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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万州区镇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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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地处三峡库区腹心的重庆市万州区为研究区域,对该区镇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选取人均

公路里程、人均农业总产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人均财政收入和劳动力非农化率等6项指标反

映乡镇经济发展水平,采用量图分析法,将万州区所辖41个乡镇划分为先进、中等和落后3大类型6个组。其中高梁镇

等11个乡镇的发展水平属于先进型,余家镇等16个乡镇属于中等型,铁峰乡等14个乡镇属于落后型。研究认为万州区

镇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形成原因主要有区位条件差异、资源环境基础、经济基础条件和社会发展条件;为了促进当地镇域经

济协调发展,建议万州区加强各镇域间合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镇域经济、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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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发展不仅影响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会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镇域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

个单元,但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它们的发展能够有效增强地方经济的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从空间结构

上看,镇域经济内部由村域经济组成,外部是县域经济、城市经济。镇域经济是县域经济、城市经济的组成部分,
研究镇域经济能够更详细的反应经济差异情况。重庆市万州地处三峡库区腹心,2010年万州区人均GDP为32211
元,在重庆市排名第12位,其城镇化率达到55%,居于中上游水平。本研究以万州区镇域经济发展空间分异为例进

行研究,有利于综合把握万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探究万州区各乡镇经济发展差异的成因,使各个乡镇明确本身

在发展中的优势与不足,从而准确的定位自身发展目标,为当地政府制定科学的乡镇发展战略提供借鉴。

1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万州区位于东经107°55′22″~108°53′25″,北纬30°24′25″~31°14′58″,全区幅员面积3456.38km2。
该区地处重庆东北部,是三峡库区腹心和经济中心,也是重庆市第二大城市。该区城区所在地距重庆市主城区

327km。2010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00.13亿元,同比增长20.1%,年末常住人口总数为156.31万人,其中农

业人口占45%。本文以万州区下辖的29个镇、12个乡共41个乡镇为研究单元(封三彩图1)。

2研究方法

2.1量图分析法

1)本研究采用平均统计数据,运用量图分析法来探讨乡镇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量图分析法是分析经

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的一种方法,1971年德国曾采用这种方法划分贫困区。具体操作为:在选取基本能反映区

域经济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把各指标的数值按大小排列;再按一定的标准将每个指标分成优、中、劣3个等

级;然后根据每个县所得优、中、劣个数及经济发展现状水平判断它们经济发展水平的类型[1]。

2)将各指标划分为优、中、劣3个等级。根据中等组的数值变化范围,将每一指标分成优、中、劣3个等级。
一般,当第i地第j指标的数值位于该指标中等组上限和下限之间的为中等,高于中等组上限为优等,低于中等

组下限则为劣等。

3)将各乡镇分为3种类型。根据各个乡镇所得优、中、劣个数及其经济发展现状水平,判断它们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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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类型,把各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分为3种类型即先进、中等和落后。凡是得优指标数大于或等于得中和劣

指标数之和的为先进;反之,得优和中的指标数之和大于或等于得劣指标数的为中等;凡是得劣指标数大于得优

和中指标数之和的则为落后。

 表1 万州区镇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及其相关参数
 Tab.1 Theindexsystemandrelevantparameters

 ofeconomicdevelopmentofWanzhou
全区平均 均方差 中间组上限 中间组下限

人均公路
里程/m 5.12 2.91 5.85 4.40

人均农业
总产值/元 3597.56 450.49 3710.18 3484.93

人均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元 4798.85 3238.50 5608.48 3989.23

