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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产业集群辨识及空间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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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401331)

摘要:以2012年重庆市139个部门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借鉴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和Czamanski法,共辨识出20个产业集

群,并利用局部空间统计方法,测度产业集群局部空间的自相关系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重庆市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

特征。结果显示:1)不同产业集群的空间局部自相关度存在明显差异,纺织服装业集群最低(自相关系数 M 值为0.122
1),局部相关性和空间邻近不明显;而都市型工业(M 值为0.3994)、交通设备制造业(M 值为0.4247)、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M 值为0.4192)、汽车及其设备制造业(M 值为0.4669)等4个核心制造业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度较高,在重庆市

具备独特优势。2)重庆市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布主要集聚在主城区和近郊县域,并向外部区域延伸;同时,产业集群仍然

存在发展不平衡、区域布局和功能重叠等问题,这些因素对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和产业特色发展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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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持续发展,产业集群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与实践的核心之一,并成为世界上引人瞩

目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根据Porter的定义,产业集群一般是指一组处于特定产业

领域,在地理上相互邻近,且具有相似性和互补性而彼此关联的公司和相关机构[1-3]。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和

产业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竞争力提升的有效途径之一,科学运用集群模式制定发展战

略和政策能够不断促进区域经济快速、持续发展,而产业集群是构成了经济发展框架中极其重要的环节。
产业集群成为提升区域生产力、竞争力和创新的决定因素,而它的实质是创新集群的概念,促进企业创新和

产业升级等;同时,产业集群逐步成为企业和政府认识经济的新思维方式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4]。现今

世界各国或地方均采用不同的标准辨识产业集群,但尚未形成统一标准[5-12],辨识产业集群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思

路,且目前多以两种相结合的方式。定性辨识方法分别有:区位商法(LQ)、望闻问切法、波特案例分析法;定量

辨识方法分别有:空间基尼系数法(G)、投入产出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PCA)、多元聚类分析法(MVC)、图论分

析法(GT)等。由于产业集群具有复杂性,必须结合数据获取和实际研究需要的情况来选择研究方法。产业集

群空间特征分析方法,包括测度产业集群地理集中的胡弗系数、信息熵系数、希尔系数、差异系数、空间基尼系

数、以及赫芬代尔系数等,这些系数仅能分析产业总体地理集中程度,而没有考虑企业规模对产业地理集中的影

响;从企业选址角度衡量空间集聚有:MS指数、EG指数和Devereux指数,但是这些指标不能表明产业集群的形

成原因,而且会受到产业内企业规模的影响;基于地理距离的K函数是通过计算邻近企业数量来测量产业的地

理集聚程度,反映产业在不同空间尺度的集聚程度[13-18]。近年来,随着现代图形技术和统计学的相互结合,空间

数据中隐含的空间布局、空间模式以及空间相互作用等特征表现得更加直观;而且,在探查产业集群要素的空间

相互作用和空间依存性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为产业集群集聚研究提供了新视角[19]。虽然国内学者陆续开展了不

同区域的集群识别研究[9,20-23],进行了辨识和特征分析,但仍然没有考虑局部空间布局特征:孙铁山、卢明华等[22]

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在识别北京市产业集群的基础上,分析了北京市制造业集群的发展现状以及空间布局;潘
峰华[21]主要进行了浙江省产业集群识别和内部产业环节分析等。

目前,国内现有的产业集群识别研究中大多忽略了集群的空间布局和空间临近特征,而且仍然集中在全局

性的地理集中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且无法揭示产业集群在局部空间集聚和布局特征。鉴于上述缺陷,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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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庆市为例,借鉴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和Czamanski法辨识产业集群,并在此基础上对集群的空间集聚和布局

特征进一步分析,以期为区域产业集群空间布局优化、政策制定等提供决策依据。

1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依据重庆市2012年的投入-产出表,共139个部门(其中第一产业5个部门,第二产业92个部门;
第三产业37个部门)和2008年重庆市工商局企事业单位数据库,对企业单位进行空间化,数据涵盖了2008年位

