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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y in Western Cities 
Based on the Flow of Capital: A Case Study of Zunyi

乔艺波   罗震东   何鹤鸣      QIAO Yibo, LUO Zhendong, HE Heming

从资金流的角度，选取反映招商引资情况的投资数据，以遵义市为例，研究西部城市的产业时空特征。数据分析结果显示：

遵义市产业投资“两阶段”（2005—2010年与2011—2016年）特征明显，区域联系呈现近（川渝）、远（长三角、珠三角、京津

冀）两个扇面二元交织的结构特征。其中，川渝扇面的投资在市域空间上呈“T”字形分布，大都市区近域扩散特征明显，

投资行业类型上侧重以房地产和休闲旅游服务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体现出遵义作为川渝休闲后花园的市场定位；沿海扇

面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市区及市区周边县市，从中心向外围圈层式扩散，投资行业类型上侧重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体

现出遵义作为东部产业转移基地的市场定位。遵义市产业投资所呈现出的“两阶段”及二元交织的时空特征在广大西部

城市中具有代表性。

Choosing the investment data which reflect investment-invita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study on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y in western cities with the example of Zuny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flow.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show that the 

industrial investment of Zunyi presents “two phases” (2005-2010, 2011-2016)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nvestment resources present 

“two sector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twining the near (Sichuan-Chongqing region) with the far (Yangtze River Delta, Pearl 

River Delta,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The investments from Sichuan-Chongqing region manifest a “T” shape in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Zunyi with the effect of adjacent diffusion, and focus on tertiary industry, especially real estate and leisure tourism service, 

which reflects the market positioning of Zunyi, that is, a leisure backyard of Sichuan-Chongqing region. The investments from the 

coastal region centralize in urban district and counties around the urban district with the effect of center to the periphery diffusion, 

and focus on secondary industry, especiall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hich reflects the market positioning of Zunyi, that is, an 

industry transfer base of the coastal region. The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manifest as “two phases” and dual intertexture, 

are representative in vast majority of western cities.

0　引言

产业空间是产业在地域空间上的投影，对

产业空间的研究能够为合理制定城市与区域发

展战略及政策提供有效依据。当前关于产业空

间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

方面：一是基于统计年鉴或者国家信息中心编

基于资金流的西部城市产业时空特征研究*

——以遵义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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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利用重力模型或

改进后的重力模型，通过一系列系数的构建，如

感应度系数、影响度系数、同业影响系数等，计

算区域城市间的产业空间联系结构特征[1-4]，多

为大区域尺度层面上的研究；二是基于城市或

区域的三次产业相关数据，得出城市或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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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空间布局及结构特征，或进一步根据历年

数据得出产业空间结构演变过程[5-9]，这类研究

既有大区域尺度层面上的研究，也有市域、市区

层面上的研究。由于第一类研究得出的区域城

市间产业空间联系是基于静态数据间接估算的

结果，不能直接准确地反映单个城市的区域产

业联系特征，尤其对于那些区域中较为普通的

城市更是如此。而第二类研究得出的产业空间

结构能够呈现城市或区域多种因素长期积累与

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无法甄别产业的内外空间

联系以及形成机制。

流空间研究为产业空间研究提供了新的视

角，各种动态“流”数据为准确地反映城市产

业的区域联系及城市产业空间的最新变化提

供了可能。目前区域流研究中普遍采用交通

流[10-12]、企业分支机构[13-14]、物流[15-16]、信息

流[17-18]等数据，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进展

较大，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例如交通流和物

流受制于地理空间的实体要素流，企业分支

机构不能准确地量化反映城市之间资金往来

的数额大小，信息流难以反映城市联系的具体

内容。相比于众多流数据，资金流在产业空间研

究方面具有其他数据所不具有的特性，能够较

为全面、直观、准确地量化城市产业的区域联

系及产业空间分布特征。通常资金流是指为投

资、交易或企业生产目的而产生的资金流动，

包括公司的投资资金流动以及运营、研发所花

费的资金①。在城市层面上，反映城市招商引资

情况的投资数据即是一种区域城市间的资金

流。由于带有投资数额、来源省份、项目所在地

及投资产业与行业类型等属性信息，投资数据

可以同时反映城市与区域的产业联系和产业

空间分布，而历年投资数据的变化可以进一步

反映城市产业空间的最新动态变化，是非常有

效的动态研究数据。

伴随着中国产业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的

梯度转移，西部城市的产业发展迎来新的契机

和快速发展期，尤其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

和实施，西部地区作为面向欧亚大陆开放的前

沿阵地，产业发展机遇日益凸显。西部城市能否

结合自身特点有效地制定满足外来投资要求的

城市与区域发展战略，对其未来发展有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相比于大量聚焦东部地区的相关

