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国    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报告



2

白  

酒
LIQUOR PRODUCTION

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
指数专家委员会

王仕佐 贵州大学教授、酒文化专家

付向核 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政策规划部副主任

刘振国 中国酒业协会副秘书长

孙民意 贵州省轻纺工业设计院副院长、高级工程师

芶以勇 贵州省社会科学研究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景云 品牌专家、北京工商大学教授、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常务理事

【按姓氏笔画】

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
指数编委会

主      任：徐玉长   潘海平

特 邀 编 审：曹文忠

主      编：杨   苜   周芙蓉

执 行 主 编：曹占忠   李邵昆

执行副主编：蒲   玉   师洋洋

编      辑：田洪筱   齐   麟   孙瑞涓   李慧敏

【按姓氏笔画】



3

中国    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报告

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办公室

中国经济信息社

2020 年 5月

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
指 数 报 告

白  

酒
LIQUOR PRODUCTION



4

白  

酒
LIQUOR PRODUCTION

中
国
白
酒
主
流
香
型
发
展

指
数
报
告



5

中国    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报告

白酒作为我国传统而独具的产品，酿造工艺丰富多

彩，酿制的酒风格千姿百态。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酿

酒工业的发展，白酒的香型也愈加丰富多彩。由最开始

的浓、清、酱、米四种香型占据整个白酒市场，到兼香型、

凤香型等香型也渐渐名声鹊起，如今白酒已经发展出 12

种主要香型。不同的香型风格，也赢得了消费者不同程

度的喜爱。

为了深入分析我国白酒行业的竞争格局和竞争态势，

通过不同白酒香型间的对比，展现各香型白酒的优势与

特长，助力系统分析茅台所在的酱香型白酒的发展前景

和经营侧重点。项目组在“新华·茅台系列指数”中研

发“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以多维度、立体化

的方式塑造指数产品体系，全方位评价主流香型的历史

渊源、媒体关注、市场表现与消费者偏好，客观反映中

国白酒市场的发展趋势，从而助力茅台提高竞争能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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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评价指数对 2019 年

各香型白酒的发展成果进行比较。整体来看，2019

年酱香型和浓香型发展情况位列第一梯队，在影响力

方面，酱香型靠着强大的网络影响力和媒体影响力，

跃居第一；浓香型因为企业数量最多，所以在企业实

力方面取得较大领先；在发展潜力方面，浓香型、酱

香型和清香型三种白酒，发展潜力较大。

图  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评价指数

核心
观点

2017-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分

香型）对近三年间各香型白酒的发展速度进行比较。

近三年白酒行业持续增长，特别是 2018 年以来，各

香型发展速度差异化逐渐加大。兼香型表现出最高

的增长速度。清香型和酱香型发展速度基本一致，

以 10.75% 和 10.45% 的增速分别达到 122.65 点和

121.99 点。而浓香型的增长速度则排在第四，年均

增长 6.64%。

图 2017-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分香型）

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聚焦白酒香型，从企

业实力、影响力及发展潜力三个方面建立一整套科学

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价中国白酒主流香型的

竞争格局和发展态势。

企业实力从产量、销量、销售收入、利润等方面，

反映不同白酒香型的市场表现。影响力从网络、媒体、

消费者等方面，全面反映不同白酒香型获得的关注程

度。发展潜力从知识产权、品牌管理等方面，全面反

映不同白酒香型的持续发展能力。

依据本指标体系，最终形成两个指数结果，分别

为 2017-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分香

型）和 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评价指数。发展指

数主要衡量各香型在 2017-2019 年期间的发展速度

情况，评价指数主要对 2019 年各香型的发展成果进

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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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酒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白酒的种类又

因为酿造环境、微生物、原材料及酿造工艺等差别形

成各自独具的风格，称之为香型。然而，追溯我国

的酿酒历史，在很早之前白酒只有地域派别之分，

没有香型的标准之别，各家酒企都以自家产品作为香

型名号，如早先的“茅香酒”“汾香酒”等。一直到

1979年第三届全国评酒会以香型区分白酒品类开始，

“香型”这一词才开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随着科

学技术的进步、酿酒工业的发展，白酒的香型也更加

丰富多彩。由最开始的浓、清、酱、米四种香型占据

整个白酒市场，到兼香型、凤香型等香型也渐渐名声

鹊起，如今白酒已经发展出 12 种主要香型。

随着大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高端消费人群基

数不断扩大，人们更注重对白酒的品鉴。逢年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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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聚会，少不了白酒的存在。与此同时，人们对于

