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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Time Evolution and Location Selec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A Case Study of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小微企业的时空演化及其选址影响因素研究
——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

祝美琪   翟国方   彭  芃    ZHU Meiqi, ZHAI Guofang, PENG Peng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如何从空间视角支持促进我国小微企业集群发展和持续成长，对于我国经济

稳中有进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小微企业为研究对象，从规模与空间两个方面描述小微企业的演化特

征，并构建小微企业空间选址模型，通过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方法进行检验，论证各因子对于浦东新区内小微企业的选

址是否存在影响。研究发现：浦东新区小微企业空间分布受集聚效应与公共服务正向影响明显，企业集聚与商业环境是

影响小微企业的重要因素，创新投入与用地成本存在较高积极影响，创新产出、交通区位、公共服务水平与医疗保健服

务设施次之。此外小微企业选址在发展较为成熟的片区受创新环境与企业集聚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在发展处于初期

阶段的片区则更偏好低廉的用地成本，在靠近主城区的片区对餐饮和文化服务设施存在偏好，在城市外部圈层则对地

铁站、金融服务设施、商业服务设施和产业园区更加敏感。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MSEs) are indispensable forces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sustained 
growth of small and micro-enterprise clusters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table and progress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is article takes MSEs in the Pudong New Area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It describes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of MS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cale and space, and constructs a spatial location model for MSEs. 
Through a multi-scale geographic weighted regression method, the article examines whether various factors have an impact on 
the location selection of MSEs within the new area.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SEs in the Pudong New 
Area i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agglomeration effects and positive impacts from public services. Enterprise agglomeration 
and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r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MSEs. Innovation input and land costs have relatively high 
positive impacts, followed by innovation output, transportation location, public service level, and healthcare service facilities. In 
addition, the location selection of MSEs is more influenced by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he innovation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 
agglomeration in developed areas. In areas in the initial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ere is a preference for lower land costs. Areas 
near the main urban area show a preference for catering and cultural service facilities, while the outer circles of the city are more 
sensitive to subway stations, financial service facilities, business service facilities, and industrial parks.

小微企业；时空演化；影响因素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

micro and small enterprises (MSE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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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小微企业是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家庭作

坊式企业的统称，其小规模、小体量的特性，赋

予其组织机构相对灵活、决策相对高效、管理

成本低廉、创新效率较高、投入市场即时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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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优点，同时也使其面临管理体系构建、技术

资源获取和资本市场积累等问题。这些问题已

严重影响小微企业的生存发展。一方面小微企

业作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主要源动力，在扩

大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维护社会和谐与

安定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由

于缺乏信息及知识获取渠道、管理方式粗放混

乱、资金来源相对紧缺，小微企业在市场竞争

中较易面临倒闭破产的局面。2012年2月1日

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部署明确指出，小微

企业是提供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渠道，是企业

家创业成长的主要平台，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力

量。2017年李克强总理明确指出小微企业对

于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意义[1]。可见在我国经

济面临新常态的机遇与转型阵痛期的挑战下，

促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浦东新区位于上海市东部，于1993年正

式设立。2013年末，浦东新区共有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的小微企业法人单位5.27万个，占全

部企业法人单位的94.4%[2]，整体呈现规模大、

体量小的特点。然而小微企业作为浦东新区的

重要经济主体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其生存

力却不尽如人意，2003年成立的小微企业，至

2008年生存率仅为43.2%，至2013年生存率下

降至9.6%。本文以浦东新区的小微企业为研究

对象，从规模演化、产业结构、空间格局3个方

面描述其时空演化特征，并基于空间视角探究

其生长发展的重要因子，以期为小微企业应对

新环境挑战、适应新时代要求建言献策。

目前，基于企业微观视角的小微企业生长

发展影响因素，已有较为丰富的实证研究。学者

主要基于企业微观视角，围绕政府政策、税收减

免、银行信贷等外部因素[3-5]，以及企业资源、组

织模式、人才管理和企业家能力等内部因素[6-8]