人均财政
收入/元 165.60 198.10 215.12 116.07

劳动率非
农化率/% 60 6 61 58

人均年纯
收入/元 5019.56 714.37 5198.15 4840.97

 表2 万州区各乡镇得优、中、劣指标数

 Tal.2 Thequantitiesofoptimal,mediumand
 inferiorindexesofeachtowninWanzhou

乡镇 优 中 劣 乡镇 优 中 劣
高峰镇 3 2 1 走马镇 1 2 3
甘宁镇 2 0 4 罗田镇 2 2 2
龙沙镇 3 2 1 太龙镇 2 1 3
响水镇 1 0 5 长滩镇 3 3 0
武陵镇 1 3 2 太安镇 1 1 4
瀼渡镇 0 2 4 白土镇 2 2 2
天城镇 4 1 1 新乡镇 2 0 4
熊家镇 3 1 2 郭村镇 2 2 2
小周镇 4 2 0 九池乡 4 1 1
大周镇 2 3 1 柱山乡 1 2 3
高梁镇 5 1 0 铁峰乡 2 0 4
李河镇 2 1 3 黄柏乡 2 0 4
分水镇 3 2 1 溪口乡 1 2 3
孙家镇 2 1 3 燕山乡 0 1 5
余家镇 3 1 2 长坪乡 3 0 3
后山镇 1 0 5 梨树乡 2 1 3
弹子镇 0 2 4 茨竹乡 1 0 5
长岭镇 3 2 1 恒合土家族乡 0 1 5
新田镇 4 2 0 普子乡 1 0 5
白羊镇 3 2 1 地宝乡 1 1 4
龙驹镇 2 1 3

2.2指标选取

反映镇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很多,量图分析法为了避免被选指标对于系统整体特性反映能力不强以及关

键因子被屏蔽进而影响评价,通常选取反映区域经济水平的最基本指标[2],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根

据数据的代表性、可获得性等选取6项主要指标即人均公路里程、人均农业总产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农
民人均年纯收入、人均财政收入和劳动力非农化率[3-5]。
2.3判断指标选取的可行性

根据文献[6]判断指标选取的可行性和对各乡镇经济发展水平类型划分的可靠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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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 为判断系数,当K<85%,说明评价的可靠性差,应增加或删减某些指标;当K>85%,说明评价是可靠

的,可以根据所选指标对各镇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分类和区别。S 为属于先进型的各镇得劣的指标数总

和,T 为属于落后型的各镇得优的指标数总和,si为属于中等型的第i镇得劣的指标数,ti为属于中等型的第i镇

得优的指标数。

3万州区镇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分析

3.1数据来源及计算结果

在对2011年万州统计年鉴[7]数据统计的基础

上,根据选取的指标体系及量图分析法,对万州区各

乡镇的指标进行计算,结果见表1。在判断系数 K
值计算中,S=7,T=14,其各自的∣si-ti∣相加之和

为15,所以 K= 1-7+14+15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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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100%=85.37%

>85%,说明指标的选取是可行的,因此评价的结果

可靠。
在表1基础上,对各乡镇所得优、中、劣指标的个

数进行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再参考各乡镇经济发

展水平现状,将全区41个乡镇分为先进、中等和落后

3大类型,每一类型又分为两个组,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

表3列出的万州区各乡镇经济发展水平类型,绘制出万州

区镇域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差异图(封三彩图2)。
3.2结果分析

由表3可知,高梁镇等11个乡镇属于先进型,土地面

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区镇域的32.49%和38.12%,其中又

可分为最先进和先进两个组,前者包括高梁镇等5个乡

镇,得优指标数为4~5个,后者包括高峰镇等6个乡镇,
得优指标数为3个;余家镇等16个乡镇属于中等类型,土
地面积和人口分别占全区镇域的41.06%和38.38%,其
中又可分为较先进和较落后两个组,前者包括余家镇等8
个乡镇,其优与中指标数之和为3个,后者包括李河镇等8
个乡镇,其优与中指标数之和为2个;铁峰乡等14个乡镇

属于 落 后 类 型,土 地 面 积 和 人 口 分 别 占 全 区 镇 域 的

26.45%和23.5%,其中又可分为落后和最落后两个组,前
者包括铁峰乡等7个乡镇,有4~5个指标为劣等,后者包

括瀼渡镇等7个乡镇,有5~6个指标为劣等,其中恒合土

家族乡和燕山乡的优指标均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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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万州区镇域经济发展水平分类及空间差异