精神文化也有着更高层次的追求，白酒在人们心中更

是一种文化的存在。白酒，作为一张文化名片，传到

了世界的各个角落，让全世界认识中国、品鉴中国。

为人熟知的茅台、五粮液始终位居各种榜单的前

列。茅台作为酱香中的代表，因其口味细腻、优雅，

空杯留香持久而闻名世界。五粮液作为浓香型也是受

众最多的香型的代表，浓香入口绵甜、干净纯正。山

西汾酒是清香型的代表，清香型白酒清爽干净，口感

清淡纯粹。衡水老白干酒是老白干香型的典范，老白

干型度数高、香气足，口感不尖不暴、丰厚饱满。酒

鬼酒则独创馥郁香型，馥郁香型集合浓香型、清香型、

酱香型这三个特点于一身，称为一口三香，前浓、中清、

后酱。口子窖则是兼香型的代表，兼香型又分为酱中

带浓型及浓中带酱型两种香型，兼香型酒味更加醇厚

丰满、余味悠长。

人们现在选购白酒时也越来越关注白酒的香型，

但是多数人对香型的理解依然停留在相对浅的层次。

如今，浓、清、酱三大香型依然在白酒市场占据主导

地位，同时基于不同香型白酒的产品品牌发展诉求，

各类香型各说各话，在网络上充斥着褒贬不一的声音，

这些声音因为缺乏客观科学的评价可能会误导消费

者。基于此，科学编制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就

显得十分必要。指数可以全方位客观评价主流香型的

历史渊源、媒体关注、市场表现和消费者偏好，以此

更好地梳理中国白酒市场发展趋势，从而理性引导消

费者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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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是以香型为核心，对中国主流白酒的整体发展情况所

做的量化评估。

酒的风格是由色、香、味三大要素组成。白酒作为我国传统而独具的产品，酿造

工艺丰富多彩，酿制的酒风格千姿百态。不同的香型风格，也赢得了消费者不同程度

的喜爱。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以多维度、立体化的方式塑造指数产品体系，全

方位评价主流香型的历史渊源、媒体关注、市场表现与消费者偏好，客观反映中国白

酒市场的发展趋势。

白  

酒
LIQUOR PRODUCTION

指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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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意义

客观反映中国白酒行业发展趋势

以白酒主流香型为衡量尺度，深入分析我国白酒行

业的竞争格局和竞争态势。有助于企业了解消费者偏好，

结合自身品牌影响力，判断企业自身竞争优势，制定短

期营销策略和长期战略规划。

有助于理性引导消费者的消费偏好

因为消费者对香型的不了解，容易被部分商家市场

营销策略误导，存在“五粮液出名，浓香比酱香好；茅

台出名，酱香比浓香好”的情况。通过系统分析香型的

特点，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选择适合自己口感的香型

白酒。

有助于提高主流白酒香型的影响力

通过不同白酒香型间的对比，展现各香型白酒的优

势与特长，有助于增加主流白酒香型白酒的影响力，助

力系统分析主流白酒香型的发展前景和经营侧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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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体系
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的编制遵循以下原