进行研究。但是，针对小微企业时空演化及空间

选址的角度来探讨其发展的研究相对比较匮乏。

企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区位选择问题一直

是学术界的热点研究领域，但在研究视角层

面仍存在缺口。一是在研究尺度方面，多以全

国[9-10]、区域[11]和城市[12]为研究范围，偏向宏

观尺度而缺少城市内部微观视角的研究，尤其

对当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新城新区等城市特

殊功能区域的关注度不够。二是在研究对象方

面，现有企业集聚特征及选址机制研究的对象

以制造业企业[13]、科创型企业[14]、外资企业[15]、

生产性服务业[16]和物流企业[17]为主，对于占据

市场主体90%以上的小微企业的相关空间研

究较少。三是在研究指标方面，现有研究以从

经济学视角进行模型构建居多，对于建成环境

等要素的考量仍有欠缺。

鉴于小微企业在吸纳就业、推动经济发

展、促进创业创新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从空间视角厘清其集聚特征偏好与区位选

择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上海市浦

东新区小微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基于城区

尺度的企业选址模型并进行实证研究，以期较

为准确地研判浦东新区小微企业的空间分布

现状特征和选址规律。

1 研究模型和样本数据

1.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以自然资源部公布的上海市标准地

图为底图，选取企查查（https://www.qcc.com）

数据库内截至2022年3月1日根据《中小企业

划型标准规定》（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

获得认定且状态为存续或在业的小微企业，筛

除部分地址、注册资金等重要信息缺失的企业

数据后，通过高德地图API接口将企业地址文本

信息转化为空间坐标并进行空间落点，最终获

得浦东新区范围内共计186 369家小微企业。

1.2   研究方法

在小微企业时空分异特征描述部分，本

文使用核密度估计法与标准差椭圆推算企业

空间集聚的热点地区，选取探索性空间数据分

析中的全局Moran's I指数检验企业数量在整

个研究区域的空间关联模式。在小微企业选址

影响因素分析部分，本文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

回归求解各主要影响因子与小微企业数量之

间的相关性。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方法由

Fotheringham[18]于2017年首次提出，其能够

在经典地理加权回归（GWR）的局部回归的

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各影响因素的影响尺度。

Yu等[19]在2019年补充完善了MGWR的统计

推断，使其可以普遍地用于实证研究中。

GWR公式为：

式中：yi为n×1维解释变量， xij是n×k维

解释变量矩阵， (ui，vi)为观察点 i 的坐标，βk  

(ui，vi)为观察点i上的第k个回归系数，回归系

数越大，因子的作用越强；εi为算法残差。

MGWR公式为：

式中：bwj为第 j 个变量回归系数使用的带

宽，带宽越大，则说明因子的影响范围越大，若

带宽等于样本量，则说明该因子在全局尺度上

均存在影响；βbwj为局部回归得到的回归系数，

回归系数越大，因子的作用越强。

对比可知，相比传统的经典GWR，MGWR

主要有以下3点重要改善：一是相比于经典

GWR模型中所有变量仅计算出同一带宽，

MGWR允许每个变量各自不同的空间平滑水

平；二是每个变量特定带宽可以用作每个空间

过程作用的空间尺度的指标；三是多带宽方法

产生了更接近真实和有用的空间过程模型[20]。

2 浦东新区小微企业时空演化特征

2.1  规模演化特征

本文将已爬取的上海市小微企业数据按

企业成立时间进行分类，以每年新增小微企业

数量表征其年度发展情况，得到1978—2022

年上海市与浦东新区小微企业的规模时序演

化对比（见图1）。

综合上海市小微企业时间发展序列可

知，1978—2022年上海市小微企业整体趋势

呈稳步上升趋势发展。具体可分为4个阶段。

①初步探索期（1978—2000年）：此时上

海仍处于发展传统工业的惯性时期，民营经济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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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仍相对低迷，小微企业年增量不超过1万个。

