 
-0.016 
-0.084 
-0.046 
-0.092 
-0.066 
-0.001 
0.036 

-0.126 
-0.049 
-0.064 
-0.016 
-0.048 
0.069 
-0.017 
-0.034 
-0.012 
-0.016 
-0.042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延安市
焦作市
运城市
晋城市
临汾市
吕梁市
濮阳市
庆阳市
宝鸡市

三门峡市
铜川市
莱芜市
乌海市
忻州市

石嘴山市
中卫市
固原市
吴忠市
商洛市

巴彦淖尔市
天水市
定西市

海东地区
白银市
平凉市

0.255 
0.251 
0.245 
0.242 
0.235 
0.234 
0.233 
0.229 
0.229 
0.221 
0.211 
0.211 
0.203 
0.199 
0.188 
0.185 
0.184 
0.172 
0.165 
0.162 
0.155 
0.152 
0.149 
0.144 
0.143 

0.191 
0.233 
0.208 
0.206 
0.220 
0.177 
0.195 
0.126 
0.239 
0.212 
0.172 
0.196 
0.211 
0.192 
0.316 

-0.020 
0.134 
0.150 
0.145 
0.254 
0.181 
0.172 
0.140 
0.157 
0.120 

-0.064 
-0.018 
-0.037 
-0.036 
-0.015 
-0.057 
-0.038 
-0.103 
0.010 

-0.009 
-0.039 
-0.014 
0.007 

-0.007 
0.129 

-0.205 
-0.050 
-0.021 
-0.020 
0.091 
0.027 
0.020 

-0.009 
0.013 

-0.023 

因此需要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以及各个城市的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来进行数据的

获取。此外，对于缺失的小部分

数据则使用科学平滑及多重插补

等方法予以估计。

（二）指标设计

为能 够 综 合探 求“ 一 带一

路”建设以来黄河流域主要城市

的竞争力变化以及在空间上的分

布特征，需要进行综合的指标体

系设计。本文通过参照已有文献

和资料，综合构建指标体系。指

标体系如表 1 所示。

（三）研究方法

 利用因子研究法对黄河流

域主要城市进行竞争力的评 价

分 析 ；然 后 使 用 Arcgis 软 件，

将各个城市的竞争力变化以时间

和空间两个维度加以观察，找出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黄

河流域各大城市竞争力在空间上

的变化趋势。由于数据的单位以

及量纲不统一，因此在计算之前

需要对搜集的数据进行归一化处

理，详见公式 1、2 ：

                                 公式（1）

                                 公式（2）

其中，公式 (1) 主要针对的

是指标的数据，相反，若为负向

指标则使用公式 (2)，两个公式

中 rij 均为标准后的值，且数值在

[0-1] 之间，Xmin 和 Xmax 分别为 J

项最小值与最大值。

四、黄河流域主要城市竞

争力的实证分析

（一）城市竞争力评价

首 先， 对 2013-2018 年 数

据 进行因子 适合度检验，由结

果可知，选 取年度的数 据均通

过了 KMO 和 Bartlett 的球形度

检 验， 适合 因子 分析。 然 后，

对分析的指标进行主因子的提

取，所有指标均经 过了标准化

处 理 且满足特 征值 大于 1。 通

过总的得分函数可以算出黄河

流域 各大 城市的竞 争力得分，

本文选取 2013 年度及 2018 年度

两年的得分函数，结果如表 2 ：

总体来 看， 通 过 最 终 分析

的数据结果可知，郑州市、西安

市、济南市和太原市等中西部省

会城市拥有较强的城市综合竞争

力，且竞争力的变化较为稳定，

随时间的推移有提高的趋势。

（二）主要城市竞争力的时

空变化

城市竞争力得分大于 0.4 的

为强竞争力城市，得分在 0.3-0.4

的为较强竞争力城市，0.2-0.3 的

为一般竞争力城市，0.2 以下的

为弱竞争力城市。

1. 时间视角下黄河主要城市

的竞争力分析

2013—2018 年， 黄 河 流 域

主要城市竞争力呈下降趋势，吕

梁市、商洛市、聊城市等在内的

11 个城市有所提升，占所有黄河

流域主要城市的 22%。50 个城

市中只有郑州市和济南市两个城

区域 REGION北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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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各年度城市竞争力空间图

