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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基于合理选择的保险指标 ,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西部各省、市、自治区的保险业发展现

状进行评价与比较。西部地区的各省市区保险业发展水平基本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一致 ,呈现差异

性 ,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应根据西部各省市区不同的区位优势与经济发展程度 ,实事求是、差别对

待 ,制定相应经济政策 ,因地制宜 ,挖掘各省市区特有的潜力 ,促进经济体的协调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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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 ,我国实施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西部大

开发战略 ,着力于用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

能力 ,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巩固

国防。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中 ,明确了西部大开发的范围主要包括重庆、四川、

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

古、广西等 1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 (以下简称十二

省市区 )。[1 ]

与 10年前相比 ,西部地区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

突破性的进展 ,特别是经济金融方面得到了显著的

提升 ,但同时各地区的经济水平又出现了一定的不

平衡性 ,因此有必要探究该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本

文主要对西部各省、市、自治区保险业发展水平的不

平衡性进行研究。
[2 ]
在传统保险指标的基础上加入

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指标 ,并将人身、财产两个主要

险种的该数据列入指标分析 ,并考虑了保险机构数

量以及各地区赔付率的影响。
[3-4 ]
分析结果表明 ,将

这些指标纳入分析范围大大提高了分析的客观性与

准确度 ,使结果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一、西部十二个省市区的保险业发
展现状

实施大开发以来的 10年 ,是西部地区自新中国

成立以来发展最好的时期: 经济增长最快、发展质量

最好、综合实力提高最为显著、城乡面貌变化最大、

人民得到实惠最多 ,单从 GDP的增长上就可见一斑

(图 1)。

图 1　西部十二省市区 GDP变动趋势图

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西部总 GDP增长率从

2008年的 22. 91%下降到 2009年的 10. 8% ,即便如

此 ,还是高于全国 GDP增长率 8. 42% 。可见 ,中国经

济的飞速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有力施行 ,使

得西部地区的经济有了显著的增长 ,也使得西部地

区的经济增长在中国经济的整体增长中逐渐显现出

日益重要的地位。

在经济急速增长的同时 ,西部十二省市区的保

险业也在悄然地发展壮大。作为最能直观反映保险

业增长的保费收入截止 2009年底为 2 008. 06亿元 ,

较 2001年的 363. 11亿元翻了 5倍多 ,占全国保费收

入的比例达到 18. 03% ,与同期经济总量占比

19. 67%基本持平 (图 2)。



图 2　西部十二省市区保费收入变动图

　　由图 2易见 ,近几年来 ,保费收入以一种递增的

增长率在稳步上升 , 2009年的增长率大幅下降是受

到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 ,下降幅度基本与全国平

均水平持平。[5 ]西部占全国总保费的比例也能稳定

地维持在 15%到 18%之间 ,在东部沿海省市经济金

融高速发展的今天 ,这种占比能保持不下降已经是

对西部十二省市区发展的一种肯定了。

在看到西部总体保险行业迅速增长的同时 ,我

们也发现由于人口、交通、经济基础等因素的影响 ,

使得一些省市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困难 ,各

省市之间的保险业发展速度与结构也存在较大差

异。
[6 ]
直观起见 ,我们以最近一期的各经济体的保费

收入、赔付率及其保险机构数量为标准进行以下比

较 (图 3)。

图 3　我国西部各省市自治区保费收入差距图

由图 3可以清楚的看到 ,四川省的保费收入最

高 ,其次为陕西、重庆等地 ,而西藏、青海、宁夏则相

对较少 ,保费收入最少的西藏还不及四川保费收入

的 0. 7% ,各省市区所拥有的保险机构数量也有较大

差别 ,这些粗略地说明西部各地保险体系完整程度

不一 ,保险业务拓展水平不一 ,长此以往 ,必然会影

响西部金融业的均衡发展 ,进而影响整个西部大开

发的质量。针对该状况 ,下文将对西部地区各省市之

间保险业发展水平的现状、异同、发展特点及其规律

进行绩效评价 ,从中找出差距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二、样本选取和变量设置

主成分分析 (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 sis,

PCA)也称为主分量分析 ,是一种通过降维的方法来

简化数据结构 ,把多个指标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 ,

而这几个综合指标可以反映原来多个指标的大部分

信息的方法。[ 7]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计算西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保险发展程度 ,在一定程度上避免

