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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三峡库区重庆段22个区县1997—2011年人口和GDP数据,计算各区县的人口地理集中度、经济地理集中度

和二者的耦合指数,分析三峡库区重庆段各区县人口和经济集聚特征,人口与经济耦合类型,并在Geoda软件支持下对各

区县人口与经济耦合指数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三峡库区重庆段人口地理集

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出西南高东北低的分布特点;根据人口与经济地理集中度耦合指数将三峡库区重庆段22
个区县划分为人口集聚超前于经济集聚、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协调发展、人口集聚滞后于经济集聚等3种划分类型;全局

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1997—2011年研究区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具有较高空间集聚特征但呈下降趋势;局域空间自相关

分析进一步表明研究区局域集聚程度也较高,并且空间集聚主要分布在重庆主城和研究区东北部。重庆主城由于地理位

置优越,交通便捷,故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人口集聚程度高;研究区东北部地理环境较差,交通不便,产业结构单一,故
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人口集聚程度低。为了降低三峡库区重庆段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的不均匀程度,建议调整产业政

策向研究区东北区域倾斜以促进当地产业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回流;并且研究区东北区域也应抓住自身优势大力发展优势

产业。同时还可采取改善重庆主城至研究区东北区域的交通条件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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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认为,人口的不断增长是一个国家和区域经济繁荣的象征,且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是经济发

展的原因[1]。区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辩证关系,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可以促进人口的集聚,人口的集

聚同时又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2]。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轴心问题。因此,人口与经济之

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倍受人口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研究者的关注。目前研究者大多集中在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适度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并运用描述性方法或传统的数量统

计模型开展研究[3-5],有关从空间分布来研究区域人口与经济之间的耦合关系的研究鲜有所见。
举世闻名的三峡库区位于长江上游下段,地处四川盆地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结合部,是长江流域生态系统

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通道。长江上游是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屏障,三峡库区扼守生态屏障的咽喉地带,
是具有全球保护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之一。同时库区包括多个国家级贫困区县,当地生态环境的优劣不

仅直接关系到三峡工程的安全,更关系到整个长江流域的生态安全与区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6]。与此同

时,重庆市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支援西部地区发展的桥头堡,是消除东西部经济差异,实现东西部社会经济融合

的支撑点[7]。三峡库区重庆段占整个三峡库区面积的85%[8],其不仅包括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主城9区,也包

括9个国家级贫困区县。本研究试图以三峡库区重庆段22个区县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研究区1997—2011年

人口和GDP数据计算人口地理集中度、经济地理集中度以分析研究区人口、经济的分布现状,然后计算人口与

经济地理集中度耦合指数,根据耦合指数对研究区进行类型划分并在Geoda095i软件支持下分析人口与经济耦

合指数空间自相关,以此揭示区域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程度。研究三峡库区重庆段的人口与经济空

间耦合关系可为制定区域长远发展规划、改善生态环境以及政府制定人口与经济方面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从
而实现该区域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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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区在重庆市的地理位置

Fig.1 ThegeographicallocationofstudyareainChongqing

1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三峡库区重庆段位于长江上游

下段,地理坐标28°31′N~31°44′N、
105°49′E~110°12′E,东南、东北与

鄂西交 界,西 南 与 川 黔 接 壤,西 北

与川陕 相 邻[6]。研 究 区 幅 员 面 积

46158.53km2,占整个重庆市面积的

56.02%(图1),包括渝中区、沙坪坝

区、南岸区、江北区、大渡口区、九龙

坡区、北碚区、渝北区、长寿区、江津

区、巴南区、涪陵区、忠县、万州区、丰
都县、开县、云阳县、奉节县、石柱县、
武隆县、巫山县和巫溪县共22个区

县,下辖260个乡、333个镇。2011
年三峡库区重庆段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315.67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73.07%,年末总人口为1958.44万人,占
全市总人口58.82%。

