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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够带动未来区域经济的发展,深入研究这些产业的空间特征对区域内产业空间结构优化

调整有重大意义。【方法】运用Ripley’sK 函数、核密度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地理集聚特征及空间演变特

征,并引入空间化的GDP数据分析了产业分布与GDP的关系。【结果】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化特征明显,各类产

业集聚程度均呈增加趋势,但不同产业类型的集聚特征存在显著差异;4个时期的最高核密度值依次为:0.47,3.30,

16.33,29.06,核密度最高值均出现在主城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平均中心移动轨迹整体表现为由东北逐渐向西南方向偏

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时空演变规律与空间化的GDP数据高度吻合。【结论】研究探明了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格

局演变的特征,并印证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区域GDP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为相关部门在宏观上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调

控和布局提供了有效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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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未来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引领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1-3],详细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特征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概念是中国于2009年首次提出,主要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
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产业。目前,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选择、产业演变、传统产业结构

升级、政府政策影响、国际经验及比较等方面[1-3]。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地理集聚及时空变化的研究较少。主

要有韩跃和卢婷等人[4-5]从产业数量、工业产值、平均就业人数这3方面,利用区位商等方法对产业的时空演变

和地理集聚进行了分析。但这些方法受行政区划的局限,不能有效反映产业在空间上的连续分布及变化的特征。
事实上,基于产业点借助一些函数和工具对产业集聚的计算方法已渐趋成熟[6]。其中,K 函数和核密度函

数在产业的集聚计算中应用广泛。K 函数通常用来计算产业的集聚程度和集聚规模。如 Marcon和Puech[7]运
用K 函数对法国的2位数制造业的不同距离尺度下的集聚情况;孟斌等人[8]运用K 函数计算了北京房地产业

在0~20km由集聚向分散演变的特征。而核密度函数能将产业的地理集聚及演变有效表现在空间上。如方忠

权[9]运用核密度函数分析了广州省在1991-2011年会展业的核密度在4个集聚区的演变情况;陈晨等人[10]计

算了沈阳市第三产业和交通网络中心的核密度,并根据两者的核密度空间分布图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但单一运

用这两类函数进行计算时,存在一定问题。K 函数进行地理集中的分析不能将这种集中度表现在空间上,核密

度函数则不能表现出产业的集聚规模。因此,本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点为依托,采用这两种方法分别对产业进

行地理集聚的计算,这样既能有效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和演变情况,又能把握产业的集聚距离

和集聚规模。
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而GDP是衡量国民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

之一。因此,有必要探究该类产业与GDP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运用K 函数计算了目前重庆市7类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集聚程度和集聚距离,然后运用核密度函数和平均中心表现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及演变趋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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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引入空间化的GDP数据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和GDP的空间关系,探究战略性新兴产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重庆市作为中国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也是中国现代制造业的重要基地,正努力发展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

经济增长极,以有效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一带一路”重要建设。重庆市肩负着扩大西南地区开放开发以及三

峡库区的生态文明建设等重任,经济战略地位极其重要。随着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的制定,重庆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得到高速发展,已发展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地理集聚特征和经济效

益进行研究,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该产业在重庆市的发展方向,所得结果可作为相关部门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布局和调控政策的依据,并为政府部门的宏观经济调控和决策提供有效参考。

1数据处理及研究方法

1.1数据获取与处理

本文所用产业数据属性包含行业代码、产业地址、业务活动、开业年份和企业名称等信息。由于重庆市企业

2008年以前的行业代码使用的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GB/T4754—2002》,且本文所获得的2008年以后数

据属性缺少行业代码,为使产业数据符合研究要求,参考《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代码GB/T4754—2011》对2008年

前的行业代码进行修正,并在参考企业业务活动内容的基础上对2008年后的行业代码进行补充。根据《战略性

新兴产业分类(2012)(试行)》的行业代码和产品挑选出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数据,综合利用ArcGIS软件、
百度坐标拾取软件以及Googleearth坐标查询等软件加入经纬度坐标以转换为空间数据,最终构建重庆市战略性新

兴产业企业空间数据库。对结果进行抽样验证,共随机抽取总数据的30%,发现总体精度为98%,符合要求。
空间化的GDP数据是以DMSP-OLS和NPP-VIIRS的夜间灯光数据为基础,参考相关学者研究成果[11-14]

