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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农业区域竞争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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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本文设计了一套农业区域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

国 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的农业区域竞争力发展现状进行评分、排序和划类。结果表

明 ,河北、北京等 10个省区属农业竞争力较强区域 ,黑龙江、内蒙古等 10个省区属一定农

业竞争力区域 ,农业竞争力较弱的区域有湖南、甘肃等 11个省区。农业区域竞争力评价

有利于正确认识各区域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和农业竞争力状况 ,从而可以进一步有针对性

地采取措施提高农业区域竞争力 ,实现农业生产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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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所谓农业区域竞争力 ,是指在自由和公平的市场条件下 ,某一区域农业以其相对于其他区域更高的农业

生产率 ,生产出更多的具有竞争优势的农产品 ,持续地获得盈利的能力 (苏航 , 2005)。在开放的市场环境

下 ,如何提高各个区域的农业竞争力 ,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正确评价各区域农业竞争力水平有利于对

农业区域竞争力态势进行准确把握 ,对制定区域农业发展政策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国外农业区域竞争力研究综述

国外对于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的文章不胜枚举 ,且多源于国家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到目前

为止 ,仍然是沿用国家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对区域竞争力水平进行评判 ,其评价指标体系经历了以竞争结果

进行评价转向以竞争力决定因素为评价尺度 ,在竞争力决定因素中又由以单一因素为基础单方面评价向以

多因素为基础的综合评价方法转变。

1. 以竞争结果作为评价指标体系

Carm ichael(1978)使用贸易竞争指数 ,即以进出口之差与进出口贸易总额之比来作为国家竞争力变化

的评价指标。Lundberg (1988)使用相对国际竞争力指数 ,即某个产业或产品的国内生产与消费之差和整个

国内生产总额和消费总额之差的比 ,进行国际竞争力的评价。这些以竞争结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竞争力评

价指标体系虽然比较直观也比较简单 ,但因其静态评价方法的一系列缺陷并没有成为主流 (叶琪 , 2008)。

2. 以竞争力影响因素为基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1)单一影响要素的评价指标体系

这其中又包括三种方法 :生产率评价法、成本评价法和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法。克鲁格曼的竞争理论中提

出生产率是最恰当的国家竞争力评价指标 ; Enoch (1978)将单位劳动成本 (ULC)用来衡量国家制造业的竞

争力 ,而 Kennedy和 Harrison (1998)以总成本和成本要素的历史数据为基础来评价和分析美国制糖产业的

竞争力 ; Gustavsson等 (1999)指出 ,科技已经与要素价格及禀赋一起对竞争力产生了显著影响 ,应将科技与

创新能力纳入竞争力评价。这些单要素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一般是只针对影响竞争力的某个因素 ,指标

体系比较简单 ,评价结果也往往比较片面和局部 ,因此 ,其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正确性也就会受到质疑。
(2)多个影响要素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

IMD (2005)早期的评价模型由八大要素组成 ,分别是 :经济实力、企业管理、科技水平、国民素质、政府管

理、国际化程度、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险型 ,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就由 8要素、47个子要素、290个指标所构

18

3 郑会军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邮政编码 : 430070,电子信箱 : szfzhj@126. com;马文杰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 ,邮政编码 : 430070,电子信箱 : mawenjie@ sina. com。



成。Porter (2002)创立了由生产要素、需求要素、关联和辅助性产业、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的优劣程度以及政
府的作用和机遇因素等六大要素构成的“钻石模型 ”。菲利普 ·科特勒 ( Philip Kotler)于 1997年提出了国家
能力的 SWOT分析方法 ,认为影响一个国家内在能力的因素包括五大方面 ,即国家的“文化、态度和价值
观 ”、“生产要素的禀赋 ”、“产业组织机构 ”、“政府的领导 ”和“社会融合性 ”五个因素。

(二 )国内农业区域竞争力研究综述
翁鸣 (2003)根据系统学和统计学原理 ,构建了“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用于比较和分析

农业国际竞争力水平。该指标体系分为 2个一级子系统、8个二级子系统和 16个三级子系统。余鸣 (2003)