1.2数据来源

数据资料来源于1998、2012年《重庆统计年鉴》和三峡库区重庆段、重庆市DEM数据,其中自重庆市直辖以

来,三峡库区重庆段各区县行政区划进行过调整,本文统一以2011年末的区县级基层行政单位为依据,合并后

有关区县的数据为合并前各项数据的汇总值[9]。根据以上数据分析研究区人口、经济的分布现状,根据人口与

经济耦合指数对研究区进行类型划分并在Geoda095i软件支持下分析人口与经济耦合指数空间自相关。

2三峡库区重庆段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关系及变化

2.1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

地理集中度是表明某项活动在地域上集中程度的指标,一般应用地理集中指数来表征[10]。为衡量三峡库区

重庆段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状况,计算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这样不仅综合考虑了大区域的人口、
经济总量与区域面积的因素,同时也成为衡量人口、经济空间分布的有效指标[11]。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

集中度计算方法如下

RPGCit=
popit/GDPt

landit/LANDt
;REGCit=

gdpit/GDPt

landit/LANDt
(1)

其中RPGCit
和分别REGCit

表示i地区t时刻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popit、POPt分别表示i地区t时刻

人口数量和三峡库区重庆段总人口数量;gdpit、GDPt分别表示i地区t时刻GDP数值和三峡库区重庆段的

GDP数值;landit、LANDt分别表示i地区t时刻国土面积和三峡库区重庆段总面积。
根据(1)式分别计算1997年、2011年三峡库区重庆段各区县的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并依据

值的大小划分为5个等级,绘制相关分布图如封三彩图2所示。由图中可知,三峡库区重庆段人口地理集中度

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分布格局均呈西南高东北低。三峡库区重庆段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呈现大城市带

大农村的格局。三峡库区重庆段地势由南北向长江河谷逐级降低,西南部地形以丘陵、山地为主,以第二、三产

业为主导产业并且人居环境条件较好。同时西南部以重庆主城为核心是重要的老工业基地,特别是直辖以来享

受各种直辖市优惠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政策,都市区的辐射作用也带动周边区县的经济发展。这些均促进了三峡

库区重庆段西南部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普遍较高。三峡库区重庆段东北部有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山高坡

陡,生态环境比较脆弱,以农业为经济来源,土地可利用性差,矿产资源优势度低,经济发展类型单一且发展水平

较低,导致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普遍偏低。
除此之外,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有一定的偏差性和关联性。偏差性主要表现在三峡库区重庆

段东北部人口地理集中度一般,但经济地理集中度普遍偏低,主要是该区域处于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自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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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恶劣,科技落后,产业结构单一等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实力低,经济集聚程度低。关联性表现在人口地理集中度

和经济地理集中度最高的区县均是渝中区,最低区县均是巫溪县。在“314”总体部署和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设立的大背景下,渝中区作为重庆市的政治中心,抓住机遇已打造成为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并成为重

庆都市发达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四中心、两高地、一枢纽”地位,即金融、文化、信息和商贸中心,基础教

育和医疗卫生高地以及水陆客运交通枢纽。巫溪县是重庆市经济发展最落后的一个县,巫溪县境内山地占

93%,相对高差达1000m,是典型的中深切割中山地形,交通不便,这些均导致巫溪人口、经济地理集中度最低。
为了进一步说明三峡库区重庆段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的耦合关系,应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

分别对1997年和2011年人口地理集中度与经济地理集中度进行回归分析,经计算得出回归方程和相关系数分

别为:y=3.313x-2.835,R2=0.999(1997年);y=3.188x-3.132,R2=0.999(2011年)。两个方程相关系数

均大于0.99,说明三峡库区重庆段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耦合程度较高。
2.2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类型匹配

为深入研究人口地理集中度与经济地理集中度存在的耦合特征,用人口集中度和经济集中度的相对比例来

衡量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关系[2],用耦合指数I表示,计算公式为

I=人口地理集中度/经济地理集中度 (2)
利用(2)式分别计算1997年和2011年人口与经济耦合指数,并在ArcGIS软件支持下将三峡库区重庆段22个

研究单元划分为3种耦合类型(封三彩图3):人口集聚滞后于经济集聚(一类地区)、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协调

