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2015年末，习总书记做出要“抓特色小镇、小城

镇建设大有可为，对经济转型升级、新型城镇化建

设，都具有重要意义[1]。2016年7月《关于开展特色

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中提到：到 2020年要争取培

育1 000个左右各具特色、富有活力的休闲旅游、商

贸物流、现代制造、教育科技、传统文化、美丽宜居

等特色小镇[2]。同年《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若干意见》也提到要加快特色小镇的发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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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特色小镇建设正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进行，已成为当前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热点，但国内并没有构建出特色小

镇基于产城人文融合的发展指标体系，更没有从产城人文融合视角对特色小镇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以三河镇为例，对特色

小镇的发展评价从“产城人文”视角进行研究，首先整合国内学者专家的相关研究理论，确定发展指标体系，并利用模糊层次分

析法和问卷调查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然后进行模糊综合评判确定小镇等级，最后提出针对产城人文融合视角下的特色小

镇的5大发展策略，希望对今后我国特色小镇在产城人文融合方面的发展建设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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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characteristic town is in full swing nationwide, which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current theory and practice. However, it has not established the development index system based on the

urban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has not evaluated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characteristic tow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of the city. Taking Sanhe town for example,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town evaluation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ities and city. It first start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omestic scholars and experts' related research theories, and the development index system is determined, and by

using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nd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each index,

and then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to determine town level,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f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or characteristic town in view of the ci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tegration production.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is paper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tow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characteristic town; city culture; fusion; fuzzy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收稿日期：2018-05-03
基金项目：安徽省特色小镇“产城人文”融合发展机制研究(AHSKY2017D34)；基于区域协同创新的特色村落文化产业化发展

研究——以安徽省为例（SRC2016416）；互联网+特色村落空间协同发展研究——以安徽省为例(SK2017A0572)。
作者简介：刘迎迎（1989— ），女，安徽泗县人，硕士，研究方向：特色村镇发展。*为通信作者。

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Journal of Xichang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第32卷第3期

2018年9月

Vol.32，No.3

Sep.，2018



第3期

可见，国家对特色小镇的建设给予了高度的重

视。

近年来，国内对特色小镇的探讨也是百家争

鸣，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顾巧泼（2012）认为小城镇的

要有适宜的规模，比较完善的配套实施，而且要对

自然环境进行保护才能促进小城镇的发展[4]。秦诗

立（2015）认为特色小镇的"特”和“色”要分别体现，

“特”体现在产业、人群、位置、功能；“色”体现在生

态环境、文化底蕴、管理水平、身份认同[5]。苏斯彬、

张旭亮(2016)对特色小镇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为：特

色小镇必须要结合人口导入、文化传承等多个方

面才能够健康发展 [6]。陈立旭（2016）对特色小镇

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特色小镇的建设必须要注

重文化的培育以及要对文化进行创新 [7]。徐梦周

（2016）认为能保证小镇良好运行的是价值主张、

协同整合、创新激励等机制 [8]。姚尚建(2017) 研究

了特色小镇的相关政策，他指出城乡一体治理的

建设发展可以运用特色小镇的相关政策 [9]。温艳

（2017）对特色小镇核心竞争力从产业发展力等 5

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并构建了评估体系与评价模

型[10]。

特色小镇是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结合自身特质，找准产业定位，充分挖

掘产业特色、人文底蕴和生态禀赋，形成“产、城、

人、文”四位一体有机结合的重要功能平台[11]，但学

术界对产城人文融合视角下特色小镇的发展评价

研究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

法。所以，怎样实现"产城人文”的融合成为特色小

镇建设发展的关键。

1 产城人文融合视角下特色小镇的发展评价
指标体系

1.1 指标选取原则

产城人文融合视角下特色小镇的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的构建必须遵循以下3个原则。