于重庆市40个区县基本行业单位,其中包括每个基本单位的单位名称、单位地址、行业代码、经济类型、营业收

入等。

1.2研究方法

1.2.1基于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和Czamanski法的集群辨识 本文的产业集群识别主要借鉴产业集群定量方法,
即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和Czamanski法[24],具体步骤如下:

1)根据投入-产出表的中间投入矩阵构造中间投入系数矩阵A 和中间销售系数矩阵B,计算下列4个系

数[25]:aij=
xij

∑
j
xij

,aji=
xji

∑
i
xji

,bij=
xij

∑
i
xij

,bji=
xji

∑
j
xji

。其中xij是产业i投入到产业j的价值量,aij是产业j从

产业i购买中间投入的占产业j总中间投入的比重;bij是产业i向产业j的中间销售额占产业i总中间销售额的

比重。

2)根据矩阵A和B 构造最大相似矩阵B[12]:Cij=max{R(ai,aj),R(bi,bj),R(ai,bj),R(bi,aj)}。其中R
(ai,aj)、R(bi,bj)、R(ai,bj)、R(ai,bj)分别是测量i,j两产业的中间投入结构相关系数、中间销售结构相关系数、
中间投入结构与产业中间销售结构相关系数以及中间销售结构与中间投入结构相关系数,然后取绝对值最大的

系数构成一个n×n对称矩阵C。

3)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产业集群。主成分分析法用于中观层面的分析,侧重区域内产业比较紧密的产业联系

和确定主导产业,它的目的主要是数据的压缩和数据的解释,每一个主成份则构成了一个产业集群。首先是建

立因子载荷矩阵并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方差最大化旋转处理;其次根据特征值的大小和它对应载荷分量的大小

来确定产业集群和构成,方法是选择特征值的临界值和载荷量的临界值,本研究中分别取1和0.4,具体含义为:
每一个大于1的选择特征值的临界值分量大于0.4的载荷量临界值分量所对应的产业分别组成一个产业集群,
这两个临界值需要基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了解程度和通过多次实验而确定的。

1.2.2企业单位数据空间化方法 首先,由于事业单位的独特性,本研究对工商数据库进行筛选,去除事业单位

数据,以保证本研究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其次,利用工商数据库提供的企业单位详细地址和GOOGLE地图坐标

拾取软件统计企事业单位经纬度,运用ArcGIS10.0软件把企事业单位经纬度叠加到重庆市区县行政区地图进

行空间化;最后,以区县行政区作为统计单元,计算各个集群在区县包含企业单位数量占重庆市各个集群总单位

数量的百分比,运用ArcGIS10.0软件对产业集群在区县分布进行空间化处理。

1.2.3基于局部空间统计的产业集群空间分析 局部空间统计研究是开展产业集群空间布局特征研究直观、有
效的方法[26-28]。局部 Moran’sI指数和局部GetisandOrdGi*指数都是测度局部空间自相关的指标[25],通过对

局部空间统计研究,可以考察潜在局部显著性空间关联,从而研究区域内潜在的空间经济关联模式和空间布局

特征[25,31]。本文运用局部 Moran’sI指数对重庆市集群空间集聚的区位特征进行研究[21],具体公式为:Ii =

n(xi-x)∑
j
wij(xi-x)

∑
i

(x-x)2
。 对 Moran’sI指数进行标准化处理:Zi=

Ii-E(Ii)
VAR(Ii)

,其中n为样本数;xi 为空间单

元i的距离观测值;x为空间单元距离观测的平均值;wij为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表示区域内i企业与j企业单位

的空间位置关系(相邻取1,不相关取0);Zi 是局部I的标准化统计量,Moran’sI指数取值范围在-1和1之间,
该值越接近1(或-1)则说明存在明显正(或负)的相关关系。本研究采用ArcGIS10.0软件中的空间统计工具

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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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业集群辨识结果