则：

真实性

指数采用可考可查的实际运行数据，运用可以检

测和查阅的基础指标，严格控制样本数据的质量。

全面性
指标体系尽可能全面覆盖白酒行业发展内涵，未

来指标体系将随着融合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依据

社会反馈意见和建议进行调整。

实践性
指数指标体系关注影响白酒香型的关键要素，可

以帮助企业在实际管理中从不同的维度，找准定位，

制定切实可行的提升策略。

代表性
指数以 6 种白酒香型为核心样本设置指标体系，

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和代表性。

“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聚焦白酒香型，

从企业实力、影响力及发展潜力三个方面建立一整套

科学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价中国白酒主流香

型的竞争格局和发展态势。

企业实力从产量、销量、销售收入、利润等方面，

反映不同白酒香型的市场表现。影响力从网络、媒体、

消费者等方面，全面反映不同白酒香型获得的关注程

度。发展潜力从知识产权、品牌管理等方面，全面反

映不同白酒香型的持续发展能力。

指数设计原则

指数设计思路

指数样本

目前公认有 12 种白酒香型，分别是：浓香型、

清香型、酱香型、米香型、兼香型、特香型、豉香型、

老白干香型、芝麻香型、凤香型、药香型、馥郁香型。

本报告考虑数据可得性等条件限制，选取 6 种主流白

酒香型作为指数样本，分别为：浓香型、清香型、酱

香型、兼香型、老白干香型、馥郁香型。

指标体系

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指标体系包含 3 个一

级指标、8 个二级指标、17 个三级指标。一级指标，

从企业实力、影响力、发展潜力三个方面，展现中国

白酒主流香型综合情况；二级指标，是基于功能属性

对一级指标的具体展开，是对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

所需维度的具体阐释；三级指标，考虑数据可得性，

涵盖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各要素。

指标数据的采集遵循真实性、全面性、实践性和

代表性原则。三个层级指标经加权计算生成总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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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企业实力

企业规模
总资产规模
净资产规模

市场能力
产量
销量

上市公司市场份额

盈利能力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影响力

网络影响力
网络知名度
网络美誉度

媒体影响力
媒体知名度
媒体美誉度

消费者影响力
消费者知名度
消费者美誉度

发展潜力
知识产权

专利数量
商标数量

品牌管理
官方微信公众号综合
官方微博账号综合

依据本指标体系，最终形成两个指数结果，分别

为 2017-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分香

型）和 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评价指数。发展指

数主要衡量各香型在 2017-2019 年期间的发展速度

（增速）情况，评价指数主要对 2019 年各香型的发

展成果（实力）进行评估。发展指数以 2017 年各香

型的当期值为基期（100 点），以年度频率展现了

2017 年起中国白酒 6 种主流香型的发展变化趋势。

评价指数使用同一套指标体系及权重，对 2019 年中

国白酒 6 种主流香型的实力现状进行了横向对比，并

给出了评分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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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评价指数对 2019 年各香型白酒的发展成果进行

比较。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主要通过企业实力、影响力、发展潜力对各

香型的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比较。如图 1 所示，整体来看，2019 年酱香型和浓

香型发展情况位列第一梯队，在影响力方面，酱香型靠着强大的网络影响力和

媒体影响力，跃居第一；浓香型因为企业数量最多，所以在企业实力方面取得

较大领先；在发展潜力方面，浓香型、酱香型和清香型三种白酒，发展潜力较大。

图 1 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评价指数

总体
结论

2017-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分香型）对近三年间各香型

白酒的发展速度进行比较。近三年白酒行业持续增长，特别是 2018 年以来，

各香型发展速度差异化逐渐加大。兼香型表现出最高的增长速度，清香型和酱

香型发展速度基本一致，以 10.75% 和 10.45% 的增速分别达到 122.65 点和

121.99 点。而浓香型的增长速度则排在第四，年均增长 6.64%。

图 2 2017-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分香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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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力一级指数衡量中国白酒主流香型中主

要企业的基本实力。主要企业样本以在中国国内上

市的白酒企业为主。图 3 为 2019 年最新的白酒主

流香型企业实力现状，据此可看出，中国白酒主流

香型的企业实力发展程度差异较大，浓香型、酱香

型、清香型分列一二三位，其他香型白酒较为小众，

企业实力较弱。

企业实力

发展指数中，各香型的企业实力一级指数均保持

稳定提升，既表明整个白酒行业处于持续发展状态中，

也反映出上市企业竞争力的持续增强。其中，整体实

力较强的清香型和酱香型仍保持较高的增速，分别以

年均 22.75% 和年均 19.16% 的增幅达到 150.69 点

和 142.00 点。浓香型维持着 16.18% 的年均增长率。

三大主流香型的企业自身优势在持续增强。

从 2019 年企业实力一级指数的分维度发展程度

来看，酱香和浓香两大香型表现最突出。如图 5 所示，

在企业规模方面，酱香型与浓香型处于领先地位。在

市场能力方面，浓香型和清香型因销量较大，分别位

列前两位。在盈利能力方面，浓香型和酱香型遥遥领

先其他香型。

总体而言，浓香型企业实力保持领先，酱香型凭

借较高的企业规模和盈利能力排名第二，清香型的企

业规模和盈利能力相对较弱，但凭借较强的市场能力

排名第三位。

图 3 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评价指数——企业实力一级指数

图 4 2017-2019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分香型）——
企业实力一级指数

图 5 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评价指数——
企业实力一级指数（分指标）

分项指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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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规模二级指数中，各香型的发展速