Tal.3 TheclassificationandspatialdifferenceofeconomicdevelopmentlevelofWanzhou

类型 分组 得优指标数
得优和中

指标总数
得劣指标数 乡镇

先进
最先进 4~5 5~6 0~1 高梁镇、九池乡、新田镇、小周镇、天城镇
先进 3 5~6 0~1 高峰镇、长滩镇、长岭镇、龙沙镇、分水镇、白羊镇

中等
较先进 1~2 3 3 余家镇、熊家镇、长坪乡、大周镇、武陵镇、白土镇、郭村镇、罗田镇
较落后 1~2 2 4 李河镇、孙家镇、梨树乡、溪口乡、龙驹镇、走马镇、太龙镇、柱山镇

落后
落后 0~1 1~2 4~5 铁峰乡、黄柏乡、新乡镇、太安镇、甘宁镇、茨竹乡、地宝乡

最落后 0~1 0~1 5~6 瀼渡镇、恒合土家族乡、普子乡、后山镇、弹子镇、响水镇、燕山乡

从封二彩图2可知,万州区镇域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特征,发展水平相异的各类型乡镇交错

分布,但总体看来,有沿城区向外围发展水平逐渐降低的趋势。在发展水平属于最先进的5个乡镇中,4个都是

紧邻城区分布,同时属于先进型的高峰镇、长岭镇也紧邻城区,其中白羊镇、长滩镇都紧邻长岭镇分布在万州的

东北方向;而属于落后型发展水平的乡镇基本分布在万州区的边缘,响水镇、甘宁镇、茨竹乡虽然不在最外围区

域,但由于受到当地海拔与交通的影响,属于发展落后类型。

4万州区镇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分析

4.1区位条件差异

区位条件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8]。属于发展最先进型的5个乡镇都紧邻万州城区,交通便

利,知识信息流通方便,接受辐射带动的能力较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而属于最落后型的7个乡镇中,普子乡

距离万州城区105km,位于城区的东南方向,海拔388~1762m。该乡山势险峻,地形多样,呈“三山夹两槽”地
貌,受发达城区辐射带动的影响很小,阻碍了该乡的发展。其余几个最落后型乡镇与之类似:由于距离万州城区较

远且海拔高,交通不便,人们的知识、信息的接收和消化能力都比较差,思想观念比较保守,接受新鲜事物比较慢,开
放意识和市场观念不强,参与创新和竞争不足;再加上自身经济基础薄弱,严重影响了当地经济的健康发展。
4.2资源环境基础

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信息资源的作用日益凸显[8]。而在万州区的3个经济

发展类型中,以上资源存在较大差异。万州城区周围11个乡镇属于先进型地区,人力资源优势明显,科技发达,
人口素质较高,信息资源丰富,产业结构和布局基本合理。中等型地区基本位于先进型的外围,各种资源优势一

般,科技层次和人口素质一般,发展水平不及先进型地区。落后型地区主要是位于边远地区和高海拔区域,在自然

条件方面,降水不稳定、气温变化大、农业生产条件很差,传统农业效益差且特色农业起步晚,效果尚不明显;同时交

通不便,科技落后,信息资源缺乏,人才短缺且人口素质较低,在自然和经济条件方面都制约着当地的发展。
4.3经济基础条件

万州区是三峡库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拥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和较好的现实基础,可以加快发展成为区域经

济中心。但是该区区域经济发展缺乏主导产业支撑,特色不突出,竞争力弱,特别是镇域型产业呈小型化和分散

化特点,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各乡镇产业的发展没有形成互补性,有的甚

至雷同。另外,万州镇域经济的发展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乡镇资源相对贫乏,特色资源少;人口总量大,综合素

