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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对于该城市经济的目前发展状态以及未来发展潜力具有重要的衡量作用，在一

定程度上也反映并影响着其幸福指数与宜居性。在本文中，我们选择了位于我国西南部的四川省，对省

内各市州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研究。根据《2017四川统计年鉴》中的实际数据，选取反映地区经济发展

的10个相关指标，运用因子分析，计算公共因子得分以及各市(州)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因子得分，再采

用系统聚类法把21个城市(州)分类聚集。结合这两种统计分析方法得到的结果，对四川省21个城市(州)
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析，最终共分为六大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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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 c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measuring the current stat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city’s economy, and also reflects and affects its happiness 
index and livability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is paper, we choose Sichuan province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 of China to study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states in the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ata in “Sichu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7”, 10 relevant indicators re-
flec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ere selected, and factor analysis was used to calculate 
the common factor score and the comprehensive factor score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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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ach city (prefecture), and then the system clustering method was used to classify and aggre-
gate the 21 cities (prefectures). Combining the results obtained by the two statistical analysis me-
thod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of 21 cities (prefectures) in Sichuan province is analyzed, 
and finally divided into six categories of regions. 

 
Keywords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Factor Analysis, Cluster Analysis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对于城市建设工作积极推进，当前，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稳步提升，

城市发展也从过去的增量扩张主导的发展阶段逐步转向品质内涵为导向的发展阶段。城市的综合发展包

含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其中，经济作为城市发展能力的重要组成，对于一个城市的综合

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与人民是息息相关的，从国家层面上来看，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为国家税收建设等各方面贡献相对较多，有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提升；从人民

层面上来说，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能有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幸福

指数也能够得以促进。 
在我国的各大省级行政区域中，四川省作为其中一个人口大省，其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八，西部第

一，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4000 美元，其综合实力高居西部地区首位[1]。相对于全国来说，西部地区的工业

水平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并且由于地形环境与自然资源的差异，四川省各市州的发展水平不均衡。基于

这种现实情况，本文根据实际统计数据，选取可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 10 个相关原始指标，通过因子分

析和聚类分析等统计方法对四川省各市州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研究，试图在研究中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

据对各市州进行分类。 

2. 分析方法 

关于四川省各市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分析研究中，我们主要采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

本章主要列出了这些统计分析方法的相关理论知识。 

2.1. 因子分析 

一、基本思想与目的 
因子分析作为主成分分析的延伸，其基本思想为：根据各个指标变量的相关大小来对这些指标变量

进行分组，这就会使得同一变量组内的指标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而不同变量组内的指标变量间的相关

性较低。每组变量就可以代表一个基本结构，由一个称为公共因子的不可测复合变量来表示。为了找到

易于解释的公共因子，通常需要进行因子旋转，包括正交旋转，最大方差旋转等旋转方法。 
通过其基本思想，我们可以知道因子分析就是把很多个有紧密关系的变量进行集合，全部归纳到同

一类变量中，然后再把这一类变量看作一个整体因子[2]，以此来达到降维的目的，对于分析和解释复杂

的经济问题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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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学模型 
假设 ( )1 2, , , pX X X X ′=  是一个 p 维的可观测的随机向量，其均值为 ( ) 0E X = ，协方差矩阵表示为

( )Cov X = ∑ 。同时，假设 ( )1 2, , , jF F F F ′=  ， ( )j p< 是一个不可观测的变量，其均值为 ( ) 0E F = ，协

方差矩阵为 ( )Cov F = Ι 。 
则因子分析的一般数学模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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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分析模型(2-1)的矩阵形式可以写成： 

X AF µ= +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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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模型(2-1)中的 1F ， 2F ，…， jF 被称为公共因子，它们之间是彼此无关的，并且具有单位方差； 1µ ，

2µ ，…，被 pµ 称为特殊因子，它们也是彼此无关的，并且它们与公共因子也无关；矩阵 A 中的所有元

素 pja 称为因子载荷，进行因子分析就可以求得每个因子载荷的值。 

2.2. 聚类分析 

一、基本思想和目的 
聚类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将所有个体或者对象进行分类，使得同一类别中的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比与其

