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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探索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农村公共

服务供给绩效评价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

刘典文

[内容提要] 主成分分析法作为一种有效的综合评价方法，可以客观、全面地考察农村公共服务评价的各

项指标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水平的影响程度，进而从中找出影响其供给绩效的主要因素；同时还可以比较

和发现各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及其差距。以福建省9个设区市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为例，通过主成分分析

法建立评价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而为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水平提供决策依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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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批准号：70873100）《基于数据挖掘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设计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引言

农村公共服务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是

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也是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事

业、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近几年来，在政府的积极推动

下，中国农村的公共服务已有较大的改观。如何对农村公共

服务供给绩效体系进行评价，探索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绩效水平的制约因素，构建合理的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

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已成为我国公共管理领域亟待解

决的重要问题。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水平受到农村基础设施等多方

面因素的影响。用单纯的相关分析，不能解决误差的冗余。

主成分分析法在简化评价指标结构、消除变量之间的相关

性方面可起到明显的效果；可以把众多指标进行线性组合，

使原始变量减少为有代表意义的少数几个新的变量；客观

地确定权数，避免了主观随意性；既能更集中、更典型地表

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的特征，也能避免大量重复的工

作。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福建省9个设区市的农村公

共服务供给绩效现状进行综合评价分析，进而为提高农村

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水平提供决策依据和对策。

一、研究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也称主

分量分析，是研究如何通过原来变量的少数几个线性组合

来解释原来变量绝大多数信息（80%-85%以上）的一种多

元统计方法。它由Hotelling于1933年首先提出并使用，之后

经众多统计学家不懈努力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其基本思

想是：设法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指标重新组合成

一组新的相互无关的综合指标，即将原来的指标做线性组

合，成为若干个新的指标。通常要求第一个线性组合方差

大，即第一个综合指标包含的信息 多。如果第一个主成

分不足以代表原来所有指标的信息，再考虑选取第二个主

成分，并要求已有的信息不出现在其中；依此类推，直到选

取的主成分能够包含评价所需要的足够的信息。

主成分分析具体应用步骤如下：5

(1）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指标之间具有可比

性。计算公式为：                  ，i=1，2，…，k，j=1，2，…，n， 

      为指标原始数据的平均值，Sj 为标准差。

(2）计算数据表（   ）kxn 的相关系数矩阵R。

(3）对应于相关系数矩阵R，求其特征根λ1 ≥ λ2≥…≥ 

λn，以及对应的特征向量u 1，u 2，……un，他们的标准正交称

为主轴。

(4）根据特征根计算结果，确定主成分量的个数。计算

累计贡献率称为∑
i-1

m 

λ1/ ∑
i-1

n 

λ1，称为前m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

率。一般来说，当累计贡献率大于80％时，就选前m个主成

分量，从而可对m个主成分进行综合分析，得到主成分系数 

ƒi=∑
i-1

m 

uij xj ，i=1，2，…，m（式中 为特征向量 的第j个分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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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i个主成分对第j个分析指标的载

