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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特征与演变过程

高雁鹏ꎬ王晓萌ꎬ杜　 佳

(东北大学江河建筑学院ꎬ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１７９)

摘　 要:以沈阳市为研究案例ꎬ基于经济普查和«沈阳黄页»的大样本企业数据ꎬ借
助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分析ꎬ采取由整体到局部ꎬ定性和定量、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研究思

路ꎬ探讨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和演变过程ꎮ 结果显示:沈阳市

生产性服务业有明显的集聚趋势ꎬ且专业性突出ꎻ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整体及各行

业在空间上均表现出不同特点的集中分布模式ꎬ且行业间集聚程度有很大差别ꎻ企
业空间集聚分布的“热点地区”有演变现象———由城市西部制造业基地向中心区发

展ꎬ空间结构模式从单核心集聚模式—南北轴向发展—圈层式分层推进的发展格

局演变ꎮ

关键词:演变特征ꎻ空间集聚模式ꎻ沈阳市ꎻ生产性服务业

中图分类号:Ｆ７１９ꎻＴＵ９８２ ２　 　 　 文献标志码:Ａ

　 　 在经历了数次工业革命之后ꎬ传统的工

业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ꎮ 而生产

性服务业逐渐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新驱

动ꎬ呈现出与制造业互动、服务空间载体集聚

化、内部结构升级等趋势[１]ꎮ 生产性服务业

的空间布局影响着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方

向ꎬ促使其向多层次、多功能的形态结构模式

转变ꎮ 国外学术界通过对大都市生产性服务

业空间分布特征和变化趋势的多年观察和研

究ꎬ得出的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主要集中

在大都市或城市的核心区ꎬ如 ＣＢＤꎬ是整个

地区经济活动最密集、最活跃的地方ꎻ另外ꎬ
城市级别越高ꎬ生产性服务业的行业结构类

型越高级ꎬ空间集聚态势越明显[２]ꎮ
我国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较多研究:邱

灵等[３]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能促进

城市经济发展、重塑城市空间结构以及支撑

城市全球运营ꎬ并对产业空间集聚的形成条

件进行了论述ꎻ赵阳阳等[４] 运用 Ｇｅｔｉｓ￣Ｏｒｄ
Ｇｉ∗统计量法对哈尔滨市辖区生产性服务业

空间集聚效应及空间分布模式进行了实证研

究ꎻ吴建楠等[５] 运用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ꎬ
对南京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特征和建国后的

时空演变过程进行了系统探析ꎬ发现南京生

产性服务业整体及各行业均呈现出不同程度

的集中分布特征ꎬ企业空间集聚区逐渐由老

城区向外围地区特别是城市副中心推移ꎬ空
间结构模式主要经历了 ３ 个阶段ꎬ分别是单

核心集聚模式至次一级中心集聚模式再演变

为多核心集聚模式ꎮ
综上所述ꎬ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理论角度

和空间尺度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进行

了研究[６]ꎬ着眼点大多为大都市区ꎬ如北京、
南京、广州、西安等ꎬ而对沈阳市乃至辽宁地区

的研究十分匮乏ꎮ 沈阳市作为东北地区唯一

的国家级中心城市同时又是老工业基地ꎬ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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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依靠生产性服务业的合理布局来保持地

区竞争力ꎬ因此ꎬ探究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的

集聚特征及时空演变趋势具有重要意义ꎮ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１.数据来源

基础统计数据来源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沈
阳黄页»以及沈阳市经济普查样本数据ꎬ沈
阳市 就 业 人 口 及 行 业 统 计 数 据 来 源 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沈阳市统计年鉴及辽宁省统