反演得到。根据以往学者经验[11-14],灯光区主要视为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第一产业比重

极小,因此本文只空间化了二、三产业的GDP作相应的研究。将模拟的GDP值与统计值进行对比,发现各区县误

差均小于20%,认为可以用于本文的研究。最后,利用ArcGIS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空间投影及转换,统一坐标系。

1.2研究方法

根据重庆市产业发展历程[16]、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阶段的宏观背景及相关专家意见,将研究分为4个

研究阶段:1990年之前(改革开放初期)、1991-2000年(经济发展时期)、2001-2008年(重庆市直辖初期)、

2009-2014年(政策影响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地理集聚特征的研究主要从集聚程度、距离以及空间分布演变

3个方面进行分析。本文首先运用K 函数计算了现阶段重庆市各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程度和距离,然后通

过核密度和平均中心方法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在空间上的分布及演变特征。

1.2.1Ripley’sK 函数 K 函数由Ripley提出,又称Ripley’sK 函数。由于K 函数使用研究区所有的点距离

对聚集模式进行度量,比G 函数和F 函数更加稳定可靠,是目前较为常用的方法[17]。Ripley’sK 函数通过以事

件点为中心,d为半径作圆,得到圆内点的数量;计算所有的圆内点数量的平均值,然后计算平均值与研究区的点

密度的比值,得到K(d)值;针对不同距离重复上述过程。公式如下:

K(d)=A∑
n

i
∑
n

i

wij(d)
n2

,wij(d)=
1,wij ≤d
0,wij ≥{ d

,i,j=1,2,…,n,i≠j, (1)

式中:d为距离尺度,A 为研究区总面积,n为企业数量,wij为企业i与企业j之间的距离。

1977年Besag[18]对K 函数进行了修正,提出L(d)函数:L(d)= k(d)
π -d。L(d)值为K 观测值与K 期望

值的差值(即ΔK)。当L(d)>0时,表示产业点集中分布;当L(d)<0时,表示产业点分散分布;当L(d)=0时,
产业点随机分布时;用L值由正转负时的距离表示产业保持集聚模式的最大距离。L函数解决了K 函数每次计

算结果与πr2 比较的繁杂过程,更易于使用。一般采用 MonteCarlo法来模拟检验L 函数的点要素空间分布模

式的显著性,置信度设置为99%[9]。

1.2.2核密度估计和平均中心 核密度分析工具的运行方法是借助一个移动窗口,根据核函数计算点或线要素

在每单位面积的值以此将每个点或线要素拟合成平滑锥状面,曲面中心位置的密度值最高,向外逐渐降低,曲面

边缘位置的密度值为0,中心位置的核密度为整个窗口范围内的密度之和[10],核密度分析工具用以将产业点的

集聚特征表现在空间上,计算公式为:fn(x)=1nh∑
n

i=1
kx-xiæ

è
ç

ö

ø
÷

h
,式中:k(·)为核函数方程,h为窗口带宽h>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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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为窗口内的点数,x-xi 为估计点x 到样本点xi 处的距离。fn(x)值越大,核密度越高。
平均中心表示研究区域中所有要素的地理中心,可用于追踪分布的变化[19]。本研究通过ArcGIS软件求取

各时段产业点的平均中心位置,定量的描述产业点平均中心的时间变化,避免了传统意义上人为确定平均中心

时主观因素的强影响。

2结果与分析

2.1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度分析

详细了解目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程度可以有效评估现阶段各类产业的发展状况,为政府选择在多大范

围内打造哪种产业类型集聚区提供科学依据,本文运用ArcGIS中的Ripley’sK 函数分别计算了7类产业在不

同距离尺度下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计算结果见表1。其中,D1 代表产业由集聚模式转为离散模式时的距离,D2

代表集聚规模,Lmax代表集聚程度。

表1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L值各状态下对应的距离

Tab.1 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correspondingtoeachstateoftheLvalue km

产业类型
1990年 2000年 2008年 2014年

D1 D2 Lmax D1 D2 Lmax D1 D2 Lmax D1 D2 Lmax

节能环保产业 165 65 47 185 75 65 200 70 71 200 40 78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80 40 18 185 35 91 205 20 124 205 15 136

生物产业 140 45 56 165 35 84 195 35 92 210 35 99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90 20 49 105 25 53 125 35 57 160 40 96