他类中的对象之间的相似性更大，其目的就是在于把相似的研究对象归结成类[3]。聚类分析包含很多种

分类方法，其中，系统聚类法作为一种常见方法，其主要做法为：首先把每个样品都看成一类，然后将

性质最相近的两个类合并为一个新的类，再从合并后的类别中找到最接近的两个类进行合并，不断重复

步骤进行下去，直到最终所有的样品都被合并到一个类中。把以上重复合并过程画成聚类图，便可以决

定分多少个类，以及每类中具体包含有哪些样品。 
二、具体方法定义 
系统聚类法作为一种最为常见的统计聚类方法，在对于样品的分类中较为有效。系统聚类法中又包

含了具有不同定义的计算处理方法(例如：最短距离法、最长距离法、类平均法、重心法、离差平方和法

等常用方法)，这些方法主要是在于对不同类之间的距离的定义不同[4]。最短距离法把两类中最近样品间

的距离于定义为不同类间的距离；反之，最长距离法把两类中最远样品间的距离于定义为不同类间的距

离；类平均法则把类间距离定义为两类种所有成对样品间的平均距离；重心法是计算两类的样品均值之

间的欧式距离；离差平方法则反映各类中样品的分散程度，计算各样品到此类重心的平方欧式距离之和。

这里我们以类平均法为例，给出其具体数学定义，便于对对类与类之间距离的计算方法有清晰认识。 
假设我们有两个类 GA 和 GB，各含有样本总数为 nA 和 nB，dij表示 GA中的 i 样品和 GB中的 j 样品之

间的距离，则两个类之间的距离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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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 BAB iji G j G

A B

D d
n n ∈ ∈

= ∑                                (2-3) 

此外，两个类之间的平方距离定义为各样品之间的平方距离的平均值： 

2 2
,

1
A BAB iji G j G

A B

D d
n n ∈ ∈

= ∑                                (2-4) 

3. 四川省各市州经济发展水平分析 

要对四川省各市州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统计分析，我们首先需要选取反映地区经济发展的 10 个原始指

标，对各市州的这 10 个原始指标进行因子分析，计算公共因子得分以及城市发展的综合因子得分，可以按

照因子得分对各市州进行排名。然后再采用聚类分析方法，由系统聚类法把 21 个城市进行合理的分类聚集。 

3.1. 因子分析 

一、原始数据及指标解释 
选取可以反映各市州经济发展水平的 10个原始指标，其中包括了 7个有关社会经济的指标，分别是：

x1——地区生产总值(亿元)；x2——全社会固定投资(亿元)；x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4——出

口总额(万美元)；x5——地方财政公共收入(万元)；x6——地方财政公共支出(万元)；x7——城乡居民储蓄

存款年末总额(亿元)。 
3 个有关居民收入的指标，分别为：x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元)；x10-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元)。 
指标的选取参考了四川省的统计年鉴中的指标设定。数据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2017)》[5]。原始

的指标数据表见附录 1。 
二、数据标准化与变量检验 
(一) 数据标准化 
统计学中提供了很多方便的数据标准化方法，本文这里采用了 Z 标准化法，即用每一个变量值减去

总体平均值之后除以该变量的标准差。在这样的无量纲化处理后，每个变量的平均值都为 0，标准差都

为 1。这种标准化方法是目前多变量综合分析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 
对序列 1 2 10, , ,x x x 进行标准化变换，变换公式如下： 

i
i

x xy
s
−

= ，                                     (3-1)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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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新序列 1 2 10, , ,y y y 的均值为 0，方差为 1，是无量纲的序列。 
标准化后的数据见附录 2。 
(二) 变量相关性检验 
为了判断选择变量是否适合于进行因子分析，我们先对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输出 10 个变量间的相