计年鉴ꎮ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生产性服务

业分类标准ꎬ从样本中提取出金融业、交通运

输业、房地产业、租赁与商务服务业、信息服

务业、科学研究业六大类别企业的单位名称、
地址、行业类别等详细信息ꎬ采用地理转码方

法ꎬ将地址的表格统计数据转化为空间坐标数

据ꎮ 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１０ ２ 软件平台ꎬ以沈阳市下

辖 ９ 个行政区的矢量地图为基础底图ꎬ即 ５ 个

市区、４ 个郊区ꎬ共含 ５０ 个街区单元ꎬ构建企

业属性与街区空间数据相匹配的数据库ꎮ
２.研究方法

(１)区位商

区位商(ＬＱ)是测算区域内产业集聚度

和专业化水平的常用方法之一[７]ꎮ 笔者依

此判断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辽宁省的

集聚度与专业化ꎬ其计算公式如下:
　 　 ＬＱ ＝ ｒ１ / ｒ２ (１)
式中:ｒ１ 为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或内部某行

业就业人数与沈阳市第三产业总就业人数的

比值ꎻｒ２ 为辽宁省生产性服务业或内部某行

业就业人数与辽宁省第三产业总就业人数的

比值ꎮ ＬＱ > １ꎬ说明该行业空间分布是集中

的ꎬ值越大ꎬ集中程度越强ꎬ专业化水平也越

高ꎻＬＱ < １ꎬ说明空间分布是分散的ꎮ
(２)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Ｌ)是衡量产业技术输出效

率的重要指标ꎮ 其计算公式如下:
　 　 Ｌ ＝Ｑ / Ｐ (２)
式中:Ｑ 为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内部某行业的

产业增加值ꎻＰ 为对应行业的劳动消耗量ꎬ即
年均从业人数ꎮ Ｌ 值越大ꎬ表示行业技术绩

效越高ꎮ
(３)地理集中度指数

地理集中度指数(Ｇ)是测算研究对象在

一定区域内集中程度的指标ꎬ笔者用其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单位在沈阳市 ９ 个区的空

间分布情况ꎮ 计算公式如下:

　 　 Ｇ＝ ∑
９

ｉ ＝１

(ｘｉ / ｓ) ２ (３)

式中:ｘｉ 为 ｉ 研究单元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内

部某类行业的单位数量ꎻｓ 为所有研究单元

内对应行业单位数量总和ꎮ 当某行业空间分

布集中度越高ꎬ指数越接近 １００ꎻ反之ꎬ行业

分布越分散ꎬ指数就越接近 ０ꎮ
(４)热点分析

热点分析可用来描述研究单元某种要素

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情况ꎬ以判断该要素与邻

近要素之间的关系ꎮ 其工作原理是通过计算

每个要素的指定属性来判断得出要素的高值

集聚区和低值集聚区ꎬ进而呈现出它们各自

在空间上产生聚类的位置和集中程度[４]ꎮ
笔者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ꎬ采用的算法是 Ｇｅｔｉｓ￣
Ｏｒｄ Ｇｉ∗统计指数ꎮ
　 　 此方法使用输出的 Ｚ 得分(ｚｓｃｏｒｅｓ)、Ｐ
值(Ｐ￣ｖａｌｕｅ)对 Ｇｉ∗统计量进行检验ꎬ其中ꎬＺ
得分是 Ｇｉ∗ 标准化的结果ꎮ 如果 Ｚ 得分为

正ꎬ且 Ｐ 值在 ０ ~ １ 内越小ꎬ说明该研究属于

高值空间聚类ꎬ即企业分布的热点区(反映

该段时间集聚性强或多)ꎻ反之ꎬＺ 得分为负ꎬ
且 Ｐ 值越大ꎬ说明该研究单元属于低值空间

聚类ꎬ即企业分布的冷点区(反映该段时间

集聚性弱或少)ꎮ

二、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空

间分布特征

１.产业发展概况

近年来ꎬ沈阳市结合自身发展需求与优

势ꎬ将产业结构升级的战略重点转移到生产

性服务业上ꎬ使其充分发挥对城市经济的引

领和带动作用ꎮ 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ꎬ沈阳市生产

性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所占比例不断攀升ꎬ
占全市 ＧＤＰ 的比值保持在 ２０％ 左右ꎬ而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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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的比例除 ２０１４ 年出现波动外ꎬ也从