新能源产业 15 10 6 35 10 11 160 35 67 165 35 76

新材料产业 120 40 53 165 60 75 180 70 82 200 75 98

新能源汽车产业 15 10 3 115 30 54 145 25 80

  注:D1 表示L值由正转负时距离,D2 表示L达最大时的距离,Lmax表示L的最大值,无数据的表示产业为离散模式

通过表1发现除1990年新能源汽车产业外,其他时期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分布模式均在一定距离内

呈集聚式分布,且不同时期不同产业的集聚程度和集聚规模存在显著差异。在1990—2014年4个时期重庆市

战略性新兴产业由集聚转向离散模式时的距离和L的最大值均呈现出扩大的趋势,表明产业的集聚程度一直呈

增加的趋势。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大部分集中在产业园区,且各企业之间联系密切、多生产配套产品,1990年之

后一直是集聚程度最大的产业,“十二五”期间,更是成为重庆市重点培养的下一个主导产业[20],使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得到迅猛发展;至2014年,在15km时集聚程度达到最高,在205km时由集聚转为离散模式。由于重庆

市地处长江上游且内辖三峡库区大部分地区,生态建设尤为重要,因此节能环保产业起步较早,数量众多,但限

于产业本身性质,企业间联系不紧密,分布较为分散,前期节能环保产业的集聚程度在7类产业中较大;至2014
年,在距离为40km时集聚程度达到最高,在200km时转为离散模式分布。在1990-2008年高端装备制造业

的集聚程度相对较小,随着近些年来重庆市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有效推动了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快速发展,至2014
年,集聚程度已相对较高,在40km时达到最大值,在160km之外转为离散模式。由于重庆市新能源汽车企业

数量很少,又多分布于重庆市主城区及周围区县,导致该产业1990年甚至呈离散模式发展,直至2014年集聚程

度依然较低。生物产业作为重庆市三大先导产业之一[20],起步较早且原料指向明显,一直表现出集聚程度较高

的特点,在35km时达到最大值。新能源产业在重庆的企业数量较少且对能源依赖性较强,导致该产业集聚程

度和规模均明显偏低。新材料产业是7类产业中集聚规模最大且集聚程度相比较高的产业,集聚规模远高于其

他6类产业,唐潜宁[21]研究发现重庆市有色矿产资源富集,发展新材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而该类产业分布

广泛、数量众多,且新材料产业原料指向明显,1990-2014年一直表现出集聚程度和集聚规模均较大的现象,在
距离为75km时集聚程度才达到最大值,是7类产业中集聚规模最大的产业。

2.2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分布特征

为了更好地解析这种集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演变特征,本文借助ArcGIS软件分别对重庆市4个时段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了核密度估计分析和平均中心迁移分析,得到不同时期产业地理集聚的空间分布及相应的演

56第4期           祝汉收,等: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集聚测度及时空演变分析



变特征。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产业核密度在空间上的演变过程,本文以1990年为基础,参考自然断点法(Jenks)和
各时段的核密度值分布情况,对核密度结果进行了分级(图1~图4)。

注:本文重庆市地图底图均来源于重庆测绘地理信息网“重庆

市地图”,审图号:渝S(2015)022

图1 1990年核密度和产业点分布

Fig.1 Kerneldensityandindustrypointdistributionin1990

图2 2000年核密度和产业点分布

Fig.2 Kerneldensityandindustrypointdistributionin2000

图3 2008年核密度和产业点分布

Fig.3 Kerneldensityandindustrypointdistributionin2008

图4 2014年核密度和产业点分布

Fig.4 Kerneldensityandindustrypointdistributionin2014

通过图1~图4和表2分析可知不同时期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数量一直呈增加趋势,2000-2008年时

间段内增加最多,是产业得到迅猛发展的重要时段。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最高核密度在4个时段分别为

0.47,3.30,16.33和29.06,呈逐渐增大的趋势,且均出现在主城区中心地带。1990年之前为中国改革开放时

期,该时期中国经济还比较落后,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数量极少,多是一些节能环保和生物制药等发展较早的

产业,且多数分布在主城区内,其他地区则较为分散,整体的集聚度极低(如图2)。1991-2000年为中国的经济

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为重庆市产业复苏的阶段,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数量迅速增加,但
新材料产业集聚程度相对前两者略小,产业在主城区中心地带持续集聚的同时也向周围地区快速扩展,在渝东

