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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格局时空演变研究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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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ArcGIS,Geoda软件,运用加权变异系数、标准差、经济增长指数和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ESDA),利用

2002年-2014年人均GDP数据对湖北长江经济带48个县域的经济空间格局特征及其时空演变趋势进行定量分

析.研究表明:① 时间演变特征:湖北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绝对差异显著增大,相对差异呈先缓慢增大后逐渐减小

特征,县域经济整体发展缓慢;② 空间演变格局:县域经济空间自相关性显著,呈现相对稳定的空间格局,具有

“大均质,小异质”的空间分布特征,逐渐形成以武汉、宜昌、黄石3市市辖区为主的热点区域.县域经济增长空间

格局表现出随机性和不稳定性,引领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核心县域数量较少,未形成连绵分布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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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差异是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1].区域经济差异导致区域内经济发展速

度、发展潜力不同,形成区域的空间分异.区域经济差异问题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热点.研究尺度上逐渐从

三大地带、省域等宏观层面缩小到县域、城镇等微观单元[2],同时研究技术和方法也日趋成熟.传统的研究

方法只能描述变量取值的离散程度,在表现变量分布形态、整体演进过程方面不够直观[3].国内外学者[4]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广泛采用空间统计或者空间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区域的差异、联系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例

如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ESDA),通过获取和分析与地理属性数据的空间依赖性,并将其空间相互作用

和差异程度可视化,从经济变量分布的动态演化过程上分析区域存在的差异.
在加快“黄金水道”枢纽开发、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新时期,研究湖北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格局

的时空演变,可以为湖北长江经济带空间开发重点、推进次序提供科学依据,为区域经济协调持续发展、

空间结构整合提供决策参考[5].基于此,本研究将传统分析方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相结合,从时空2
个维度分析湖北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格局空间特征和演变规律.

1 研究区概况

湖北长江经济带是兼顾自然地理、人文脉络、经济区整体功能和行政区完整性等因素为一体,以流域为

基础,以长江为纽带,以城市经济区为基本单元的宏观协作经济区[6].东西长1061km,面积6.12×104km2,

人口约2750万人,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000亿元左右.该区域以武汉为龙头,以鄂州、黄冈、黄

石、咸宁、荆州、宜昌为支点,包括沿江7市所辖的47县(市辖区)及恩施州巴东县(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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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湖北长江经济带区位图

2 研究方法

运用标准差、加权变异系

数[7]从时间维度研究湖北长江

经济带县域经济差异总体变动

趋势;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

法揭示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异特

征及其空间格局的演化规律.

2.1 ESDA技术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

(ExploratoryspatialDataanal-

ysis,ESDA)是指利用统计学

和现代图形计算技术结合起来,

用直观的方法展现空间数据中

隐含的空间分布模式以及空间相互作用等特征[8].

2.1.1 空间权重矩阵

为揭示空间分布特征,首先定义区域之间的邻接关系,基本方法是建立空间权重矩阵[7].本研究借助

Geodata软件建立queen一阶邻接权重矩阵,其形式如下:

Wij =
1→ 当区域i和j相邻

0→ 其他{ (1)

即i区域与j区域邻近用1表示;i区域与j区域不邻近或i区域与其自身不属于邻近关系用0表示.

2.1.2 空间自相关

1)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局空间自相关是对要素属性值在整个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的描述,以检视整

个区域的空间模式以及度量属性值在整个区域空间的分布态势[9],通常用GlobalMoransI统计量来测度.
其计算公式为:

I=
∑
n

i=1
∑
n

j=1
Wij xi-x( ) xj -x( )

∑
n

i=1
∑
n

j=1
Wij( )∑

n

i=1
xi-x( ) 2

(2)

式中:n 为研究区域空间单元的个数;xi 和xj 分别为第i和第j个空间单元的观测值;x为所有空间单元

观测值的平均值;空间权重矩阵Wij为空间单元在第i和第j之间的连接关系.

GlobalMoransI的取值范围为[-1,1].在给定显著性水平时,若I>0,为正相关性,表示空间上邻

近分布的事物其属性具有相似的趋势和取值;若I<0,为负相关,值越小表示空间分布相关性小,差异显

著;若 MoransI趋于0时,表示观测值相互独立,空间分布呈无规律的随机分布状态.

GlobalMoransI统计方法首先假定研究对象之间没有任何空间相关性,然后通过Z 得分来验证假设

是否成立,即

Z(I)=
I-E(I)

var(I)
(3)

式中:E(I)为期望值; var(I)为变异系数.本研究设定当Z(I)>|1.64|时,拒绝零假设,即在90%的

置信度下,存在空间自相关.