了回归分析中可能出现的由于评价指标体系相对繁

多 ,并且各种数据量纲不同 ,而造成的回归分析的结

果不理想的问题 ,对于正确认识西部各省市保险业

所处的发展阶段、指导制定正确的政策、实现经济可

持续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部 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重庆市、四川

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

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

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我们以适当指标为准 ,选

取了 2009年底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截面数

据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 ,数据主要来源为中国统计

局网站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地方保

监局网站以及中经专网数据库。之所以选择 2009年

是因为我们使用的统计年鉴目前只编制到 2010年 ,

而 2010年的年鉴为 2009年底的数据。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保险业发展水平有很多影响

因素 ,包括经济发展水平 ,社会政治制度、政策及法

律 ,人口总量、结构的变动及社会文化结构及传统习

惯和观念等。全面综合的比较评价不同地区保险业

发展状况就必须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 ,但在实际分

析中 ,由于各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差异以及指标之间

的相关性影响使得纳入全面的衡量指标变得较为困

难。 据此 ,本文从保费收入 ,保险密度、深度 ,保险中

介 ,赔付率入手选取了十二项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指

标来进行具体分析。 各指标及对应编号见表 1。
表 1　原始指标体系

指标名称 指标编号 指标单位

总保费收入 X1 百万元

总保费收入同比增长率 X2 %

保险机构数量 X3 个

财产保险保费收入 X4 百万元

人身保险保费收入 X5 百万元

各地赔付率 X6 %

全部业务保险密度 X7 元

财产保险业务保险密度 X8 元

人身保险业务保险密度 X9 元

全部业务保险深度 X10 1

财产保险业务保险深度 X11 1

人身保险业务保险深度 X1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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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证研究结果

利用 SPSS软件对西部十二省市区进行主成分

分析 ,并依据主成分的贡献率列出相应的回归方程 ,

再根据各主成分的线性组合 ,针对各原始指标对各

个经济体进行深入的分析。 以下依次列出用统计软

件对各经济体单位进行主成分分析的主要步骤及分

析结果。表 2为原始数据 ,即各经济体的各指标项下

的数据。

表 2中的原始数据具有不同的量纲 ,为了消除

不同量纲对统计分析的影响 ,先利用 SPSS软件对原

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进而对被标准化的数据进

行主成分分析 ,得到如表 3所示的结果。

取目标累积贡献率 C= 0. 85,可得到三个主成

分: Z1、 Z2及 Z3 ,解释了 87. 34%的方差变动 ,达到了

我们减少变量的目的 ,根据我们所得出的主成分的

载荷矩阵 ,可写出三个主成分的线性组合如下:

Z1= 0. 921X 1- 0. 332X 2+ 0. 858X 3+ 0. 870X 4

　　+ 0. 924X 5 - 0. 815X 6+ 0. 370X 7 - 0. 484X 8

　　+ 0. 782X 9+ 0. 189X 10- 0. 555X 11+ 0. 857X 12

Z2= 0. 232X 1+ 0. 071X 2+ 0. 078X 3+ 0. 156X 4

　　+ 0. 253X 5+ 0. 440X 6+ 0. 717X 7+ 0. 842X 8

　　+ 0. 150X 9+ 0. 853X 10+ 0. 794X 11 - 0. 042X 12

Z3= - 0. 235X 1+ 0. 486X 2- 0. 472X 3- 0. 403X 4

　　- 0. 175X 5 - 0. 332X 6+ 0. 472X 7 - 0. 039X 8

　　+ 0. 555X 9+ 0. 076X 10- 0. 197X 11+ 0. 318X 12

分析以上各主成分的线性组合可以看出 ,对于

第一个主成分 ,其所含各原始指标的系数在保费收

入、保险机构数量等体现保险总体规模的项目上都

较大 ,因此可将第一个主成分命名为保险规模指标 ;