提出比较优势法、综合指标法等畜牧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定方法和评价体系 ,构建了比较优势与综合指标互动
式测定评价模型 ,不仅从总体角度 ,还结合部门、行业、区域、相关产业的角度 ,通过加权、分解等途径 ,全面测
定评价畜牧业竞争力。测定评价结果表明 ,目前我国畜牧业国际竞争力还较弱 ,但从总体上讲 ,具有产值优
势、成本优势、劳动优势 ;总体上处于劣势的有企业管理、劳动力素质、基础设施、科技等方面的要素。从部门
角度讲 ,养猪尤其生猪具有一定优势 ,养禽尤其养鸭养鹅具有显著优势 ,养蜂一直处于优势 ;养牛尤其奶牛 ,

缺乏优势 ,但有国内市场的优势 ;养羊优势不明显。陈卫平等 (2005)基于可获得的统计数据 ,尝试性地提出
我国农业竞争力综合评价的 7大要素和 38项指标的评价体系 ,从不同侧面综合反映农业竞争力水平和态
势 ;同时 ,通过这一指标体系对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的农业竞争力状况进行综合评价 ,定量描述出各省农
业的优劣势。农业区域竞争力的评价方法主要有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 ,借助相关的统计
和计量软件对采集的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虽然每个指标体系或多或少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但大多数的指
标体系都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本文的创新在于 : (1)吸取和借鉴其他学者对农业区域竞争力研究的经验和方法 ,针对农业区域竞争力
的特点 ,从农业区域竞争力的基础条件、产出效益和潜在竞争力三个方面构建一套完整的农业区域竞争力评
价指标体系 ,全面完整、准确客观反映农业竞争力的总体水平 ,系统地反映出农业区域竞争力各部分的关联
关系 ; (2)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 2005年全国 31个省 (市、区 )的农业区域竞争力进行测度 ,并根据主成分
得分对全国省份进行分区 ,为实践中农业区域经济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二、农业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 )农业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原则
1. 全面性和系统性
农业区域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体系 ,对它的评估应包括形成条件、竞争力水平以及发展潜力三个方面的

内容。形成条件的评估主要从区域农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这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 ,竞争力水平的评估主要
从决定竞争力的要素方面建立指标体系 ,发展潜力主要从影响区域农业竞争力形成条件和要素预期变化方
面建立指标体系。指标体系需要从形成条件、现实水平、提升潜力三个方面的原因、结果和发展趋势 ,去描绘
区域农业竞争力的形成与变化的内在逻辑关系 ,不仅应使评估指标体系全面完整、准确客观反映农业竞争力
的总体水平 ,还应使指标体系的各部分相互关联 ,系统地反映出区域农业竞争力各部分的关联关系。

2. 可操作性
指标体系主要通过量化标准从数量关系上反映区域农业竞争力的水平、形成条件和发展潜力 ,因此设置

的指标应具有数据的可获性、计算和分析上的可操作性。数量型的属性指标或实物指标可直接用于计算 ,质
量型的属性指标或实物指标则需要转换成数量型指标才能用于计算。对于不能转换的质量型指标则需要找
内涵相近的其他数量型指标代替 ,总之 ,选取的指标都必须具备可计量的特征 ,否则就放弃 (杨林华、马文
杰 , 2005)。

3. 可比性
通过区域农业竞争力的评估 ,不同区域之间、同一区域不同时间、农业各部门之间才能进行比较分析 ,因

此设置的指标要在指标内涵、统计口径、计算方法、参照系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一方面 ,不同区域之间、不同
农业产业部门之间进行竞争力对比 ,对比的指标其内涵、统计口径、计算方法要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 ,同一
区域、同一农业产业部门 ,在不同时期进行竞争力对比 ,其对比的指标内涵、统计口径、计算方法要具有一致
性。

4. 精简性
评估指标是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反映区域农业竞争力 ,指标体系涉及农业区域竞争力的形成条件、水