研究，目前学术界关于西部城市产业联系与

时空特征的研究较少，仍主要聚焦于宏观层

面的产业结构[5]、产业发展潜力[19]、产业转移

机制[20-22]等方面。深入研究西部城市的产业

联系特征和空间分布规律，一方面有助于地

方制定合理的产业发展政策与规划，另一方

面将丰富关于中国的产业转移研究，为国家

层面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由于广大西部城市

基本处于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能力通常较

弱[23-24]，对外来资本依赖程度较高，因此投资

数据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城市产业的区域联

系、空间特征和形成机制。外来投资主要来自

哪些区域，在城市地域空间上如何集聚与扩

散，主要集中于哪些产业类型，这些问题都直

接影响着城市与区域的产业发展政策和空间规

划的制定。基于此，本文重点选取以投资为主的

资金流数据，深入研究西部城市产业的区域联

系及空间分布特征，为西部城市产业空间优化、

功能定位和开放策略的制定提供有效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对象选取

遵义市地处川渝贵发展廊道中部，是贵州

省第二大城市和黔北区域的中心城市（图1）。

2015年遵义市人均GDP为5 656美元，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在西部城市中处于中等偏上的地

位，是典型的西部城市。长期以来，遵义市的发

展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强烈，尤其来自川渝地

区的要素，对遵义地区的沙滩文化及酒业发展

造成直接影响。三线建设时期自上而下的投资

奠定了遵义市的工业基础，航空航天、机械电

子、能源工业等类型的工业项目陆续建成，其

中有大量来自上海的对口援建项目。进入21世

纪，随着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逐渐往中西部转移，

川渝地区对于遵义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基础设施

条件不断改善的情况下更趋显著，遵义市的发

展受到川渝和沿海地区双重影响的格局更加清

晰。区域对城市的投资数据能够有效地反映城

市的产业联系特征。基于此，本文选取遵义市为

研究对象，从投资角度探索城市产业空间研究

的分析方法，对投资数额、来源、侧重行业及市

域空间分布进行分析，以此研究城市产业的区

域联系特征及城市产业空间分布特征。

1.2   数据获取与处理

招商引资项目数据包含的信息有很多，包

括资金来源省份、项目名称、投资方、产业与行

业、建设地址、项目所入驻开发区或园区、约定

投资总额、当年累计到位资金、历史累计到位资

金、项目进展阶段、签约时间、开工时间、投产时

间、项目所在县区市等一系列信息。围绕城市产

业的区域联系与空间特征，本文选取投资项目

的当年累计到位资金、来源省份、项目所在县市

及投资产业与行业类型为分析的基础信息。当

年累计到位资金是指统计年份的1—12月这一

时期内项目累计投资资金，由于其能够直观、准

确地反映投资强度，故作为当年投资的截面数

据。研究从遵义市相关部门收集了2005—2016

年遵义市招商引资项目明细表，通过分类整理

相关信息，计算获得统计年所有项目当年累计

到位资金之和，并按照来源省份、项目所在县市

及投资产业与行业分别进行整理和计算，作为

分析的基础数据。

1.3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遵

义市域及市区招商引资的投资总额、来源地、

集中分布地区及侧重行业类型分别进行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通过对遵

义市域2005—2016年招商引资数据的分析，

判断遵义市招商引资的一般趋势。通过对市域

图1　 遵义市区位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① Investopedia中资金流的定义如下：Capital flows refer to the movement of money for the purpose of investment, trade or business production, including the flow of capital 

within corporations in the form of investment capital, capital spending on operations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http://www.investopedia.com/terms/c/capital-

flows.asp，2017年4月23日访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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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6年招商引资的投资总额、来源地、

