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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城市群的经济发展现状研究

———基于空间结构和空间联系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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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师范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重庆　 400047)

　 　 摘　 要:以成渝城市群 44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改进的引力模型,对成渝城市群经济发

展现状进行分析。 发现成渝城市群城市发展规模完善,成都和重庆在人口分布、产业分布、城镇化率等各方面

各有优势。 成渝城市群经济联系具有邻近地域指向性、中心城市指向性、交通指向性和相互强联系的特点。 完

善交通路网结构,合理布局产业空间,加强多方交流,形成共建共享的合作机制,可促进成渝城市群的协同

发展。

关键词:成渝城市群;空间结构;空间联系;引力模型;主成分分析法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2)02-0018-11　 　 　 　 　 　 doi:10. 19742 / j. cnki. 50-1164 / C. 220202

为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使更多人民群众享有更高品质的城市生活,“十四五”
规划指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联动特色发展,优化提升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城市群[1] 。 以成都和重庆为核心城市的成渝城市群是西部大开发的

重要平台、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撑,也是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示范区。 2020 年 10 月 16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 会议指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

设,有利于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有利于拓展市场空间、优化和稳定产业链供应

链,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一项重大举措。 那么,自
2016 年 4 月 12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以来,成渝城市群经济发展状况如何? 空间

结构分布及空间联系程度高低等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一、文献综述

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

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超大或特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

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发生与发展着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

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综合体” [2] 。 1915
 

—1945 年是国外城市群研究启蒙发展阶段,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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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 Howard 最先从城市群体(Town)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后逐步形成城市群体组织结构模式、中心地理

论等城市群基础研究理论,Zipf 更是将万有引力定律引入了城市群的空间分析[3] 。 在国外城市群研究

丰富深化阶段(1945—),“增长极理论” [4] 、“点轴发展理论” [5] 等城市群研究理论得以形成与发展,Mc-
Gee 提出了“城乡融合区(Desakota)” [6] 的概念。 Pyrgiotis[7] 、Kunzmann[8] 等都认为城市群对区域、全球

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
国内关于城市群的研究相对较晚,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且多为定性研究,后来才逐步加入定量的研

究方法。 国内学者先后对城市群的内涵[9][10]给予了界定,并从不同方面研究了我国城市群的发展现状

和格局。 代合治从城市化的角度,运用定量方法在全国 209 个地级以上城市行政区中筛选了 125 个构

造城市群的基本地域单元,界定了 17 个不同规模的城市群,分析了我国城市群的分布现状和发展趋

势[11] 。 方创琳通过对中国城市群识别标准与现状格局的基本判断,提出了城市群形成发育的“15+8”
的空间格局,并总结了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过程中的特点[12] ,提出经济全球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交
通快速化、新政策五个新型驱动力将成为中国城市群发育的决定性作用力[13] 。 刘继生等基于分形思想

和城市规模———产出关系推导出城市引力模型的一般形式[14] ,并指出引力模型是描述空间相互作用的

基本函数之一[15] 。 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又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引力模型等方法,从城市群空间结构

和空间联系等方面展开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的研究。 董青等利用引力模型思想和 ESDA
技术分析在时间截面上城市群之间空间相互作用的流量及流向,发现中国城市群体系空间结构与空间

相互作用具有明显的正相关性,其空间结构的空间依赖性特质明显,呈现出空间集聚特征[16] 。 欧国立

等以 2007—2019 年京津冀城市群 14 个城市的截面数据为基础,运用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探究高速铁路影响下京津冀城市群经济空间结构的演化特征[17] 。 吴常艳等在修正经济联系引力模型

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 2013 年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空间格局及一体化趋势进行分析[18] 。
方大春等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16 个核心城市为样本,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高铁时代前后长三角

城市群空间结构特征演变[19] 。 彭芳梅根据 2015 年粤港澳大湾区及周边城市共 23 个城市的多指标数

据,应用 TOPSIS 评价法计算城市综合质量,基于改进引力模型测算城市间空间联系作用,考察了城市群

整体空间联系特征与空间结构[20] 。
虽然城市群发育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增强综合国力具有显著作用,但是由于研究单位、作者群体

和被研究城市群集中,使得城市群在中国的研究目前尚处在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21] ,并且以往研究运

用的模型方法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研究的需求。 鉴于此,本文以西部地区的成渝城市群 44 个城市为