通过上述产业集群辨识方法对重庆市产业集群进行识别,最终识别出重庆市20个产业集群及每个集群所

包含的产业门类(其中部分见表1)。

表1 重庆市产业集群辨识结果

Tab.1 TheindustrialclustersofChongqing

集群 产业门类(载荷量)

采矿业集群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0.518)、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0.481)、黑色金属矿采选业(0.638)、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0.41)、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0.402)、方便食品制造业(0.4311)、耐火材料制品制造业(0.417)、炼铁

业(0.426)、铁合金冶炼业(0.499)、铁路运输设备制造业(0.413)、废品废料(0.416)、水利管理业(0.446)

食品饮料加工

工业集群

渔业(0.556)、植物油加工业(0.497)、屠宰及肉类加工业(0.486)、方便食品制造业(0.54)、调味品发酵制

品制造业(0.514)、酒精及酒的制造业(0.566)、塑料制品业(0.448)、铁路运输业(0.401)、批发业(0.504)、

零售业(0.546)、科技交流和推广服务业(0.408)

电子及通信设备

制造业集群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业(0.484)、其他专用设备制造业(0.424)、家用电力和非电力器具制造业

(0.406)、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0.404)、通信设备制造业(0.666)、电子元器件制造业(0.571)、家用

视听设备制造业(0.521)、仪器仪表制造业(0.476)、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0.615)、铁路运输业(0.44)

汽车及其设备

制造业集群

石油及核燃料加工业(0.402)、铁合金冶炼业(0.442)、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业(0.454)、通信设备

制造业(0.511)、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业(0.403)、汽车制造业(0.504)、橡胶制品业(0.442)、金属加工机械制

造业(0.469)、玻璃及玻璃制品制造业(0.405)、陶瓷制品制造业(0.426)、炼铁业(0.438)、废品废料

(0.47)、租赁业(0.402)

旅游业集群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0.4)、建筑装饰业(0.424)、城市公共交通业(0.436)、邮政业(0.442)、电信和其他信

息传输服务业(0.566)、住宿业(0.551)、房地产开发经营业(0.47)、商务服务业(0.42)、娱乐业(0.463)、其
他服务业(0.524)

3重庆市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特征

3.1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布特征

本研究使用2008年重庆市工商局企业单位数据,以区(县)行政区作为统计单元,测度各产业集群企业单位

数量在空间上的局部集聚。利用ArcGIS10.0绘制产业集群企业单位空间布局图(图1),进而分析重庆市产业

集群的局部空间集聚和布局特征。
从集群的空间分布来看,不同产业对区域集群的敏感性不同,体现出区位差异性和区域性。其中主城区的

集群分布最多,渝东南地区集群分布最少。总体空间分布来看:采矿业集群主要分布在永川区(9.37%)、秀山县

(7.73%)、万州(8.52%);能源工业集群分布永川区(8.11%)、万 盛 区(6.13%)、开 县(7.07%)和 巫 溪 县

(7.78%)等远郊县域,体现出了这些行业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条件的较高依赖。
制造业集群主要分布在沙坪坝区、九龙坡区、渝北区、巴南区、北碚区等地的工业园区和重庆市重点发展园

区内,使制造业形成了高度集中的态势。其中也不乏向外分散的集群: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集群由主城区向

万州区(6.54%)和大足县(8.69%)扩散;食品饮料加工工业集群向奉节县(6.4%)和铜梁县(5.8%)扩散;纺织

服装业集群向江津区(7.87%)和万州区(8.88%)扩散等。制造业分布集中主要是由于行业专业化程度高、科学

技术革新、分工明细、高技术人才聚集、交通运输便捷等可以产品生产成本,使制造业集群高度集聚。
重庆市服务业主要包括生产者服务业、旅游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等行业,其中旅游业集中在九龙坡区

(9.96%)、沙坪坝区(6.11%)、永川区(5.8%)、忠县(5.32%)和渝北区(5.48%)等;生产者服务业集中在九龙坡

区(8.44%)、渝中区(16.88%)和江北区(8.08%);专业技术服务业分布在九龙坡区(6.38%)、渝中区(8.87%)、
江北区(5.27%)、渝北区(5.46%)、涪陵区(5.82%)和万州区(6.38%),依托主城区为中心呈东北-西南一条轴线