(二类地区)、人口集聚超前于经济集聚(三类地区)。从图中可看出,1997年三峡库区重庆段人口与经济耦合类

型空间分异比较明显,3种类型集聚程度均较高。人口集聚滞后于经济集聚的区县主要分布在重庆主城,即渝中

区、沙坪坝区、南岸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江北区和北碚区;人口集聚与经济集聚协调主要分布在一类地区的

周边,为江津区、渝北区、巴南区、长寿区和涪陵区;分布在二类地区东侧和东北侧的武隆县、丰都县、忠县、石柱

县、万州区、开县、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和巫溪县属于人口集聚超前于经济集聚。一类地区是重庆市的核心地

带,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且政策优惠多,经济发展速度远高于其它区县,经济集聚快,但人口并没有立即响应

向这些地区集中[12];二类地区的长寿区、涪陵区和江津区位于重庆主城的周边,受到主城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促

进其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三类地区大多位于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山区,既为少数民族聚集区,又是国

家级贫困县聚集区,地形复杂,土地可利用性差,交通不便等,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经济集聚的能力不强。
2011年时,除个别区县空间分布发生了变化,人口与经济耦合类型基本格局和数量基本未改变。其中,渝北

区和万州区分别由原来二类地区和三类地区转变为一类地区和二类地区。作为重庆主城九区之一的渝北区交

通便捷,国道210线与319线在渝北区交汇,渝怀铁路横穿全区,运输黄金水道长江、嘉陵江流经该区域,并且江

北国际机场、重庆火车北站和西南地区最大的铁路货运编组站在渝北区落户,这都为渝北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条

件。由于渝北区距重庆朝天门码头和市政府较近,并在主城其它区的辐射带动下,经济发展迅速,这样就促进了

渝北区经济集聚快于人口集聚[13]。三峡工程竣工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合作发展,东北和西南互动合作共赢形成共

识,国家对三峡库区(特别是万州区)的扶持力度加大。随着重庆主城至东北部交通条件的改善,主城区辐射集

聚功能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促进东北部经济发展;同时东北部包括少数民族聚集区并含9个国家级贫困县,国家

对其扶持政策不断加大。随后重庆市提出了建设以万州为重心的三峡库区城镇群,该区地位日益凸显,经济集

聚和人口集聚效应开始体现,人口与经济初步走向协调发展。北碚区、江津区由原来一类地区和二类地区转变

为二类地区和三类地区。北碚区位于主城北部边缘地带,区内有缙云山脉绵延,并且近几年重庆重点向南、东和

西发展,经济发展实力低于主城其它区。江津区是渝西地区重要的经济重心城市,整体实力较强,但江津区内部

发展极不平衡,其中以市区-几江城为中心的北部地区由于与九龙坡区、大渡口区和巴南区邻近,并且经成渝铁

路、成渝高速公路和长江水道与重庆主城连接,产业较为集中,经济发展较快,但是江津区经济发展成“北倾”的
空间分布态势不能有效带动其中南部地区经济发展,因此与其它区县相比,江津区总体上经济发展程度降低[14]。

3三峡库区重庆段人口与经济耦合指数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性是指同一个变量在不同空间位置上的相关性[15]。为了进一步认识与地理位置相关数据间的

空间依赖、空间关联和空间自相关特征,本研究采用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ESDA)[16]。完善的ESDA方

法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数(Moran’sI)、Moran散点图和空间联系的局部指标等工具,基于上文计算的人口与

经济耦合指数数据,分析研究区人口与经济耦合指数的空间自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进一步认识该区域人口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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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空间分布的相互关系。
3.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模型(Moran’sI)