关系数矩阵如下表 1。由变量间的相关矩阵，我们可以发现各变量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并且 x1，x2，x3，

x4，x5，x6，x7 之间的相关性较大，因为它们都是反映社会经济的指标，x8，x9，x10 之间的相关性较大，

因为它们是反映居民收入的指标。这与我们的指标分类选择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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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matrix 
表 1. 相关系数矩阵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 1.000 0.988 0.998 0.988 0.994 0.965 0.993 0.744 0.772 0.659 

x2 0.988 1.000 0.990 0.977 0.989 0.973 0.989 0.696 0.730 0.631 

x3 0.998 0.990 1.000 0.986 0.992 0.969 0.995 0.723 0.756 0.644 

x4 0.988 0.977 0.986 1.000 0.993 0.957 0.982 0.748 0.732 0.674 

x5 0.994 0.989 0.992 0.993 1.000 0.975 0.986 0.736 0.732 0.651 

x6 0.965 0.973 0.969 0.957 0.975 1.000 0.965 0.604 0.604 0.528 

x7 0.993 0.989 0.995 0.982 0.986 0.965 1.000 0.704 0.753 0.630 

x8 0.744 0.696 0.723 0.748 0.736 0.604 0.704 1.000 0.882 0.873 

x9 0.772 0.730 0.756 0.732 0.732 0.604 0.753 0.882 1.000 0.838 

x10 0.659 0.631 0.644 0.674 0.651 0.528 0.630 0.873 0.838 1.000 

 
接下来，对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我们主要采用两个检验统计量来衡量变量之间的相关性，

以便判断变量的选取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第一个检验统计量是 KMO (Kaiser-Meyer-Olkin)检验统计量，

是一个主要用来比较变量之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指标，它的取值在 0~1 之间。KMO 统计量值

越大，表示变量之间具有越强的相关性，变量的选择也就越适合用来进行因子分析。常用的 KMO 值度

量标准如下：取值大于 0.9 表示非常适合；0.8 表示适合；0.7 表示一般；0.6 表示不太适合；小于 0.5 表

示极不合适[6]。 
第二个检验统计量是来自于相关系数矩阵的行列式的 Bartlett 球度检验统计量，主要用来检验相关矩

阵中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即检验每个变量之间是否为相互独立的[6]。如果该统计量值比较大，并且相应

的伴随概率小于一般显著性水平，那么就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相关系数矩阵不是单位矩阵，并且原

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被认为适合用于做因子分析。 
下表 2 显示了 KMO 和 Bartlett 统计量的检验结果：KMO 值为 0.786，大于 0.7；Bartlett 的球形度检

验统计量值较大，伴随概率小于一般显著性水平 Sig. < 0.05。说明每个变量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可以有效

地进行因子分析。 
 

Table 2. KMO and Bartlett tests 
表 2.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786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544.286 

df 45 

Sig.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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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子分析过程及结果 
在检验得到变量间的相关性适用于因子分析之后，我们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公共因子进行提取，

从解释的总方差达到在特征值大于 1 的原则下，我们提取出 2 个公共因子，具体提取结果如表 3 和图 1
所示。表 3 是提取成分解释的总方差，可以发现提取前 2 个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 96.682%。图

1 是各成分与特征值的碎石图，可以看到从第 3 个主成分开始，特征值明显变小，线段变得平坦，倾向

于提取前 2 个主成分。 
 

Table 3. Total variance of interpretation 
表 3. 解释的总方差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1 8.599 85.994 85.994 8.599 85.994 85.994 

2 1.069 10.688 96.682 1.069 10.688 96.682 

3 0.166 1.664 98.346    

4 0.115 1.153 99.499    

5 0.024 0.241 99.740    

6 0.012 0.121 99.861    

7 0.008 0.082 99.943    

8 0.004 0.040 99.983    

9 0.001 0.010 99.993    

10 0.001 0.007 100.000    

 

 
Figure 1. Scree plot 
图 1. 碎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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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于公共因子的解释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为了更清楚地说明公共因子的实际重要性，我们需要

进行因子旋转，选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方法，得到如表 4 中所示的旋转过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并且因