对于第二个主成分 ,其所含各原始指标的系数在财

产保险密度、保险深度及赔付率的项目上较大 ,因此

可将其称为财产保险密度深度调整指标 ;对于第三

个主成分 ,其所含各原始指标的系数在人身保险密

度、保险深度及保费收入增长率的项目上较大 ,因此

可将其称为人身保险密度深度调整指标。

依据各主成分的贡献率可得到衡量保险业发展

的回归方程: Y= 0. 5026Z1+ 0. 2461Z2+ 0. 1247Z3 ,

再根据之前所介绍的样本评价分析函数可得西部 12

个经济体的各项得分及排名如表 4所示。

依据以上综合得分排名表易见 ,四川的综合排

名最高 ,重庆其次 ,陕西、新疆等尾随其后 ,而青海的

排名最低 ,贵州次低 ,广西、西藏等紧跟其后。总得分

相连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得分差距较大 ,可见 ,西部

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保险业发展程度分

散程度较大。以下我们将对实证结果进行更进一步

的分析。

对于第一主成分 ,即保险规模指标来说 ,由于其

解释力为 50. 26% ,各经济体排名与总排名有较高的

一致性。 在保险规模指标下 ,只有 2、 7、 10财产保险

密度与财产保险深度原始指标的系数较小 ,可见 ,该

指标较综合地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保险业发展规模。

四川以高出重庆近 0. 5分的绝对优势位居第一 ,这

从主观上也是比较好理解的 ,四川作为西部十二省

市区中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的省份 ,其各项原始

指标在西部各省市区中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这些具

有优势的原始指标都增加了四川省在该主成分下

表 2　 2009年西部各省市区各原始指标

省市区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9 X10 X11 X12

重庆 24 470. 44 22. 02 1 239 5 116. 70 19 353. 74 25. 438 855. 91 178. 97 676. 94 3. 750 0. 780 2. 970

四川 57 902. 82 17. 24 4 596 14 871. 86 43 043. 96 24. 327 707. 43 181. 70 525. 73 4. 090 1. 050 3. 040

贵州 9 525. 61 19. 19 898 3 605. 04 5 920. 57 35. 394 250. 81 94. 92 155. 89 2. 450 0. 930 1. 520

云南 18 049. 37 9. 31 2 281 6 802. 77 11 246. 60 37. 696 394. 87 148. 82 246. 04 2. 930 1. 100 1. 820

陕西 25 586. 40 19. 41 2 265 6 047. 93 19 538. 48 25. 583 678. 32 160. 34 517. 98 3. 130 0. 740 2. 380

甘肃 11 438. 42 17. 38 1 228 2 705. 38 8 733. 05 30. 067 434. 02 102. 65 331. 37 3. 380 0. 800 2. 580

青海 1 820. 83 29. 08 218 796. 24 1 024. 59 37. 469 326. 73 142. 88 183. 85 1. 690 0. 740 0. 950

内蒙古 17 131. 04 21. 20 1 826 6 734. 05 10 396. 99 36. 477 707. 29 278. 03 429. 26 1. 760 0. 690 1. 070

广西 14 861. 57 11. 30 2 149 4 971. 41 9 890. 16 31. 502 306. 05 102. 38 203. 67 1. 930 0. 650 1. 280

宁夏 3 927. 81 23. 55 319 1 184. 16 2 743. 65 27. 157 628. 25 189. 40 438. 84 2. 940 0. 890 2. 060

新疆 15 690. 88 2. 70 1 471 5 181. 90 10 508. 97 31. 121 698. 27 230. 60 467. 67 3. 190 1. 050 2. 140

