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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经济数据的空间化,是地学研究中解决数据结构不一致、空间单元不匹配和数据在空间单元内均一化

问题的有效方法.本文基于多因素回归分析建立了社会经济数据空间化处理方法,选取重庆市丰都县为研究区,以

人口密度和GDP规模为对象进行了回归建模,为社会经济数据的空间精细化研究提供借鉴.结果表明,采取向后

剔除法准则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数据融合方法,较好地模拟了研究区社会经济数据的空间分布格局,拟合方程修

正后的可决系数均达到0.80以上;将以乡镇为单元拟合的县域社会经济数据融合模型,应用于村域尺度社会经济

数据的空间精细化表达,经验证数据吻合度普遍在80%以上,能够较好地实现村域尺度社会经济数据的空间化.因

此,就研究区而言,基于多因素回归分析的社会经济数据空间化模型构建,较好地实现了对社会经济数据的反演,

为创建区域范围内村域尺度连续的社会经济数据表面提供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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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学研究中,尤其是对土地利用变化的研究,不管是“解释”还是“评价”,均趋向于对自然和人文

多种影响因子的综合[1-2],由此对数据科学性、可靠性,特别是对空间数据和非空间数据精细化对接的

要求越来越高.其中,空间数据是表示空间实体位置、形状、大小及其分布特征诸方面信息的数据,具有

定位、定性、时间和空间关系等特性;而非空间数据则是表示空间实体的空间属性以外的其他属性特征

信息的数据,是对空间数据的说明,又称为属性数据,主要是面向社会经济数据,如一个城市的人口、

GDP、绿化率等.建立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间的连接,需要对非空间数据进行空间化处理,并应尽可能

地将各类影响因子的空间分布状态置于同等分辨率下,以便于精确地分析评估人类活动的自然—人文过

程及其效应问题.由于空间数据的实体性,当前大量研究均能较为精细地对其表达和利用;但以大行政

区域为空间单元的统计数据却掩盖了区域内部的差异和不均衡[3],导致社会经济数据在研究和使用

中存在数据结构不一致、空间单元不匹配和数据在空间单元内均一化等问题[4].为反演出社会经济数

据在既定时间和既定地理空间中的分布状态,创建区域范围连续的社会经济数据表面,当前面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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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省域口径统计数据的空间化处理方法主要采用空间插值法、土地利用/覆被影响模型法、多

元数据融合分析法、遥感反演验证等[4],揭示县域、省域内部不同空间范围上的差异[5-6].不过,这

些方法虽实现了非空间数据与空间数据的对接,但总体上仍处在探索阶段,且适用的数据类型、空间

尺度等也不尽相同,其精确性普遍较差,往往难以满足非空间数据在村域尺度精细化空间表达的要

求[7].本文依托国土资源部重点区域土地生态状况调查与评估项目之“西南山区生态敏感区土地生态

状况调查与评估”,选取“精细化评估”典型区域的重庆市丰都县为研究区,以社会经济数据空间化研

究的焦点———人口数据和GDP数据为对象,应用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探讨社会经济数据空间化处理

方法,期望能够为非空间数据的空间精细化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为深入推进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效应

的精细化表达提供支撑.

1 基于多因素回归分析的社会经济数据空间化模型构建

1.1 基本原理

事物的发展变化是在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过程中进行的,用于描述事物空间特征和属性特