度基本一致，年均增长速度在 10% 左右。其

中，规模较大的酱香型和浓香型保持了较高的

增速，分别为 13.36% 和 12.66%，体现了较

强的竞争力。规模较小的老白干香型增速最高，

为 13.45%。

企业规模

图 6 2017-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分香型）——
企业规模二级指数

市场能力二级指标通过产量、销量和市场

份额进行衡量。在市场能力二级指数中，酱香

型在产销量保持小幅增长的情况下，取得了

市场份额的大幅增长，让市场能力快速增长，

2019 年达到 124.96 点。馥郁香型的产量、销

量和市场份额虽然规模较小，但近三年间的发

展速度较快。

市场能力

图 7 2017-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分香型）——
市场能力二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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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市场份额通过对应白酒上市企业的销售收入与规模以上白酒企业销售收入相比进行计

算。酱香型、浓香型均取得了大幅增长。

图 8 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市场份额

盈利能力

图 9 2017-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分香型）——
盈利能力二级指数

在盈利能力二级指数中，各香型间

的发展速度差异较大。盈利能力二级指

数通过主营业务收入和净利润两个维

度进行衡量。随着市场能力的大幅提

升，清香型的盈利能力也取得了大幅提

升，年均增长速度为 40.37%。酱香型

白酒随着市场占有率的提升，品质愈发

受到认可，盈利能力的年均增长速度达

到 3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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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一级指数衡量中国白酒主流香型的综合影

响力水平。图 10 为 2019 年最新的白酒主流香型影

响力现状，据此可看出，酱香型影响力位居首位、浓

香型紧随其后，其他香型白酒影响力较为接近。

图 10 2019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评价指数——
影响力一级指数

发展指数中，各香型的影响力一级指数整体均呈

提升态势。其中，企业实力较弱的老白干香型表现出

较高的增速，年均增长率达到 9.99%。影响力最强的

酱香型，年均增长速度也达到了 6.65%，排名第二，

并呈现持续走高态势。

图 11 2017-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分香型）——
影响力一级指数

影响力

从 2019 年影响力一级指数表现来看，各香型不

同维度的发展程度差异如图 12 所示，在网络影响力

和媒体影响力方面，酱香型均取得领先。在消费者影

响力方面，浓香型表现较好。

图 12 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评价指数——
影响力一级指数（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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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影响力二级指数中，各香型的增长速度较

为稳定。清香型的发展速度最快，年均增长率达到

2.51%。浓香型和老白干香型的提升也较为明显。

在媒体影响力二级指数中，老白干香型的提升最

为明显。酱、浓、清三大主流香型中，酱香型发展最快，

年均增速达到 2.49%。

在消费者影响力二级指数中，老白干香型发展

速度最快，2019 年以 17.15% 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137.23 点。综合影响力最强的酱香型的年均增长速

度达到 13.81%，表现依然突出。浓香型和清香型表

现较为稳定。

网络影响力

图 13 2017-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分香型）——
网络影响力二级指数

图 14 2017-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分香型）——
媒体影响力二级指数

图 15 2017-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分香型）——
消费者影响力二级指数

媒体影响力

消费者影响力



消费者知名度通过消费者搜索

热度进行衡量。浓香型白酒因为品

牌多规模大，排在最前。酱香型白

酒排在第二，且保持稳定提升态势。

消费者知名度

图 16 搜索指数

消费者美誉度通过电商平台的

客户忠诚度和客户满意度进行计算。

共采集京东、淘宝、酒仙网等主要

电商平台网站的相关评论近百万条。

前三大主流香型中，酱香型白酒的

客户忠诚度提升最为显著，2019 年

34% 的消费者都表现为忠诚客户。

其他香型因为相对小众，客户忠诚

度普遍较高，特别是老白干香型，

近三年客户忠诚度增长迅速，2019

年更是达到 37%，位列第一。

消费者美誉度

图 17 客户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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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客户满意度

客户满意度整体均为小幅提升态势，其中，酱香型白酒、兼香型白酒、馥郁香型白酒在

年均增速和 2019 年客户满意度两方面均分列一、二、三位。通过消费者的评价表述可以对

不同维度的满意度进行进一步研究。不同香型间的口味满意度差异最大，2019 年酱香型白酒

最为领先，其次为馥郁香型和兼香型，老白干香型则排在最后。对包装和品牌的满意程度较

为接近，基本都处于 40% 到 50% 区间。对于品质的满意度也有一定差异，酱香型、兼香型

和馥郁香型位列第一梯队，满意度达到 40% 以上。

图 19 分维度客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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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潜力