荷系数）。

(5）综合各主成分构造综合评价

模型及分析综合评价结果。F=∑
i-1

n  

ƒiλi 

，i=1，2，……，n。ƒi为各主成分系数，

同时以λi 方差累积贡献率作为各主成

分的权重系数。

二、实证分析——福建省各设区

市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评价

1．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评价指

标的选择。

对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进行

综合评价，评价指标的选取很重要。

目前，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所谓

农村公共服务，是相对于农民“私人

服务”而言的具有非竞争性和排他性、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

要的服务。涉及农村公共设施、公共事业、公共福利、公共安

全等各个领域。但对其分类及范围则众说纷纭，这给农村

公共服务的评价指标的选择带来了许多困难。按其性质，可

以分为农村纯公共服务和准公共服务。农村准公共服务根

据其倾向程度可分为共同资源和俱乐部服务；根据其内容

可分为农村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根据其区域范围可分为

全国性的、地方政府的、村级的和农户共有型的四级农村公

共服务；按照其来源可以分为人工的和自然的公共服务；根

据其用途或服务对象，可以分为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和生活

所需要的公共服务。6根据服务的技术属性可以将农村公共

服务分为三类：资本密集型服务，包括农村供水、供电、道

路、通信、文化场地、养老设施、基础教育、金融体系、社会

保障、医疗保障等；技术密集型服务，包括预防病虫害、新

品种实验和推广、农业技术培训等；劳动密集型服务，包括

村民之间的生产互助、精神互助、生活互助和社区自治活动

等。7

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力求使构建出的指标体系

能充分概括农村公共服务内涵的主要方面，从而反映农村

公共服务的主要类别。由于选出的指标要对福建省各个设

区市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水平进行评价和比较，所以要

充分考虑各地区之间的差异，使各评价指标在具体含义、

统计口径和应用范围上保持较好的一致。在遵循综合评

价指标构建的系统性、可测性和科学性等原则的基础上，

以360°评价方法为框架，选取农村自来水普及率χ1、农业

机械总动力χ2、常用耕地机耕率χ3、常用耕地有效灌溉率

χ4、县（区）均农村科普示范基地数χ5、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率χ6、每县（区）农技协个数χ7、每千人拥有乡村医生人数

χ8、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率χ9、农村 低生活保障覆盖

率χ10等10个指标，作为评价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水平的

指标体系。

2．评价数据的收集与来源。

指标数据均整理自2008年《福建统计年鉴》、《福建

经济社会发展年鉴》（农业篇、社会科技篇、人口篇），以及

2008年《福州统计年鉴》、《福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等9个设区市的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部分指标数据

经换算后获得。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见表1。

3．主成分分析具体应用。

本文采用SPSS16.0系统软件作为分析工具，选择

Analyse—Date Reduction— Factor方法进行主成分分析。

具体应用步骤如下：

(1）将原始样本矩阵进行同趋势化和标化处理（将趋势

相同的指标数据进行均值为0、准差为1的标准化处理），以

消除指标之间的变化趋势、量纲的不一致及数量级的差异

等现象，并建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R。利用SPSS软件对

相关系数矩阵R进行共线性诊断（略）。结果表明变量间没

有较强的共线性，适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析。

(2）计算出R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到每个主成分的方差，即特征值。它的大小

表示了对应成分能够描述原有信息的多少。按照累计贡献

率大于80%-85%的原则，前三个特征值都大于1且累积贡献

率达到81.448%。其中第一主成分的特征根为4.728，解释了

总变异的47.276%；第二主成分的特征根为1.870，解释了总

变异的18.696%；第三主成分的特征根为1.548，解释了总变

异的15.476%。这表明只须提取三个主成分就已经能够解释

绝大部分的信息，且起到了降维的作用。因此，这里提取前

三个主成分分别作为第一、第二、第三主成分。另外由表现

指标
城市

1x 2x 3x 4x 5x 6x 7x 8x 9x 10x

福  州 74.05 0.591 31.00 64.68 4.50 0.35 15.64 1.01 7.78 3.00

厦  门 89.91 1.689 25.53 95.42 0.67 0.11 3.83 1.56 35.33 2.41

莆  田 77.27 0.708 38.57 72.64 1.20 0.15 5.20 1.20 6.10 5.17

三  明 73.49 0.248 27.25 50.51 6.83 0.08 23.00 2.73 9.21 4.14

泉  州 83.42 0.752 17.03 68.70 12.2 0.14 25.27 0.60 6.21 1.99

漳  州 76.74 0.704 36.77 84.03 9.58 0.29 16.58 0.85 5.82 3.1

南  平 70.85 0.329 38.46 66.18 10.4 0.30 40.30 1.30 14.86 5.05

龙  岩 70.20 0.326 31.49 56.49 8.14 0.23 46.00 1.46 8.51 5.78

宁  德 68.92 0.466 25.49 69.61 5.44 0.64 43.22 0.77 4.58 4.77

表1：福建省九个设区市十个评价指标的数值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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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成分特征值的碎石图（图1），也可