Moran’sI指数反映空间邻接或空间邻近区域单元属性值的相似程度,其取值一般在[-1,1]之间,小于0
表示负相关,等于0表示不相关,大于0表示正相关。其计算公式如下[15,17]

I(d)=∑∑Wij Xi-( )X Xj-( )X
S2∑∑Wij

(3)

其中,Xi,Xj分别为位置i和位置j的人口数;S2=1n∑(Xi-X)2;X=1n∑Xi;Wij表示空间权重矩阵的任一

元素,用于定义空间对象的互相邻接关系[7],目的是将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指数在研究区地理空间上来对比分

析,该矩阵表示如下

表1 1997、2011年三峡库区重庆段人口与

经济耦合指数的GlobalMoran’sI值与检验

Tab.1 GlobalMoran’sIandtestofcouplingindexesof
population-economicintheThreeGorgesReservoirof

ChongqingRegionin1997and2011

年份 Moran’sI E(I) ZScore 阈值(α=0.05)

1997 0.7574 -0.0476 4.92 1.96

2011 0.7511 -0.0476 5.90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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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权重矩阵的相邻规则和距离规则分别为

W=
1,位置i与位置j相邻

0,位置i与位置j{ 不相邻
   W=

1,位置i与位置j在距离d 范围之内

0,位置i与位置j在距离d{ 范围之外

式中,i=1,2,…,n;j=1,2,…,m;m 可等于或不等于n。
用 Moran’sI分析观测变量的空间格局时,需进行显著性检验以保证一定程度下推断结论的正确性。若数

据服从正态分布,其统计检验可采用Z检验,检验公式为

ZScore=I-E(I)
Var(I)

(4)

其中E(I)与Var(I)分别为 Moran’sI的期望值与方差。通常,当|ZScore|>1.96(α=0.05),可以拒绝零假设 H0

(n个空间对象属性取值之间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变量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利用Geoda095i软件基于1997、2011年人口与经济耦合指数计算GlobalMoran’sI并进行Z 检验,结果如

表1所示。1997、2011年GlobalMoran’sI指数分别

为0.7574、0.7511,表示研究区人口与经济耦合指数

通过显著性水平α=0.05的检验,即三峡库区重庆段

1997—2011年人口与经济耦合指数在95%置信区间

大于0,说明三峡库区重庆段各区县人口与经济耦合

指数的空间分布存在显著的集聚特征,即人口与经济

耦合指数大的地区,其周边地区其值也大,反之亦然。
1997—2011年GlobalMoran’sI指数相差不大,但有

下降趋势,说明三峡库区重庆段人口与经济耦合程度

总体有降低趋势。
3.2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标 Moran’sI用于验证整个研究区域的空间模式,而局域空间自相关指标LISA(Local
indicatorsofspatialassociation)是对全局空间自相关进行分解的一系列指标。LISA 既可以表明局域内部异质

性的分布状况,也可以度量区域i与其周边区域之间的空间差异程度及其显著性[18]。每一个区域人口与经济耦

合指数I的局域 Moran统计量计算如下

Ii(d)= xi-( )x
S2 ∑Wij xj-( )x =Zi∑WijZji≠( )j (5)

其中,Zi、Zj分别为研究单元i与j观测值的标准化;Wij为空间权重。通常亦采用Z值检验局部空间关联的显著

性程度。在某一显著水平α下,若Ii显著大于0,则研究单元i与周围区域之间的空间差异小,即人口与经济耦合

程度高与耦合程度低的有局域各自集聚现象;若Ii显著小于0,研究单元人口与经济耦合程度与其周边区域存在

显著的差异。Moran散点图在空间自相关分析中能够直观反映出空间自相关程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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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1997—2011年间三峡库区重庆段各区县人口与经济耦合程度变化差异的局部分布格局,利用Geo-
da095i软件分析研究区1997、2011年的LocalMoran’sI值及其显著性,结果见表2。1997年各区县的局域