②平稳增长期（2001—2012年）：在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的10余

年间，产业效益明显提升，技术引进日益广泛，

上海市小微企业年增量较第一阶段明显上升，

并呈逐年增长趋势，至阶段末2012年小微企业

年增量首次超过5万个。

③高速增长期（2013—2019年）：2013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小微企业发

展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3〕87号）》发布，

提出加快丰富和创新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方式、

大力拓展小微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等措施，为小

微企业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2014年小微企

业年增量首次突破10万个，增长率达58.89%。

党的十八大之后，国务院多次减税降费支持

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增长势头迅猛，至阶段

末2019年企业年增量达峰值约30万个，约为

2013年增长量的3.74倍。

④预备调整期（2020—2022年）：受新

冠疫情影响，2020年小微企业年增量较上年

减少14.14%，自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趋

势，但仍处于较高水平，至2021年年增量降幅

已达43.85%，整体呈现急剧下降趋势。

浦东新区小微企业的规模时序发展阶段

与上海市域大体相同但相对前置。1992年国

务院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1993年浦东

新区正式成立管委会，由此小微企业年增量

在1993年出现较小波峰。2009年原南汇区并

入浦东新区，企业年增量较上年增长43.65%。

2013年浦东新区境内的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正式成立，极大地促进小微企业的生

长发展。至2014年小微企业年增量较上年增

长122.55%，并于2015年到达峰值。至2020年

小微企业均以较为平稳的增速逐年增长，但年

增量在5年间下降25.60%。2021年受疫情冲

击，小微企业年增量骤降。整体上看，浦东新区

小微企业的规模时序发展基本与上海市域的

4个阶段相吻合，因此后续研究将继续根据4

个阶段进行对比研究。

2.2  空间演化特征

根据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测度浦东

新区各阶段小微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对比4个时

间截面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1992—2000年间Moran's I指数明显增长，可

初步判断浦东新区小微企业在第一阶段初步

探索期（2000年以前）呈现明显的进一步集

聚趋势，而在后3个阶段（2000—2022年）指

数逐渐降低，说明企业分布仍然存在集聚现象

但趋势放缓。可知1992—2022年浦东新区小

微企业空间集聚程度先增后降趋势明显，并在

空间上呈现高值集聚的空间正相关。

根据核密度估计与标准差椭圆对浦东新

区各阶段小微企业空间格局进行可视化，并对

比4个时间截面结果（见图2）可知：

1992年浦东新区小微企业发展仍处于初

步探索期，数量少、密度低。沿黄浦江与大冶河

分布相对较多，陆家嘴板块、外高桥港区、川

沙、祝桥、惠南等片区内小微企业初具规模。

2000年浦东新区小微企业出现明显向北

集聚趋势。新增小微企业大部分集中于川杨河

以北，沿黄浦江形成外高桥港区—陆家嘴—前

滩沿江集聚带。此外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已建成

通航，张江高科技园区、川沙、祝桥、惠南也出

现小规模企业集聚点。对比标准差椭圆可知，

新区内小微企业呈现明显的“北密南疏”的

空间分布格局，且相较上一阶段企业分布重心

向北部偏移。

2012年浦东新区小微企业空间分布格局

呈现向南扩散趋势。新增小微企业依托原有集

聚区进一步集聚，向西北—东南分布的方向性

增强，“北密南疏”的基本空间分布格局没有

改变，北部依据原有企业分区逐渐增长扩散蔓

延呈连片集聚区，南部南汇新城中心出现点状

企业集聚区，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图1 1978—2022年上海市与浦东新区小微企业规模时序演化对比
Fig.1  Comparison of time series evolution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and the Pudong New 
Area from 1978 to 2022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表1 浦东新区1992—2022年各阶段小微企业全局

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

Tab.1  Results of global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for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the Pudong New Area 
from 1992 to 2022

