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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立27项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法,对2006年全国的新农村建设水平

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的新农村建设评价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综合排在21位,

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中部地区的排名也较为靠后。在此分析基础上为定量评价湖北省新农村建设

实现程度和存在的问题,为打造具有湖北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一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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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农村改革取得了重大

的成就,但较之城市的发展,农村发展明显滞后,城
乡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鉴于此,党的十六届五

中全会提出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我国现代化

进程的重要任务[1]。本文的研究旨在以“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字方

针为基础,充分利用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得到的统

计数据,并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中的因子分析法,
量化湖北省的新农村建设水平,在借鉴国内外农村

建设方面的经验并结合本省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
定出一套适合湖北省新农村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和

评价方法,为打造具有湖北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提供一定的意见和建议。

  一、评价模型的建立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和社会建设相互协调推进的新农村,是富裕、民
主、文明、和谐的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涉及

面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构建社会主义新农

村建设评价指标体系需要遵循全面性原则、相对稳

定与动态发展相结合的原则、可比性原则、可操作性

原则[2]。本文根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公报数据

和2007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年鉴资料,构造了

包含38个指标的新农村建设评价体系,旨在全面地

反映了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

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5个层面的情况,在统计软

件SPSS因子分析模块下运用KMOandBartlett’s

Test和CorrelationMatrix选项逐步剔除不相关指

标,最终构建了由23个指标(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农村劳动力资源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农
村从业人员中非农产业所占比重、二级以上公路通

过乡镇所占比重、有职业技术学校的乡镇比例、有公

园乡镇比例、通有线电视的村的比例、有体育健身场

所的村的比例、有图书文化站的村的比例、有垃圾处

理站的镇的比例、有敬老院的乡镇的比例、农村居民

户均拥有住房的面积、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彩电数、
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电脑数、农村居民每百户拥有

生活用汽车数、大中型拖拉机数、小型拖拉机数、联
合收割机数、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机播面积

占耕地面积的比重、非农产业所占比重)组成的指标

体系,定量评价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的发展水平和湖北省新农村建设所处的地位及

存在的问题。
运用因子分析法建立评价模型,可以分为以下

几个步骤[3]:
(1)选择因子变量,构建新原始指标体系。
(2)将各变量的原始数据值进行标准化变换,标

准化处理可以消除指标量纲和数量级大小不同对因

子分析的影响。
(3)计算各变量观察值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R。

相关系数矩阵可以反映样本与各个变量之间相关程

度的大小。
(4)测算相关系数矩阵R的特征方程、特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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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矩阵与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累积贡献率。
(5)计算因子载荷。
(6)因子载荷矩阵的旋转,使因子变量更具可解

释性。
(7)计算因子得分及分类。
(8)计算综合得分值、排序。
按照综合得分值的大小可以对各个省份新农村

建设的成果进行排序,以确定湖北省所处的位置,并
通过对各因子得分的分析,可以找出湖北省新农村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相应的对策措施提供定量支

持。

  二、实证分析

1.数据的搜集和处理

在研究中,需要搜集大量的数据,而且要求这些

数据必须来源可靠、相互可比。所以本文以第二次

农业普查公报数据为基础、辅以2007年统计年鉴数

据资料进行研究[4]。

2.因子分析

(1)提取公因子。对于因子分析,借助统计分析

软件SPSS完成。进行因子分析时,常用统计量为

KMO(Kaiser-Meyer-Olkin MeasureofSampling
Adequacy)指标。KMO值较小时,表明观测变量间

的共同因素较少,不适合做因子分析。通常对该指

标值的优劣判断标准为该指标值在0.9以上,非常

好;0.8-0.9,好;0.7-0.8,一般;0.6-0.5,差;0.5
以下,不能接受(Joseph.F,1995)。通过分析,KMO
的值为0.779,该值在0.7以上,表明这23项指标

数据适宜做因子分析。通过求解相关矩阵的特征方

程和特征值,根据特征值准则(一般取大于1)和累

积解释方差(贡献率)准则(80%以上),选取4个公

因子(见表1),以这4个公因子作为评价新农村建

设的综合指标。
表1 公因子提取和旋转

公因
子

旋转前

特征
值

方差贡
献率%

累计方差
贡献率%

旋转后

特征
值

方差贡
献率%

累计方差
贡献率%

1 11.754 51.105 51.105 9.987 43.420 43.420

2 3.998 17.381 68.486 3.444 14.972 58.392

3 2.294 9.974 78.460 3.207 13.942 72.333

4 1.067 4.641 83.101 2.477 10.768 83.101

  (2)公因子的命名及解释。在提取出公因子后,
另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各个公因子进行命名和解