Moran’sI值范围在[-0.040,1.844],极差为1.884,有近95%区县人口与经济耦合程度分布具有集聚性,5%
的区县具有显著差异性,其中涪陵区呈异质性,但与其它区县差异性相差不大;2011年各区县的局域 Moran’sI
值范围在[-0.538,2.455],极差为2.993,人口与经济耦合程度分布集聚与异质性的比例与1997年比例一致,
但2011年呈异质性区县为万州区。由于受到政策扶持、旅游业发展、与主城交通便捷以及定位于渝东北发展的

核心地区,经济发展迅速,经济集聚大于人口集聚,因此万州区人口与经济耦合指数要低于周边区县。

表2 1997—2011年三峡库区重庆段人口与经济耦合指数分布的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指数

Tab.1 TheLocalMoran’sIofcouplingindexesofpopulation-economicintheThreeGorgesReservoirofChongqingRegionin1997—2011

区(县) 1997年LISA 2011年LISA 区(县) 1997年LISA 2011年LISA
渝中区 1.173 0.930 武隆县 0.065 0.005

沙坪坝区 0.866 0.781 石柱县 0.404 0.235

江北区 0.769 0.825 长寿区 0.149 0.360

南岸区 0.867 0.772 开县 0.759 1.077

大渡口区 0.774 0.487 忠县 0.416 0.260

九龙坡区 0.883 0.686 云阳县 1.530 1.659

北碚区 0.548 0.604 奉节县 1.216 1.714

渝北区 0.188 0.642 万州区 0.009 -0.538

巴南区 0.274 0.473 涪陵区 -0.040 0.016

江津区 0.497 0.160 巫山县 1.844 2.011

丰都县 0.293 0.159 巫溪县 2.419 2.455

图4 1997、2011年三峡库区重庆段各区县人口与经济耦合指数

动态变化 Moran散点图

Fig.4 Moranscatterplotofcouplingindexesofpopulation-
economicintheThreeGorgesReservoirof
ChongqingRegionin1997and2011

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区域各区县人口与经济耦

合程度在空间上的相互关联类型,以各区县人口与

经济耦合指数与其空间滞后向量为横、纵坐标作出

1997、2011年研究区人口与经济耦合程度分布的

Moran散点图(图4)。由图中可以看出三峡库区重

庆段各区县人口与经济耦合指数大多分布在第一

象限(正相关的高高集聚)和第三象限(正相关的低

低集聚),说明研究区人口与经济耦合指数分布存

在明显的空间集聚,即人口与经济耦合程度较高的

区县趋于人口与经济耦合程度更高的区县集聚,而
人口与经济耦合程度较低的区县趋于人口与经济

耦合程度更低的区县集聚;1997年仅一区县分布在

第四象限,属于高低集聚,说明该区县自身人口与

经济耦合程度高于周边区县,空间差异程度较大,
存在较强的空间负相关。

Z检验结果如封三彩图5所示,1997年Z值在0.05水平下显著的区县有15个,在0.01水平下显著的区县

有9个区县;2011年Z 值在0.05水平下显著的区县有13个,在0.01水平下显著的区县有10个,其中在0.01
水平下显著的区县有渝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渝北区、巴南区、云阳县、奉节县、巫山县和巫溪县,在
0.05水平下显著的区县有南岸区、开县和万州区。1997—2011年研究区人口与经济耦合指数在空间上均分两

个相同区域成片分布,即分别在重庆主城和研究区东北区域集聚。这一结果再次印证了该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

的现实状况。

4结论与建议

1)三峡库区重庆段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分布格局均呈西南高东北低,并且人口地理集中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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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集中度有一定的关联性和偏差性。由于研究区西南部具有优越的地理环境、区位优势及各种优惠政策

因而比西北部经济发展程度高。关联性表现在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最高与最低的区县均是渝中

区和巫溪县。
2)1997—2011年,三峡库区重庆段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类型变化不大,主要是万州区和渝北区由于区位优