平以及发展潜力三方面的内容。但指标体系的构成不可能面面俱到 ,只能选择必要且可以观测和量度的指
标 ,突出重点、层次清晰地反映区域农业竞争力的评估内容和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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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农业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前面已有论述 ,农业区域竞争力包括形成条件、竞争力水平以及发展潜力三个方面的内容 ,这三方面亦

可以认为是农业区域竞争力的基础条件、产出效益和潜在竞争力。区域农业竞争力的形成以区位条件和资
源禀赋条件为基础 ,优越的区位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可以为农业竞争力的提高提供良好的条件 ;产出效益涉

及农业区域竞争力的现实状况 ,决定区域农业的市场地位、农业生产者的效益 ;潜在竞争力反映区域农业发
展的前景和未来竞争力提升的空间 ,也在一程度上反映了区域农业的可持续性。区域农业竞争力与很多因
素相关 ,受很多因素影响 ,这些因素相互整合共同对竞争力产生决定性作用。

遵循上述农业区域竞争力评价指标的设置原则 ,我们把指标体系分为三层 :第一层为目标层 ,第二层、第

三层分别为状态层和变量层。具体指标见表 1。

表 1 　　区域农业竞争力指标体系
目标层 状态层 变量层

农
业
区
域
竞
争
力

农业产出效益竞争力

农业基础竞争力

潜在竞争力

农业总产值 ( x1 )

第一产业增加值 ( x2 )

农民人均纯收入 ( x3 )

户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 ( x4 )

农村人均耕地面积 ( x5 )

农村劳动力人口中文盲比重 ( x6 )

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 ( x7 )

单位播种面积化肥使用量 ( x8 )

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 ( x9 )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比重 ( x10 )

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比重 ( x11 )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 x12 )

农业占第一产业总产值比重 ( x13 )

农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x14 )

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率 ( x15 )

农民固定资产原值增长率 ( x16 )

三、主成分分析模型

主成分分析法是研究用变量族的少数几个线性组合 (新的变量族 )来解释多位变量的协方差结构 ,挑选
最佳变量子集 ,简化数据 ,解释变量间关系的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郭志刚 , 1999)。

设有 n个地区的 p个竞争力指标组成以下矩阵 :

X =

x
T
1

x
T
2

…

x
T
n

=

x11 x12 ⋯ x1p

x21 x22 ⋯ x2p

… … …

xn1 xn2 ⋯ xnp

第一 ,原始数据的预处理。根据各指标的特性把指标分为两类 :一类是正指标 ,该类指标对区域农业竞
争力起促进作用 ,指标值越大越好 ,如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总产值等 ;一类是逆指标 ,该类指标值若超过一
定限度会严重制约区域农业竞争力 ,要求越小越好 ,如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比重等。根据指标的不同特性采

用不同的隶属函数将其标准化 : 正指标 Pij =
xij - xjm in

xjmax - xjm in

,逆指标 Pij =
xjmax - xij

xjmax - xjm in

。其中 : Pij为第 i个地区的第 j

个指标标准化值 , xij为第 i地区第 j个指标值 , xjm in为第 j个指标值各地区中最小值 , xjmax为第 j个指标值各地

区中最大值 ,通过这种方法将数据转化为从 0到 1的连续数。
第二 ,计算标准化以后的 p个指标的两两相关矩阵。根据无量纲化后的矩阵 Z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R =

( rij ) p ×p =
Z

T
Z

n - 1
,其中 rij =

6
n

k = 1
zk i ·zk j

n - 1
( i, j = 1, 2, ⋯, p)。

第三 ,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R的特征根λj。根据样本相关系数矩阵 R,解特征方程 |λIp - R | = 0得 p个特
征值λ1 ≥λ2 ≥⋯λp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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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求累积方差贡献率及特征向量。按
6
m

j = 1
λj

6
p

j = 1
λj

≥0. 85确定 m ,使信息的利用达到 85%以上。对每个λj

( j = 1, 2, ⋯, p) ,解方程组 R b =λj b ,得单位特征向量 b
0
j =

bj

‖bj‖
。

第五 ,求主成分决策阵。求出 zi = ( zi1 , zi2 , ⋯, zip ) T ( i = 1, 2, ⋯, n)的 m 主成分分量 U ij = zij b
0
j ( j = 1, 2, ⋯,

m ) ,得主成分决策阵 :