研究对象,结合改进的引力模型,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利用 SPSS20. 0、Stata15. 0 等计量分析工具,从成渝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和空间联系两个维度展开研究,以便在优化成渝城市群发展格局、发展质量,提高成

渝地区经济联系强度及协同发展等方面得到突破。

二、研究对象、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对象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规定的成渝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重庆市的渝中、万州、黔
江、涪陵、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綦江、大足、渝北、巴南、长寿、江津、合川、永川、南
川、潼南、铜梁、荣昌、璧山、梁平、丰都、垫江、忠县、开县、云阳等 29 个区(县),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
州、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等 15 个市。 本文的原始数据

主要来自《重庆统计年鉴(2019)》《四川统计年鉴(2019)》《2018 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以及百度地图。
(二)研究方法

从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和空间联系两个维度入手,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造城市质量数值,根据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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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力模型测算成渝城市群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探讨成渝城市群各城市间的空间联系,以期通过

对成渝城市群的详细研究,提出促进成渝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的有效措施。
1. 主成分分析方法。 主成分分析方法是一种将众多的线性相关指标转化为少数线性无关的指标的

降维方法。 其基本思路是根据原变量相关关系,提取几个互不相关且能包含原变量信息的新变量,用他

们代替繁杂的原始变量来分析和解决问题,实现了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
进行主成分分析,首先要确定对研究对象进行品质评价所需的指标及相关数据;然后,对各项指标

进行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提出能代表原始变量 80%以上信息的主成分;再次,通过主成分累计贡

献率选取合适的主成分个数,实现分析数据的降维;最后,将检测数据代入各主成分表达式中求得主成

分得分,再以各主成分贡献率为权重值求得其综合得分,进而进行所研究问题最终定量化的评价[ 22 ] 。
2. 引力模型。 经济联系可以由经济联系量和经济联系隶属度两个指标进行衡量。 其中,经济联系

量是用来衡量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大小的指标,既能反映经济中心城市对周围地区的辐射能力,也可以

测度周围地区对经济中心辐射能力的接受程度[23] 。 而经济联系隶属度是指区域内较低一级的城市对

其周围高级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程度[24] 。 1929 年美国学者赖利发现一个城市从周围某个城镇吸引到

的零售顾客数量与该城市人口规模成正比,与两地间的距离成反比,故而基于牛顿万有引力模型提出了

零售引力模型,将引力模型引入到了城市经济地理研究之中,从此引力模型在经济研究中被广泛应

用[25] 。 胡盈等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域,采用引力模型和城市流强度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内

部城市的经济联系进行了量化测度[26] 。 赵金丽等利用引力模型和潜力模型,测度 2000—2015 年京津

冀城市群各城市的空间作用强度、方向与范围,研究了京津冀城市群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特

征[27] 。 刘正兵等以中原城市群县、市区节点为研究单元,基于引力模型与复杂网络模型,根据测定的城

镇间引力量与城际直接的客运班次两类数据,对中原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特征进行比较与归纳[28] 。 因

此,本文选择引力模型作为成渝城市群的经济空间关联效应研究的分析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F ij =K
Mi×M j

Db
ij

 (1)

相关公式为:
 

F ij =K ij

P iG i

Dij
×

P jG j

Dij
(2)

 

K ij =
G i

G i+GJ
(3)

其中,F ij 是城市 i 对城市 j 的空间相互作用量,反映了两者之间的经济联系程度;Mi、M j 分别为 i 城
市和 j 城市的城市发展质量,一般用城市的人口和地区生产总值 GDP 的乘积的开方值来反映该城市的

城市质量。 但是,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功能的不断完善,居民对城市环境和生活质量要求越来越

高,仅仅使用人口和 GDP 不足以反映城市经济实力的差别[29] ,需要从人口、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等各个

方面来衡量城市综合实力,因此本文选取了地区生产总值、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等 13 个数据

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来构建城市质量的数值,将城市质量数值化[ 30 ] ;Dij 为 i、j 城市间的城市距离,
本文在百度地图中找到成渝城市群各城市的 GPS 经纬度坐标,利用 Stata15. 0 计算得到各城市之间的直

线距离 Dij,以时速 75 公里 / 小时换算成为时间单位代入计算[ 30 ] 。 b 为距离摩擦系数,本文中选取常数

2;K ij 为经验常数,取 1 时表示两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的相互作用是一种理想的对等关系,现实中由于城