北地区则以万州区为核心逐渐向周围扩展。2001-2008年为重庆市直辖初期和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提出

前的一段时期,重庆市直辖后,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一定的体制创新政策,促进重庆市经济快速发展[22],引进了

大量的先进技术和高科技人才,7类产业均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和节能环保产业数量急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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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核密度最大值均高于1.5。此时,战略性新兴产业点在整个重庆市范围内已普遍存在(图3),主城区高端要

素集聚,产业集聚程度急剧增大,同时主城区周围的区县则形成多个集聚中心,这一时期是整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极其重要的发展时期。2009-2014年为世界金融危机后,全球进入新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中国提出战

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并大力发展的阶段,此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已得到长足发展,重庆市为响应国家战略政策,在
“十二五”期间,制定实施了“2+10”产业链集群建设方案[20],使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有了更好的发展平台和优

势,产业数量持续增加,集聚程度越来越高。空间上,重庆市在4个时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密度总体呈现出多

核心的分布格局。其中,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技术产业及生物产业和整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分布规律基本一致,
均在主城区分布最多,围绕主城区呈逐渐衰减趋势分布,在主城区周围形成多个集聚核心,同时在主城区至万州

区一带广泛分布,而渝东北城口县至奉节县一带和渝东南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产业数量极少,总体呈零

星分布;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产业在主城区中心及周围地区分布极多外,受重庆市国家新材料基地建设的

影响,在主城区的北碚区分布也较多;新能源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则主要分布在主城区中心地带。依据7类

产业的分布规律,相关部门可以适当将主城区资源导向的产业扩散到周围资源丰富的地区,以减轻主城区的空

间压力,并在周围多个小核心区增加相应新兴产业,以扩展产业的规模,促进区域整体经济的发展。

表2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4个时期的核密度最大值变化情况

Tab.2 TheKernelDensitychangeof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infourperiods

产业类型
1990年 2000年 2008年 2014年

个数 核密度 个数 核密度 个数 核密度 个数 核密度

节能环保产业 190 0.07 607 0.38 1969 1.53 2625 2.50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20 0.01 218 0.34 1323 2.80 1966 4.64

生物产业 50 0.04 184 0.25 697 1.02 1008 1.52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27 0.04 105 0.15 318 0.33 692 0.93

新能源产业 5 0.01 14 0.02 118 0.11 203 0.26

新材料产业 37 0.03 233 0.14 785 0.50 1359 1.09

新能源汽车产业 4 0.01 11 0.02 71 0.07 171 0.24

战略性新兴产业 333 0.47 1372 3.30 5281 16.33 8024 29.06

图5 战略性新兴产业平均中心变化

Fig.5 Theaveragecenterchangeofindustrialpoints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重庆市不同时段战略性新兴产

业在空间上的演变规律,用平均中心分析方法计算得出产

业的变化轨迹。通过对比重庆市不同时段战略性新兴产

业平均中心的位置(图5和表3),发现平均中心的移动轨

迹由东北逐渐向西南主城区方向偏移。1990年之前,中
国产业发展还比较落后,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数

量极少且分布较零散,中心城区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高度

集聚的现象,整个产业的平均中心处于4个时段的最靠近

东北的位置;至2000年,随着主城区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发展,节能环保、生物、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平均中心均向西南方向偏移,而高

端装备制造业向东北方向偏移较小距离,新一代信息技术

和新材料产业则向西北偏移少量距离,整体的平均中心向

西南偏移,偏移距离为10074.88m;2001-2008年新能

源汽车产业和占比重较大的节能环保产业平均中心均向

东南偏移,而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继续向西南偏移,高端

装备制造业向西北偏移,其余产业则向东北偏移,这一时

期渝东北的万州区经国家扶持,经济迅速发展为渝东北地区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带动万州区至主城区一带区县

的经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增大,同时随着渝东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产业数量也逐渐增加,最终使战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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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整体的平均中心位置向东南方向有少量偏移,偏移距离为3279.801m;至2014年,由于政策的影响,
渝东南和渝东北这两个区产业布局不会过多,而主城区及周围区县新兴产业进一步增加和集聚,除生物产业外,
其余6类产业的平均中心均向西南都市区偏移,导致整体继续向西南方向偏移,偏移距离为5827.591m。

表3 战略性新兴产业平均中心轨迹的变化情况

Tab.3 Theaveragecenterchangeof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