2)局部空间自相关 局部自相关能够推算出集聚地的范围[10],常用LocalMoransI 统计量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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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计算公式为:

Ii=Zi∑
n

j≠i
WijZj (4)

式中:n 为所有县域单元的数目;Wij为空间权重矩阵;Zi 和Zj 为i和j 空间单元观测值的标准化形式.

LocalMoransI统计量亦用Z 得分进行显著性检验.

① Moran散点图

将观测值的标准化值 (Zi)与其空间滞后向量(∑
n

j≠i
WijZj)分别作为横纵坐标,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用

散点的形式加以描述,则形成了 Moran散点图.落入到一、三这2个象限的空间单元都存在较强的空间正

相关,即均质性明显.落入在二、四这2个象限的空间单元存在较强的空间负相关,即异质性突出[11].如果

观测值均匀地分布在4个象限,则表示区域之间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②LISAClusterMap图

用4种不同的颜色代表4种不同的空间自相关关系类型,分别对应着Moran散点图上的4个直角区域[12].

2.2 经济平均增长指数

经济平均增长指数是将各空间单元经济指标的年均增长速度经标准化处理的值,它可以使不同时期的

增长速度具有可比性[13].

S=
Et2-Et1

Et1(t2-t1)×
100 (5)

式中:S 为人均GDP的平均增长指数;Et1,Et2分别表示在t1,t2 年份的人均GDP.

3 数据来源

基础数据来源于《湖北省统计年鉴》(1993年-2015年)、《2015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空间数据

来源于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提供的《中国历年行政区划数据集》(县域1:400万),以2012年行政区

划为准的行政边界.数据范围为湖北长江经济带,包括11个县、8个县级市及29个市辖区.由于研究期间

行政区划略有调整,为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对变动区域进行相应合并处理.

4 研究结果

4.1 时间序列演变

计算2002年-2014年湖北长江经济带各县域人均GDP的标准差和人口加权变异系数(图2).

图2 湖北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标准差及加权变异系数变化趋势

从图中可以看出,湖北长江经济带各县域人均GDP的标准差总体波动上升.2014年的县域人均GDP
的标准差是2002年的5倍多,说明近10年湖北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的绝对差异显著增大.加权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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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小幅波动趋于平缓,总体上呈现出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说明近10年湖北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的

相对差异先增大后减小,但变化幅度远比绝对差异的变化幅度小.
从时间演进方面看,变化过程可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年-2008年,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均呈

现增长趋势,但绝对差异增长速度远大于相对差异的增速.人均GDP的标准差从0.6万元增长到1.7万

元,增长了1.8倍,相对差异从0.6增加到0.64,仅增加6%,说明“十五”期间,湖北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

水平不断提高,县域间的相对差异程度增大;第二阶段2008年-2014年,绝对差异显著增长而相对差异

缓慢下降出现逆增长.人均GDP的标准差由1.7万元增长到3.5万元,增长了1.06倍,加权变异系数由

0.64下降到0.6,仅下降了28.1%,说明“十一五”以后,随着湖北长江经济带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县域

间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程度趋缓.

4.2 空间格局演变

4.2.1 全局空间格局

利用公式(2)计算2002年-2014年湖北长江经济带县域尺度的人均GDP的GlobalMoransI值.
从表1中可看出,GlobalMoransI值均为正且介于0.2338~0.4598之间,在置信度大于90%的情

况下(即p<0.1),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相关性十分显著,说明湖北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具有空

间自相关性,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
表1 2002年-2014年湖北长江经济带县域人均GDP的空间相关指数

年份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MoransI 0.34510.26850.29010.27190.26060.45980.31010.40170.23380.31670.42120.41690.4549

Z 3.25632.72653.32742.67502.89874.54203.13823.38442.64372.62983.92813.84764.4334

p 0.01 0.01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2 0.02 0.01 0.01 0.01

  注:MoransI为统计值I;Z 为检验统计量;p 为假设显著性水平.