发展。虽然较多行业仍然集聚在人口密集的主城区,但也存在市场指向分布,如旅游业和专业技术服务业等也

逐步向永川区、长寿区、涪陵区、万州区等近郊区和远郊区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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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8年重庆市产业集群企业单位空间布局

Fig.1 Distributionof20industrialclustersofChongqingin2008

3.2产业集群局部空间关联

通过计算 Moran’sI指数分析产业集群局部空间自相关情况,测度各产业集群企业单位在空间上的局部集

聚,进而分析重庆市产业集群的局部空间集聚和布局特征。Moran’sI检验值表明:大部分产业集群的M 值比较

低,M 值介于0.1221~0.4669之间,其中钢铁及金属制造业的最大值仅0.1246,而汽车及其设备制造业达到

0.4669(表2),说明不同的产业集群在区域间的相关联系存在差异。以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为例,该产业受到

交通运输、资源、市场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影响,M 值为0.1396,说明该产业的空间分布相关性很低。M 值居

中的如食品饮料加工工业和石化工业,分别为0.3444和0.3733,说明在区域范围内两个集群与周围其他产业

或者集群具有良好的相关联系,促进各自产业的发展。而都市型工业(0.3994)、交通设备制造业(0.4247)、电
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0.4192)、汽车及其设备制造业(0.4669)等产业的 M 值较高,说明产业的空间分布相关

性较高。其中上述4个制造业集群主要分布在相邻近的九龙坡、沙坪坝、璧山和北碚4个区县,因此与计算得到

较高的M 值比较一致。其中以沙坪坝和九龙坡为集聚中心,分别作为重庆教育文化中心和新科技研发基地和高

科技产业中心,既是产地又是重要消费市场,产业集群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区域,4个制造业在重庆市具备独特区

位、资源、交通和人才优势,已成为该区核心产业;同时,沙坪坝和九龙坡已成为制造业的核心产区。
总之,从产业集群局部空间关联度来看,重庆市产业集群空间发育程度较低,应发挥区域优势,促进区域协

作与分工,节约生产成本,尤其是交通运输成本,有意识的培育产业集群空间集聚,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3.3产业集群空间区位叠加与分异

从制造业集群的空间布局来看,虽然集群的内部不同环节分布在不同的区位,但集群的分散布局并不总是

伴随着产业环节明显的区域分异性。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制造业布局主要集中在沙坪坝区,其
他县域分布相对分散,区域空间分异性明显。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元件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

业、汽车及其设备制造业等多个行业都存在同一产业环节在多个空间区域的重复布局(图2)。如电子及通信设

备制造业在九龙坡高科技技术开发区和沙坪坝井口及西永微电子工业园区等区域均出现重复布局现象,其中主

要以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元器件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产业门类存在明显布局重

叠;而汽车及其设备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分布在九龙坡、沙坪坝、璧山、渝北、北碚等邻近区域,而铁合

金冶炼业、金属加工机械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也存在明显的区位布局重叠。产业集群的重复布局不仅导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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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间功能差异不足,也会使得城市近郊区功能的重叠,降低区域差异化发展,而且不利于产业集聚和区位优势的

发挥。

表2 Moran’sI结果检验值

Tab.2 ResultsofMoran’sI

序号 产业集群 Moran’sI 序号 产业集群 Moran’sI

1 纺织服装业集群 0.1221 11 食品饮料加工工业集群 0.3444

2 钢铁及金属制造业集群 0.1246 12 专业技术服务业集群 0.3485

3 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集群 0.1396 13 石化工业集群 0.3733

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集群 0.1980 14 旅游业集群 0.3786

5 采矿业集群 0.2045 15 化学及合成材料制造业集群 0.3897

6 电子元件制造业集群 0.2198 16 都市型工业集群 0.3994

7 烟草业集群 0.2398 17 生产者服务业集群 0.4047

8 化学原料制造业集群 0.2827 18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集群 0.4192

