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在西方经济学中，企业发展评估即是企业在国

家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规划中的地位，其主要目的

是分析和评判企业的公平市场价值。可通过企业

盈利能力、资产质量及资产充足率等指标来反映和

考核企业未来的发展能力和前景。

在多元统计分析中，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简记为 PCA）是以数据信息丢

失最少为原则，为突出数据间的相似和差异，通过

线性变换将多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有具体性的综

合指标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1-2]。在企业发展评估

中，为了全面反映企业发展状况和避免遗漏重要信

息，应尽可能考虑多指标，但随着指标数目的增多，

问题亦越复杂，而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筛选出的几个

综合指标可反映原来指标至少 85%的信息[3]，且相

互独立，无重叠信息，因此，从数学的角度，PCA实

际上是一种降维处理技术，将众多相关变量进行综

合压缩，从而简化数据结构。主成分分析是因子分

析的特殊形式，分析计算软件为SPSS20。

1 主成分分析建模原理及步骤

1.1 原理

将原变量指标记为 x1，x2，…，xp（p∈N，N为自然

数），综合指标记为 z1，z2，…，zm（m∈N，m≤p）为，即

有

（1）

式（1）中，z1,z2,…,zm分别为原指标 x1,x2,…,xp的

第1、第2、...、第m个主成分；li1,li2,…,lip称为 x1,x2,…,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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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成分 zi上的荷载(1≤i≤m)。

1.2 步骤

事实上，各指标包含变异程度上的差异信息和

相互影响程度上的信息，主成分分析结果会受量纲

的影响，若各变量单位不同，每次改变量纲输出结

果亦不同，故一般会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4]，然后

用相关系数矩阵进行分析。但实际上，数据标准化

过程中,在消除量纲影响的同时，可以使得各指标的

方差均为 1，从而去除了各指标变异程度的差异信

息，因此只需对数据进行均值化处理即可。

主成分个数的选取主要由累计贡献率来决定，

贡献率越大，所包含的原始数据的信息也越全面，

当累计贡献率达到85%及以上时，即：

满足要求[4]。

因此，用主成分分析法建模的步骤为：

step1：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

step2：计算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

step3：计算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和对应的特

征向量；

step4：选取重要的主成分，并给出主成分表达

式；

step5：计算主成分得分。

2 应用实例

表 1是 2013—2016年某国有银行的财务状况，

根据所采集的各指标数据分析影响该银行发展的

主要指标。

下面应用软件SPSS20（该软件内部自带默认数

据标准化处理）对采集的10项财务指标进行主成分

分析。

首先，导入数据后按照步骤分析→降维→因子

分析执行。

接下来再执行下列步骤：

描述→系数→抽取→相关性矩阵→碎石图→

旋转→最大方差法→载荷图→确定。

执行完毕后得到各财务指标的相关系数。

用 x1,x2,…,x10依次代表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净利

息收益率、风险加权资产收益率、成本收入比、不良

贷款率、拨备覆盖率、贷款拨备率、一级资本充足

率、资本充足率和总权益对总资产比率，相关系数

矩阵如下：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此矩阵显示的是各指标间的相关性，若两指标

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大，说明这两指标的联系

也越大。从上表中可得 x10与 x6和 x10与 x8的相关系

数的绝对值均为0.995，相对其余指标间的相关系数

绝对值是最大的，从而，总权益对总资产比率与拨

备覆盖率、总权益对总资产比率与一级资本充足率

的联系最大；而 x2 与 x9 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只有

0.291，说明资本充足率与净利息收益率的相关性最

差，指标间的相关性都可按此分析。

根据相关系数矩阵得出的特征值和特征值的

累计贡献率见表2。

现在来确定主成分。主成分的个数选取原则

为累计贡献率至少为 85%的前m个主成分，且累计

表 1 财务状况原始数据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

净利息收益率

风险加权资产收益率

成本收入比

不良贷款率

拨备覆盖率

贷款拨备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

总权益对总资产比率

盈利能力指标

资产质量指标

资本充足率指标

2013年

1.44

2.57

2.45

28.03

0.94

257.19

2.43

10.57

13.12

6.76

2014年

1.40

2.66

2.26

26.75

1.13

206.90

2.34

12.19

14.53

7.46

2015年

1.30

2.47

2.16

25.49

1.50

156.34

2.35

13.48

15.22

8.11

2016年

1.20

2.16

2.01

25.91

1.62

136.69

2.22

13.42

14.61

8.21

表2 指标方差分解主成分提取分析表

累计

87.298

97.954

f1

f2

f3

f4

f5

f6

f7

f8

f9

f10

合计

8.730

1.066

0.205

1.314×10－15

2.983×10－16

9.934×10－17

－6.018×10－17

－1.171×10－16

－2.800×10－16

－3.921×10－16

方差

87.298

10.657

2.046

1.314×10－15

2.983×10－16

9.934×10－17

－6.018×10－17

－1.171×10－16

－2.800×10－16

－3.921×10－16

累计

87.298

97.954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初始特征值/% 提取平方和载入/%

合计

8.730

1.066

方差

87.298

10.657

各年度数据/%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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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率越大时选取的主成分个数越精准。由上表

