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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浙江省“五水共治”工作的全面开展,本文以浙江温州、诸暨、衢州、湖州作为调研对象,通过利用因子分析方法,分析影响浙江

省“五水共治“的主要因素是居民对”五水共治“的态度,其次是居民对”五水共治“的认知度与参与度,再次是是根据水污染原因采取的治理

措施,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 五水共治；治理效果；因子分析 

 

1 调查背景 

2013年底浙江省委、省政府做出重大决策：7年规划总投资4000多亿

元“五水共治”水利建设形成破竹之势。如此庞大的财政投入,水环境治

理效果如何？因此对“五水共治”效果的分析成为一项重要工作。“五水

共治”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全民的事。 

2 研究方法 

因子分析指在尽量不损失信息或信息少损失的情况下,将多变量

减少到少数几个因子的方法。这些彼此不相关的因子代替原来较多高

度相关的原始随机变量,同时这些主要因子尽可能多的反映原始变量

的信息。 

2.1因子分析检验 

本文检验方法采用Bartlett球度和KMO检验。Bartlett球度检验是假

设相关系数矩阵是一个单位阵,如果统计量值比较大,且其相对应的概率

值小于用户指定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认为适合作因子分析。本调查

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值＝524.14,p=0.0001<0.01,拒绝原假设,适合

做因子分析。KMO是通过比较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大小来评估样本量

是否充足,其取值越大越好,取值越小(<0.6),说明不适合做因子分析,本

调查的KMO=0.78,可进行因子分析。 

2.2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前要将问卷中的定性数据的量化。对问卷

调查数据进行处理,考虑到数据的量化,我们从问卷调查22题中筛选为

12题。 

设原始数据矩阵为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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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为样本

数,p为观测变量数,本文n=660,p=12。 

将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 )1,2,..., , 1,2,...,ik k
ik

k

y yx i n k p
S
−= = =       (1) 

其中：

1

1 n

k ik
i

y y
n =

=  , ( )
2

2

1

1

1

n

k ik k
i

S y y
n =

= −
−  标准化

处理后的矩阵为X, ( )ijX x= 为一个n×p的数据矩阵。  

2.3计算相关系数矩阵 

设相关矩阵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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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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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求特征值,确定主因子数 

令相关矩阵 R XX ′= ,用雅可比方法求特征方程 0R Iλ− =

的p个非负的特征值,设特征值为 1 2 ... 0pλ λ λ> > > ≥ ,对应于特

征 值 的 特 征 向 量 为 1 2, ... pU U U ,U 为 正 交 矩 阵 。 它 满 足

UU UU I′ ′= = ,令 F U X′=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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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称为主因子阵,根据变量的相关性选出第一主因子F1,使其在各变量

的公共因子方差中所占的方差贡献为最大,再从剩余的相关中,选出与F1

不相关的因子F2,也使其在各个变量的剩余因子方差贡献中为最大,如此

往复,直到各个变量公共因子方差被分解完毕为止。 

公共因子的贡献率表示该公共因子反映原指标的信息量,累计贡献率

表示相应几个公共因子累计反映原指标的信息量。 

2.5基于因子分析法的浙江省“五水共治”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客观分析“五水共治”的影响因素,我们从调查问卷22题中筛选

出12个指标为：“五水共治”的了解程度(X1),“五水共治”的成效(X2),

“五水共治”支持度(X3),水污染的主要原因(X4),水资源改善情况(X5),

生活用水状况(X6),节水情况(X7),污水的治理措施(X8),“五水共治”的

满意度(X9),水质、水环境现状(X10),水环境的改变(X11),“五水共治”

的认识度(X12)一共12个指标,按照因子分析法的步骤,本项目按照特征值

大于1的要求确定主因子数为3个公因子,如表1所示,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

阵如表1。 

表1  特征值 

主因子 特征值
方差贡献

率%

累积贡

献率% 主因子 特征值

方差贡

献率%

累积贡

献率%

1 3.570 29.750 29.750 7 0.608 5.067 83.029

2 2.108 17.569 47.317 8 0.5584 4.653 87.683

3 1.330 11.083 58.402 9 0.4942 4.118 91.801

4 0.879 7.326 65.728 10 0.4224 3.520 95.321

5 0.741 6.173 71.901 11 0.3011 2.509 97.830

6 0.727 6.061 77.962 12 0.2604 2.170 100

 

“五水共治”的满意度(X9)和“五水共治”的认识度(X12)在因子1

上具有较高的相关性,这两个变量所反映的信息量几乎占总体信息量的 

 

29.75％(表1),主要反映了公民对“五水共治”的态度。 

“五水共治”的了解程度(X1)支持度(X3)和节水情况(X7)在因2上具

有较高的相关性,这两个变量所反映的信息量几乎占总体信息量的17.6％,

主要反映了居民对“五水共治”认知度和参与情况。 

水污染的主要原因(X4)和污水的治理措施(X8)在因子3上有较高的相

关性,它所反映的信息量几乎占总体信息量的11.083％(表1),主要反映了

“五水共治”中污水治理情况。综上述,影响浙江省“五水共治“的主要

因素是居民对”五水共治“的态度,其次是居民对”五水共治“的认知度

与参与度。再次是是根据水污染原因采取的治理措施。 

3 提出建议 

(1)在互联网时代下,各级政府与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互联网与网络

舆情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利用QQ、微博、微信等各类媒体工具积极主动

与网民进行互动交流,听取民情民意、提高科学决策水平。 

(2)建立与“五水共治”相关的舆情监测体系。“五水共治”的网络舆

情信息极其丰富繁杂,需要专业的网络公司会同舆情分析专家建立一套专

门的网络舆情监测系统,供决策参考。 

(3)“五水共治”不单是政府的事,也和企业、群众、媒体、学校等

息息相关。在互联网时代,群众更愿意通过网络平台发表各种意见、建

议、看法。这有利于疏解社会情绪,提高政府民主执政意识与科学决策

水平。只有发动群众,浙江“五水共治”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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