子旋转后的两个公共因子的解释总方差见表 5。 
 

Table 4. Rotation factor load matrix 
表 4. 旋转因子载荷矩阵 

 
成份 

1 2 

x1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0.893 0.446 

x2 全社会固定投资(亿元) 0.913 0.392 

x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0.904 0.422 

x4 出口总额(万美元) 0.887 0.443 

x5 地方财政公共收入(万元) 0.904 0.420 

x6 地方财政公共支出(万元) 0.959 0.251 

x7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末总额(亿元) 0.908 0.406 

x8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396 0.877 

x9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0.430 0.847 

x10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元) 0.295 0.908 

 
Table 5. Total variance of interpretation after rotation 
表 5. 旋转后的解释总方差 

成份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累积% 

1 6.226 62.260 62.260 

2 3.442 34.422 96.682 

 
由表 4 可以看到，x1，x2，x3，x4，x5，x6，x7 在公共因子 F1 上的载荷值比较大，都接近 0.9，说明

F1 主要反映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而 F2 主要集中反映人民的收入消费状况。 
结合因子分析的一般数学模型，运用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到 2 个公共因子的得分结果 F1、

F2，再用每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两个因子总的方差贡献率的比例作为权重进行加权汇总，计算 21 个市

州的综合得分 F，得到如下表 6 所示的输出结果。 
通过表 6，可以看出：综合因子得分排名前 5 的城市分别为成都市、绵阳市、德阳市、泸州市，其

他城市的综合因子得分为负值，是说明其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低于各市州的平均值。其中，巴中市、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广元市、雅安市、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综合因子得分排名居于倒数 5 位。攀枝花市、成

都市、德阳市在第二公共因子 F2 上的得分较高，排名前三，说明其人们生活的收入消费状况较佳。成都

市的综合因子得分最高，经济发展状况最佳，且明显高于其他市州；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综合得分是最小

的，并且得分远远低于成都市。这表明四川省不同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存在明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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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Common factor score and comprehensive factor score table 
表 6. 公共因子得分与综合因子得分表 

城市 F1 F2 F 城市 F1 F2 F 

成都市 3.91782 1.78241 3.157543 眉山市 −0.55433 0.7346 −0.095428 

自贡市 −0.5451 0.51002 −0.169442 宜宾市 −0.0727 0.10215 −0.010448 

攀枝花市 −1.28546 1.98543 −0.120915 广安市 −0.32618 0.24733 −0.121991 

泸州市 −0.11883 0.21611 0.000420 达州市 0.3624 −0.89981 −0.086989 

德阳市 −0.70375 1.35121 0.027884 雅安市 −0.1307 −0.80074 −0.369256 

绵阳市 −0.21063 0.58846 0.073873 巴中市 0.03526 −0.88125 −0.291048 

广元市 0.24924 −1.48286 −0.367445 资阳市 −0.58444 0.55829 −0.177590 

遂宁市 −0.21647 −0.18314 −0.204603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0.46232 −0.1606 −0.354898 

内江市 −0.14776 −0.3084 −0.204953 甘孜藏族自治州 −0.15939 −0.77412 −0.378254 

乐山市 −0.29145 0.31307 −0.076221 凉山彝族自治州 0.56098 −1.47717 −0.164669 

南充市 0.6838 −1.42098 −0.065572     

3.2. 聚类分析 

一、聚类分析方法选择 
系统聚类法中的每个类与类之间距离的定义不同，也就对应着不同的系统聚类的方法。其中，类平

均法比较适中，也是聚类效果比较好、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聚类方法。此处采用系统聚类法之中的类平

均法，以及组内联结法的形式，意思是在计算距离时取两个类中所有样品两两之间的距离平方和的均值。

由统计软件显示的结果，四川省 21 个市州的经济发展状况可分为 6 大类，谱系聚类图如图 2 所示。 
二、聚类分析结果说明 
第一类地区：成都市。作为四川省的省会，成都市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并且发展速度快，其经

