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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全局主成分分析，评价珠三角

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结果表明：1) 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区域间经济增长质量差距在逐渐拉大；2) 城市之间综合质量差距增大，且城市之间两极分化趋势越来越

显著；3) 珠三角城市群的第三梯度城市经济质量的增长率较高，而第二梯度城市的经济质量的增长率较

低。由此，对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提出发展建议，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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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panel data from 2008 to 2019 to conduct a glob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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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conomic growth quality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evaluate the eco-
nomic development and change proces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is relatively 
unbalanced, the quality of economic growth is quite different, and the gap in the quality of eco-
nomic growth between regions is gradually widening; 2) the overall quality gap between cities is 
increasing, and the trend of polarization among cities is becoming more significant; 3) the eco-
nomic quality growth rate of the third-gradient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is 
higher, in contrast, the economic quality growth rate of the second-gradient cities is lower. As a re-
sult,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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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意味着我国发展已经站到了新

的历史起点，我国将按照推动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为创新转型凝聚更多力量[1]。作为

经济技术和人口主要承载区的城市群建设，成为新时代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地处国家东南角的广东省内，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惠州、中山、

江门、肇庆 9 个城市，是亚太地区最具活力、城市化率最高的经济城市群之一。作为南方地区对外开放

的门户，其经济发展成熟，对外联系紧密，以广东 70%的人口，创造着全省 85%的 GDP。珠三角地区不

仅在全国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合作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也是亚洲乃至世界上经济最为活跃、竞争力

最强的出口加工贸易基地之一。因此，对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增长质量变化趋势进行分析评估，一方面

对城市群的发展研究具有重要参考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也为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带来思考和展望。 

2. 文献综述 

2.1. 城市群研究 

城市群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承载形式和动力源，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纵观国内学者

对城市群的研究和政策演进研究可以发现，城市群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逐步提升[2]。 
在关于城市群概念提出与定义方面，1983 年在我国首次提出“巨大都市带”的概念，即社会经济活

动联系密切的多个城市形成的巨大整体。在随后的发展中出现了对“城市群”这一概念的多种定义，其

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定义[3]，即为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经济区，或非行政区内多中心的城市区。随着研究的

进一步深入，研究者提出了定义城市群空间范围的标准，包括：应具备人口、交通、地域认同感和城市

化条件[4]。 
在关于对城市群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方面，主要包括：使用大数据技术对城市群经济的增长效应的

研究分析[5]和通过实证研究城市群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相关关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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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群相关政策的研究方面，2006 年“十一五”规划纲要首次提出“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

主体形态”。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提出“建立以

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 

2.2. 经济增长质量综述 

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自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关于经济增

长质量的概念提出与定义方面，主要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定义视角。从狭义角度，经济增长不仅指生产资

料和产品数量的增加，还包括产出效率的高低和产品质量的好坏[7]。国民财富增加的标志是较少投入带

来较多产出，即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而非经济增长数量的增加[8]。从广义角度，经济增长质量体现了

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综合性概念，包括：国民健康状况、收入均衡情况、居民受教育程度和社会

法律秩序等因素[9]。 
在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方面，研究者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视角出发，将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以及效率、质量、结构、安全、可持续等因素进行量化和指标化，作为高质量发展状

况和成就的指标[10]，在此基础上，形成对要素质量、结果质量、效果质量和条件质量四方面进行测量评

价的指标体系[11]。 
在关于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方法研究方面，以印度经济为例，通过面板数据分析的方法得出包容性增

长的关键，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程度以及保障农业发展的一定比重和改善其他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缺

乏协调性[12]。对国内经济的研究，主要采用 OLS 横截面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发现非正式国有企业对经

济发展质量具有正面效应[13]。此外，对中国省际经济发展质量情况进行分析时运用了均等权重法来测算

经济增长基本面和社会成果两个方面的指标，弥补了主成分分析法由于降维，导致损失原始变量经济含

义的不足[14]。 

2.3. 文献综述述评 

经济增长当前文献对于城市群的研究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日益成熟和多样，形成了一定的

研究范式，研究内容主要涵盖城市群概念与界定、类型与特征、发展政策等方面。其中，关于经济质量

发展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研究内容更加综合，指标体系更加完善，测量方法逐渐

成熟，从不同层面对经济质量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但是，现有文献主要是测量评价单一的城市经济发展质量，较少从城市群这一群体层面考察分析我

国经济质量发展现状的研究，尤其 2015 年以来国家已批复城市群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珠三角城市群，对其

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系统研究尚不足。基于此，本文以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综合实力为研究对象，采用

2008~2019 年的面板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增长质量进行全局主成分分析，并结合珠三角城市群

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提出发展建议，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参考。 

3. 指标的选取与数据分析 

3.1. 指标的选取 

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同时参考了指标的可获得性和实用性原则，本文围绕经济增长质量内涵

的各个方面，选取能够体现城市经济发展、城镇化水平、城市建设、旅游、产业发展方面的指标，在通

过主成分分析适宜性检验后，最终选取了如表 1 所示的“城市经济质量”评价的 8 项指标，包括：一般

公共性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额、地区生产总值(GDP)、城镇年末常住人口数、旅游收入总额、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进出口总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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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election of “Urban Economic Quality” indicators 
表 1. “城市经济质量”指标选取 