西藏 400. 69 23. 25 31 342. 88 57. 81 59. 723 696. 11 609. 11 87. 72 4. 600 4. 080 0. 530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保险年鉴》、中经专网数据库及各地区保监局网站并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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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主成分的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主成分 特征根 贡献率 (% )
累积贡

献率 (% )

第一主成分 6. 031 　 50. 262 　 50. 262

第二主成分 2. 953 24. 612 74. 873

第三主成分 1. 496 12. 469 87. 342

第四主成分 0. 851 7. 092 94. 435

第五主成分 0. 592 4. 935 99. 370

第六主成分 0. 040 0. 336 99. 706

第七主成分 0. 020 0. 166 99. 872

第八主成分 0. 012 0. 098 99. 970

第九主成分 0. 004 0. 030 100. 000

第十主成分 2. 585E- 6 2. 154E- 5 100. 000

第十一主成分 3. 091E- 9 2. 576E- 8 100. 000

第十二主成分 - 6. 677E- 17 - 5. 564E- 16 100. 000

的得分。重庆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 ,城市化水平较

高 ,金融业发展较成熟 ,保险业总体规模、发展程度

也处于西部较前列。陕西凭借陕北能源产业的支撑

及西北中心城市西安的区域辐射优势 ,各项经济指

标都处于西部各省市区前列 ,有着仅次于四川的保

险收入规模及位列第三的保险机构数量 ,这都稳固

了陕西在第一主成分上的得分 ,新疆作为民族自治

区中较大的经济体 ,其人均 GDP在西部各省市区中

居于前列 ,总保费收入规模也较大 ,且由于其人口规

模较小 ,使得其保险密度指标较大 ,这些因素综合起

来使得新疆的第一主成分排名较前。 其他省市区的

第一主成分排名基本上与其人口基数和经济规模相

一致。

对于第二主成分 ,即财产保险密度深度调整指

标 ,对其得分影响较大的有赔付率、财产保险密度及

保险深度 ,且其系数均为正 ,即一个地区的赔付率越

高、人均财产保险费越多、该地财产保费收入占该地

区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越大 ,则第二主成分的得分就

越高。西藏的赔付率、全部业务保险深度、财产业务

保险深度及财产业务保险密度都排在第一位 ,这大

大的提升了西藏在第二主成分上的得分 , 这就起到

了对第一主成分的调整作用。 但由于第二主成分的

解释力只有 24. 61% ,其对西藏总排名的拉动力不是

特别大 ,所以总体来说 ,西藏的保险业务水平在西部

各省市区中还处于较落后的地位 ,这也较符合我们

常识上的认识。除了西藏 ,其它省市区在第二主成分

上的得分也基本上与保险密度和保险深度 ,尤其是

财产保险密度与保险深度的加权大小相一致 ,也与

总体得分情况大体一致。

对于第三主成分 ,人身保险密度深度调整指标 ,

分析第三主成分的系数 ,易见人身保险业务密度、深

度、总保费收入增长率、保险机构数量及财产保险保

费收入都对其有较大的影响。 不同的是前三个对其

产生正的影响而后两个对其产生负的影响 ,我们可

以理解为这两个负系数是为了剔除保险规模及财产

保险对其的影响 ,即剔除掉第一和第二主成分里所

考虑的内容。所以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总体排名第一

的四川在第三主成分上的排名却跑到了第十 ,而总

体排名倒数第一的青海在第三主成分上的排名则一

跃到了第五。其它各省市区也基本上都符合前三项

原始指标大且后两项原始指标小的排名靠前 ,反之

亦然。

综合这三个主成分 ,再结合我们所给出的回归

方程 ,可得到我们先前对各省市区的综合排名。因为

表 4　西部各省市区得分及排名情况

省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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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得分 总排名