1.1.1 系统性原则

产城人文融合视角下特色小镇的建设是一项

全局性、综合性的工作。它涉及到产业发展、城镇

建设、以人为本、文化发展和科技创新各个方面的

内容。它们相互联系形成一个整体，在构建发展评

价体系时必须将它们作为一个系统来分析，这样的

指标体系拥有非常高的系统性和概括性。本文力

求全面兼顾各个方面，系统地评价各个特色小镇在

产城人文融合视角下的发展程度。另外，还要避免

各个指标之间交叉重叠。

1.1.2 科学性原则

在对产城人文融合视角下特色小镇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进行构建时，要求各指标的建立要有科学的依

据，不能凭空捏造；要求各指标要概念清晰，内涵明

确；要求各指标能客观反映特色小镇的发展状况。

1.1.3 直观性原则

本文的评价体系必须尽可能做到语言简练、易

于理解，要求在定性基础上再进行定量分析。经过

产城人文融合视角下特色小镇的发展评价体系中

各层次指标的赋值打分，可以直观看出产城人文视

角下特色小镇的发展方向，有利于促进特色小镇进

一步发展。

1.2 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产城人文融合视角下特色小镇的发展水平指

标体系，如表1所示。

2 基于FAHP的特色小镇发展评价模型构建

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是一种综合评判算

法，它是基于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理论而建立的。

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是以模糊数学为工具

的。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FAHP）的具体做法

为：首先确定“对象集”、“因素集”和“评语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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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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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
环境建设
制度建设
收入水平
就业质量
生活质量
精神文明
社会保障
资金投入
开发打造
保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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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有程度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科技转化
创新支撑
创新效益

表1 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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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通过专家调查法确定出权重的重要程度，进