市的竞争力得分基本保持不变，

并且这两个城市一直处于强竞争

力阶段。

2013 年度的竞争力前五 强

城市到了 2018 年度基本保持不

变 ；但是 2018 年度强竞争力城

市相对 2013 年度减少了 3 个，仅

西安市、郑州市、济南市和太原

市这 4 个省会城市为强竞争力城

市 ；而弱竞争力城市则有 16 个，

较 2013 年度增加了4 个。可以看

到，随时间推移，黄河流域主要

城市竞争力处于下降的趋势，除

了河南、陕西、山西和山东等省

会城市外，其余大部分城市竞争

力并未提高。

2. 空间视角下黄河流域主要

城市的竞争力变化

通过图像，可以更加直观的

从空间角度来看黄河流域主要城

市竞争力的变化（详见下图）。如

图所示，以黄河流域经济实力最

强的省份山东为例，其 2013 年

强竞争力城市共有 3 个城市，到

了 2018 年只剩下了1 个，较强竞

争力城市减少到 4 个，且 2018 年

出现一个弱竞争力城市。除山东

省外，陕西省、河南省和山西省

除省会城市外，其余的城市总体

竞争力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特别是陕西省和甘肃省，共有 10

个城市竞争力排名下降。

此外，主要城市竞争力分布

图可以看出强竞争力以及较强竞

争力城市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

中东部地区，呈散点状分布，一

般竞争力和弱竞争力城市分布在

黄河流域的中西部地区，整体上

黄河流域上游城市较下游城市的

竞争力差。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黄河流域的主要省会城市

有着较高的城市竞争力，且呈现

稳定上升的变化趋势。随着时间

变化，黄河流域除省会城市外，

大部分城市竞争力呈现下降趋

势。省会城市中，西安市、郑州

市、济南市和太原市的城市竞争

力要高于呼和浩特市、银川市和

兰州市。

2. 强竞争力城市在空间上主

要以散点型的方式分布，而一般

竞争力及弱竞争力的城市则以块

状或者片状分布为主。随时间推

移，经济分化明显，强竞争力城

市的散点化程度加大，而一般及

弱竞争力城市连片化程度提高。

3. 黄河流域主要城市的区域

协调性较差，各省份内城市的竞

争力差异较大，各省份之间城市

也有较大差异，且上游城市竞争

力较下游城市竞争力差。

（二）建议

1. 建立黄河全流域统一开放

的市场体系

黄河流域横跨 9 个省市及自

治区，城市众多且发展水平不均

衡，省会城市竞争力要远高于其

他城市。同时由于很多城市的资

源禀赋较为相似，众多资源型城

市集聚，易出现城市间产业同质

化的现象，使得部分城市恶性竞

争，从而难以形成高效合理的分

工格局，不利于黄河全流域城市

间的协调发展。缺乏全面系统性

的规划也导致了流域内整体城市

竞争力随时间推移，反而出现了

下降的情况。因此，需要建立黄

河全流域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强调城市间的竞争的有序性，打

造健康的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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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

相较于我国的东部及南部省

市，黄河流域城市的生态较为脆

弱，长时间片面追求经济的发展

速度加速了黄河流域生态的破坏

程度。因此，需要处理好生态环

境安全格局、重点区域发展规模

与承载力之间的关系，在保障黄

河流域人民的人居环境和生活的

同时发展经济。治理黄河，重在

保护，要在治理，应摒弃传统的

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做法，

强调绿色发展，打造生态型产业

和新型农业，加快对落后的、破

坏力强的产业替换。强调产业升

级和绿色化发展，最大化发挥各

个城市的竞争力，通过强竞争力

城市转型升级的示范作用促进周

边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整体性提

高黄河流域城市竞争力。

3. 将黄河流域经济带建设融

入“一带一路”之中

第二 届“ 一 带 一 路” 高峰

论坛强调了要建设绿色“一带一

路”，绿色和高质量发展可以有

效增强城市总体竞争实力。黄河

流域城市建设需要积极融入到新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大力推

进两者在空间上的协同发展。要

建立黄河流域经济带建设与“一

带一路”倡议的空间互动，建立

健全双方高效的合作机制，打造

黄河流域全方位发展新格局。同

时，要注意对黄河流域竞争力差

的城市的扶持力度，抓住“一带

一路”发展新机遇，加速自身经

济的转型升级，提高自身的城市

竞争力。构建沿黄生态经济“一

轴两廊三带”即沿黄生态经济

轴、黄河生态谷走廊、黄河科创

谷走廊、沿黄高端产业带、沿黄

都市带、沿黄文化带。此外，分

析中也可以看出，强竞争力城市

与较强竞争力城市在空间分布上

间隔较大，难以发挥辐射带头作

用，而融入“一带一路”之后，

可以更好地发挥强竞争力与较强

竞争力城市对于经济发展的引领

作用，打造黄河流域新的经济增

长极，发展大城市群。

4. 聚焦特色城市发展，提高

城市经济韧性

黄 河流域 城市各具 特色，

需要探寻适合本城市发展的最有

效路径，因地制宜重点推进产业

发展，如黄河流域在新材料、信

息元器件、电气工程设备等工业

领域优势较为明显，因此需要及

时抓住打造特色化城市的契机，

有力发展经济以及提高城市竞争

力。另外，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

的发祥地，多数城市具有较强的

文化影响力和深厚的历史底蕴。

因此要深度挖掘黄河流域城市的

文化竞争力，充分发挥文化对经

济发展的凝聚力和推动力，从而

更有效地提升黄河流域城市竞争

力和城市的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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