市间的经济规模不等,城市之间的相互作用,即集聚与辐射能力是不平衡的,也就是说,两城市的经济联

系存在不对等性,有必要对经验常数 K ij 做进一步的修正。 本文用 GDP 比重来反映其自身对其他城市

的影响[ 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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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渝城市群空间结构

研究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有助于梳理城市群的空间布局,厘清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和边缘城市的发展

现状及区别。 本文从城市群的人口空间分布和产业空间两个方面对成渝城市群的城市群空间结构展开

深入的分析。
(一)人口空间分布

本文主要从城市规模、人口密度以及城镇化率三个方面分析成渝城市群人口空间分布特点。
1. 人口规模等级。 按照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得到表 1。 2018 年成渝城

市群中,成都市的常住人口高达 1
 

633 万人,属于超大城市;南充市(644 万人)和达州市(572 万人)属于

特大城市;成渝城市群城市数量的一半属于大城市,其中有 8 个Ⅰ型大城市,14 个Ⅱ型大城市;50 至 100
万区间属于中型城市,共有 16 个,而低于 50 万人口的小城市只有 2 个,全为Ⅰ型小城市,不含Ⅱ型小城

市。 可见,成渝城市群包含的城市符合构成城市群基本要求。 从整体上看,重庆主城区主要由四个Ⅱ型

大城市、四个中型城市和一个Ⅰ型小城市组成,总常住人口有 875 万人,与成都市形成两个人口主要分

布区。 四川的其他各市均为特大城市或大城市,没有中型城市和小城市,而重庆市的大多数区县为中型

城市,且处于四川和重庆的交界地带以及重庆主城周边,使得成渝城市群城市规模呈现中心聚集、节点

塌陷的特点。

表 1　 成渝城市群城市规模划分

城市规模 划分标准 数量(个)

超大城市 1
 

000 万以上 1(成都市)

特大城市 500 万至 1
 

000 万 2(南充市、达州市)

大城市 100 万至 500 万 22

Ⅰ型大城市 300 万至 500 万 8(绵阳市、宜宾市、泸州市、内江市、德阳市、乐山市、广安市、遂宁市)

Ⅱ型大城市 100 万至 300 万
14(眉山市、自贡市、资阳市、渝北区、万州区、雅安市、合川区、江津区、九龙坡

区、开州区、涪陵区、沙坪坝区、永川区、巴南区)

中等城市 50 万至 100 万
17(云阳县、南岸区、江北区、长寿区、綦江区、北碚区、大足区、壁山区、忠县、

铜梁区、潼南区、荣昌区、垫江县、渝中区、梁平区、南川区、丰都县)

小城市 50 万以下 2

Ⅰ型小城市 20 万至 50 万 2(黔江区、大渡口区)

Ⅱ型小城市 <20 0

　 　 资料来源:城市规模的划分标准以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数据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 2019)》 《重庆统计年鉴

(2019)》

2. 人口分布特点。 从年末总人口和人口密度两个角度分析成渝城市群人口分布情况。

表 2　 成渝城市群人口分布情况

地区
年末总人口

(万人)
地区

人口密度

(人 / 平方公里)
地区

年末总人口

(万人)
地区

人口密度

(人 / 平方公里)

重庆市 3
 

403. 64 重庆市 2
 

026 内江市 411. 8 资阳市 437

成都市 1
 

478. 1 成都市 1
 

139 德阳市 386. 8 眉山市 418

南充市 728. 7 内江市 687 遂宁市 365. 4 泸州市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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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地区
年末总人口

(万人)
地区

人口密度

(人 / 平方公里)
地区

年末总人口

(万人)
地区

人口密度

(人 / 平方公里)

达州市 665. 8 自贡市 667 乐山市 350. 5 达州市 345

宜宾市 552. 3 遂宁市 602 资阳市 346. 1 宜宾市 343

绵阳市 536 德阳市 600 眉山市 344. 4 乐山市 257

泸州市 509. 7 南充市 516 自贡市 322. 4 绵阳市 240

广安市 462. 2 广安市 511 雅安市 153. 3 雅安市 102

　 　 资料来源:根据《四川统计年鉴(2019)》《2018 年城乡建设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