而建立模糊综合评价矩阵，最后通过计算得到的

评价结果。

2.1 建立判断矩阵

本文采用的是1～9的标度法，如表2所示。

构造判断矩阵为A=aij，任何判断矩阵都应满足

aij=1（i＝1,2,…,n）

2.2 求最大特征值及特征向量

步骤一：判断矩阵按列归一化

步骤二：归一化后按行相加

步骤三：列向量归一化

步骤四：求出A的最大特征值

2.3 一致性检验

2.4 确认权重

本文根据产城人文融合视角下特色小镇发展

指标体系，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取专家学者的意

见，并对特色小镇的每一层次因素的重要性进行评

价，然后根据打分的结果建立判断矩阵，最后对特

色小镇赋予不同的权重。假设目标层为A，准则层

分别为B1，B2，B3，B4，B5；要素层分别为B11～B15、

B21～B25、B31～B35、B41～B45、B51～B55。根据评

价结果，首先列出准则层对目标层的比较矩阵为：

λ=5.325 6，所对应的特征向量为W

W=（W1，W2，W3，W4，W5）=（0.147 3，0.250 2，

0.063，0.505 0，0.033 6）

CI＝0.081 4，RI＝CI/RI=0.072 7＜0.1，即通过

了一致性检验，则其特征值可以作为准则层对目标

层的权重。

得出的要素层对 4 个准则层的比较矩阵分别

为：

然后分别求其最大特征值λmax和特征向量 W1，

并进行一致性检验。

矩阵 B1 的 λ 1max=5.227 8, W1=（0.058 7,0.475 3,

0.234 7,0.195 3,0.035 9），CI＝0.056 7，RI＝1.12，

CR＝0.050 6＜0.1，即B1通过一致性检验。

矩阵B2的λ2max=5.217 0，W2＝（0.059 7，0.259 8，

0.142 1，0.502 3，0.036 1），CI＝0.037 2，CR＝0.048

5，RI＝1.12即B2通过一致性检验。

矩阵B3的λ3max=5.163 0，W3＝（0.450 8，0.302 4，

0.131 0，0.033 3，0.082 5）CI＝0.040 8，RI＝1.12，

CR＝0.036 4＜0.1即B3通过一致性检验。

矩阵B4的λ4max=5.324 6，W4＝（0.034 2，0.052 5，

表2 重要性标度表

说明

两因素相比，一个相对另一个同等重要

两因素相比，一个相对另一个稍微重要

两因素相比，一个相对另一个明显重要

两因素相比，一个相对另一个强烈重要

两因素相比，一个相对另一个极端重要

表示上述判断的中间值

若因素 i和 j重要比是aij，则因素 j和 i重要性比aji=1/aij

标度

1

3

5

7

9

2，4，6，8

倒数

表3 修正值RI数据表

维度（n）

RI

1

0.00

2

0.00

3

0.58

4

0.90

5

1.12

6

1.24

7

1.32

8

1.41

9

1.45

A=

B1= B2=

B3= B4=

B5=

一致性指标

随机一致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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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5 8，0.550 0，0.237 6）CI＝0.018 2，RI＝1.12，

CR＝0.072 5＜0.1即B4通过一致性检验。

矩阵B5的λ5max=5.396 8 , W5＝（0.032 3，0.115 4，

0.078 9，0.236 4，0.536 9）CI＝0.074 2，RI＝1.12，

CR＝0.066 3＜0.1即B5通过一致性检验。

综上，得出的权重如表4所示。

2.5 模糊综合评价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FAM）是一种将不好定量

分析的因素进行定量化的方法，是建立在模糊数学

的基础之上的。基于以上构建的指标体系，构建产

城人文融合视角下的特色小镇发展模糊综合评价

体系，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确定因素集

因素集是指影响被评价的各种因素所构成的

集合，用式子表示为：

U={u1,u2,…,un}

其中ui是指第一层第 i个因素，ui由第二层次中

的m个因素决定的：

Ui={ui1,ui2,…,uim}

其中是 uij指第二层第 j 个因素，由第三层次中

的q个因素决定：

Uij={uij1,uij2,…,uijq}

第二步：确定评价等级集合

评价集囊括了对被评判对象相应的所有评价

结果。用以下式子表示：

V={V1,V2,…，Vm}

其中Vi代表第 i个评价结果。在进行对特色小

镇发展水平的评价前，需要对评价的标准进行了制

定，这是为了保证特色小镇发展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与科学性。本文采用“优、良、中、差”的标准进行风

险评价，得到特色小镇的发展评价集。

第三步：单因素模糊评判

评价结果可用模糊集合表示为：

Ri=（ri1，ri2，…，rim）

然后对所有的因素评价后就可以得到综合评

价矩阵

第四步：多因素模糊评价

将单因素评判矩阵分别和权重集进行模糊变

换，便可得到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B=AοR

此处，“ ο”表示模糊算子的组合。

3 产城人文融合视角下特色小镇发展评价实
证分析

本文选取安徽肥西三河镇为研究对象，对产城

人文融合视角下特色小镇的发展情况进行评价研

究。

3.1 三河镇概况

三河镇位于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境内，总面积

为 72 km2。因杭埠河、丰乐河和小南河 3条河流贯

其间而得名，素有“水乡古镇”“皖中商品走廊”的美

誉。三河镇也曾是一个战场，在此打响的比较著名

的战役有“鹊岸”之战和“三河大捷”。三河镇有很

多文物古迹，它还是庐剧的发源地[13]。目前三河镇

的城镇道路网格已基本形成，连接风景区的路面及

乡村公路均已建成，合铜公路、三六公路从镇区纵

贯而过。紧邻沪蓉（上海至成都）高速公路和合九

铁路。

截至2016年，三河镇包含14个社区和12个村，

总人口7.3万，其中镇区人口4万。镇内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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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产城人文视角下特色小镇的发展水平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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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完善。2014 年，三河镇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34.5 亿元，增长 13.1%，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14.4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 672元，增长

15%；农民人均纯收入 13 426 元，增长 12.5%，一、

二、三产业的生产总值结构为 9：68：23。三河镇接

待游客 243.3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9 亿

元 [13]。2015年，三河镇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产值34.5

亿元，比“十二五”末提高56.8%，年均增长13.6%。农

民人均纯收入为15 60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28 537元。三河镇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预期达