势、交通条件和三峡库区核心区受到国家扶持政策等原因向人口与经济协调方向发展;北碚区由于处于重庆主

城北部多山边缘和政策原因经济发展程度低于主城其它区,江津区由于内部发展不平衡促使人口与经济发展不

协调。
3)利用Geoda软件分析三峡库区重庆段人口与经济耦合指数的全局空间自相关系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析。

1997—2011年三峡库区重庆段各区县人口与经济空间耦合的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均较高但有下降的趋势;局部空

间自相关分析进一步表明研究区各区县之间局域集聚性较好,并且集聚区县的空间分布主要在重庆主城和研究

区东北区域。重庆主城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集聚程度高,因此该区域人口与经济

耦合程度较高;研究区东北区域地理环境较差,交通不便,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同时人口集聚程度

低,因此人口与经济耦合程度高。
4)为了降低三峡库区重庆段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的不均匀程度,建议调整产业政策向研究区东北区域倾斜

以促进当地产业经济发展和人口的回流;并且研究区东北区域也应抓住自身优势大力发展优势产业。同时还可

采取改善重庆主城至研究区东北区域的交通条件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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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EnvironmentandEcologyinThreeGorgesArea

OnSpatialCouplingDistributionbetweenPopulationandEconomic
intheThreeGorgesReservoirAreaofChongqing

LIUXun-mei1,SU Wei-ci1,2,GUANDong-jie3

(1.CollegeofGeography&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0047;

2.InstituteofMountainResource,GuizhouAcademyofSciences,Guiyang550001;

3.CollegeofHehai,ChongqingJiaotongUniversity,Chongqing400074,China)

Abstract:BasedonthepopulationandGDPdataof22countiesoftheThreeGorgesReservoirinChongqingregionin1997-2011,

thispapercomputedandanalyzedthegeographicconcentrationofpopulationandeconomic,theircouplingindexes,andwiththe
supportofGeodasoftware,theglobalandlocalspatialautocorrelationanalysisofcouplingindexesofpopulationandeconomicwas
carriedoutamong22counties.Theresultsshowedthat:1)thedistributionofpopulationandeconomicaredisequilibrium,namely,

thatinsouthwestishigherthanthatinnortheast;2)accordingtothecouplingindexes,among22countiesoftheThreeGorges
ReservoirinChongqingregion,therearethreetypesin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populationandeconomicdevelopmentinthisre-
gion,namely,populationconcentrationadvancedofeconomicconcentration,populationconcentrationharmonizedwitheconomic
concentration,populationconcentrationlaggedbehindofeconomicconcentration;3)theglobalautocorrelationanalysisdemonstra-
tedthatspatialcouplingbetweenpopulationandeconomicwashighlyagglomeratedbutshowedadowntrend;4)localspatialauto-
correlationanalysisshowedthattherewasahighdegreeoflocalagglomeration,especiallyatmainurbanzoneofChongqingcityand
thenortheaststudyarea.ThepossiblereasonisthatmainurbanzoneofChongqingcityenjoysgoodgeographicallocationandcon-
venienttransportation,thuspossessinghighlevelofeconomicdevelopmentandhighdegreeofpopulationconcentration;onthecon-
trary,itspoorgeographicalenvironment,inconvenienttransportationandsingleindustrialstructureatnortheaststudyareamaking
lowlevelofeconomicdevelopmentandpopulationconcentration.Inordertobringdowntheunevendegreeofthegeographicconcen-
trationofpopulationandeconomicinThreeGorgesReservoirinChongqingregion,advicetoadjustindustrialpolicytowardthe
northeaststudyareatopromotethelocaleconomicdevelopmentandthepopulationofbackflow;besides,thenortheaststudyarea
shoulddevelopcompetitiveindustrieswiththehelpofownadvantage.Atthesametime,thegovernmentcanimprovetrafficcondi-
tionbetweenthemainurbanzoneofChongqingcityandthenortheaststudyarea.
Keywords:populationconcentration;economicconcentration;spatialcouple;ThreeGorgesReservoirofChongqing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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