最初的 ４０％增至 ５０％以上ꎬ逐步成为加快第

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ꎮ 从增加值增长速度

来看ꎬ金融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的增

长速度均高于地区生产总值和第三产业的增

长速度ꎮ 其余各行业也都表现出平稳增长的

态势ꎮ 从吸纳劳动力就业水平来看ꎬ交通运

输业从业人员最多ꎬ占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人

数的 ３０％左右ꎮ 笔者以沈阳市为研究区域ꎬ
深入探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情况ꎬ一方面有

助于增强装备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促进产

业内部结构的优化ꎬ另一方面对城市经济、空
间布局及国家中心城市崛起也可以发挥积极

作用ꎮ
２.空间集聚度测算

(１)基于区位商及劳动生产率的专业化

水平和集聚特征分析

分析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及

在辽宁省的专业化水平ꎬ计算出六大行业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的区位商并结合劳动生产率ꎬ
综合评析各行业发展现状和空间集聚特征ꎮ
结果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区位商和劳动生产率

　 　 凭借沈阳市在省内独特的区位优势ꎬ沈
阳市生产性服务业持续向良好态势发展ꎮ 整

体来看ꎬ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５
年的区位商均远超过 １ꎬ在全省范围内具有

一定的区域性和专业化ꎬ空间集聚程度较突

出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虽有下降趋势ꎬ但后期已

逐渐趋于平缓ꎬ仍表现出较高集聚水平ꎮ 分

行业来看ꎬ科学研究与其他技术服务业的区

位商一直保持大于 ５ 的高集聚水平ꎬ这是因

为此行业对专业的劳动力资源及技术要素投

入具有高度依赖性ꎮ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总体

呈现倒 Ｕ 型变化趋势ꎬ比值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３ 增

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６ ９ꎬ再下降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３ ６ꎮ
信息服务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的专业化和集聚

度较低且期间内表现较平缓ꎮ 交通运输业的

区位商总体呈现下降型变化趋势ꎬ但仍处于

较高水平的集聚程度ꎮ 房地产业相对于其他

行业集聚度较低并且有下降趋势ꎬ因为商业

型房地产和居住型房地产区位选择因素不

同ꎬ服务目标人群也不同ꎬ所以空间分布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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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分散性ꎮ 由此可见ꎬ生产性服务业各

行业间空间集聚水平的差异性较大ꎮ
２０１５ 年ꎬ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劳动生产

率为 ５８ ９４９ꎬ高于第三产业的 ３５ １１２ꎬ且近

年仍保持高增长速度ꎮ 生产性服务业行业多

是知识密集型且兼具价值增值特点ꎬ随之反

映的就是从业人数占第三产业总体从业人数

低ꎬ但增加值却占有相当比例的特征ꎮ 各行

业中ꎬ科学研究与其他技术服务业劳动生产

率较低且波动不大ꎮ 据计算ꎬ直至 ２０１５ 年该

行业增加值占第三产业的比例仅为 ０ ０３１ꎬ
而从业人数占比却达到仅次于交通运输业的

０ ０７７ꎬ对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也仅为 １ ５％ ꎬ
行业规模较小ꎮ 另外ꎬ劳动生产率较高而产

值占比偏低的金融业、信息服务业等新兴行

业近几年基本呈高速增长的趋势ꎮ
(２)基于地理集中度指数的沈阳市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程度测算及分析

若沈阳市有 ４ ０００ 个单位均匀分布于各

研究单元ꎬ即每个单元有 ４４４ ４ 个企业单位ꎬ
此时地理集中度指数为 ３０ ３ꎮ 根据式(３)计
算得出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各