9.5亿元，年均增长19%。一年共接待游客241.6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1亿元[14]。

在基础设施方面，2014年，三河镇对丰乐河周

边 2 000 m的河道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完成对

6 000 m管网的铺设工程，以及下拐河河道清淤、护

坡护岸工作的开展，完成了全长 7.495 km2、预算总

投资 1 973.8万元的木兰—三河（合铜公路）公路改

造工程。全镇新增加13座垃圾池，新安装150只仿

古果皮箱。建设了西线防洪工程丰乐苑回迁安置

点、三汊河生态湿地五合安置点、滨湖安置点、丰乐

苑二期、新埂家园二期工程。在医疗卫生方面，

2014年境内有 1所镇医院，150名医护人员，100张

病床。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任务360对。在教育

方面，截至 2017年 11月，三河镇中心学校有 176名

教师，下辖5所完全小学，51个教学班，小学生1 818

人。有公办幼儿园2所，在园幼儿212人。有1所中

学——肥西三河中学，占地面积 27 000 m2，拥有 11

个教学班，382 名在校学生，84 位编制教职工。在

社会保障方面，截至 2014 年，三河镇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续保成功人数 23 549 人；申报并办理了被

征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完成 45 项民生工程，完成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发放工作，完成全镇的续

保工作[15]。三河镇享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美

食文化古镇等美誉。又于2017年7月，入选第二批

中国特色小镇。

3.2 发展评价模型的应用分析

根据上文所构建的第三产业型特色小镇的评

价指标及评价模型，结合三河镇的概况，便可利用

模糊层次分析方法（FAHP）对三河镇的发展等级进

行评价。基于第三产业型特色小镇发展指标体系

权重的确定，现选用专家打分法对三河镇的发展水

平进行评价。现将发展等级分为“优，良，中，差”4

个标准，然后相关专家对每个基础指标分别打分，

由此确定基础指标的发展等级，接着将模糊矩阵与

指标权重进行模糊变换，就可以得到评价结果，即

指标评价的隶属度。

3.2.1二级指标的模糊综合评价

二级指标的模糊综合评价等级的专家统计结

果如表5所示。

基于表 4和表 5，计算二级评价指标的评价值，

具体如下。

由表5可知，产业结构B1的模糊关系评价矩阵：

由表 4 可知：W1＝（0.058 7，0.475 3，0.234 7，

0.195 3，0.035 9），则 C1＝W1R1＝（0.272 9，0.531 5，

0.175 9，0.019 5）。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从C1可知，产业发展B1

的评价为0.531 5，对应表5可知，等级为“良”。

由表 5 可知，城镇建设 B2 的模糊关系评价矩

阵：

B11产业结构

B12经济效益

B13发展规模

B14发展质量

B15产业集聚

B21城镇规划

B22基础设施

B23公共服务

B24环境建设

B25制度建设

B31收入水平

B32就业质量

B33生活质量

B34精神文明

B35社会保障

B41资金投入

B42开发打造

B43保存状态

B44人气带动

B45稀有程度

B51创新投入

B52创新产出

B53科技转化

B54创新支撑

B55创新效益

表5 专家评价表

评价模糊关系等级

优

0.3

0.3

0.2

0.3

0.2

0.3

0.3

0.2

0.3

0.2

0.4

0.2

0.3

0.3

0.4

0.5

0.4

0.4

0.5

0.5

0.2

0.2

0.2

0.3

0.2

良

0.5

0.6

0.5

0.4

0.6

0.4

0.6

0.4

0.5

0.5

0.5

0.6

0.6

0.4

0.4

0.4

0.5

0.5

0.4

0.4

0.6

0.5

0.5

0.5

0.4

差

0

0

0

0.1

0

0

0

0

0

0.1

0

0

0

0

0

0

0

0

0

0

0.1

0.1

0.1

0

0.1

中

0.2

0.1

0.3

0.2

0.2

0.3

0.1

0.4

0.2

0.2

0.1

0.2

0.1

0.3

0.2

0.1

0.1

0.1

0.1

0.1

0.1

0.2

0.2

0.2

0.3

二级指标一级指标

B1产业发展

B2城镇建设

B3以人为本

B4文化发展

B5科技创新

目标层

A

产
城
人
文
融
合
视
角
下
特
色
小
镇
发
展
水
平
指
标
体
系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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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 可知，W2＝（0.059 7，0.259 8，0.142 1，