判断提取三个主成分比较合适。

(3）从表3和表4，根据各原始变

量旋转前后的主成分载荷矩阵可以

看出，第一主成分在农村自来水普及

率χ1 等项目中有绝对值较大的荷载

系数。这些指标分别反映了福建省在

农村基础设施、农村科技知识和农村

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综合发展实力。其

中，农村自来水普及率χ1、农业机械

总动力χ2荷载分别为0.959、0.964，是

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水平的主

要指标。同时，从旋转前后的第一主

成分荷载还可以看出，县（区）均农村

科普示范基地数χ5、每县（区）农技

协个数χ7、每千人拥有乡村医生人数

χ8、农村 低生活保障覆盖率χ10等

指标为负值。这表明目前福建省农村

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农村科普、农村实

用技术培训、农村卫生服务及 低生

活保障等方面受重视的程度还不够，

政府投入过少，造成农村科技与技术

服务的水平低下，从而进一步影响到

农村公共服务的整体供给绩效水平。

其次，第二、三主成分荷载系数较大

的是常用耕地机耕率χ3、农村实用技

术培训率χ6、每千人拥有乡村医生人

数χ8、农村 低生活保障覆盖率χ10 。

这些指标是对第一主成分解释力很好

的补充和修正。

( 4）综 合各主 成 分构 造 综

合 评 价 模 型。其 中，各 主 成 分

得 分可由主 成 分得 分系数和原

始 变 量 的 标 准 化值计 算 ，即：

ƒ1=0.810χ1+0.945χ2+ 0.02χ 3+0.872χ 4－0.68χ 5－

0.309χ 6－0.809χ7－0.069χ 8+0.738χ 9－0.482χ10；

ƒ2 = -  0.535χ 1－0.26 8χ 2+ 0.8 32χ 3－0.0 9 6χ 4－

0.481χ5+0.266χ6+0.059χ7+0.217χ8－0.067χ9+0.787χ10 ；ƒ3= 

-0.169χ1＋0.052χ2+0034χ3＋0.38χ4＋0.144χ5+0.789χ6+ 

0.234χ7－0.910χ8-0. 289χ9－0.075χ10。

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三个主成分Factor1

（ƒ1 ）、Factor2（ƒ2）、Factor3（ƒ3），并以其方差贡献率

47.276%、18.696%、15.476%为权数，构造如下综合评价数：

Z=0. 4728×ƒ1+0.1870×ƒ2+0.1548×ƒ3。各主成分得分、综合

得分及其排名情况见表5。

4．评价结果解释分析

根据表1各指标的原始数据和表5的各主成分得分与综

合得分排序，对福建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水平的现状

做如下分析：

(1）由表5结果可知，第一主成分得分排序与综合得分

排序相当接近。这表明第一主成分解释了整体水平的大部

分信息，第二、三主成分对综合得分有一定的补充和修正作

用。其次，福建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综合排名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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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为：厦门、莆田、漳州、福州、宁

德、南平、龙岩、泉州、三明。这一排序

结果基本符合一般规律，即经济实力

越强、经济社会综合水平越高的地方，

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越高。但泉

州是个例外。泉州经济总体水平排在

福建省前列，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却排在倒数第2。从《泉州市2008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看，

2007年泉州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858.46亿元；农村固定资产投资79.72

亿元，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9.28%。侧面反映了地方政府对农村公

共服务的投入不足，影响了整体的供

给绩效水平。从历史看，1994年我国中

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改革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央政

府放弃了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职能，将自身职能下放给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因财力不足以及逐利动机驱使，不仅将

有限的公共资源转向工业和城市，而且不断汲取农村剩余

资源。种种迹象表明，政府投入不足是导致农村公共服务

绩效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

(2）福建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水平整体不高，农民

急需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从表1可以看出，除了自来水

普及率和常用耕地有效灌溉率稍微高点，其他评价指标的

实际值都普遍较小，尤其是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率 高的地

方也只有0.64%，每千人拥有乡村医生人数 大值仅为2.73

人，农村 低生活保障覆盖率还不到5%。所以，农村公共服

务供给绩效水平整体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要重视民生问

题的解决，不断提高农村的农业技术服务水平，加大农村的

医疗卫生建设的力度，为农村提供 基本的社会保障服务

等。

(3）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生产，使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

存在严重的效率损失；供给与需求结构失衡；农民急需的公

共服务供给不足，而较少需求的却供给过剩。这是形成目前

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我国现行农

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体制是政府垄断农村公共服务的生产，

市场力量在农村公共服务生产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这首先导

致了农民急需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如大型水利灌溉

设施、大型农用固定资产以及良种的培育等。同时，农业科

技投入较少，农业科研人员短缺。其次，涉及到农村可持续

发展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短缺。如农村的教育、医疗卫生、

环境保护等，难以满足人们对它们日益增长的需要。 

三、启示——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水平

的路径选择

根据上述对主成分分析实证研究的结果分析，结合我

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实际，本文总结以下几点关于进一

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水平的启示：

1．明确政府的责任，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

入，优化关于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政策结构和制度安排。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了向工业、城市倾斜的资源战略配置，