行业地理集中度指数(见表 １)ꎮ

表 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各行业地理集中度指数

年份 生产性服务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金融业 信息服务业 科学研究业 交通运输业

２０１０ ４３. ４３９ ４０. １８１ ４７. ９８１ ４５. ２４８ ７８. ４４３ ３９. ４４５ ３７. ８８８
２０１６ ４１. ９９１ ４３. ６２３ ４５. ４９３ ４１. ５６６ ７２. ２１３ ３９. ４７６ ４０. １７１

　 　 由表 １ 可知ꎬ２０１０ 年ꎬ２０１６ 年沈阳市生

产性服务业地理集中度指数分别为 ４２ ８０５ꎬ
４１ ４４５ꎬ均高于 ３０ ３ꎬ可以推断其空间分布

比较集中ꎮ 分行业看ꎬ以信息服务业的指数

最高ꎬ说明企业布局相对集中ꎮ 而交通运输

及科学研究与其他技术服务业的指数较低ꎬ
空间分布相对均匀或分散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ꎬ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空

间分布模式整体趋向分散ꎬ但分散趋势不明

显ꎮ 这主要与产业发展水平不高有一定关

联ꎮ 据统计ꎬ２０００ 年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

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例已达到 ３５％ ~ ４０％ ꎬ而
２０１６ 年沈阳市的这一比例仅为 ２１ １％ ꎮ 因

此ꎬ产业规模较小与水平不足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集聚发展的进程ꎮ 房地产业与交通运

输业地理集中度指数有所增长ꎬ主要是由于

近年来沈阳市房地产业发展迅速ꎬ这与政府

的宏观调控政策有很大关联ꎮ 房地产开发投

资持续攀升ꎬ许多楼盘相继在沈阳市主城区

内建设施工ꎬ逐渐显示出向心性的区位特征ꎬ
行业空间分布的集中趋势不断增强ꎮ 而交通

运输业地理集中度指数有所增长ꎬ主要得益

于十二五期间沈阳市政府加快推进交通运输

业从传统产业向现代物流产业转型的重要战

略布局ꎮ 随着于洪区沈阳国际物流港等物流

集中发展区的建设完成ꎬ未来交通运输业空

间布局集聚趋势将会不断增强ꎮ
此外ꎬ信息服务业的集聚程度远高于其

他行业ꎬ２０１６ 年虽有所降低但仍具备突出优

势ꎬ这是因为信息服务业对资本和技术的要

求较高ꎬ其主要分布在和平区三好街高新科

技园区ꎬ是整个东北地区电脑与 ＩＴ 产品的经

销集散地ꎬ也是中国北方电子信息产品与技

术的中心商务区ꎬ产业规模已近成熟ꎬ因此集

聚现象尤其明显ꎮ

三、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演变模式

及影响因子

１.空间演变模式

结合 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沈阳市生产性服务

业增加值及就业人数变化特征可知ꎬ 在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出现明显波动ꎮ 所以ꎬ笔
者选取 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６ 年作为关键时

间节点ꎬ系统探究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

分布格局演变过程及空间结构模式变化ꎮ 首

先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将企业属性数据库与沈

阳市九区空间数据相连接ꎬ运用全局莫兰指

数计算并衡量全局空间自相关程度ꎮ 根据生

成报告绘制出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全局自相

关报告表 (见表 ２)ꎮ 从 ３ 年的数据来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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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为正ꎬＺ 得分均大于 ２ ５８ 临界

值ꎬＰ 值小于 ０ ０１ 临界值ꎬ且在 １％的置信区

间内均显著ꎬ即仅有小于 １％ 的可能性是随

机分布的ꎬ表明从沈阳市域范围内来看ꎬ生产

性服务业具有空间正相关性ꎮ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ꎬＺ 值显著且逐年增高ꎬ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为正

且逐年增加ꎬ说明企业分布存在高值集聚区ꎬ
且逐年增强ꎮ

表 ２　 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全局自相关报告表

年份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 Ｐ 值(概率) Ｚ 得分(标准差) 置信度 / ％