项目 1992年 2000年 2012年 2022年
p值 0.001 0.001 0.001 0.026

Moran's I 0.095 0.254 0.151 0.029
z值 8.60063 22.08740 12.67110 2.9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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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浦东新区小微企业分布中心有明

显偏移，但整体空间分布范围无明显变化，可

知小微企业在浦东新区内已基本形成较为稳

定的空间格局。新增小微企业集中分布于外高

桥港区与南汇新城中心，南汇新城内滴水湖附

近的企业片区密度值最高。企业标准差椭圆扁

率较2012年进一步增加，长轴延长至南汇新城

中心，西北—东南分布的方向性进一步增强。

新区内小微企业逐渐由“北密南疏”转变为

“北部以外高桥港区为核心、南部以南汇新城

中心为核心的南北重、中部轻”的空间格局。

北部连片企业片区重心逐渐由陆家嘴向北部

外高桥港区转移，南部南汇新城中心的点状企

业片区持续集聚但尚未出现扩散蔓延的趋势。

3 小微企业区位选择影响机制分析

3.1  模型构建与指标选取

本文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选取

变量，设定因变量为单个格网内小微企业的总

数，自变量为影响小微企业空间分布的各类因

素在单个格网内的均值。在此基础上，参考已有

研究成果以及与定性空间格局分析，结合集聚

动力机制与区位理论构建小微企业选址模型，

并定义5个一级指标，分别为创新环境、交通区

位、用地成本、公共服务和企业集聚（见图3）。

在创新环境维度，目前已有较多研究论证

创新环境通过知识溢出对企业空间分布产生促

进作用[21-22]，对于创新能力较弱的小微企业，在

需求多样化、产品同质化的竞争格局中，科技创

新成为小微企业适应瞬息万变市场环境的必然

选择[23]。小微企业只有在强化科技创新的“技

术驱动”和“环境驱动”的基础上，不断强化

自我“集聚创新”及“个体创新”，才能提升

企业竞争力。目前研究多从创新投入、产出两方

面对创新进行测度，创新投入测度包括宏观的

R&D投入、人力资本、信息咨询等生产服务指

标，创新产出测度主要根据专利产出。结合文献

综述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高等院校及科研

所、国家级企业孵化器及众创空间与专利代理

机构作为创新投入，选取有权专利产出作为创

新产出，以表征区域的创新环境水平。

在交通区位维度，传统区位理论认为，交通

成本作为重要的区域外生因素，通过调节运输

成本影响企业空间布局，是产业及企业集聚的

驱动因子。结合文献综述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

取机场与高铁站等作为宏观层面交通节点，主

要服务于跨区域出行需求，针对选取高速公路

匝道出入口作为中观层面交通节点，主要服务

于跨区域货运需求，选取地铁站作为微观层面

交通节点，主要服务于市域范围出行需求。

在用地成本维度，自古典区位论起，已有

学者在地租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企业决策者通

常根据成本最低的价值导向进行区位选择，低

廉的用地成本通常会吸引更多企业入驻。资金

流转较为困难的小微企业对于用地成本会更

为敏感。参考现有研究，本文选取土地出让价

格与小区物业房价表征用地区域成本。

在公共服务维度，随着企业地理研究视

角逐渐向微观转化，现有研究在探讨企业空间

分布影响因素时通常考虑建成环境的作用。一

方面，以生活为导向的公共服务对于人群的强

吸引力能够影响企业运营者的决策；另一方

面，以生产为导向的公共服务能够提升企业运

转效率。因此本文选取公交站点个数、金融保

险服务设施、医疗保健服务设施、休闲娱乐服

务设施、商业服务设施、餐饮设施、文化服务设

施与风景名胜等指标测度区域公共服务水平。

在企业集聚维度，根据文献综述与企业

空间分布格局可知，企业集聚与分布具有路径

依赖特征，企业通常更倾向于选择进入企业聚

集的区域，尤其是进入与企业自身生产前后向

相关联的企业集聚区。集聚区内的企业技术交

流更加便捷、频繁，推动企业迅速掌握前沿技

术知识，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产

业园区作为企业集聚生长与产业发展基础的

载体，可用于测度企业集聚水平。

根据对上述变量的纳入和分析，在5个一

级指标下选取19个二级指标（见表2）。

3.2   影响因素分析

（1）MGWR、经典GWR与OLS模型对比

在指标显著性层面，OLS回归结果中（见