济方面的建设在四川省处于领先地位，也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第二类地区：包括自贡市、遂宁市、内江市、眉山市、广安市、凉山彝族自治州。这几个城市在四

川省东南部地区，农业发展情况还不错，但是它们的工业发展条件并不好，因此，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

也较慢，经济发展的水平不高。 
第三类地区：攀枝花市、广元市、雅安市、巴中市、资阳市。此类地区旅游资源都较丰富，各市的

经济发展，需要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道路网的建设，发挥特色经济是重点。 
第四类地区：泸州市、德阳市、乐山市、南充市、宜宾市、达州市。这几个城市在交通方面较为便

利，位于四川东部地区，是比较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第五类地区：绵阳市。绵阳市交通便利，在成都市中心城市的影响下，工农业并行，经济发展良好。

绵阳市积极融入成都市的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发展的综合因子得分也位于前列。 
第六类地区：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此类地区是四川省两大自治州，自治州由于

其地理位置的特殊，一般有着极好的自然资源，具备自身发展特色，但交通方面的不占优势，限制了产

业发展，是四川省较为贫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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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Cluster diagram 
图 2. 聚类图 

4. 总结与讨论 

本文运用了多元统计分析，主要是指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根据计算所得的因子得分，结合由聚类

分析输出的结果，对四川省的各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做了分析分类。由因子分析得到成都市的综合因

子得分最高，经济发展水平最佳，且明显高于其他 20 个市州；而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综合得分远远低于成

都市。说明了四川省不同市州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聚类分析结果与因子

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一致，并且把 21 个市州最终细分为了六大类。 
通过本文的讨论分析，我们发现了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并进行了合适的区域分类。由于每

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与方向侧重是不同的，例如，省会城市由于交通便利，经济发展会更为迅

速，而偏远地区由于自然风光较好，旅游业是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主要产业。进一步研究交通流量、各

行业产值等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价值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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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原始数据指标 
 

城市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成都市 12,170.23 8370.5 57,423,661 2193,971 11,754,109 15,958,949 10,831.38 35,902 18,605 23,514 

自贡市 1234.56 709.84 5,558,073 22,496 487,574 1,795,524 923.57 28,455 13,192 19,410 

攀枝花市 1014.68 696.31 3,169,046 13,806 567,573 1,220,322 522.97 32,860 14,057 20,745 

泸州市 1481.91 1730.38 6,371,529 27,874 1,386,632 3,371,677 1313.47 28,959 12,450 19,276 

德阳市 1752.45 1125.08 6,988,068 134,598 1,000,653 2,271,346 1425.36 29,159 13,951 21,534 

绵阳市 1830.42 1269.97 9,884,783 103,517 1,076,241 3,350,412 1838.25 29,407 13,504 19,561 

广元市 660.01 618.35 3,310,685 1865 405,661 2,305,016 811.44 25,762 9819 16,820 

遂宁市 1008.45 1125.82 4,703,892 25,257 545,580 1,999,945 910.44 26,962 12,423 18,665 

内江市 1297.67 905.52 4,605,438 10,173 536,799 2,002,280 1045.62 27,986 12,491 17,591 

乐山市 1406.58 1109.79 6,242,618 68,273 931,001 2,570,351 1277.37 28,583 12,749 19,317 

南充市 1651.4 1561.31 7,856,249 15,574 943,388 4,271,765 2009.68 25,993 11,273 16,780 

眉山市 1117.23 1163.55 4,380,662 18,861 903,008 2,166,908 1156.75 28,691 13,935 19,686 

宜宾市 1653.05 1464.52 7,683,995 55,226 1,256,843 3,387,430 1150.62 28,390 12,843 18,963 

广安市 1078.62 1298.85 4,687,869 50,512 642,179 2,443,172 1198.6 28,218 12,479 19,428 

达州市 1447.08 1500.12 7,617,181 15,738 846,636 3,590,680 1739.52 26,016 11,718 17,952 