2002年-2014年县域人均GDP的GlobalMoransI 值大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2002年-2003年

GlobalMoransI 值减小,说明县域经济趋同性减弱,区域经济差异逐渐增大.到2007年增大到最大值

0.4598,高低集聚的不均衡发展格局进一步显现.2007年-2010年GlobalMoransI值出现大幅波动,呈

现先减后增再减的趋势,到2010年达到最低值0.2338,表明该时段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依赖性由增强到

减弱再到增强,反映出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呈现出均质性和异质性交替出现的情形,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依

赖性格局变化较大.2010年-2014年,GlobalMoransI 值逐渐增大,且显著性明显增强,说明总体自相

关趋势不断增强,表现出较强的均质性,县域经济空间集聚现象明显.
此外,各年份的GlobalMoransI值均小于0.5,表明总体上湖北省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

相关性较弱,长期稳定发展的高值集聚的县域数量较少,仍需着力培育可以引领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核

心县域.

4.2.2 局部空间格局

本研究选取2002年、2014年以及GlobalMoransI值最高的2007年、最低的2010年4个典型年份,

利用Geodata软件计算LocalMoransI值,并绘制 Moran散点图(图3)和LISA图(图4).

1)Moran散点图 ①4个研究时间点,除2010年各点相对集中分布外,其余年份各点分布相对离散

且离散程度呈现缓慢增大趋势,特别是第一象限中的数据点离散程度较大,说明 HH型的县域连片性不

好.② HH型县域数量较多且具有明显的变化趋势,由2002年的10个增加到2007的13个,2010年16
个,2014年18个,约占总县域数量的37.5%.LL型县域数量虽然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仍存在绝对优

势,到2014年为止超过27%的县域集中在这个低速增长区.
由分析结果可知,4个年份里多数县域单元位于第一、三象限内,总体呈空间正相关;少数位于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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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限.HH型和HL型的的县域数量趋于增加,LL型、LH 型县域单元数量趋于减少,表明整体上呈现相

似值间的集聚不断增强的趋势,而局部非相似值间的集聚呈现不断减弱的趋势,形成“大均质,小异质”的

空间分布格局.

图3 典型年份湖北长江经济带县域人均GDP的 Moran散点图

2)LISA图的解释性分析

①2002年、2007年、2010年、2014年,湖北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均有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

总体上形成相对稳定的空间分布格局,只有部分县域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出年际间变化差异.

②4个典型年份中HH型县域在空间上形成3个不连续分布的小片区,主要为西部宜昌市下辖的夷陵

区、伍家岗区、猇亭区、西陵区,东北部武汉市下辖的市区和东部黄石市下辖的西塞山区、黄石港区.LH
型县域多分布在3个热点小片的周围,且这种分布格局逐渐趋于稳定,主要集中在西部宜昌市下辖的点军

区、枝江市,中部荆州市下辖的洪湖市,咸宁市下辖的嘉鱼县.LL型县域在空间上逐渐形成3个间断分布

的面积较大的片区,主要集中在湖北长江经济带西段的巴东县、秭归县,中段荆州市下辖的荆州区、公安

县、石首市、监利县,东段黄冈市下辖的黄州区、团风县、蕲春县、武穴市、黄梅县,黄石市下辖的阳新县

及咸宁市下辖的咸安区.这些县域呈现出较为稳定的空间格局,县域经济发展较慢,大多仍未突破“农业大

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的困境.HL型县域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对周边县域辐射带动能力有限.这

类县域主要分布在荆州市下辖的沙市区,武汉市下辖的汉南区.不显著的县域年际间变化差异大,主要分

布在松滋市、赤壁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这些县域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产业水平层次不一,投资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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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如其他地区,形成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断层.
综上可见,4个典型年份中,湖北长江经济带内部县域经济发展呈现出多中心并存的格局.经济发展水

平高的县域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县域并存,武汉市辖区对周边县域辐射带动作用逐渐加强,宜昌市辖区

辐射能力次之,黄石市辖区辐射能力较弱.

4.2.3 经济平均增长指数的空间格局

为更好地说明该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动过程,还需动态考虑其经济发展状况[13].本研究将11个研究年

份分为3个研究时段(2002年-2006年,2006年-2010年,2010年-2014年),计算县域经济增长指数的

MoransI指数,结果如表3所示.

图4 典型年份湖北长江经济带县域人均 GDP的LISA图

表3 2002年-2012年湖北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增长指数的 MoransI估计值

年 份 2002年-2006年 2006年-2010年 2010年-2014年

MoransI 0.0973 0.1450 -0.0230

E(I) -0.0213 -0.0213 -0.0213

Z 2.1550 2.0193 1.6439

  注:MoransI为统计值I;E(I)为理论平均值;Z 为检验统计量.