四川 　　　 2. 110 7 　 1 　　　 1. 033 9 　 2 　　 - 1. 056 6 　 10 　　 1. 355 1 　　 1

重庆 0. 822 5 2 0. 546 8 3 1. 789 2 1 0. 882 8 2

陕西 0. 727 8 3 0. 067 1 5 0. 544 6 3 0. 515 5 3

新疆 0. 295 7 4 0. 208 2 4 - 0. 074 7 7 0. 218 2 4

宁夏 - 0. 333 8 9 - 0. 283 3 6 1. 557 0 2 - 0. 049 7 5

内蒙古 - 0. 064 2 7 - 0. 086 5 7 0. 044 8 6 - 0. 054 9 6

甘肃 0. 016 0 6 - 0. 456 0 9 0. 400 6 4 - 0. 062 1 7

云南 0. 064 3 5 - 0. 279 9 8 - 1. 298 1 12 - 0. 227 2 8

西藏 - 1. 922 7 12 2. 418 2 1 - 0. 466 1 8 - 0. 491 6 9

广西 - 0. 112 2 8 - 1. 091 8 11 - 1. 208 7 11 - 0. 544 8 10

贵州 - 0. 541 6 10 - 0. 953 7 10 - 0. 565 2 9 - 0. 661 1 11

青海 - 1. 062 5 11 - 1. 123 0 12 0. 333 1 5 - 0. 880 3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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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主成分的解释力最高 ,第二主成分次之 ,第三主

成分最差 ,所以总排名基本上与第一主成分的排名

一致。 而根据我们对各个主成分得分的深入分析可

以看出 ,一个地区的保险业发展水平与该地区的经

济规模、人口规模、经济金融发展程度等存在着错综

复杂的关系。 [8 ]总的来说 ,经济规模较大的省市区排

名都较靠前 ,如四川、重庆、陕西 ;又由于我们所考虑

的因素还包括了保险密度及保险深度 ,经济规模、人

口规模适中而人均经济规模又较大的省市区排名就

会适当靠前 ,如新疆、宁夏、内蒙古 ;而地广人稀、经

济规模较小的地区排名都靠后 ,如青海。可见 ,我们

所得出的排名结果具有一定现实性与客观性。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西部十二省市

区之间的保险业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并呈现出

一定的地域性特征 ,表现为偏西南以及偏东的省市

区排名较为靠前 ,而深处西部的省市区排名较后 ,这

主要是由于西部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结构都不

尽相同 ,其经济金融发展水平的现状、特点及其规律

都既有共性又有特性 ,发达地区对这些地区的影响

程度不同 ,政策的辐射程度不一 ,最终导致了省市区

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与东部及中部较发达省市比起

来更是存在较大的差距。

保险业作为金融业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一

个地区经济政治的发展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只有保

证他的健康有序发展 ,才能更好的促进经济的既快

又好发展。针对我们在该文的分析中所直观体现出

来的各省市区保险业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这一问

题 ,相关职能部门应该进一步实事求是、差别对待 ,

根据西部各省市区不同的区位优势与经济发展程度

来制定相应经济政策 ,避免在追求某一方面增长速

度的同时忽略了经济体系中各因素之间的协调发

展。 不能急功近利只注重眼前利益而忽略可持续发

展 ,应该因地制宜 ,挖掘各省市区特有的潜力 ,促进

经济体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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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Uneven Development of Insurance Industry in West China

M AO Wen, SU N Wu-Jun

( School of Business , N anjing Universi ty , N anjing, J iangsu 210093, 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asonable insurance indicators, the developm ent actuali ty o f insurance indust ry of

w estern prov inces, municipali 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is studied using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The resul t show s tha t the insurance indust ry lev el is consistent wi th i ts economic

developm ent , thus being dif ferentiated and obviously unbalanced. Based on economic si tuations and

geographical loca tions, some relev ant policy suggestions are also provided. The research w o rk in this

paper furnishes the basis fo r further investigating th e developm ent lev el of financial indust ry in w estern

China.

Key words: west China; developm ent of insurance industry; unbalanc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 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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