发展潜力一级指数衡量中国白酒主流香型的持续

发展潜力。图 20 为 2019 年最新的白酒主流香型企

业发展潜力现状，据此可看出，浓香型、酱香型、清

香型分列一二三位，表现出较强的持续发展潜力。

发展指数中，各香型的发展潜力一级指数整体较

为稳定。其中，兼香型的年均增长速度最高，2019

年达到 164.01 点。其次分别为清香型和酱香型，分

别以年均 8.12% 和年均 6.29% 的增幅达到 116.89

点和 112.98 点。

在发展潜力一级指数下，各香型不同维度的发展

程度差异如图 22 所示，在品牌管理方面，酱香型的

表现最为领先。在知识产权方面，浓香型、清香型和

酱香型均有不错的表现。

图 20 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评价指数——
发展潜力一级指数

图 21 2017-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分香型）——
发展潜力一级指数

图 22 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评价指数——
发展潜力一级指数（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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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产权二级指数中，兼香型

表现较为突出，年均增长速度达到

21.3%。清香型、酱香型也保持较高

的增长速度。馥郁香型和老白干香型

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维护有所退步。

图 23 2017-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分香型）——知识产权二级指数

知识产权

在品牌管理二级指数中，酱、浓、

清三大主流香型中，酱香型的增长

幅度最大。所有香型中，兼香型的

增长幅度最快，2019 年对自媒体品

牌的投入展现出良好的效果，近三

年间品牌管理能力取得了较大提升。

图 24 2017-2019 年中国白酒主流香型发展指数（分香型）——品牌管理二级指数

品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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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设置

附录 计算方法

指数的权重设置采用层次分析法，先让专家结合

实际情况，对各项指标两两间的相对重要程度进行打

分，汇总多位专家的意见；然后计算出指标体系中各

项指标的权重，从而较好的反映品牌传播力总体发展

水平。

层次分析法的基本原理是依据具有递阶结构的目

标、子目标（准则）、约束条件、部门等来评价方案，

采用两两比较的方法确定判断矩阵，然后将判断矩阵

的最大特征值相对应的特征向量、分量作为相应的系

数，最后综合给出各方案的权重（优先程度）。

AHP 算法的基本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如下六个基

本步骤：

（1）明确问题。即弄清问题的范围，所包含的

因素，各因素之间的关系等，以便尽量掌握充分的信

息。

（2）建立层次结构。在这一个步骤中，要求将

问题所含的因素进行分组，把每一组作为一个层次，

按照最高层（目标层）、若干中间层（准则层）以及

最低层（方案层）的形式排列起来。如果某一个元素

与下一层的所有元素均有联系，则称这个元素与下一

层次存在有完全层次的关系；如果某一个元素只与下

一层的部分元素有联系，则称这个元素与下一层次存

在有不完全层次关系。层次之间可以建立子层次，子

层次从属于主层次中的某一个元素，它的元素与下一

层的元素有联系，但不形成独立层次。

（3）构造判断矩阵。这个步骤是层次分析法的

一个关键步骤。判断矩阵表示针对上一层次中的某元

素而言，评定该层次中各有关元素相对重要性的状况。

设有 n 个指标，{A1,A2...An}，aij 表示 Ai 相对于 Aj 的

重要程度判断值。aij 一般取 1, 3, 5, 7, 9 等 5 个等级

标度，其意义为：1 表示 Ai 与 Aj 同等重要；3 表示 Ai

较 Aj 稍重要；5 表示 Ai 较 Aj 明显重要；7 表示 Ai 较

Aj 强烈重要；9 表示 Ai 较 Aj 极端重要。而 2, 4, 6, 8

表示相邻判断的中值，当 5 个等级不够用时，可以使

用这几个数值。

（4）层次单排序。层次单排序的目的是对于上

一层次中的某元素而言，确定本层次与之有联系的元

素重要性的次序。它是本层次所有元素对上一层次而

言的重要性排序的基础。

若取权重向量 W，则有：

λ 是 A 的特征值，那么 W 是 A 的对应于 λ 的

特征向量。从而层次单排序转化为求解判断矩阵的最

大特征值 λmax 和它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就可以得出

这一组指标的相对权重。

为了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需要计算它的一致

性指标：

AW = λW

CI =
λmax n

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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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CI=0 时，判断矩阵具有完全一致性；反之，