雅安市 545.33 550.83 2,231,816 3670 321,792 1,515,500 543.35 27,352 11,138 16,968 

巴中市 544.66 1194.57 2,874,218 12,126 442,945 2,678,727 741.94 25,950 9969 18,701 

资阳市 943.44 765.25 3,260,373 13,807 468,360 1,883,649 1211.38 28,501 13,422 19,389 

阿坝州 281.32 393.68 838,777 2622 325,955 2,210,559 215.71 28,048 10,702 18,946 

甘孜州 229.8 438.28 815,920 919 322,592 3,004,766 209.67 27,101 9367 18,580 

凉山州 1403.92 1111.52 5,513,824 4615 1,210,336 4,591,525 873.33 25,963 10,368 17,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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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化后的数据指标 
 

城市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成都市 4.285 4.24813 4.27498 4.35244 4.32385 4.18071 4.26022 3.19131 3.07543 2.79312 

自贡市 −0.17129 −0.41119 −0.16002 −0.23363 −0.31649 −0.48441 −0.27359 0.06589 0.39141 0.25691 

攀枝花市 −0.26089 −0.41942 −0.36431 −0.25198 −0.28354 −0.67387 −0.4569 1.91462 0.82032 1.08192 

泸州市 −0.07049 0.20951 −0.09046 −0.22227 0.05381 0.03474 −0.09517 0.27741 0.02349 0.1741 

德阳市 0.03975 −0.15864 −0.03774 0.00312 −0.10517 −0.32769 −0.04397 0.36135 0.76776 1.56951 

绵阳市 0.07153 −0.07051 0.20995 −0.06252 −0.07403 0.02773 0.14497 0.46544 0.54612 0.35022 

广元市 −0.40542 −0.46684 −0.35219 −0.2772 −0.35023 −0.3166 −0.3249 −1.06433 −1.28108 −1.34368 

遂宁市 −0.26343 −0.15819 −0.23306 −0.2278 −0.2926 −0.41708 −0.2796 −0.5607 0.01011 −0.20349 

内江市 −0.14557 −0.29218 −0.24148 −0.25966 −0.29621 −0.41631 −0.21774 −0.13094 0.04382 −0.86721 

乐山市 −0.10119 −0.16794 −0.10149 −0.13695 −0.13385 −0.2292 −0.11169 0.11961 0.17175 0.19943 

南充市 −0.00142 0.10668 0.03649 −0.24825 −0.12875 0.33121 0.22341 −0.96738 −0.56012 −1.3684 

眉山市 −0.2191 −0.13524 −0.2607 −0.24131 −0.14538 −0.36209 −0.16689 0.16494 0.75982 0.42747 

宜宾市 −0.00075 0.04781 0.02177 −0.16451 0.00035 0.03993 −0.16969 0.03861 0.21836 −0.01933 

广安市 −0.23483 −0.05295 −0.23443 −0.17446 −0.25281 −0.27109 −0.14774 −0.03358 0.03787 0.26803 

达州市 −0.08468 0.06947 0.01605 −0.2479 −0.1686 0.10687 0.09979 −0.95773 −0.33947 −0.64412 

雅安市 −0.45215 −0.50791 −0.44445 −0.27339 −0.38477 −0.57665 −0.44758 −0.39703 −0.62706 −1.25221 

巴中市 −0.45242 −0.11637 −0.38952 −0.25553 −0.33487 −0.19351 −0.3567 −0.98543 −1.2067 −0.18125 

资阳市 −0.28992 −0.37749 −0.3565 −0.25198 −0.3244 −0.45539 −0.14189 0.0852 0.50546 0.24393 

阿坝州 −0.55973 −0.60349 −0.56357 −0.2756 −0.38305 −0.34771 −0.5975 −0.10492 −0.84325 −0.02984 

甘孜州 −0.58073 −0.57636 −0.56552 −0.2792 −0.38444 −0.08612 −0.60027 −0.50237 −1.5052 −0.25602 

凉山州 −0.10227 −0.16689 −0.16381 −0.2714 −0.0188 0.43653 −0.29658 −0.97997 −1.00886 −1.19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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