表3），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创新孵化空间可

达性、专利产出、专利代理机构、机场可达性、

高速公路匝道出入口可达性、地铁站可达性、

图3 基于集聚动力机制与区位理论的小微企业

选址模型构建
Fig.3  Construction of location model for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based on agglomeration dynamic 
mechanism and location theory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浦东新区1992—2022年各阶段小微企业空间分布格局示意图（单位：个/km²）
Fig.2  Schematic diagram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various stages of the 
Pudong New Area from 1992 to 2022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a  1992年                             b  2000年                             c  2012年                             d  20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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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平均房价、医疗保健服务设施、餐饮设施、文化

服务设施和产业园区等12个变量的全局回归

系数呈现显著，其中专利产出、医疗保健服务

设施、文化设施与产业园区的影响系数绝对值

较大，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余7个指标不

显著。在MGWR回归结果中，对比各指标下各

样本的t值绝对值与模型结果中各指标的调整

后t值绝对值，如前者大于后者，则说明指标回

归系数显著。经检验，创新孵化空间可达性、专

利产出个数、平均房价、地铁站可达性、金融保

险服务设施、医疗保健服务设施、商业服务设

施、餐饮设施、文化服务设施与产业园区10个

变量的回归系数呈现显著，而高等院校及科研

院所、专利代理机构、机场可达性、高铁站可达

性、高速公路匝道出入口可达性、平均土地出让

价格、公交站点、休闲娱乐服务设施与风景名

胜9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呈现不显著。

在尺度分析层面，MGWR各指标带宽统

计中（见表4），创新孵化空间（x2）与产业

园区（x19）的作用尺度较小，带宽为115，占

总样本数量的9.21%。上海市浦东新区面积约

为1 210 km²，9.21%的面积为114.41 km²，

体量约等于川沙新镇或南汇新城镇，说明创

新孵化空间与产业园区的作用尺度约等于一

个镇区，超过该尺度则系数会出现剧烈变化。

商业服务设施的带宽为129，占总样本数量的

10.32%，说明商业服务设施（x15）对小微企

业的分布影响系数同样存在较大的空间异质

性。地铁站（x10）的带宽为221，专利产出（x3）

的带宽为230，分别占总样本数量的17.69%

与18.41%，均属于局部尺度，证明小微企业分

布随交通区位、创新产出波动而产生的变化

在空间上呈现较大差异。金融保险服务设施

（x12）与平均房价（x8）的带宽分别为1 172、

1 208，分别占比93.83%、96.71%，属于较大

尺度，存在较小的空间异质性，系数在空间上

趋近平稳，表示浦东新区各区域小微企业空间

分布受到金融保险服务与平均房价的影响趋

近于相同。医疗保健服务设施（x13）、餐饮设

施（x16）与文化服务设施（x17）的带宽均为

1 247，属于全局尺度，占比趋近于100%，表

示公共服务对小微企业的空间分布影响几乎

不存在空间异质性。

对比可知模型中的指标对于小微企业选

址的影响存在一定空间异质性，相比全局回归

OLS模型，MGWR模型能够将属性值在不同

空间存在的差异纳入分析。而相比经典GWR

模型计算所得带宽为212，占总样本数量的

16.97%，MGWR模型计算不同变量的作用

表2 浦东新区小微企业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

Tab.2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the 
Pudong New Area: variables, definitions, and data sources