投资集中分布地区及侧重行业类型的分析，按

照投资数据大小等比例绘制投资来源区域分

布图及投资集中分布地区分布图，并分析投资

侧重行业类型；②分别对川渝扇面和沿海扇面

2014—2016年在遵义市域的投资集中分布地

区和侧重行业类型进行分析比较，按照投资数

额分别绘制川渝和沿海投资集中分布地区图，

并按照投资数额占比大小筛选投资侧重行业类

型，以此研究川渝和沿海的投资特征及产业空

间结构差异；③通过对市域（包含两大扇面的

投资特征）投资特征的分析，总结遵义市的产

业空间特征，进而提出遵义市的城市功能定位

并简要探讨其形成原因。

2　产业发展的阶段特征

2.1   产业投资“两阶段”特征明显

以2011年为分界点，将2005—2016年分

为前后两个阶段，遵义市域前后两个阶段的产

业投资差异特征明显。从外来投资项目数量及

资金总额上看，后一阶段（2011—2016年）

累计引资项目数量及资金总额分别是前一阶

段（2005—2010年）的3.8倍和11.7倍（图

2），标志着遵义市进入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从

招引资金的产业构成比例上来看，第二产业

招引资金比例从2009年开始持续下降，三产

持续上升，截止2016年，三次产业招商引资比

例为5.8：25.8：68.4，资金比例从前一阶段的

“二三一”结构转变为后一阶段“三二一”的

结构（图3）。

2.2   产业投资阶段的成因分析

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后沿海初级生产要

素成本上升及中西部投资氛围的逐渐形成，沿

海产业往中西部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显著增加[25-

26]。正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遵义市招商引

资来自沿海扇面和川渝扇面的投资比例逐

年上升，而省内的资金比重持续下降，2015

年沿海和川渝扇面投资之和高达80.7%（图

4）。从历年投资侧重行业上看，房地产业一直

占有较高比重，服务业②、旅游业比例持续上

升，而制造业比例从2010年的40.5%降低至

2016年的18.7%（图5），导致市域招商引资

资金中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2016年达

到68.4%。

3　产业发展的空间特征

遵义市产业近（川渝）、远（沿海发达地

区）两个扇面交织的区域联系结构特征明显

（图6）。在市域层面上，2014—2016年市域招

商引资总额为6 392亿元，其中两大扇面投资

总额为4 940亿元，占比77.3%，其中川渝扇面

占比38.0%，沿海扇面占比39.3%，两者大体相

当。在市区层面上，2014—2016年市区招商引

资总额为1 704.4亿元，其中两大扇面投资总额

为1 294.5亿元，占比76.0%，其中川渝扇面占

比24.9%，沿海扇面占比51.1%，前者约为后者

的一半。在遵义市下辖各县市层面上，2014—

2016年各县市招商引资总额为4 687.6亿元，

其中两大扇面投资总额为3 645.9亿元，占比

77.8%，其中川渝扇面占比42.7%，沿海扇面占

比35.1%，前者高于后者。各县市单独来看，川

渝投资占主导地位（50%以上）的主要为紧

邻川渝的桐梓、习水、赤水、正安、道真和务川等

县，沿海投资占主导地位（50%以上）的主要

为“茅台之乡”仁怀市。总体上，遵义市产业近

远两个扇面交织的区域联系特征突出，在不同

县市甚至呈现一定的极化特征（图7）。

3.1   川渝扇面投资分布及特色

川渝扇面是遵义市招商引资的主要来源

区域之一。2014—2016年来自川渝的投资为

2 426.4亿元，占遵义市招引资金总量的38%，其

中来自重庆的投资为1 721.4亿元，占川渝扇面

投资总额的71.2%。

从投资集中分布地区分布来看，川渝投资

在遵义市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市区及环川渝县

市，空间上呈现“T”字型结构。投资数额前5位

县市合计占投资总额的63.8%，投资分布较为

均衡。从川渝投资占县市招引资金总额的比例

上看，环川渝县市对川渝投资的依赖度最高，其

中道真县达到76.8%，习水市为67.5%，赤水市

图2　 2005—2016年遵义市域招商引资历年投资总额
及项目数

资料来源：2005—2016年遵义市招商引资项目明细表。

图3　 2005—2016年遵义市域招商年投资引资三次产
业资金占比（单位：%）

资料来源：2005—2016年遵义市招商引资项目明细表。

图4　 2010—2016年遵义市域招商引资来源占比
资料来源：2005—2016年遵义市招商引资项目明细表。

图5　 2010—2016年遵义市域招商引资主要产业资金
占比

资料来源：2005—2016年遵义市招商引资项目明细表。