释。在一般情况下,因子载荷的绝对值越大,则表明

公因子对所代表的原始指标变量的解释效果越好。
但在实际定量分析中,认为绝对值大于0.3的因子

载荷就是显著的。通过观察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

阵,可以对4个公因子做出如下解释:
第1主因子在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民人均生活

消费支出、非农产业所占比重等指标上具有很大的

载荷和解释能力,因此,将其定义为农民生活水平因

子。第2主因子在农村劳动力资源中高中以上学历

所占比重、农村劳动力中非农产业所占比重、恩格尔

系数等指标上具有一定或较高的载荷和相关性,因
此将其定义为农村劳动力知识因子。第3主因子在

二级以上公路通过乡镇所占比重、有职业技术学校

的乡镇比例、有公园乡镇比例、通有线电视的村的比

例、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的比例、有图书文化站的村

的比例、有垃圾处理站的镇的比例、有敬老院的乡镇

的比例等指标上具有一定或较高的正载荷和相关

性,可以把这一主因素定义为农村环境改善因子。
第4主因子在大中型拖拉机数、小型拖拉机数、联
合收割机数、机耕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机播面

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等指标上具有较高的正载荷

和相关性,因此,可定义第4主因素为农业现代化

因子。
(3)因子得分及排序。在因子分析中,通过公因

子的线性组合来代替原始多指标变量,以公因子作

为新的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求得各个样本的公因

子得分,再以各个公因子对总方差的贡献率为权重,
进行加权求和,得到每个样本的新农村建设综合得

分及排名(见表2):
因子得分的含义是,综合得分值越高,说明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越好。综合分析结果显示:29个

省、市、自治区(由于资料搜集原因缺乏青海和西藏

两省的数据)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可以明显

地划分为四种类型:发达型、较发达型、一般型和落

后型。第一种类型包括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天津

五省(市);第二种类型包括山东、广东、黑龙江、辽宁

等省;第三种类型则主要是陕西、湖北为代表的中国

中西部地区的省份;第四种类型主要集中在云、贵、
川等中国广大西南地区,多为自然资源、经济发展水

平落后地区。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湖北的新农村建

设水平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属于中等偏下,综
合排在第21位,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在
中部地区的排名也较为靠后,落后于河南、山西、陕
西和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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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因子综合得分及排名

地区 综合得分 排名
北京 141.8359 1
上海 119.6917 2
浙江 62.9408 3
江苏 60.3708 4
天津 55.993.0 5
山东 39.4144 6
河南 30.8695 7
河北 28.2993 8
广东 8.8827 9
黑龙江 1.7593 10
新疆 1.4245 11
山西 0.0974 12
辽宁 -0.9000 13
安徽 -2.2265 14
福建 -6.9483 15
内蒙古 -7.8100 16
陕西 -21.1797 17
吉林 -21.6219 18
宁夏 -21.7115 19
江西 -23.1881 20
湖北 -26.0009 21
湖南 -38.0162 22
甘肃 -43.3007 23
海南 -46.1843 24
广西 -48.0367 25
重庆 -51.604.0 26
云南 -57.1082 27
四川 -62.1918 28
贵州 -73.5505 29

  三、结论及对策

1.湖北省新农村建设存在的问题

从因子分析的结果,我们不难看出湖北省的新

农村建设水平属于一般型,在全国也是处于中下水

平。仔细分析四个公因子的得分,发现存在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居民收入偏低。湖北新农村建设面临

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湖北农民收人水平不高,增长不

快,城乡差距拉大。2006年,湖北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人为3419元,比全国的平均水平3587元少168
元,在各省市的位次由2000年的第11位下降到第

14位。同时湖北省的城乡居民收人差距有进一步

加剧的趋势,由2000年的2.44∶l扩大到2006年

的2.86∶l,略高于2005年的2.84∶1。此外湖北

省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46.8%,较全国水平

43.0%高3.8个百分点,居全国第14位,在中部六

省中也位居第3。
(2)湖北省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不高,制约了新农

村建设的发展步伐。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促进

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人均占有耕地少是制约农民

收入增加的重要因素,要使农民快富,必须把农村富

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上转移出去,外出务工,从事

二、三产业。而当前湖北省非农产业产值比重不高,
这也严重影响了农民增收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