0.502 3，0.036 1）则 C2＝W2R2＝（0.282 2，0.505 8，

0.208 4，0.003 6）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从C2可知，城镇建设B2

的评价为0.5058，对应表5可知，等级为“良”。

由表5可知，以人为本B3的模糊关系评价矩阵：

由表 4 可知，W3＝（0.450 8，0.302 4，0.131 0，

0.033 3，0.082 5）则 C3＝W3R3＝（0.323 1，0.531 8，

0.145 2，0.000 0）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从C3可知，以人为本B3

的评价为0.531 8，对应表5可知，等级为“良”。

由表5可知，文化发展B4的模糊关系评价矩阵：

由表 4 可知，W4＝（0.034 2，0.052 5，0.125 8，

0.550 0，0.237 6）则 C4＝W4R4＝（0.482 2，0.417 9，

0.100，0.000 0）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从C4可知，文化发展B4

的评价为0.482 2，对应表5可知，等级为“优”。

由表5可知，科技创新B5的模糊关系评价矩阵：

由表 4 可知，W5＝（0.032 3，0.115 4，0.078 9，

0.236 4，0.536 9）则 C5＝W5R5＝（0.223 6，0.449 5，

0.250 4，0.076 4）

根据最大隶属度原则，从C5可知，科技创新B5

的评价为0.449 5，对应表5可知，等级为“良”。

3.2.2确定综合评价结果：

由上节计算得到C1－C5：

由表 4 的一级指标权重可知：W＝（0.147 3，

0.250 2，0.063 9，0.505 0，0.033 6）综合求解得：C＝

WR＝（0.382 5，0.465 0，0.146 2，0.006 3）

由C的值可知，产城人文融合视角下三河镇的

发展水平评级结果为：“优”的隶属度为 0.382 5，

“良”的隶属度为 0.465 0，“中”的隶属度为 0.146 2，

“差”的隶属度为0.006 3。

由于 0.465 0>0.382 5>0.146 2>0.006 3，根据最

大隶属度原则，可知隶属度为 0.465 0，对应可知产

城人文融合视角下三河镇的发展水平评价结果为

“良”。对三河镇来说，想要提高当地的发展水平就

应该从层次分析法算出的权重相对较大的考虑。

例如提高当地产业的经济效益；加强三河镇的环境

建设，提高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增加当地居民的

收入；加大小镇品牌的宣传力度，增加当地人气带

动程度等。

4 提升对策

4.1 依托独有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特色小镇”的“特色”强调的是其独特价值，是

它的不可替代性。由于每个地方的生产要素、文化

形态等多方面不尽相同，所以各个地区的资源相对

于其他地方的资源就变得比较独特，这是发展特色

小镇的物质前提。大力发展特色产业，这种产业不

管是以历史为基础的“改造后传统产业+旅游业”相

结合，还是以高新产业为基础的科技创新，只要着

眼于地方“特色”，立足于地方实际，结合地方产业

特点与资源优势，都可以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的产

值越高说明产业发展得越好，在产业发展上，特色

小镇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及产业布局，扩大产业规

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引入相应的配套产业，该配

套产业可以和原有产业形成产业发展的链条，进而

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要差异化发展主导产

业，突出小镇“特色”产业，对一些老城、老房子进行

更新改造，就像《漂亮的房子》这一综艺真人秀节目

一样，参演节目的嘉宾正是在老房子的基础上进行

改造，让其保留原有的特色，再增加现代元素进行

创新，制造成独一无二的漂亮的房子。特色小镇可

以和当下最热门的体育、养老等政策扶植产业相结

合进行发展。

R2=

R3=

R4=

R5=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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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完善政策法规，加快科学规划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施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