变量
类型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变量名称 定义 数据来源

因变量 — y1 sme_22 截至2022年3月前小微企业个数（个） 企查查网站

自变量

创新
环境

x1 university 高等院校及科研所个数（个） 高德地图

x2 incubator 到最近国家级企业孵化器及众创空
间所需最短时间（min） 企查查网站

x3 patent 专利产出个数（个） 上海市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
x4 agency 专利代理机构个数（个）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交通
区位

x5 airport 到最近机场所需最短时间（min） OpenStreetMap网站
x6 rail 到最近高铁车站所需最短时间（min） OpenStreetMap网站

x7 expressway 到高速公路匝道出入口所需最短时
间（min） OpenStreetMap网站

x8 subway 到最近地铁站所需最短时间（min） OpenStreetMap网站
用地
成本

x9 land_price 土地出让价格（万元/km²） 中国及上海土地市场网
x10 house_price 平均房价（元/m²） 房天下网站

公共
服务

x11 bus 公交站点个数（个） OpenStreetMap开源网站
x12 finance 金融保险服务设施个数（个） 高德地图
x13 hospital 医疗保健服务设施个数（个） 高德地图
x14 entertainment 休闲娱乐服务设施个数（个） 高德地图
x15 business 商业服务设施个数（个） 高德地图
x16 restaurant 餐饮设施个数（个） 高德地图
x17 cultural 文化服务设施个数（个） 高德地图
x18 park 风景名胜个数（个） 高德地图

企业
集聚 x19 industrial 产业园区个数（个） 高德地图

指标 变量名称 系数 指标 变量名称 系数
x1 university 0.0001* x11 bus -0.1575
x2 incubator -0.0001* x12 finance 1.5798
x3 patent 8.8296* x13 hospital 10.4145*
x4 agency 0.0001* x14 entertainment 0.4048
x5 airport 0.0001** x15 business 0.1391
x6 rail 0.0000 x16 restaurant 1.0338*
x7 expressway -0.0001* x17 cultural 2.7394*
x8 subway -0.0001* x18 park 1.0865
x9 land_price -8.2995 x19 industrial 33.3116***
x10 house_price -0.0022* — — —

表3 OLS回归模型结果

Tab.3  OLS model results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

表4 经典地理加权回归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带宽

Tab.4  Model bandwidth of GWR and MGWR
项目 x2 x3 x8 x10 x12 x13 x15 x16 x17 x19

MGWR 115 230 1 208 221 1 172 1 247 129 1 247 1 247 115
GWR 212 212 212 212 212 212 212 212 212 212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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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系数统计描述