CI 愈大，则判断矩阵的一致性就愈差。

（5）层次总排序。利用同一层次中所有层次单

排序的结果，就可以计算针对上一层次而言的本层次

所有元素的重要性权重值，称为层次总排序。层次总

排序需要从上到下逐层顺序进行。对于最高层，其层

次单排序即为总排序。

若上一层次所有元素 A1,A2...Am 的层次总排序已

经完成，得到的权重值分别为 a1,a2...am 与 aj 对应的

本层次元素 B1,B2...Bm 的层次单排序结构为 [bj
i,b

j
2...b

j
n]

T，这里，当 Bi 与 Aj 无联系时，bj
i=0。那么，得到的

层次总排序。

（6）一致性检验。为了评价层次总排序的计算

结果的一致性，类似于层次单排序，也需要进行一致

性检验。

CI =
j=1

m

aiCIj

RI =
j=1

m

ajRIj

CR =
CI
RI

CI 为层次总排序的一致性指标，CIj 为与 aj 对应

的 B 层次中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RI 为层次总排序

的随机一致性指标，RIj 为与 aj 对应的 B 层次中判断

矩阵的随机一致性指标；CR 为层次总排序的随机一

致性比例。同样，当 CR<0.10 时，则认为层次总排

序的计算结果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否则，就需要

对本层次的各判断矩阵进行调整，从而使层次总排序

具有令人满意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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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计算

数据处理

在原始数据处理方面，对样本品牌的各三级指标

原始值分别进行指标的无量纲化处理。

无量纲化是为了消除多指标综合评价中，计量单

位上的差异和指标数值的数量级、相对数形式的差别，

解决指标的可综合性问题采用的数据处理方法。

1. 评价指数

评价指数的三级指标采用最大值 - 最小值标准化

去除数据量纲。

对于正向的三级指标序列进行处理，公式如下

模型计算

评价指数与发展指数都采用简单线性加权方式计

算指数结果。将指数所有三级指标无量纲化后的数值

与其权重按如下公式计算就得到一级分项指数 ：

 

其中， 表示三级指标的权重。

然后加权，就得到总指数 I：

其中， 表示第 p 项一级指标的权重。

式中 i=1,2,3，i 代表二级指标 ; j=1,...k，k 为三级

指标的个数，j 代表三级指标。

2. 发展指数

发展指数的三级指标采用定基标准化的方法去除

量纲。

本研究对底层指标 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基

期是 2018 年第 1 季度，基期值为 100，对正向指标

采用的定基标准化计算公式如下：

表示三级指标的无量纲化取值， 表示三

级指标在第 t 期的取值， 表示三级指标在基期

2017 年的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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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信息社，是新华社经济信息事业的市场主体，初步构建起了多个国家级

信息平台，包括服务国家金融信息安全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华财经”、服务“一带

一路”倡议的“新华丝路”、服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新华信用”，专门从事指数

编制、发布、运维及推广的“新华指数”。

中国经济信息社在国内设有 30 家分中心 , 在全球构建起覆盖主要国际金融中心

城市、“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城市的信息采集网络 , 为海内外 2 万多家用户提供独家、

权威、专业的财经、智库、指数、信用、政务、行业、舆情及“一带一路”信息服务。

关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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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南              昆明市西山区红塔西路 7 号

陕   西              西安市新城区皇城西路 20 号

湖   北              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356 号

湖   南              长沙市迎宾路 179 号 

河   南              郑州市花园路 85 号新闻大厦

山   西              太原市高新区东渠路西二巷 001 号

江   西              南昌市红谷滩赣江中大道 688 号

辽   宁              沈阳市浑南新区浑南三路 4 号 

黑龙江              哈尔滨市香坊区珠江路 35 号

吉   林              长春市东中华路 913 号

贵   州              贵阳市北京路 19 号 

海   南              海口市滨海大道 89 号

甘   肃              兰州市东郊巷 15 号                                       

宁   夏              银川市文化西街 33 号                                   

新   疆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南路 1688 号           

010-58361078

0311-85264533

022-83861567

021-24020043

025-83109801

0571-81189670

0551-63699085

020-83300283

0591-87381958

0531-83188041

0471-6664066

0971-6236544

023-89186777

0771-2086032

028-85282062

0871-64094586

029-87212286

027-68881182

0731-82684521

0371-65559560

0351-4665068

0791-83985150

024-23828931

0451-82395597

0431-88463069

0851-88667531

0898-68527591

0931-8716044

0951-2967023

0991-8805611

全国
服务
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