U ij =

u
T
1

u
T
2

…

u
T
n

=

u11 u12 ⋯ u1m

u21 u22 ⋯ u2m

… … …
un1 un2 ⋯ unm

其中 ui 为第 i个地区的主成分向量 ( i = 1, 2, ⋯n) ,它的第 j个分量 uij是向量 zi 在单位特征向量 b
0
j 上的

投影 ( j = 1, 2, ⋯, m )。

第六 ,主成分的综合排序。第 j个主成分的贡献率为αj =
λj

6
p

j = 1
λj

( j = 1, 2, ⋯, m ) ,用αj 作权数 ,求 uij的加

权和 ,可以得到第 i地区综合评价值 yi = 6
m

j = 1
αj uij。

可见 , y是一个以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 , m 个主成分得分的加权平均数。该综合得分越高 ,说明
该地区农业竞争力水平越高 ,反之 ,则越低。值得注意的是各样本综合得分有负有正 ,综合得分值为正 ,说明
高于平均水平 ;综合得分值为 0时是平均水平 ;综合得分为负 ,说明低于平均水平。

四、区域农业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采用 SPSS14. 0系统软件作为分析工具 ,得到了方差贡献分析表 ( Total Variance Exp lained,见表 2)、方差
极大正交旋转后的主成分载荷矩阵 (ComponentMatrix,见表 3)。

表 2 　　区域农业竞争力方差贡献分析

主成分
初始特征值 因子析取结果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 ) 累计方差贡献率 ( % ) 特征值 方差贡献率 ( % ) 累计方差贡献率 ( % )

1 4. 930 30. 811 30. 811 4. 930 30. 811 30. 811
2 3. 386 21. 164 51. 976 3. 386 21. 164 51. 976
3 1. 881 11. 758 63. 734 1. 881 11. 758 63. 734
4 1. 559 9. 747 73. 481 1. 559 9. 747 73. 481
5 0. 926 5. 788 79. 268
6 0. 710 4. 436 83. 705
7 0. 628 3. 927 87. 632
8 0. 573 3. 579 91. 211
9 0. 481 3. 007 94. 217

10 0. 420 2. 624 96. 842
11 0. 198 1. 236 98. 078
12 0. 136 0. 851 98. 929
13 0. 102 0. 639 99. 568
14 0. 040 0. 252 99. 820
15 0. 024 0. 148 99. 968
16 0. 005 0. 032 100. 000

从表 2可以看到每个主成分的方差 ,即特征值 ,它的大小表示了对应主成分能够描述原有信息的多少。
按照提取特征值大于 1的主成分的原则 ,前 4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达到 73. 481% ,已能概括原数据绝大
部分的信息 ,因此 ,这里提取只需前 4个成分即可。

为了更清晰地看出各变量在主成分上的负载 x,我们对因子负载做方差最大化旋转 ,得旋转后的因子负
载矩阵 (表 3)。由表 3可知 ,从第一主成分来看 , x3、x8、x9、x12、x15、x16的系数较大 ,因此 ,第一主成分主要反
映的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单位播种面积化肥使用量、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农
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率、农民固定资产原值增长率等指标 ,这些指标都有绝对指标 ,也有相对指标 ,并且分
布于农业区域竞争力的三个层次 ,所以可认为第一主成分是综合因子。从第二主成分来看 , x4、x6、x7、x10、x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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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较大 ,反映户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文盲比重、单位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比
重、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比重等指标 ,因此 ,可以认为第二主成分是农业区域竞争力的基础设施因子。从第
三主成分来看 , x1、x2 的系数较大 ,反映的是农业总产值、第一产业增加值 ,可认为第三主成分是农业区域竞
争力的结构因子。从第四个主成分来看 , x5、x13、x14的系数较大 ,反映的是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农业产值占第
一产业总产值比重、农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可以认为其为农业内结构因子。从各个主成分所代表的社
会意义来看 ,很难从某一个主成分来确定各省农业区域竞争力的大小。而前四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已接
近 75% ,因此可用前四个主成分作为评价的综合指标。为了利用各主成分作为评价指标 ,我们输出因子值
系数矩阵。