２０１２ ０. １６２ ６０２ ０. ０００ ４７３ ３. ４９５ ５０１ ９９
２０１４ ０. １６８ ４８４ ０. ０００ ００２ ４. ７４７ ７１７ ９９
２０１６ ０. ２００ ５５２ 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４. ９７１ ２０６ ９９

　 　 Ｍｏｒａｎ’ｓ Ｉ > ０ 表示空间呈正相关ꎬ其值

越大ꎬ相关性越明显ꎻ反之ꎬＭｏｒａｎ’ ｓ Ｉ < ０ 表

示空间呈负相关ꎬ其值越小ꎬ空间差异越大ꎮ
Ｍｏｒａｎ’ｓ Ｉ ＝ ０ꎬ表明空间呈随机性ꎮ

这是从全局空间自相关角度判定沈阳市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模式ꎬ然后采用热点

分析法并以街道为基本空间单元进行局部空

间自相关分析ꎬ逐层展开ꎬ探析产业时空演变

过程ꎮ 选取自然断点法对各年企业空间分布

数量的 Ｇｉ∗统计指数划分为 ５ 个不同等级ꎮ
指数较高的区域为热点区ꎬ表示该区域内每

个高值要素都被其他同样具有高值的要素所

包围ꎮ 而指数较低的区域为冷点区ꎬ表示该

区域内每个低值要素都被其他同样具有低值

的要素所包围[８]ꎬ从而生成企业分布热点图

(见图 ２)ꎮ

图 ２　 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热点分布图

　 　 综合来看ꎬ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分

布的“热点街区”中ꎬ中心集聚现象逐渐加

强ꎬ集聚范围逐渐扩大ꎬ并且在中心集聚加强

的基础上ꎬ企业分布沿“金廊、银带”方向扩

散的特征明显ꎮ 在政府导向下ꎬ生产性服务

业分布集中度较高的单元大部分为市、各区

政府所在地以及省、市直属机关和企事业单

位ꎬ如朱剪炉街道、黄河街道以及山东庙街道

等ꎮ 在城市中心区内以金融业、商务服务业、
科技信息业集聚为主ꎬ强化核心区商业集聚

特征ꎮ ２０１２ 年ꎬ沈阳市和平区和于洪区是

高—高“热点”街区的集中区域ꎮ 其中ꎬ交通

运输业在于洪区于洪街道、北陵街道、铁西区

启工街道的集聚态势明显ꎬ信息和科技服务

业在和平区南湖街道的集聚态势明显ꎮ 同

时ꎬ生产性服务业在皇姑区和铁西区交界处

形成被高值街区包围的低值街区ꎬ主要是由

于在其东、西两侧出现两极分布的高值街区

单元ꎮ ２０１４ 年ꎬ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各行业

向城市中心区集聚趋势明显加强ꎬ呈现单核

心集聚模式ꎮ 低 — 低“冷点”街区连片分布

在城市南北两端的苏家屯区和沈北新区ꎮ 然

而ꎬ位于城市西向依附于传统制造业的生产

性服务业ꎬ如交通运输与物流业的热度指数

明显降低ꎬ企业数量明显减少ꎮ 其首要原因

是生产性服务已逐渐脱离传统制造业朝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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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ꎮ 如沈阳国际物流港、
铁西装备制造业物流集中发展区、临空现代

物流港等重点集聚区的建设ꎬ一方面促进了

物流园区与公路、铁路、航空设施的有效接

轨ꎬ另一方面能全面整合提升物流区功能ꎬ促
进区域间交通协调发展[９]ꎮ ２０１６ 年中心区

集聚现象更为明显ꎬ并向南北两侧推移ꎬ呈现

出以城市中心区为核心ꎬ以“金廊、银带”为

骨架展开的产业空间发展结构模式ꎮ
２.空间结构形成机制分析

(１)政府规划政策

城市的发展方向与发展模式将极大地引

导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向特定趋势发

展ꎬ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决策者的角色ꎮ 其中ꎬ
中心城区是发展区域内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