产业类型
2000年 2008年 2014年

偏移距离 偏移方向 偏移距离 偏移方向 偏移距离 偏移方向

节能环保产业 8855.62 西偏南 7074.38 东偏南 6085.13 西偏南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4689.43 西偏北 8184.42 西偏南 4269.09 西偏南

生物产业 10436.64 西偏南 5028.07 东偏北 970.06 东偏北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5113.56 东偏北 3979.04 西偏北 3213.88 西偏南

新能源产业 21093.36 西偏南 22824.46 东偏北 10826.29 西偏南

新材料产业 2603.79 西偏北 8897.55 东偏北 2543.63 西偏南

新能源汽车产业 6989.07 西偏南 7377.17 东偏南 1516.09 西偏南

战略性新兴产业 10074.88 西偏南 3279.80 东偏南 5827.59 西偏南

通过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密度时空变化规律及平均中心的变迁,结合重庆市经济政治体制和政策的变化

历程,发现由于主城区高端要素集聚,又是重庆市的经济政治发展中心,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该地区起步较早,发
展较好,是整个重庆市核密度最高的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及产业的不断发展,产业集聚逐渐向主城区的外围

区县扩散,并以各区县为中心形成多个产业集聚中心。渝东北地区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亦是长江上游

地区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虽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对主城区及主城区周围区县略差,但随着国家及地区一

系列扶持政策的实施,从万州区至主城区之间逐渐形成沿长江的经济长廊,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有效发展,两地

之间的各区县形成了多个产业发展高地;而渝东南地区地处武陵山区,地形复杂,植被覆盖率较高,经济发展相

图6 2000年GDP空间分布图

Fig.6 SpatialdistributionofGDPin2000

对落后,是重庆市典型的生态屏障和扶贫示范区域,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数量极少且发展相对缓慢。通过以上

分析,从侧面反映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除自身的区位指向外,城市化进程、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行政体制和

宏观经济背景等社会经济因素对产业的布局和发展也有较大的影响。

2.3战略性新兴产业与GDP的空间关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未来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产

业[3],为了能更好地解析重庆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与战略

性新兴产业时空分布的关系,本文引入空间化的GDP数

据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点及产业点核密度的空间分布特

征作对比,通过分析两者之间的空间关系,探究各时期的

战略性新兴产业能否有效促进GDP增长。由于重庆市

在1997年直辖,使得1990年的各区县GDP统计数据收

集困难,所以本文只反演了2000年、2008年和2014年这

3期GDP空间化数据,并以2000年为基准,参考自然断

点法(Jenks)对GDP进行了分级(如图6~图8)。
通过对比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点及核密度分布图

(图2~图4)和GDP空间分布图(图6~图8)可以发现,GDP
的空间分布及时间变化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数量和核密

度分布呈现高度的相似性,总体表现为:在各时期,战略

性新兴产业核密度高的地区GDP产值较高,核密度低的

地区GDP值较低,GDP最大值和产业点核密度最高值

均出现在主城区中心位置,主城区周围区县受主城区的

86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www.cqnuj.cn           第35卷



图7 2008年GDP空间分布图

Fig.7 SpatialdistributionofGDPin2008

辐射扩散的影响,GDP和产业核密度相对较大,主城区

至万州区一带,GDP产值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密度值均

较高。在经济发展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是贡献GDP
的组成部分之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能否有效促进

GDP的增长是本文关注的重点。通过对比战略性新兴

产业点和GDP的时空分布规律可以发现,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GDP增加的趋势保持一致,2001-2008年为重庆市

直辖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全市GDP从1603.16亿元增

加到5096.66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数量则从1372个

增加至5281个,经济和产业均在迅速发展;2009-2014
年是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的重要时期,战略性新

兴产 业 个 数 增 加 至 8024 个,全 市 GDP 则 增 加 至

14262.6亿元,在全市GDP迅速增长的同时,战略性新

兴产业也在急速扩展。根据《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及相关文件,重庆市自2011年实施战略性

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以来,通过增加项目基金投入和优化

扶持政策等措施,使得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长足有效的

发展,至2014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已达到600亿元,

图8 2014年GDP空间分布图

Fig.8 SpatialdistributionofGDPin2014

比2013年增长了20.1%,2015年则更是达到了1664亿

元,占工业产值增长贡献率的30%左右,结合GDP与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空间分布趋势对比,可以发现战略性新