总体来看(见表 2),重庆市的人口最为密集,总数达到 3
 

403. 64 万人,人口密度达到 2
 

026 人 / 平方

公里,成都市的人口是除重庆市以外最为密集的城市,总数到 1
 

478. 1 万,人口密度达到 1
 

139
 

人 / 平方

公里。 从年末总人口看,南充市、达州市、宜宾市、绵阳市和泸州市人口总数都在 500 万以上;从人口密

度看,南充市、德阳市、遂宁市、广安市、内江市和自贡市密度在 500 人 / 平方公里之上。 南充市年末总人

口数和人口密度均名列前茅,发展较为平衡。 广安、遂宁、德阳虽然年末总人口不多,但由于与成都市连

成一线,具有更大的发展机遇,人口密度较大。 资阳市年末总人口数和人口密度都不突出,不能较好发

挥其作为链接成渝双核中心城市的重要作用。 雅安市受制于地形地貌,城镇发展水平较低,与极核城市

成都、重庆互动较弱,人口密度仅为 102 人 / 平方公里。
3. 城镇化率。 根据表 3 显示,重庆主城九区城镇化率都在 80%以上,渝中区已经全面完成城镇化,

城镇化率达到 100%。 大渡口区、江北区、南岸区、沙坪坝区和九龙坡区城镇化率都在 90%以上,说明以

上城市的人口地理位置转移、职业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演变基本完成,城镇经济

社会、现代化和集约化程度较高。 综合来看,重庆市大部分城市城镇化率高于 55%,城镇化进程较快;四
川省中,成都市城镇化率最高为 73. 12%,其他各市城镇化率均处于 40%到 55%的区间内。 比较而言,
四川省各市城镇化进程相较于重庆市各区县更慢,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较慢,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向城镇聚集发展的速度不够迅速,城市生活方式扩散和传播过程有待加快。

表 3　 成渝城市群城镇化率

区县 城镇化率 区县 城镇化率 区县 城镇化率 区县 城镇化率

渝中区 100. 00 合川区 68. 83 潼南区 53. 91 开州区 47. 97

大渡口区 97. 56 涪陵区 68. 72 自贡市 52. 61 雅安市 46. 85

江北区 96. 20 江津区 68. 43 绵阳市 52. 53 丰都县 46. 48

南岸区 95. 70 万州区 66. 88 德阳市 52. 35 垫江县 46. 35

沙坪坝区 95. 57 长寿区 66. 07 乐山市 51. 83 梁平区 46. 34

九龙坡区 93. 51 南川区 60. 85 黔江区 50. 67 眉山市 46. 32

北碚区 83. 58 大足区 58. 86 泸州市 50. 46 达州市 45. 52

渝北区 82. 80 壁山区 58. 24 遂宁市 50. 02 忠
 

县 44. 79

巴南区 81. 67 荣昌区 56. 58 宜宾市 49. 64 云阳县 43. 85

成都市 73. 12 铜梁区 56. 57 内江市 49. 10 资阳市 42. 71

永川区 69. 76 綦江区 56. 13 南充市 48. 14 广安市 41. 86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2019)》《重庆统计年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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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空间布局

根据成渝城市群各城市在三大产业中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占比排序,可得到各城市在三大产业中的

优势产业,分析成渝城市群的产业空间布局。
据表 4 可知,成渝城市群第三产业发展最快,生产总值为 26

 

885. 6 亿元,第二产业次之,生产总值

为 24
 

188. 8 亿元,第一产业最慢,生产总值为 4
 

672 亿元。 从各城市三产比重情况来看,成都市发展最

为瞩目,三产业排名均为第一。 第一产业成渝城市群四川省十五市中只有雅安市排名在 15 名后,其他

各市排名均在 15 名前,第二产业排名前 15 的城市中重庆部分只有渝北区和涪陵区,第三产业排名前 15
的城市中重庆部分有五个区县,且均属于重庆主城九区。 重庆渝中区、大渡口区、江北区、南岸区、沙坪

坝区和九龙坡区等城市由于城镇化率较高,第一产业占比较少,排名较后,第三产业占比排名相对靠前。
可见,成渝城市群四川省各市发展基本快于重庆市各区县,并且四川省各市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

上有比较优势,重庆市特别是重庆主城区在第三产业上占比较优势。

表 4　 成渝城市群各城市产业构成表

区县
第一产业

(百万元)

第一产业

占比(%)
区县

第二产业

(百万元)

第二产业

占比(%)
区县

第三产业

(百万元)