质不高,人才缺乏,落后型乡镇的劳动力非农化率很低,造成就业压力大;运输条件较差,物流和建设成本较高。
4.4社会发展条件

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万州区社会事业存在不少的问题和困难[9],这些都影响

了万州镇域经济的发展。首先,基于统计数据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高,财政对社会事业投入不足,公共文

化设施如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等建设数量有限。其次,万州区是三峡库区最大的移民城市,半数左右的移民

搬迁后,人均耕地面积减少,农村从业人员逐年减少,形成大量剩余劳动力,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下降;同时城镇

建设占地造成失地移民,这些人多数缺乏劳动就业技能,就业问题突出。再次,各乡镇人才结构不合理,在落后

型乡镇建设中缺乏专业技术型人才,科技创新不强;同时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限制及户籍制度的影响,人才

流动性受到限制,不利于落后乡镇引进专业技术人才。

5万州区镇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议

5.1加强各镇域间合作

区域间通过合作才能不断缩小区域差距,加强地区之间的合作,推进区域间的横向联合向新的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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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进[10]。由于区位条件的作用,紧邻万州主城区分布的先进型乡镇,工业基础雄厚且发展迅速,交通通达性高,
农业发展条件优越,劳动力素质高但数量相对缺乏;而距主城区较远的落后型乡镇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工业基础

薄弱,高素质人才短缺,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较多。为了发挥区位条件对于镇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必须加强

不同发展类型镇域间的合作,以实现优势互补,在扩大先进型乡镇经济发展空间的同时实现了落后型乡镇的综

合发展。此外,建立针对于落后乡镇的“帮扶”模式,先进型乡镇发挥自身经济“领头羊”作用,一方面利用资金、
技术、人才等优势帮助落后乡镇因地制宜的发展特色产业;另一方面,双方在自主自愿、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实现

先进乡镇的剩余产业合理有序地转移到落后乡镇,实现镇域经济的双赢。同时,3种类型发展水平的乡镇要在各

区域内部加强企业间、部门间的联系,利用当地资源优势,积极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在各地发展规划上实现差异

化综合发展,坚决避免各地产业雷同与重复建设,实行以强带弱与优势互补战略,逐步缩小各乡镇的经济差异,
最终实现万州区镇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5.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针对资源环境差异带来的镇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其中交通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因素,是促进人流、物流、能流、信息流顺畅流动的基础条件,也是一个地区经济活力和投资环境的重要标

志。西部开发、重庆直辖、三峡移民给万州区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万州区将围绕建设繁荣和谐的重庆第二大

城市和三峡库区经济中心,努力建设成为渝东北地区城乡统筹发展的先行区。改善交通条件对推动万州区经济

社会文化的发展与交流尤为重要,特别是针对落后型乡镇交通不便、居住分散的实际,要加大通乡(村)公路,乡
际(村际)公路的建设力度,尽快实现“乡镇互联网、城乡通油路”的全区大循环;同时进一步优化镇域规划,有序

推进低丘缓坡土地综合开发利用,加快水利条件、环保设施、农村电网、综合管网建设,加快完善覆盖全区的基础

设施网络体系,进而方便各区域人才、资源及信息的交流,破除资源环境这一限制因素对落后镇域经济发展带来

的消极影响。
5.3发展特色镇域经济

针对万州区区域经济发展缺乏主导产业支撑,特色不突出的现状,各乡镇结合历史与现状,综合分析该区域

经济发展的趋势与外部条件差异,总结自身发展优势,探索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特色产业;同时发挥政府、
公司、农户的力量,将特色产业发展为当地的龙头和支柱产业,从而实现镇域经济的科学发展,坚持走特色化、品
牌化、专业化、集约化和生态化的综合发展道路。发展先进型乡镇要充分利用自身便捷的区位优势和良好的经

济基础条件,积极引进外来先进的技术装备并吸收科学的经营管理理念。一方面加强自身品牌化建设,发挥先

进乡镇的带动作用,实现镇域经济持续快速科学发展,另一方面积极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建立农业科研基地,完善