(3)教育和科研成果没有转化为生产力,农民素

质有待提高。湖北省的教育和科研成果一直位居全

国前列,如何发挥这些科技力量,带动农业的现代化

进程,是湖北省农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目前

同新农村建设较好的地区相比,湖北省的教育和科

研优势并没有发挥其作用,农民的综合素质亟待提

高。
(4)农业产业化水平低。目前,湖北产业化水平

与全国及周边省份相比显得滞后,农产品加工产值

与农业产值之比为0.7∶1.0,低于全国0.9∶1.0
的水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3~4∶1的水平。尤其

是食品加工业发展水平更低,发达国家食品工业产

值一般是农业产值的2~3倍,全国达到三分之一,
而湖北仅为五分之一。湖北外销的商品粮中70%
为原粮。因此,产业化水平低下也严重制约了湖北

省农业的优势产业的发展。

2.对 策

比较湖北省的发展状况和全国的发展状况,对
湖北省的新农村建设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

(1)从优势产业入手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农业

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于新农村建设来说,我们始终

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湖北省作为我国传统

的农业大省,第一产业的产值在2006年列全国第8
位,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为15.0%,位居全国第

13位。这就要求湖北省在农业发展上不能搞“一刀

切”,必须根据自己的特点有所取舍,有所轻重,大力

扶植发展优势产业,优化农业生产结构,这样才能充

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2)通过不同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湖北新农村

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湖北农民收人水平不

高,增长不快,城乡差距拉大。就当前而言,农民增

收应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①从农村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寻找增

加收入的突破口。需要有效地指导农民寻求一条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的互动之路。其一要转变农业增长

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其二

要大力发展一些能直接带来经济效益的经济作物的

种植。其三要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促进农村劳

动力快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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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以龙头企业为依托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可

以发展和引进一大批农产品加工或销售企业,以“农
户+公司”、“农户+公司+基地”等形式,加强农产

品的就地加工和销售,形成产供销一条龙的格局[5]。

③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农民属于弱势

群体、农业属于弱势产业、农村属于弱后地区,因此

中央财政及湖北省的各级财政应该加大对“三农”的
补贴力度,特别是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这样可以

在短期内迅速增加农民的收入。
(3)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我党对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有一个要求是“村容整洁”,这要求我们

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农村基础设施也是

发展农业和建设农村的重要保障。因此,要切实调

整建设资金的投向和结构,将基础设施的建设由以

城市为主转向更多地支持农村;财政性建设资金要

向农村倾斜,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发展节水灌溉工

程,耕地保护和土壤改良,加强农村生态建设,搞好

大中型病险水库整险加固;加快乡村道路、电力和通

讯设施的建设[6]。
(4)按照城乡统筹要求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当前,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问题是湖北省农

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要加大中央和湖北

省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投人,把义务教育全面纳

人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在健全政策法规和运行机制基础上,将符合条件的

农村贫困家庭全部纳入低保范围;探索建立农村养

老保险制度,鼓励各地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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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ubeiProvinceBasedonFactorAnalysisModel

PANChuan-kuai1,2,XIONGWei2

(1.BusinessAdministrationCollege,WuhanTextile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7;

2.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e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Onthebasisoftheestablishmentofanevaluationindexsystemwith27indicators,byu-
singfactoranalysis,thispapermakesacomprehensiveanalysisofChina’snewvillageconstructionlevel
in2006andfindsthatHubeiranks21st,whichisalowermiddlepositionamongalltheprovinces,au-
tonomousregionsandmunicipalitiesinChina,laggingfarbehindtheadvancedareasalongtheeastern
coast,evenbehindmostprovincesinCentralChina.Basedonthisanalysis,aquantitativeevaluationhas
beencarriedoutonthenewsocialistcountrysideconstructionofHubeiProvincetofindouttowhatex-
tentithasbeenrealizedandtheexistingproblems.Meanwhile,suggestionshavebeenprovidedinorder
tobuildanewsocialistcountrysideinHubeiwithitsown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HubeiProvince;newsocialistvillageconstruction;factoranalysis;strategy;counter-
m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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