Tab.6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of MGWR

尺度存在明显差异。综合对比全局回归OLS模

型和经典GWR模型，MGWR模型的残差平

方和与AICc值有所下降，且其拟合优度R²相

对较高，模型的稳健性与拟合度更优（见表5），

故本文选取MGWR模型进一步探究小微企业

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

（2）MGWR模型结果系数空间格局分析

MGWR各指标系数空间格局见图4。

创新孵化空间（见图4a）对于小微企业

选址的影响存在明显空间异质性，指标系数

在-0.942—0.714之间，均值为-0.083。自变量

为到达最近创新孵化空间所需最短时间，因此

如果系数为负，则时间成本越小、企业数量越

多，说明创新孵化空间对于小微企业空间分布

存在正向影响。如果系数为正，则存在负向影

响，在外高桥港区与南汇新城中心区域，创新

孵化空间对于小微企业存在高强度正向影响，

而在惠南镇与万祥镇附近则存在负向影响，在

其他区域无影响。外高桥港区与南汇新城中心

均为小微企业发展较为成熟且集聚趋势明显

的区域，因此呈现出明显的创新投入偏好性。

专利产出（见图4b）对小微企业选址存

在显著正向影响，指标系数在0.169—0.389之

间，均值为0.279。指标在老港镇与南汇新城中

心呈现较强正向影响，在外高桥港区存在一定

正向影响，在其他区域无影响。说明小微企业

在成熟的企业集聚区中对创新产出偏好更强。

地铁站（见图4c）在接近全局的尺度上

对小微企业选址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指标系数

在-0.158—-0.107之间，均值为-0.125。指标系

数绝对值由南至北递减，即城市外部圈层的小

微企业更加依赖轨道交通，对于地铁站的选址

偏好强于靠近主城区的小微企业。

平均房价（见图4d）在局部尺度上对

小微企业选址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指标系数

在-0.769—-0.502之间，均值为-0.635。指标仅

在浦东新区中部偏南的惠南镇、万祥镇、大团

镇和老港镇呈现显著负向影响，在其他区域无

影响。可知小微企业在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片

区进行选址时偏好更低的用地成本。

金融服务设施（见图4e）在较大区域尺

度上对小微企业选址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指标

系数在0.075—0.208之间，均值为0.092。指

标在川杨河以南存在高强度正向影响，且系数

绝对值向南逐渐递增，至南汇新城中心达到峰

值，即城市外部圈层的小微企业对于金融服务

设施的敏感度更高。

医疗保健服务设施（见图4f）在全局尺度

上对小微企业选址存在显著低强度正向影响，

指标系数在0.082—0.088之间，均值为0.085，

系数绝对值极差较小，可知小微企业在新区范

围内对于医疗保健服务设施存在一定偏好。

商业服务设施（见图4g）对小微企业选

址存在显著高强度正向影响，并且具备明显的

空间异质性，指标系数在0.131—1.673之间，

均值为0.902。指标在陆家嘴、张江高科技园区

与泥城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在靠近城

市外部圈层的泥城镇中，小微企业选址对于商

业服务设施的空间偏好性更强。

餐饮服务设施（见图4h）在全局尺度上具

备显著的正向影响，指标系数在0.143—0.162

之间，均值为0.157。系数绝对值呈现微弱的自

北向南递减趋势，可知靠近主城区的小微企业

选址对于餐饮服务设施的空间偏好性更强。

文化服务设施（见图4i）在局部尺度上对

小微企业选址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指标系数在

0.100—0.108之间，均值为0.104。指标仅在黄浦

江沿岸地区呈现显著，且系数绝对值呈现微弱

的自西向东递减趋势，可知靠近主城区的小微

企业选址对文化服务设施的空间偏好性更强。

产业园区（见图4j）对小微企业选址存

在显著高强度正向影响，并且具备明显的空间

异质性。指标系数在0.112—7.198之间，均值

为1.165，系数绝对值在所有变量中居首，说明

对于小微企业选址的影响效果最大。在南汇新

城中心、惠南镇片区和北部的外高桥港区、金

桥技术开发区、张江高科技园区与周浦镇的小

微企业对于产业园区存在偏好，并且在大冶河

以南的影响系数绝对值更高，即城市外部圈层

的小微企业更加倾向于优先入驻园区，其选址

受企业集聚的正向影响更加明显。

4 结论与讨论

对浦东新区小微企业的主要特征总结

如下：

（1）浦东新区小微企业呈现先集聚后扩

散的演化特征与“南北重、中部轻”的空间格

局。浦东新区小微企业存在规模时序演化明显

的阶段性，且发展态势受政策影响明显；在集

聚测度方面，呈现先集聚后扩散的演化特征，

并逐渐由最初的“大分散、小集聚且集聚区沿

江分布”转换为“北部集聚逐渐成熟、南部集

聚初现端倪、中部东部离散分布”的空间集聚

特征；在空间格局方面，浦东新区小微企业实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模型指标 MGWR OLS 经典GWR
拟合优度R² 0.533 0.253 0.505