第三产业

占比(%)

成都市 52
 

259 11. 19% 成都市 651
 

619 26. 94% 成都市 830
 

399 30. 89%

南充市 38
 

187 8. 17% 德阳市 107
 

113 4. 43% 渝中区 116
 

548. 96 4. 34%

达州市 32
 

624 6. 98% 宜宾市 100
 

673 4. 16% 绵阳市 107
 

315 3. 99%

绵阳市 30
 

127 6. 45% 绵阳市 92
 

940 3. 84% 德阳市 89
 

943 3. 35%

宜宾市 24
 

857 5. 32% 泸州市 88
 

297 3. 65% 渝北区 88
 

533. 32 3. 29%

德阳市 24
 

331 5. 21% 南充市 82
 

405 3. 41% 南充市 80
 

011 2. 98%

内江市 21
 

931 4. 69% 乐山市 72
 

178 2. 98% 宜宾市 77
 

107 2. 87%

泸州市 19
 

058 4. 08% 自贡市 65
 

371 2. 70% 江北区 76
 

803. 88 2. 86%

眉山市 18
 

650 3. 99% 渝北区 63
 

405. 14 2. 62% 达州市 76
 

002 2. 83%

广安市 17
 

352 3. 71% 涪陵区 61
 

343. 25 2. 54% 九龙坡区 74
 

512. 62 2. 77%

资阳市 16
 

679 3. 57% 内江市 61
 

080 2. 53% 乐山市 72
 

739 2. 71%

乐山市 16
 

592 3. 55% 达州市 60
 

391 2. 50% 泸州市 62
 

142 2. 31%

遂宁市 16
 

564 3. 55% 广安市 57
 

523 2. 38% 自贡市 60
 

145 2. 24%

自贡市 15
 

155 3. 24% 遂宁市 56
 

522 2. 34% 内江市 58
 

164 2. 16%

江津区 9
 

311. 35 1. 99% 眉山市 55
 

446 2. 29% 沙坪坝区 57
 

726. 48 2. 15%

雅安市 8
 

583 1. 84% 江津区 51
 

852. 99 2. 14% 万州区 56
 

319. 2 2. 09%

合川区 7
 

768. 67 1. 66% 资阳市 50
 

761 2. 10% 眉山市 51
 

506 1. 92%

万州区 7
 

442. 21 1. 59% 九龙坡区 45
 

981. 75 1. 90% 广安市 50
 

149 1. 87%

涪陵区 6
 

530. 12 1. 40% 永川区 42
 

519 1. 76% 遂宁市 49
 

053 1. 82%

开州区 6
 

316. 66 1. 35% 沙坪坝区 35
 

532. 98 1. 47% 南岸区 44
 

234. 48 1. 65%

永川区 6
 

217. 07 1. 33% 万州区 34
 

496. 12 1. 43% 巴南区 43
 

747. 09 1. 63%

潼南区 5
 

853. 65 1. 25% 璧山区 32
 

507. 62 1. 34% 涪陵区 39
 

739. 44 1. 48%

綦江区 5
 

260. 1 1. 13% 合川区 32
 

199. 66 1. 33% 资阳市 39
 

213 1. 46%

大足区 4
 

902. 9 1. 05% 长寿区 30
 

529. 74 1. 26% 永川区 35
 

830. 53 1. 33%

荣昌区 4
 

895. 52 1. 05% 雅安市 30
 

300 1. 25% 合川区 31
 

324. 44 1. 17%

南川区 4
 

813. 87 1. 03% 巴南区 30
 

250. 76 1. 25% 江津区 29
 

068. 54 1. 08%

云阳县 4
 

732. 25 1. 01% 荣昌区 29
 

409. 26 1. 22% 雅安市 25
 

727 0.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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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4

区县
第一产业

(百万元)

第一产业

占比(%)
区县

第二产业

(百万元)

第二产业

占比(%)
区县

第三产业

(百万元)

第三产业

占比(%)