表 3 　　旋转后的因子负载矩阵

变量
主成分

1 2 3 4
农业总产值 ( x1 ) - 0. 021 - 0. 048 0. 972 0. 069
第一产业增加值 ( x2 ) - 0. 021 - 0. 085 0. 968 0. 062
农民人均纯收入 ( x3 ) 0. 911 0. 035 - 0. 008 - 0. 212
户均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 ( x4 ) - 0. 449 0. 768 - 0. 242 0. 162
农村人均耕地面积 ( x5 ) - 0. 225 0. 200 - 0. 238 0. 804
农村劳动力人口中文盲比重 ( x6 ) 0. 487 - 0. 616 0. 331 0. 202
单位播种面积农机总动力 ( x7 ) 0. 351 0. 689 0. 097 - 0. 335
单位播种面积化肥使用量 ( x8 ) 0. 889 - 0. 022 - 0. 088 - 0. 161
单位播种面积用电量 ( x9 ) 0. 527 - 0. 092 0. 403 - 0. 340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比重 ( x10 ) 0. 500 0. 691 - 0. 039 0. 105
成灾面积占受灾面积比重 ( x11 ) 0. 119 0. 682 - 0. 007 - 0. 518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 x12 ) - 0. 820 - 0. 167 0. 102 - 0. 040
农业占第一产业总产值比重 ( x13 ) - 0. 151 - 0. 221 0. 068 0. 693
农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 x14 ) 0. 068 - 0. 153 0. 270 0. 673
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率 ( x15 ) 0. 580 0. 178 - 0. 042 - 0. 392
农民固定资产原值增长率 ( x16 ) - 0. 742 0. 065 - 0. 224 - 0. 002

表 4 　　各省综合评价值及名次
地区 第一主成分值 第二主成分值 第三主成分值 第四主成分值 综合评价值 名次
河北 0. 79429 0. 70478 1. 77599 0. 16862 0. 619149 1
北京 2. 00286 0. 75547 - 0. 75041 - 0. 99362 0. 59812 2
天津 1. 56028 1. 22518 - 0. 59066 - 0. 80895 0. 591636 3
山东 0. 11914 1. 04742 2. 64187 - 0. 12253 0. 557078 4
上海 2. 91779 - 0. 69152 - 1. 56224 - 0. 16686 0. 552657 5
浙江 1. 63229 0. 17723 0. 09896 - 0. 07172 0. 545055 6
新疆 0. 27309 0. 78922 0. 02949 2. 66758 0. 514695 7
江苏 0. 86367 0. 15679 1. 30445 - 0. 26284 0. 42705 8
广东 0. 83654 - 0. 52488 1. 04958 0. 04051 0. 274054 9
河南 - 0. 31384 0. 28832 2. 24208 0. 07856 0. 235643 10