可知，前两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到97.954%，即这

两个主成分可包含原始数据的大部分信息，但仅仅

根据累计贡献率来选取主成分个数有一定误差，还

可结合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大于1这一原则进行主

成分选取[3]，SPSS20软件中的碎石图可反映各主成

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大小，如图1所示。

综合主成分提取分析表和碎石图，这里可选取

前两个主成分继续分析。这两个主成分分别为：

将旋转中的载荷图勾选上，确定后则可生成图

2。此载荷图比较直观地表明了这些指标之间的亲

疏关系。观察图 2可知，x5、x8和 x10三个指标聚集在

一起，表明这三个指标联系紧密；而 x1、x3、x6和 x7四

个指标聚集在一起，表明这四个指标联系紧密。此

外，指标位置与中心位置距离越大，说明指标与主

成分间的相关系数越大。

各指标主成分载荷矩阵为：主成分载荷矩阵显

示了各指标与主成分之间的关系，若指标与某主成

分的关联系数的绝对值越大，则二者联系越紧密。

易得指标x1、x3、x5、x6、x8和x10在第一主成分上的载荷

比较高，说明第一主成分较好的反映了这 6个指标

的信息；同理可知，x2、x4、x7和 x9在第二主成分上的

载荷比较高，说明第二主成分较好的反映了这 4个

指标的信息。所以用两个主成分已可以较全面的

解释原来的指标。

为了纵向分析企业的发展，再次利用软件

SPSS20计算出各主成分得分为：

最后，计算得出综合得分进行排名，得到该国

有银行综合得分和年度效益排名为：

Score(2013)=77.007 2；Score(2014)=61.013 8；

Score(2015)=45.086 8；Score(2016)=39.320 7；

从综合得分可知 2013 年的发展情况最好，而

2016年的企业发展情况最差，还可以清晰地看出该

国有银行的发展日渐衰败，有走下坡路的趋势。

综上所述，通过对企业的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

析之后，可从大量的指标中选出主要指标，用少数

几个指标代替，同时也较大程度上保持了原来信息

的完整性。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确定影响该企业

的主要指标为拨备覆盖率、总权益对总资产比率、

不良贷款率、风险加权资产收益率、一级资本充足

率和平均总资产回报率，其次为净利息收益率、资

本充足率、成本收入比和贷款拨备率。

3 结语

国有企业始终是中国追求将创新作为基础的

发展道路的基本力量，对国有企业的发展评估显得

尤其重要。此类评估涉及多个变量，变量个数太多

就会增加课题的复杂性，人们自然希望变量个数较

少而得到的信息较多。但在很多情形当中，变量之

间是有一定的相关关系的，当两个变量之间有一定

相关关系时，可以解释为这两个变量反映此课题的

资本充足率

一级资本充足率

总权益对总资产比率

不良贷款率

净利息收益率
平均总资产回报率

贷款拨备率
风险加权资产收益率

拨备覆盖率

成本收入比

图1 碎石图

f1 f2

f1 f2
成分数/个

特
征

值

图2 各财务指标在主成分空间上的投影

成分1

成
分

2

年

年

年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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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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1] 张文霖.主成分分析在SPSS中的操作应用[J].市场研究,2005(12):31-34.

[2] 白慧强.主成分分析法在SPSS中的应用——以文峪河河岸带林下草本群落为例[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19(9):

173-176.

[3] 吴亚非,李科.基于SPSS的主成分分析法在评价体系中的应用[J].当代经济,2009(3):166-168.

[4] 林海明,杜子芳.主成分分析综合评价应该注意的问题[J].统计研究,2013,30(8):25-31.

[5] 高王翠,单飞,杨宇翔.基于SPSS主成分分析法在公路客运量预测中的应用[J].山东交通科技,2011(2):7-10.

[6] 狄升.因子分析在证券市场股票评价中的应用[J].大学数学,2005,21(4):13-19.

[7] 吴海英,张杰.学生成绩排名的综合评价模型[J].大学数学,2006,22(4):142-145.

[8] 朱宁,徐标.学生成绩的学分绩与主成分排序模型[J].大学数学,2007,23(1):32-37.

[9] 陈江丽.基于均值化主成分分析的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应用研究[J].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30(1):74-76.

[10] 王莺,王静,姚玉璧,等.基于主成分分析的中国南方干旱脆弱性评价[J].生态环境学报,2014,23(12):1897-1904.

（责任编辑：蒋召雪）

[14] 金成俊.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EB/OL]. [2018-03-01]. http://www.ahfeixi.gov.cn/content/detail/54b5c351af88bc6867c745

94.html.

[15] 周先惠.2015年三河镇人民政府工作报告[EB/OL].[2018-03-01]. http://zwgk.hefei.gov.cn/zwgk/public/spage.xp?doActio

n=view&indexno=003008585/201505-00006.

[16] 许灵然.浙江省特色小镇品牌影响力评价及其传播优化策略[D].杭州:浙江传媒学院,2017.

[17] 孙博洋.专家热议特色小镇：应成为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载体[EB/OL].(2017-12-20).[2018-03-01]. http://finance.

people.com.cn/n1/2017/1220/c1004-29718982.html.

（责任编辑：蒋召雪）



（上接第50页）

易采桥，等：主成分分析在企业发展评估的应用 ·· 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