长寿区 4
 

569. 49 0. 98% 北碚区 29
 

115. 38 1. 20% 长寿区 24
 

649. 55 0. 92%

垫江县 4
 

514. 45 0. 97% 南岸区 27
 

863. 06 1. 15% 北碚区 24
 

530. 59 0. 91%

梁平区 4
 

355. 76 0. 93% 大足区 27
 

843. 09 1. 15% 大足区 19
 

018. 76 0. 71%

铜梁区 4
 

273. 47 0. 91% 江北区 25
 

875. 19 1. 07% 开州区 18
 

821. 47 0. 70%

忠县 4
 

189. 21 0. 90% 铜梁区 25
 

377. 33 1. 05% 綦江区 17
 

629. 2 0. 66%

巴南区 4
 

123. 76 0. 88% 开州区 22
 

174. 52 0. 92% 璧山区 17
 

342. 66 0. 65%

丰都县 3
 

483. 74 0. 75% 潼南区 20
 

071. 29 0. 83% 荣昌区 16
 

183. 23 0. 60%

璧山区 2
 

879. 81 0. 62% 綦江区 18
 

566. 33 0. 77% 铜梁区 16
 

047. 68 0. 60%

渝北区 2
 

370. 99 0. 51% 梁平区 17
 

023. 43 0. 70% 大渡口区 15
 

036. 66 0. 56%

黔江区 2
 

338. 44 0. 50% 垫江县 14
 

206. 92 0. 59% 南川区 14
 

001. 71 0. 52%

北碚区 1
 

532. 83 0. 33% 忠县 13
 

986. 56 0. 58% 垫江县 12
 

973. 5 0. 48%

九龙坡区 630. 4 0. 13% 云阳县 11
 

472. 2 0. 47% 忠县 12
 

618. 74 0. 47%

沙坪坝区 381. 97 0. 08% 丰都县 11
 

036. 15 0. 46% 潼南区 12
 

170. 43 0. 45%

南岸区 380. 75 0. 08% 黔江区 10
 

887. 4 0. 45% 梁平区 11
 

746. 71 0. 44%

江北区 107. 57 0. 02% 南川区 9
 

221. 78 0. 38% 黔江区 11
 

503. 51 0. 43%

大渡口区 97. 33 0. 02% 大渡口区 7
 

679. 3 0. 32% 云阳县 11
 

300. 29 0. 42%

渝中区 0 0. 00% 渝中区 3
 

836. 16 0. 16% 丰都县 8
 

975. 87 0. 33%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四川统计年鉴(2019)》《重庆统计年鉴(2019)》

四、成渝城市群的空间联系

空间联系是对城市群城市间发展紧密程度的研究,能够有效定位城市群不同城市的地位,区分各城

市之间的相互影响大小。 根据公式(1)和(3),计算出 2018 年成渝城市群 44 个城市的相互经济联系

值。 本文主要从城市质量、经验系数和城市距离三个方面改进了传统的引力模型。 选取地区生产总值、
每千人口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等 13 个数据指标(附录一),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来构建城市质量的数值,
将城市质量数值化;用 GDP 比重来反映其自身对其他城市的影响,对经验系数进行改进;从百度地图获

取成渝城市群 44 个城市的经纬度数据,在 Stata15. 0 上获得各城市间的直线距离,以时速 75 公里 / 小时

换算成为时间单位。
将 44 个城市的 13 项城市质量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 SPSS20. 0 分析软件对其进行 KMO

和 Bartlett 检验。 结果如表 5 所示,显著性概率为 0,说明球形假设被拒绝。 KMO 值为 0. 748,变量间的

公共因素较多,数据适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表 5　 KMO
 

和
 

Bartlett
 

的检验

检验 结果

取样足够度的
 

Kaiser-Meyer-Olkin
 

度量。 0. 748

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
 

112. 678

df 66

Sig. 0. 000

将 SPSS20. 0 处理的数据中特征根大于 1、方差累积贡献率大于 80%的部分进行主要成分提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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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方差解释率