AICc 2 762.245 3 203.405 2 948.192
残差平方和 518.653 918.523 512.877

表5 经典地理加权回归与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

模型指标

Tab.5  Index of GWR and MGWR

指标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x2 incubator -0.083 0.379 -0.942 -0.087 0.714
x3 patent 0.092 0.107 -0.089 0.074 0.389
x8 subway -0.125 0.018 -0.158 -0.116 -0.106
x10 house_price -0.223 0.223 -0.769 -0.141 0.151
x12 finance 0.092 0.067 0.027 0.048 0.208
x13 hospital 0.085 0.002 0.082 0.085 0.088
x15 business 0.045 0.327 -0.539 -0.010 1.673
x16 restaurant 0.157 0.006 0.143 0.160 0.162
x17 cultural 0.095 0.010 0.078 0.099 0.108
x19 industrial 1.165 1.428 -0.232 0.609 7.198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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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由“北密南疏”向北部以外高桥港区为

核心、南部以南汇新城中心为核心的“南北

重、中部轻”的空间分布格局转变，分布方向

呈现先向北部外高桥港区偏移而后重心向南

汇新城中心转移的趋势。

（2）浦东新区小微企业空间分布受集聚

效应与公共服务正向影响明显，各因子作用效

果存在空间异质性。从影响程度来看，企业集

聚与商业环境是影响小微企业的重要因素，创

新产出与用地成本存在较高积极影响，创新投

入、交通区位、公共服务水平和医疗保健服务

设施次之。从片区发展阶段来看，小微企业在

发展较为成熟的片区中受创新环境与企业集

聚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在发展处于初期阶段

的片区中则更加偏好低廉的用地成本。从片区

区位来看，小微企业在靠近主城区的片区中对

餐饮服务设施与文化服务设施存在偏好，在城

市外部圈层则对地铁站、金融服务设施、商业

服务设施、产业园区更加敏感。

根据研究结论，从区域格局视角来看，外

高桥港区与滴水湖2处核心企业片区应是浦

东新区未来小微企业培育的战略高地；同时，

陆家嘴、张江高科技园区与惠南镇也是小微

企业集聚的重要区域。此后，应依托核心片区

推动小微企业持续小集聚、大扩散的趋势，以

川杨河、大冶河为界，北部以外高桥港区为核

心，中部以惠南镇为核心，南部以滴水湖为核

心，共同打造和谐有序的小微企业生态。从政

策引导视角来看，对于外高桥港区与滴水湖

等相对成熟的企业片区，应该着重于构建适

宜小微企业的创新环境，积极打造孵化器与

众创空间，加快人才引进，为小微企业提供充

分的创新服务。对于惠南镇与泥城镇等仍处

于发展阶段的企业片区，应该适当给予相应

优惠政策以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创造良好的

小微企业营商环境。从设施配套视角来看，一

方面应进一步加强扶持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的

政策力度，促进区域间创新联动与技术交流，

另一方面，保障小微企业片区周边的金融服

务与医疗保健服务等硬件设施配置，提供适

当的游憩场所与开敞空间。

本研究仍存在可进一步探讨的空间。小

微企业对于政府政策导向与市场资源配置较

为敏感，由于研究单元为自设定格网，受限于

研究区域与统计口径，人口比例、受教育程度

等社会经济因素未能纳入本文的研究范畴，政

策红利与市场周期等宏观经济因素也无法在

同等标准下量化。同时，考虑到指标维度与数

据可获得性，笔者未能将相关的企业微观指标

以变量的形式加入模型中，对小微企业的异质

性考察仍然不足。未来应当探索在更大的研究

尺度下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加强定

性与定量分析的结合，在数据可获得性允许的

情况下构建更为完整的指标体系，以期更为

准确、直观地描述疫情对于企业选址偏好的影

响，为区域小微企业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和演

变机制提供更加科学、宽泛的研究视野。

图4 浦东新区小微企业空间分布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系数空间格局
Fig.4  Multiscale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coefficient spatial pattern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s in the Pudong New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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