② 由于原始数据分类不一致，本文中的服务业包括以下几类：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娱乐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表1中分类与此相同。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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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63.5%，体现出明显的重庆大都市圈近域扩

散效应（图8-图9）。

从投资侧重行业类型来看，能够体现出

将遵义作为川渝休闲后花园的市场定位。川

渝投资中房地产业占比高达36%，而制造业

占比仅为11.3%，同时休闲旅游等生活服务

投资也占有较高比例，服务业为8.8%，文化、

体育和娱乐业为6.2%，旅游业为4.5%。由于

川渝地区自身也还处于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

移的快速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往遵义转移的

离心力较小。但重庆大都市区居民的休闲旅

游需求快速增长，遵义临近重庆地区良好的

生态资源和相对较低的成本具有吸引力，因

此形成休闲旅游服务业就近向环川渝县市外

溢的现象。以桐梓县为例，2014—2016年桐

梓县共招引川渝投资344亿元，其中房地产业

占比28.1%，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比17.1%，

旅游业占比10.7%。而对市区及市区周边县

市的投资则侧重于房地产业、制造业和流通

性服务业（表1）。

3.2   沿海扇面投资分布及特色

沿海扇面投资主要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和

京津冀三大经济区，2014—2016年3个区域的

投资总额为2 514亿元，占遵义市同期招引资金

总额的39%，与川渝扇面的投资总额相当。从投

资集中分布地区分布来看，沿海扇面投资主要

集中于市区及市区周边县市。投资数额前5位的

县市合计占投资总额的79.5%，相对于川渝扇

面投资的分布更为集中。投资分布总体上符合

沿海发达地区对西部城市认知的优先顺序，即

优先集中在市区及周边县市，进而呈现出从中

心向外围圈层式扩散的态势。当然在这一中心

外围格局中，明星城市的影响是显著的，“茅台

之乡”仁怀市就具有超越遵义市的跨区域影响

力。从沿海投资占县市招引资金总额的比例上

看，仁怀市对沿海投资的依赖度最高达60%，市

区及市区周边县市次之，其他外围县市最低（图

10-图11）。

从投资侧重行业类型来看，遵义总体上

依然是东部产业转移的基地。东部沿海投资

更侧重于第二产业，其中制造业的投资较突

出，占比高达27.1%。房地产业投资也较大，为

25.1%。具体地看，来自长三角区域投资的行

业类型较为均衡，房地产业占比20.8%，制造

业占比20.4%，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也有较高

占比，分别为11.5%和10.9%；而来自珠三角区

域的投资主要集中于房地产业和制造业，占比

分别为32.6%和31.6%；京津冀区域投资中制

造业占比较高为31.0%，房地产业占比也高达

20.6%（表1）。

对比两个扇面投资的分布及行业类型可以

看到，两个扇面投资在遵义市域空间上的分布

呈现明显二元交织的特征。川渝扇面投资的近

域扩散特征明显，在市域空间上呈“T”字形分

布，投资行业类型上侧重房地产和休闲旅游服

务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沿海扇面投资总体呈现

从中心向外围圈层式扩散特征，主要集中在市

区及市区周边县市，投资行业类型侧重以制造

业为主的第二产业。这一二元交织的经济地理

特征，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多数西部非省会城

市（地级市）市域产业的普遍联系特征。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对市域招商引资数据的分析，可以看

到遵义市产业发展呈现出鲜明的时空特征。产

图6　 2014—2016年遵义市域招商引资来源结构特征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2014—2016年遵义市区及各县市招商引资数额
及来源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2014—2016年川渝投资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2014—2016年川渝投资占比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2014—2016年沿海投资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2014—2016年沿海投资占比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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