从表中可以看出,3个研究时段的 GlobalMoransI 值由正变负,均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呈现先上

升后下降的态势,说明县域经济增长指数总体自相关趋势减弱,在空间上呈现出更多的随机性和结构的不

稳定性.同时从侧面说明湖北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总体发展较慢,核心县域的辐射带动能力弱,多数县域

经济增长乏力.
由图5知,湖北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集聚程度显著且各集聚类型表现出极强的空间跃

迁特征.2002年-2006年经济增长的HH型县域分布在武汉市下辖区,说明以武汉市中心市辖区为主的

区域经济增长极逐渐形成,对区域经济起到一定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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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010年经济增长指数的HH型县域跃迁到武汉市下辖的黄陂区、新洲区、江夏区,黄冈市下

辖的团风县,鄂州市下辖的华容区、梁子湖区,宜昌市下辖的猇亭区、枝江市、宜都市.对比2007、2010年

人均GDP的LISA图,发现团风县、黄陂区、江夏区、梁子湖区并非人均GDP的HH型集聚县域,说明这

些县域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但经济增速快,发展潜力大.LL型的县域分布在东段恩施州下辖的巴东县,

中段荆州市下辖的江陵县、公安县、监利县、洪湖市以及东段的咸安区、阳新县、武穴市,这些县域与人均

GDP的LL型县域基本重合,说明这些县域在“十一五”期间,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低增速缓慢,形成区域经

济发展的短板.经济增长的LH型县域主要为大冶市、点军区.经济增长的HL型县域集聚在夷陵区、荆州

区、嘉鱼县,这些县域自身经济增长较快,而周边县域经济增长较慢.

图5 湖北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增长指数的LISA图

2010年-2014年,经济增长的HH型县分布在西北部的巴东县,中部的枝江市、江陵县、石首市沙市

区.对比图4发现,宜昌市下辖县域经济发展水平高、增速快,说明以宜昌市为主的区域增长极逐渐形成,

对周边县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能力强.武汉市辖区、黄石市辖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经济增速乏力,对

周边的辐射带动能力较弱,仍需着重培育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县域.许多县域经济增长空间分布呈现

不显著格局,说明在“十二五”初期,许多县域经济增长不稳定,资源禀赋差异大.

5 结论与讨论

1)从时间上看,2002年-2014年湖北省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发展绝对差异显著增大,但各县域之间

经济发展的相对差异程度较小,县域经济整体上发展较慢.

2)县域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但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出一定的

年际间变化差异,形成“大均质、小异质”的空间分布特征,逐渐形成以武汉、宜昌、黄石三市市辖区为主的

县域经济发展热点区域.
3)县域经济增长格局在空间上表现出随机性和不稳定性,可以引领区域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核心县

域数量较少.
由于本研究尺度为县域,只采用人均GDP这单一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反映个别地区经济发展的

空间集聚及演变状况,后续研究可以细化到镇,采用更多的样本[11];本研究只初步探讨湖北长江经济带县

域经济时空格局的演变,未深究经济格局时空演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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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ime-SpatialEvolvementofCountyEconomy
inHubeiYangtzeRiverEconomicZone

LIU Li, BIANHong-yan
SchoolofGeographicalSciences,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BastedonArcGISandGeodasoftwareandquantitativemethodsofvariationinstandarddevia-

tion,weightedvariation,economicgrowthindex,andthecorrelationanalysisofESDA,thetemporalevo-

lutiontendenciesandspatialdifferentiationcharacteristicswerequantitativelyanalyzed.Thispapertook

GDPpercapitaasindicatortostudytheevolvementofeconomyinHubeiYangtzeRivereconomicZoneat

thecountylevelfrom2002to2014.Theresultsareasfollows:Firstly,theabsolutedifferenceofcountye-

conomichadastrengtheningtrendtoincrease,andtherelativedifferenceobviouslydecreasedafterthe

firstslowlyincreasedontimeseries;thedevelopmentofthecountyeconomywasslowedduringthese10

years.Secondly,fromthespatialdistributionpattern,thecountyeconomyofHubeiProvinceYangtzeRiv-

erEconomicZonehadasignificantspatialautocorrelation,anditshowedregionallyheterogeneousatthe

largescaleandhomogeneousatthesmallscale.Thespatialdistributiongraduallyformedthreemain

growthpolesinthecountywhichunderthejurisdictionofWuhan,Yichang,andHuangshicities.Finally,

thespatialpatternofeconomicgrowthshowedatrendfromrandomdistributionandinstability.

Keywords:evolvementofeconomicspatialpattern;EDSA;HubeiYangtzeRiverEconomic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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