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带动落后型乡镇的经济发展。发展中等型乡镇要立足于区域优势,重点发展农产品精深加

工、优势资源开发和劳动密集型等相关产业,积极推进镇域经济的跳跃式发展。发展落后型乡镇要充分依靠政

府的投资扶持发展政策,引入外来资金,自身条件具备的地区可根据龙头企业加工需求、居民消费需求,结合地

区优势资源调整农业结构,稳定发展优质粮油,重点发展柑橘、蔬菜、畜禽等主导产业,积极发展名优水果、名特

水产、茶叶、林木花卉、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同时进一步发挥特色自然资源优势,加强与发达区域的交流合作,发
展绿色农业和生态休闲旅游业,形成当地的特色产业链,带动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5.4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人才匮乏是发展落后地区发展缓慢的3个主要原因[11],万州区各镇域的发展差异也主

要受到这3方面的影响。首先,万州区政府在政策和资金上应适度向发展落后型乡镇倾斜,加大对发展落后型

乡镇的扶持力度,积极发展社会事业,加大对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促使该类乡镇的经济得到有效快速

的发展。由于落后型地区的经济基础薄弱,万州区政府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扩大公共财政投资范围,同时各乡

镇政府也要积极开展农村“三权”抵押融资,完善镇域金融机构体系,合理使用移民扶持资金,利用资源优势引进

外资,鼓励本乡镇在外成功人士回乡投资发展,使镇域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多元化,多方面解决落后型地区镇域

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其次,各乡镇政府要积极落实国家三农政策,扩大“三农”保险覆盖面,同时加强农业职业

经理人和农村经纪人队伍建设,在中职院校开展涉农专业,面向全国引进农业信息化人才,积极培育有文化、懂
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最后,要解决三峡搬迁移民的生存就业问题,废除阻碍城镇化进程的各项制度,
加快完善“农转城”工作,促进城镇人口的聚集,同时制定优惠政策,创造条件吸引和鼓励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

到城镇落户,逐步增加城镇居民数量,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对各地发展的不良影响,促进各乡镇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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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s,EnvironmentandEcologyinThreeGorgesArea

SpatialDifferenceofEconomicalDevelopmentLevelamong
TownRegionsofWanzhouDistrictofChongqing

LIYuan,LIXiao-kun
(College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0047,China)

Abstract:Thispaperanalyzesthespatialdifferenceofeconomicaldevelopmentlevelamongtownregions,anditselectsWanzhou
districtinChongqingwhichislocatedinthecentreoftheThreeGorgesReservoirRegionasthestudyarea.Itselectssixindexesto
reflectthetownshipeconomydevelopmentlevelsuchasthepercapitahighwaymileage,thepercapitaagriculturaloutputvalue,the
percapitatotalinvestmentinfixedassets,thepercapitaannualnetincomeoffarmers,thepercapitafiscalrevenue,andlaborforce
non-agriculturalrate,usingthemethodofquantity-figanalysis,dividedtheall41townsintothreetypesandsixgroups:thead-
vanced,themiddleandthedepressed.Theadvancedtownsinclude11townssuchasGaoliangtown;themiddletownsinclude16
townssuchasYujiatown;anddepressedtownsinclude14townssuchasTiefengtown.Thisresearchsuggeststhatthecauseoffor-
mationofthedifferencesofWanzhoudistricttowndomaineconomydevelopmentmainlyinclude:locationconditionsdifference,re-
sourcesandenvironmentfoundation,economicfoundationconditionsandsocialdevelopment.Inordertopromotethelocaltowndo-
maineconomycoordinateddevelopment,thispaperadvisesthattheWanzhoustrengthentheinter-domaincooperation,strengthen
theconstructionofinfrastructure,anddevelopthedistinctivetowndomaineconomyandgivefullplaytothegovernment.
Keywords:themethodofquantity-figanalysis;economicaldevelopmentamongtownregions;spatialdifference;WanzhouDistrict
of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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