主要区域ꎬ也是建立其服务职能的核心承载

区[１０]ꎮ 因此ꎬ中心城区的打造对形成良好的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结构至关重要ꎮ 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国务院批复的«沈阳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 年)»中关于中心城区的规划中

提到:以“金廊、银带”为骨架ꎬ构建“一主、四
副”的城市空间结构ꎬ这将促使沈阳市生产

性服务业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ꎬ形成以

“金廊、银带”为主线展开布局、逐层推进的

总体空间发展格局ꎮ
(２)制造业空间集聚度

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制造业中分拨出来的

行业ꎬ以提供专业化的生产服务节约企业成

本、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为出发点ꎮ 因此ꎬ
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布局趋势与制造业的空

间布局以及集聚度有很强的关联性ꎮ 在振兴

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下ꎬ沈阳市制造业的集

聚发展形态会极大地推动相关生产性服务业

空间布局的落地以及升级改造ꎮ 围绕生产性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共性需求ꎬ最大限度地整

合资源、降低成本ꎬ形成为制造业全方位提供

配套服务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场所ꎮ 反过

来ꎬ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核心价值服

务产品ꎬ其集聚程度和发展水平将极大地影

响沈阳市装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ꎮ

(３)市场导向

良好的市场环境是生产性服务业健康快

速发展的保障ꎮ 市场内各行业之间具有较高

的相互关联度ꎬ而共同的市场导向会促进产

业空间集聚ꎬ并且这种集聚效应会不断加强ꎮ
笔者研究区域为沈阳市城市规划区ꎬ其中心

城区是经济活动密集、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

区域ꎮ 合理的资源配置、一系列扶持引导政

策的推行、需求旺盛的市场ꎬ使之逐渐成为生

产性服务业主要的空间集聚区ꎮ 目前和平金

融街集聚区、三好街高科技园区、大东汽车城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已是省级现代服务业集

聚区ꎮ 这三者主要在市场导向下形成了具备

相当规模的产业集群ꎬ从而形成了具有产业

特色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ꎮ

四、结　 论

　 　 (１)从区位商分析结果来看ꎬ沈阳市生

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集聚性ꎬ
且在辽宁省内有一定的专业化水平ꎮ 其中ꎬ
科学研究与综合服务业的区位商明显高于其

他行业ꎬ但劳动生产率偏低ꎬ人力成本较大ꎬ
产值占第三产业的比例不高ꎮ 另外ꎬ新兴行

业近年来也表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ꎮ 综合分

析ꎬ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目前仍处于初级发

展阶段ꎮ
(２)从地理集中度指数分析结果来看ꎬ

沈阳市生产性服务业存在集聚效应但是不显

著ꎬ且近年来有分散趋势ꎬ内部各行业的空间

集聚度差异性较大ꎮ 其中ꎬ信息服务业、租赁

与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集聚指数较高ꎬ而交

通运输及科学研究与其他技术服务业集聚指

数较低ꎮ
(３)从空间布局演变趋势来看ꎬ２０１２ 年ꎬ

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主要集中在以和平区太原

街为核心的城市中心区和以于洪区于洪街道

为核心的工业集聚区ꎮ 到 ２０１６ 年ꎬ企业集聚

最强烈的单元全部分布在城市中心区ꎬ并且

集中趋势更加明显ꎮ 但是ꎬ城市西向制造业

基地片区集聚度降低ꎬ成为单核心集聚模式ꎬ
且产业分布向南拓展ꎬ逐步形成以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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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为核心ꎬ以“金廊、银带”为主线展开、圈层

式分层推进的空间布局模式ꎮ
(４)空间结构的形成机制主要是政府规

划政策、市场导向、制造业集聚程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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