9 造纸及印刷业集群 0.2850 19 交通设备制造业集群 0.4247

10 能源工业集群 0.3365 20 汽车及其设备制造业集群 0.4669

 图2 集群内部产业环节的重复布局

 Fig.2 Overlapofindustrydistributioninclusters

4结论与讨论

本文在利用重庆市2012年的139部门投入-产
出表,结合主成分-因子分析方法和Czamanski方法,
辨识重庆市产业集群,并分析了重庆市产业集群的

空间布局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1)以产业集群辨识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为基

础,分析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特征分析。通过定性

和定量方法辨识产业集群,并结合局部空间自相关

分析方法对产业集群进行分析,为区域产业经济定

位和指导产业布局、发展的可取方向。通过 Moran’s
I分析结果表明:重庆市不同产业集群的空间局部自

相关存在明显差异,其中纺织服装业集群最低,其相

关性和空间邻近不明显;而4个核心制造业的 M 值

较高,在重庆市具备独特优势,同时,沙坪坝和九龙

坡已成为制造业的核心产区。

2)通过对产业集群的空间区位分异与叠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重庆市产业集群其空间分布主要集聚在主

城区和近郊县域,并向外部区域延伸。其中钢铁及金属制造业和都市型工业布局逐步向外分散,主要有永川、巴
南、垫江、万州均等区县,其分异性明显;同时,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元件制造业等多个行业都存在同一产

业环节在多个空间区域的重复布局。总之,在集群内部产业环节上,不同区域空间布局存在差异,充分发挥其专

业优势和区位优势,但仍有部分产业存在较为明显的功能重叠。

3)重庆市产业集群空间特征:在采矿业和能源工业方面,集群主要布局在城市的远郊区域,体现出了这些行

业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条件的特殊依赖;在制造业方面,集群高度集中、功能重叠等不但不利于集聚效应、专业

和区位优势发挥,同时对城市人口疏散和城市功能定位存在较大影响;在服务业方面,主要集聚在城市功能区为

中心的渝西南和渝东北地区,在发展程度上已初具规模并取得良好效益,但在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未来应进一步强化重庆市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同时,促进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发挥区域产

业政策的引导作用,并不断优化发挥区位优势、产业集群发展环境,促进产业平衡发展等,引导符合区县功能定

位的产业集群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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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andSpatialCharacteristicsofIndustrialClustersinChongqing

ZHANGLijun,LIUChunxia
(CollegeofGeographyandTourism,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To139sectorinput-outputtablesisbasedonindustryclustersdrawquantitativeidentificationmethod:Principalcompo-
nentanalysisandCzamanskiwereidentified20industrialclusters;theuseoflocalspatialstatisticalmethodsmeasuresthespatial
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industrialclusters,andanalysisspatial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ofChongqingindustrialclusters.
Theresults:differentindustrialclustersoflocalautocorrelationtherearesignificantdifferences,ofwhich:textileandgarmentin-
dustryclusterminimum(theselfcorrelationcoefficientMis0.1221),thepartialcorrelationandspatialproximityisnotobvious;

andurbanindustry(0.3994),transportationequipmentmanufacturing(0.4247),electronicandcommunicationequipmentmanu-
facturing(0.4192)andmotorvehiclesandequipmentmanufacturing(0.4669)werehighautocorrelationcoefficientvalueofM,in
Chongqinghaveuniqueadvantages.Overall,Chongqingspatialdistributionofindustrialclustersmainlyconcentrateinthemaincity
andsuburbanareas,andextendstowardtheouterregion;atthesametime,therearestillunevendevelopmentofindustrialclus-
ters,regionaldistribution,overlappingfunctionsandotherissues,limitingthecombinedeffectofindustrialclustersdevelopment
andindustrycharacteristics.
Keywords:industrialclusters;input-outputtables;spatialcharacteristics;Chongqing

(责任编辑 许 甲)

671 Journalof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NaturalScience) http://www.cqnuj.cn     Vol.33No.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