黑龙江 - 0. 37829 0. 42434 - 0. 14569 2. 13528 0. 164296 11
内蒙古 - 0. 43098 0. 43587 - 0. 47263 2. 25275 0. 123507 12
西藏 - 1. 664 4. 03869 - 1. 12961 - 1. 44216 0. 068456 13
福建 0. 3865 - 0. 39363 0. 15694 - 0. 72322 - 0. 01627 14
陕西 0. 04041 - 0. 50866 - 0. 13813 0. 84862 - 0. 02869 15
辽宁 0. 24818 - 0. 28898 - 0. 1582 - 0. 36001 - 0. 03839 16
宁夏 - 0. 31388 0. 18048 - 1. 16218 1. 09878 - 0. 08806 17
吉林 - 0. 36712 - 0. 1614 - 0. 40728 0. 78596 - 0. 11853 18
青海 - 0. 46551 0. 73491 - 1. 16041 - 0. 56322 - 0. 17929 19
山西 0. 22695 - 0. 64774 - 0. 97002 - 0. 13977 - 0. 19484 20
湖南 - 0. 44192 - 0. 61893 0. 7188 - 0. 35874 - 0. 21757 21
甘肃 - 0. 70192 - 0. 35079 - 0. 71291 1. 1313 - 0. 26403 22
四川 - 0. 72789 - 0. 44922 0. 72956 - 0. 8173 - 0. 31321 23
湖北 - 0. 55681 - 0. 80517 0. 48312 - 0. 53307 - 0. 33709 24
安徽 - 0. 8173 - 0. 28866 0. 20392 - 0. 67401 - 0. 35463 25
江西 - 0. 50373 - 0. 46279 - 0. 2951 - 0. 90128 - 0. 3757 26
广西 - 0. 86889 - 0. 89474 0. 34098 - 0. 08761 - 0. 42547 27
云南 - 0. 90968 - 0. 53566 - 0. 29482 - 0. 05349 - 0. 4335 28
重庆 - 0. 39183 - 1. 3897 - 0. 60077 - 0. 5163 - 0. 53577 29
贵州 - 0. 9319 - 0. 80604 - 0. 76451 - 0. 24093 - 0. 57107 30
海南 - 1. 11645 - 1. 14019 - 0. 46018 - 1. 37035 - 0. 77297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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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研究采取的数据处理方法 ,可以认为得分在 0. 2以上的地区具有较强的农业竞争力 ,得分介于
[ - 0. 2, + 0. 2 ]之间的地区具有一定的农业竞争力 ,得分小于 - 0. 2的地区农业竞争力较弱 ,根据这个标准 ,

上述 31个省 (市、区 )的农业竞争力水平进行可以分类 ,如表 5所示。

表 5 　　农业区域竞争力水平分类
类别 省份

较强农业竞争力 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浙江、新疆、江苏、广东、河南

一定农业竞争力 黑龙江、内蒙古、西藏、福建、陕西、辽宁、宁夏、吉林、青海、山西

较弱农业竞争力 湖南、甘肃、四川、湖北、安徽、江西、广西、云南、重庆、贵州、海南

从评价结果来看 ,可以把全国 31个省 (市、区 )按农业区域竞争力的高低分为三类 :

Ⅰ类区 (较强农业竞争力 ) :这 10个省区其实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 ,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广东

是经济发达地区 ,尽管农业不是其支柱产业 ,但因为基础设施条件较好 ,投入相对充足 ,仍旧表现出较强的农
业竞争力 ,说明农业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有一定关系的 ;山东、新疆、河南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和农业强
省 ,基础条件不错 ,这几年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带动下 ,农业获得长足进步 ,表现了较强的农业竞争力。

Ⅱ类区 (一定农业竞争力 ) :包括黑龙江、内蒙古、西藏、福建、陕西、辽宁、宁夏、吉林、青海、山西 10个省
区 ,除福建外基本可归为“三北 ”地区 ,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并不好 ,但多数是粮食主产区 ,在近年国家重视

粮食生产且这些省份多数土地资源丰富的情况下 ,又有悠久的农业生产历史 ,农业也表现出一定的竞争力。
Ⅲ类区 (较弱农业竞争力 ) :湖南、甘肃、四川、湖北、安徽、江西、广西、云南、重庆、贵州、海南。基本可以

定义为南方经济不发达省份。这些地区土地资源不丰富 ,在农业收入下降的宏观背景下 ,多数农民外出打
工 ,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不高 ,各项投入不足。同时 ,其基础设施条件也不太好 ,使农业竞争力较弱。

五、结语

本文设计了一套农业区域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全国 31个省 (市、区 )进行测
度 ,使农业区域竞争力这个相对模糊、复杂的概念趋于清晰 ,并克服了传统评价方法的不足 ,提高了指标权重

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增加了测评结果的可信性。其结果有利于正确认识各区域农业生产发展水平 ,从而可以
进一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高区域农业竞争力 ,实现各个农业区域的良性协调发展。

主成分分析法中的各个指标对于农业区域竞争力而言具体的权重不能清晰获得 ,这为实践中各个区域
提高农业区域竞争力带来一定的困难 ,这是我们今后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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