变量类型 符号 名称 单位 

财政 X1 一般公共性财政收入 亿元 

投资 X2 固定资产投资额 亿元 

经济 X3 地区生产总值(GDP) 亿元 

人口 X4 城镇年末常住人口数 万人 

旅游 X5 旅游收入总额 亿元 

消费 X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外贸 X7 进出口总额 亿美元 

人民生活 X8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万 

3.2. 数据分析 

首先，对 2008~2019 各年度各城市指标数据赋予相同的时间权重 1，叠加得到 108 × 8 的时序数据表，

每年有 9 个城市的数据，总共得到 108 条数据。为了消除数据量纲的影响，对数据采用离差标准化方法，

并放大 5000 倍，均转化为 0~5000 之间的数值。 
接着，利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 KMO 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其中，KMO 值为 0.781，巴特利

特球形检验的显著性为 0.000。因此，数据可以进行主成分分析。 
第三，利用 SPSS 软件对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计算特征值并得出累计方差贡献率。根据累积贡献

率大于 80%的原则[15]，本研究选取了贡献率累计 88.71%的 2 个主成分。为了更好地解释公共因子的现

实意义，使用方差最大旋转法对载荷矩阵进行正交变换后，用各载荷除以对应的特征值的平方根，得到

2 个主成分的解析表达式，如公式(1)和(2)所示。 
F1 0.266X1 0.448X2 0.374X3 0.234X4 0.464X5 0.429X6 0.085X7 0.356X8= + + + + + + +        (1) 
F2 0.449X1 0.205X2 0.370X3 0.447X4 0.114X5 0.272X6 0.545X7 0.189X8= + + + + + + +        (2) 

第四，利用公式
1 2Z F1 F2λ λ
λ λ

= +
∑ ∑  

(其中 1λ 为主成分 1 的方差贡献率， 2λ 为主成分 2 的方差贡献

率， λ∑ 为总的累积贡献率)，可以得到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综合评价模型，如公式(3)所示。 

1 2 3 4 5 6 7 80.345 0.344 0.372 0.325 0.314 0.362 0.283 0.284Z x x x x x x x x= + + + + + + +            (3) 

4. 研究结论与发展建议 

4.1. 研究结论 

依据公式(3)，2008~2019 年珠三角城市质量如图 1 所示，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大部分不

断上升，而且近十年经济增长质量增幅较大，分级状态显著，质量最大的城市广州、深圳近年来可达 10,000
左右，质量最小的肇庆城市质量最高时也仅有 1600 左右。 

由此可见，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发展具有以下 3 点特征。 
1) 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较不平衡，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区域间经济增长质量差距在

逐渐拉大。进一步做系统聚类分析，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可以分为 3 个梯度：第一梯度是

高经济增长质量区域，包括广州和深圳，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保持高速增长水平，排名比较稳定，近十年

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都保持在前 2 名的位置，并远超其他省市；第二梯度是经济增长质量中等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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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佛山和东莞，其经济增长质量处于中速增长水平；第三梯度是低经济增长质量区域，包括珠海，惠

州，中山，江门和肇庆。 
2) 城市之间综合质量差距增大，且城市之间两极分化趋势越来越显著。第一梯度城市与其它城市的

经济质量差距不断增大，近年来，珠三角城市群逐渐形成以广州–深圳为核心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形式，

第一梯度城市的扩散效应明显。与第一梯度城市相比，佛山和东莞这 2 个城市的发展潜力尚未发挥出来，

因此，需要重视开发这些城市的发展潜力。 
3) 珠三角城市群的第三梯度城市经济质量的增长率较高，由图 2 可以发现，第三梯度城市，例如：

珠海，惠州，中山，江门和肇庆，增长率明显高于其他梯度城市。这说明，第三梯度城市虽然经济体量

较小，但其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并获得了有效成果。第一梯度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因

此需要从更深层次上寻找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因素。 
 

 
Figure 1. Pearl River Delta city quality from 2008 to 2019 
图 1. 2008~2019 年珠三角城市质量 

 

 
Figure 2. Economic quality growth rate of citie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from 2008 to 2019 
图 2. 2008~2019 年珠三角城市经济质量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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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发展建议 

城市群一体化已成为高质量发展、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根据以上分析可知珠三角城市群近

十年经济增长质量增幅较大，但是存在整个城市群城市质量差异较大这一突出问题。在国家新一轮政策、

规划的引导下，各城市也应扩大传统优势，从先进产业、新兴产业发展中寻找到定位，通过促进城市间

产业分工协作，加速珠三角城市产业转移升级，强化外围城市经济联系，缩小引力差距，促进城市群协

调发展。 
广州和深圳作为珠三角第一梯队的核心，应当充分发挥其辐射功能，激发珠三角经济活力，挖掘经

济潜力，推动经济要素在城市之间的流动，降低合作成本，提高合作效率，提升珠三角产业的整体竞争

力。东莞作为珠三角第二梯度的一些低端制造业聚集城市，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应该思考提高制造

效率，利用第三梯度惠州的劳动力资源，追求更大的利益空间，借助核心城市的牵引作用，实现经济的

增长。江门和肇庆作为珠三角第三梯度城市，也应找准发展机会，主动加强与核心城市的联系，承接核

心城市的部分产业实现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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