农业、农村资金通过财政、金融渠道流向工业和城市，使城

市的公共服务的供给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优于农

村，而农村的公共服务的供给则成了政府遗忘的角落。所以

要改变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现状，首先政府要改变非农偏

好的价值取向，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投入。同时，政

府有义务和责任通过“清、改、废、立”，为农村的社会发展

提供公平、公正的法律制度。8“清”就是对我国已有的正在

执行的所有涉及“三农”的法规进行全面清理。“改”就是

在“清”的基础上，对那些整体合理但局部对公共服务有一

定阻抑作用的法规政策进行实质性修改或补充。“废”就是

在“清”、“改”的基础上，对严重妨害农民权益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予以废除。“立”是在前三者的基础上，根据农村现

实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切实制定一

设区市
第一主成分

得分
排
名

第二主成分
得分

排
名

第三主成分
得分

排
名

综合得分
排
名

福  州

厦  门

莆  田

三  明

泉  州

漳  州

南  平

龙  岩

宁  德

0.065

2.25

0.69

-0.795

-0.376

0.282

-0.580

-0.962

-0.577

4

1

2

8

5

3

7

9

6

0.071

-0.371

1.3030

-0.123

-2.319

-0.032

0.646

0.466

0.359

5

7

1

8

9

6

2

3

4

0.387

-0.474

-0.212

-2.066

0.258

0.835

0.097

-0.373

1.548

3

6

7

9

4

2

5

8

1

0.104

0.921

0.537

-0.719

-0.571

0.257

-0.138

-0.425

0.034

4

1

2

9

8

3

6

7

5

表5：福建省9个设区市各主成分得分与综合得分

图2  农村公共需求表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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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公平、公正的政策法规，以统筹城乡发展。

2．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和方式的多元化。萨缪尔

森指出，“‘公共品’并非是必然由公共提供的”，9而且“公

共部门所提供的许多服务基本上具有市场的特质”。这就

说明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可能多样

化的。同时，由于第三部门在社会服务的提供和管理上有

自己的独特优势，包括创新优势、贴近基层的优势、灵活优

势、效率优势等，农村公共服务也很需要第三部门的参与供

给。因此，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

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实

现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还须要在明确农村公共服务

各供给主体的前提下，实行不同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市场化就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一种有效方式。民营化倡导者

萨瓦斯结合公共物品供给的安排和生产的不同情况，列出

了10种制度安排，包括政府服务、政府间协议、合同承包、

特许经营、补助、政府出售、自由市场、志愿服务、自我服

务、凭单制等。10在提供农村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可以有效地

运用多样化、混合式和局部安排等方式实现公共服务的有

效供给，从而形成以政府的行政机制为主导、私营部门的竞

争机制和第三部门的自治机制共同参与的、多种方式并存

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以此来提升供给的质量、效率和

效能。

3．探索新型的公共服务供给运行机制。农村公共服务

变革的关键是构建新型的公共服务运行机制，即从传统的

政府选择向新型的农民选择公共服务运行机制转变。这种

新型的运行机制可以发挥多种参与主体的功能优势，避免

在公共服务供给单一制度的安排下公共服务效率不高的问

题，保证公共服务参与者的共同利益。11长期以来自上而下

的公共服务的供给体制基本上将作为消费者的农民排除

在决策之外，同时，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自主意识的

增强，农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表现出多层次性、多样性。然

而，现有的公共服务决策机制却不能有效地适应农民多样

化的需要。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问题直接关系到公共服务

的供给效率和供求均衡。在当前我国农村的现实条件下，要

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形成畅通的需求表达机制：一是通

过村民自治组织发挥作用；二是通过民间中介组织发挥作

用；三是通过农民个体发挥作用。12如图2所示：

4．加强关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的评价研究。首先，

加强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的评估。（1）进行需求评估，

就是要通过调查、研究和分析，了解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情况；（2）进行过程评估，就是要在供给决策开始执行之

后，对决策方案得以按原定设想执行的程度进行考察，并

且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适当措施，以保证供给决策取

得较好的效果；（3）进行效果评估，主要是针对供给决策

的有效性、供给决策的效率和供给决策的公平性三个方面

进行评估。13其次，构建合理的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评

价体系，加强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绩效研究，为农村公共

服务有效供给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

务供给的效率低下，地区差异大。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加强

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绩效研究是促进农村公共服务有效

供给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公共服务的供给具有非市场性

质，其目标缺乏准确性，产出不容易量化测量，评价指标难

以确定，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

难。此外，公共部门还垄断大部分的公共管理资源、信息，

管理行为具有非透明性，公众监督乏力等。这些因素都使

得对于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进行评价更加困难，对农

村公共服务的效率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应努力构

建合理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评价体系，根据系统性、

可测量性、可行性等原则，科学选取评价指标，运用定性与

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进行全

面、准确的评价，进而为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提供决策

依据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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