成份
初始特征值 旋转平方和载入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合计 方差的
 

% 累积
 

%

1 6. 236 51. 970 51. 970 6. 166 51. 383 51. 383

2 3. 871 32. 257 84. 227 3. 941 32. 844 84. 227

表 7　 成渝城市区各城市的最大城市联系强度

城市 最大城市联系强度城市 城市联系强度值 城市 最大城市联系强度城市 城市联系强度值

沙坪坝区 大渡口区 125. 349 潼南区 铜梁区 1. 289

九龙坡区 大渡口区 665. 287 遂宁市 潼南区 1. 158

巴南区 大渡口区 32. 027 南充市 潼南区 0. 81

南川区 大渡口区 0. 370 开州区 万州区 0. 556

乐山市 眉山市 0. 903 云阳县 万州区 0. 399

雅安市 眉山市 0. 146 涪陵区 长寿区 2. 541

资阳市 眉山市 0. 224 垫江县 长寿区 0. 169

江津区 巴南区 4. 583 黔江区 忠县 0. 073

綦江区 巴南区 1. 025 梁平区 忠县 0. 435

成都市 德阳市 8. 03 内江市 自贡市 1. 263

绵阳市 德阳市 1. 522 宜宾市 自贡市 0. 672

长寿区 涪陵区 1. 411 永川区 江津区 2. 197

丰都县 涪陵区 0. 624 大渡口区 九龙坡区 125. 289

铜梁区 合川区 2. 063 万州区 开州区 1. 774

广安市 合川区 0. 54 眉山市 乐山市 0. 702

北碚区 江北区 4. 125 自贡市 内江市 1. 258

渝北区 江北区 37. 948 泸州市 荣昌区 0. 858

忠县 梁平区 0. 291 璧山区 沙坪坝区 3. 324

达州市 梁平区 0. 422 荣昌区 永川区 0. 889

渝中区 南岸区 850. 54 江北区 渝中区 306. 322

南岸区 南岸区 512. 081 合川区 北碚区 4. 764

大足区 铜梁区 1. 353 德阳市 绵阳市 1. 463

从表 6 可以看出,运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后,能够提取两个主成分,且两个主成分累计解释了总

方差的 84. 227%,符合提取要求。 运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对初始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得到了城市

质量各项指标在各主成分列中的指标权重,将每个主成分组合中的指标权重与 44 个城市的 13 项标准

化后的数据进行计算加权求和,得到 44 个城市的两个主成分得分,再将其与各自方差贡献率占比进行

加权平均计算求和得到城市质量指标(附录二)。 最后将上表中各城市的城市质量数据和城市之间时

间化的距离带入(1)式,进行修正求出 44 个城市间的城市引力强度(附录三)。
提取成渝城市群各城市中与其联系强度最大的城市并汇总(见表 7),发现有四个城市与大渡口区

经济联系紧密,分别是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巴南区和南川区,大渡口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和巴南区同

属重庆主城,并且这五个城市自西向东连成一线,交通便利,体现了成渝城市群经济联系具有中心城市

指向性和交通指向性的特征,说明城市规划对经济运行和协同发展有一定影响,良好的基础设施如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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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有利于加强城市间经济联系。 四川省有三个城市与眉山市经济联系紧密,分别是乐山市、雅安市和