兴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增加战略性新兴

产业数量和合理地调整布局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较好的

促进带动作用。

3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产业点数据计算了重庆市不同时期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空间集聚和演化特征,并结合重庆市不同区

位情况和不同时期产业的发展条件定性地描述了影响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7类战略性新

兴产业在重庆市集聚特征明显,各类产业集聚程度均呈

增加趋势,但受自身性质和政府政策的影响,集聚程度和

集聚距离存在显著差异;战略性新兴产业在4个时期核

密度最大值分别为:0.472,3.303,16.328,29.058,核密

度持续增大,主城区高端要素越来越集聚,辐射带动作用

更加突出;4个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密度最高值均出现

在主城区内,周围区县略低,渝东北的万州区一带核密度较高,并在万州区和主城区之间形成长江经济长廊,渝
东南作为生态保护发展区,核密度整体较低;战略性新兴产业平均中心的轨迹整体表现为从东北向西南偏移的

趋势;最后通过对比战略性新兴产业和GDP的时空分布,结合相关统计数据,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能有效促进

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重庆市主城区、主城周围区县、渝东北及渝东南地区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特

征,一方面说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受自身需求、地区资源及地理要素等资源环境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受

地区宏观经济发展背景、政府扶持政策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在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时,可以根据地区

特有的资源类型布设有特定需求的产业,同时,制定相对应的发展政策,以推进该产业的迅速发展,加快产业集

聚中心的形成。
近些年来,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迅猛,形成众多产业集聚中心,但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和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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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特征的研究还很欠缺,本文系统地分析了重庆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地理集聚的演变特征及影响因子,丰富了

相关方面的研究,并利用空间化的GDP数据分析证明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与GDP在空间上的分布和演变趋势一

致,通过合理地布局可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最终的研究结果与重庆市的经济发展现状、经济政策和山地

城市特征相吻合,说明本文所用研究方法得出的结果是可信的。计算结果可为政府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构建产业集聚区及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提供有效参考。但本文的研究内容只以定量的方式测度了战略性新兴

产业的集聚特征,缺少对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定量计算。因此,下一步的研究中应对影响因子及它们的作用机制

进行定量计算分析,以期得到重庆市不同地区各类产业发展的适宜度,并提出各区县布局某类产业规模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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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EnvironmentandEcologyinThreeGorgesArea

TheGeographicAgglomerationofChongqing’s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Basedon
GISandItsRelationshipwithGDP

ZHUHanshou1,2,3,LIUChunxia1,2,3,LIYuechen1,2,3,4

(1.College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

2.KeyLaboratoryofEnvironmentRemoteSensingintheThreeGorgesReservoirArea,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

3.KeyLaboratoryofGISApplication,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Purposes]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playaleadingroleinthelong-termdevelopmentofregionaleconomicsociety.Itis
ofgreatsignificancetothespatialcharacteristicsof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inordertooptimizeandadjustthespatialstructure
ofregionaleconomy.[Methods]Thegeographicalagglomerationandspatialevolutionof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arestudiedby
usingRipley’sKfunctionandkerneldensityanalysis.TherelationshipbetweenindustrialdistributionandGDPisanalyzedbyintro-
ducingspatialGDPdata.[Findings]Itisfoundthattheagglomerationof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inChongqingisobvious,and
thedegreeofagglomerationofallkindsofindustriesisincreasing,buttherearesignificantdifferencesintheclusteringcharacteris-
ticsofdifferentindustrialtypes;thehighestKernelDensityvaluesinthefourperiodswere:0.47,3.30,16.33and29.06,andthe
highestvaluesofKernelDensityappearedinthecentraldistrictsofChongqing;theaveragecenteroftheentireindustrymovingtraj-
ectorymanifestedbythenortheastgraduallyshiftedtothesouthwest.Finally,thetemporalandspatialevolutionofstrategicemer-
gingindustriesisfoundtocoincidewiththespatialGDPdata.[Conclusions]Theresultsofthisstudyenrichedtheresearchcontentof
the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inthespatialpatternofChongqing,andfoundthatthe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caneffectively
promotethedevelopmentofregionaleconomy,forthegovernmenttovigorouslydevelopthe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whichin
themacro-controlandlayoutprovidesaneffectivebasis.
Keywords:Chongqing;strategicemergingindustries;spatio-temporalevolution;GDPspati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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