机制和政策体系，这说明要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就是要为城市现代化要素与农村土地生产要素

的高效结合提供制度保障。完善的政策为特色小

镇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政府要通过制定产业、金

融、人才等各种优惠政策，加大对产业的扶持力

度；要在基础设施配套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要引

进行业领军型团队、成长型企业，以及“新四军”来

小镇创业，甚至安家落户；还要采取产学研联合的

方式，加强高校教育与特色小镇的联系，制定一些

优惠政策来推动人才的成长与引进。在特色小镇

的建设中，应坚持规划先行，不管是小镇的镇容镇

貌，还是小镇的产业选择、功能定位，都要发挥好

规划的引领作用。特色小镇要找到自身的发展定

位，必须进行详细的市场调研，并考虑政府、当地

居民、规划局的整体意见，对整个区域的建设进行

科学规划。

4.3 立足以人为本，加强人文关怀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中国特色小

镇同创发展论坛中，王仙山提出小镇自身其实就

是小镇运营的载体，小镇建设的重点是要回归到

人的层面上。李铁也提出小镇运营必须“以人为

本”。产城人文融合的实质是在以人为本的前提

下，达到产业发展、城镇建设、文化发展和科技创

新的协调与融合，所以，特色小镇的建设除了要保

障居民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外，更要加强人们的

精神文明建设，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人们

的幸福感[16]。

4.4 挖掘文化内涵，凸显人文底蕴

文化是中华民族之魂，在特色小镇的建设中也

可理解为特色小镇建设的灵魂。应根据小镇当地

的人文条件，对特色文化进行充分挖掘，并把它展

现在特色小镇的建设当中，使之成为推动特色小镇

“产城人文”融合的精神动力。要重视文化的传承，

这就需要对历史遗存进行保护并修缮；要将神话传

说等与文化相结合；要对当地建筑赋予其民俗文化

的特征，凸现小镇丰富的文化底蕴。要注重文化的

传播，这就需要特色小镇在建设中以品牌求发展；

要借助各类媒体对小镇进行传播推广[16]。

4.5 加强科技创新，提高创新能力

第一，增加技术研发投入。要想在复杂的环境

中处于有利地位，必须要进行科技创新、掌握核心

技术，在其研发和创新上进行储蓄投资。第二，促

进产学研合作。采取产学研联合的方式，加强高校

教育与特色小镇的联系，为了在小镇产业中推广先

进技术的应用，将政府作为领导者，依托科研单位、

大学、大型企业、研究机构和重点实验室，共同构建

一个整合的生产、学习和研究的创新平台或一个工业

和技术创新联盟，实现真正的产学研互助合作的创新

模式，使科技创新成果顺利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发挥

辐射带动作用。鼓励科研单位、重点企业承担国家和

省级相关的科技专项。第三，重视创新和人才培养与

引进。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产业在发展过程

中急需具有研发、创新能力和有着先进管理经验的人

才。这就需要小镇创新人才培育与引进模式，吸引跨

学科、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并邀请相关专家及学者

定期对运营管理人员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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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有一定的重叠。

主成分分析利用降低指标维数、去除指标间

的相关性等方法，对于原先提出的所有变量，将重

复的变量（关系紧密的变量）删去多余，建立尽可

能少的新变量，使这些新变量是两两不相关的，而

且这些新变量在反映课题的信息方面尽可能保

持原有的信息，这就大大减少了工作量[6-10]。

主成分分析的应用涉及许多领域，尤其在评

估问题中，伴随数学变换过程生成了信息量权数

和系统效应权数，比认为确定权数更客观，因此，

主成分分析在企业发展评估中将会得到更加广

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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