资阳市,从地理上看乐山市、雅安市和资阳市正好处在眉山市周围,说明眉山市对周围城市经济发展具

有较强吸引力,成渝城市群各城市经济联系具有邻近地域指向性。

表 8　 成渝城市群各城市的最大城市联系强度

城市 最大城市联系强度城市 城市联系强度值 城市 最大城市联系强度城市 城市联系强度值

渝中区 南岸区 850. 54 内江市 自贡市 1. 263

九龙坡区 大渡口区 665. 287 自贡市 内江市 1. 258

南岸区 南岸区 512. 081 遂宁市 潼南区 1. 158

江北区 渝中区 306. 322 綦江区 巴南区 1. 025

沙坪坝区 大渡口区 125. 349 乐山市 眉山市 0. 903

大渡口区 九龙坡区 125. 289 荣昌区 永川区 0. 889

渝北区 江北区 37. 948 泸州市 荣昌区 0. 858

巴南区 大渡口区 32. 027 南充市 潼南区 0. 81

成都市 德阳市 8. 03 眉山市 乐山市 0. 702

合川区 北碚区 4. 764 宜宾市 自贡市 0. 672

江津区 巴南区 4. 583 丰都县 涪陵区 0. 624

北碚区 江北区 4. 125 开州区 万州区 0. 556

璧山区 沙坪坝区 3. 324 广安市 合川区 0. 54

涪陵区 长寿区 2. 541 梁平区 忠县 0. 435

永川区 江津区 2. 197 达州市 梁平区 0. 422

铜梁区 合川区 2. 063 云阳县 万州区 0. 399

万州区 开州区 1. 774 南川区 大渡口区 0. 370

绵阳市 德阳市 1. 522 忠县 梁平区 0. 291

德阳市 绵阳市 1. 463 资阳市 眉山市 0. 224

长寿区 涪陵区 1. 411 垫江县 长寿区 0. 169

大足区 铜梁区 1. 353 雅安市 眉山市 0. 146

潼南区 铜梁区 1. 289 黔江区 忠县 0. 073

根据成渝城市群 44 个城市的城市联系强度表,提取出每个城市与其联系强度最大的城市的城市联

系强度数值并排序得到表 8。 分析发现,成渝城市群内部各城市间经济联系不够紧密,经济联系呈现出

强地理限制的状况。 成渝城市群每个城市的最大城市联系强度平均值为 61. 57,成渝城市群中仅有六

个城市的最大城市联系强度值超过平均值,均为重庆主城九城中的城市,说明在成渝城市群内部,重庆

地区的经济联系存在区域内部联系紧密而与外部联系较弱的特征。 四川部分各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值均

较小。 成渝城市群四川部分和重庆部分相互的经济联系强度不够紧密,各城市均只与同省际或市际的

城市有联系,很少有跨省际界限的强联系;成渝城市群的经济联系还表现出相互强联系的特征,比如德

阳市和绵阳市、九龙坡区和大渡口区互为强联系。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成渝城市群 44 个城市为研究对象,从成渝城市群的人口空间分布和产业空间分析两个方面

分析了成渝城市群的空间结构。 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运用 SPSS20. 0 和 Stata15. 0 等多种工具,计算出

成渝城市群各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值,分析成渝城市群的空间联系。 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人口规模来看,成渝城市群拥有一个超大城市,两个特大城市,一半的城市为大城市,中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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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16 个,2 个小城市。 人口规模符合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城市规模发展较为平衡。 从年末

总人口数和城市人口密度来看,成渝城市群两大极核城市重庆市和成都市年末总人口数和人口密度最

大,在两大极核周围的城市受极核城市影响年末总人口数和人口密度较大,离极核城市越远,其人口密

度越小,故成渝城市群形成两个人口密集区,在四川与重庆的交界处人口密度较低。 从城镇化率来看,
重庆部分城镇化率普遍高于四川部分。

第二,从成渝城市群产业空间布局来看,成渝城市群四川各市发展总体快于重庆市各区县,并且四

川各市主要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有比较优势,重庆地区特别是重庆主城区

由于城镇化率较高,故而在第三产业上占比较优势。
第三,从成渝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来看,成渝城市群各城市经济联系方向具有邻近地域指向性、中

心城市指向性、交通指向性和相互强联系的特征。
为促进成渝城市群城市间协同发展,在以上分析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打破行政壁垒,加强政府间交流。 为促进边缘城市及成渝接壤城市经济发展,成都市和重庆

市都市核心功能区有必要加强政策交流,发挥极核城市作用,辐射更远距离,对成渝接壤城市和边缘城

市进行政策倾斜,促进成渝城市群各城市协同发展。
第二,以线带面,注重链接城市发展,形成新的极核城市。 成渝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存在相互强联系

的特征,可以依据地理位置、气候、产业布局、交通便利程度划分协同发展线、块区。 在成渝接壤的地方,
由于离两个极核较远,较少受到极核城市的辐射作用,造成了经济塌陷的现状,可以在成渝城市群接壤

的区域,形成新的极核城市,促进整个成渝城市群各城市协同发展。
第三,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首先,要加快建设在建交通网络干线;其次,根据现有的交通布局,分析

成渝城市群各城市间协同发展所需但未建成的交通干线,逐步完善成渝城市群内部交通网络结构;再
次,根据成渝城市群现有交通网络结构分析与城市群之外城市经济往来欠缺的交通设施,与其他城市协

同完善相关交通干线。
第四,共同规划三大产业空间布局。 四川省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占比较优势,重庆市在第三产业

占比较优势。 因而,成渝城市群内部可以在四川省着重发展农林牧渔业等第一产业和工业等第二产业。
将重庆和四川重复发展的行业比如汽车制造业综合整理,资源向四川倾斜,重心向四川发展,使其发展

成为川渝代表产业,甚至是国家龙头产业。 在重庆市发展旅游业、饮食业等第三产业。 比如,利用重庆山

水特色,发展更多有趣的水上娱乐项目;赋予传统名小吃怪味胡豆、陈麻花等新时代、新文化特色,推陈出

新使重庆小吃始终保持吸引力;沉淀“棒棒”文化等经典文化,进一步提高重庆市“网红城市”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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