征的各类变量是这种相互作用关系的具体表达,可分为函数关系和统计关系两种关系[8-9].函数关系是对

一一对应的确定性关系的描述,当一个变量取一个值的时候,另一个变量按照确定的函数关系式也取一个

确定的值.而当一个变量的值不能由某一变量唯一确定,或当一个变量取一定值另一变量的取值有几种可

能的时候,这种关系就是统计关系.通过对大量数据相互关系的统计分析,可以确定变量间关系的强弱,并

可采用相关系数(R)表征,其取值在[0,1]之间.一般认为,R>0.8的变量高度相关,R 介于0.5~0.8之

间的变量低度相关,R<0.3的变量相关性微弱,可视为不相关.由于相关分析与线性回归分析所进行的检

验是等价的,因此可据此构建线性回归模型来进一步揭示变量间的相互关系.
非空间数据空间化处理过程中,变量关系复杂,并非一一对应,且一个变量的值难以由某一变量唯一

确定,因此对非空间数据空间化的处理适用于统计关系.在进行空间化处理之前,首先拟定非空间数据空

间化指标,并识别可能影响其分布的因素,进行统计显著性检验,剔除不相关的因素,进而建立非空间数

据空间化的线性回归模型(式1),最后将非空间数据空间化指标值按土地类型的最小单元分解到对应的空

间范围,即可与空间数据构成完整的分析数据体系,开展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效应评估研究.

Yi=β0+β1X1i+β1X2i+…+βkXki+μi   i=1,2,n (1)

式中:Y 为非空间数据空间化指标;βk 为偏回归系数;X 为各类影响因素;μ 为残差;k为自变量个数.

1.2 因素识别

非空间数据主要对应社会经济数据,即人口、GDP、城市化率、工业产值、固定资产投资等统计指标数

据.这些数据反映了统计单元(行政区域)之间的差异,却难以表征行政单元内部的空间差异.在此,本文选

取社会经济数据中的人口数据和经济数据作为空间化处理的对象,并拟定人口密度和GDP规模两项指标,

重点对影响其空间分布的因素加以考察.
参考相关研究[3,10-11],发现人口分布格局与土地利用/覆被格局具有耦合性,两者关系密切.土地利

用/覆被数据,特别是耕地、林地、草地均是人类生产活动在土地利用上的直观反映,已经包含了社会经济

数据的绝大部分信息;同时,在农村地区,农村建设用地特别是农村居民点用地是农村人口的直接载体,

人口分布越集中,其用地比例越高;人口分布越稀疏,其用地比例越低.由此可估计,人口密度分布与土地

利用/覆被指数具有很强的相关关系,科学地确定这种相关关系,可以为人口数据的空间化提供可行路径.
此外,人口分布与地形条件也有紧密的联系.山地丘陵区由于地形地貌复杂,人口分布很大程度上还受到

地形条件的限制,往往海拔越高,地形条件越差,人口分布相对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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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GDP而言,从收入角度看,等于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之和.在

农村地区,其空间分布实际上反映了农村地区农、林、牧、渔业及乡镇二三产业的综合情况,最直观的表征

就是相应土地利用类型指数的大小.因此,GDP的空间分布也与土地利用/覆被数据密切相关;同样,类似

于人口分布,也会受到地形条件的影响,在地形条件较好的区域,GDP的面状聚集度往往越高[12].

1.3 模型构建

依据非空间数据空间化处理的基本原理,在对人口和GDP空间分布影响因素识别的基础上,基于多

元数据融合思想和土地利用/覆被的影响[4],即可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构建人口密度、GDP规模空间分

布模型,最终实现人口密度、GDP数据村域尺度的精细化空间表达.

2 实证应用

2.1 研究区域概况

丰都县位于东经107°28'03″-108°12'37″,北纬29°33'18″-30°16'25″,面积2900.86km2,是三峡库区

实施生态涵养和生态屏障建设的重要区域.境内地形南高北低,长江北岸以丘陵为主,南岸以山地为主,呈

“四山”夹“三槽”的地貌格局,海拔118.5~2000.0m.境内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

年均气温18.5℃,年均日照时数1311.8h,年平均降雨量1091mm,无霜期318d.境内河流均属长江水

系.土壤以酸、中、石灰性土壤为主,分别占48.3%,17.1%,34.6%.全县现辖30个乡镇,从经济发展梯度

来看,长江沿岸片区乡镇经济实力明显好于北部中山片区和南部高山片区.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依据2015年丰都县统计年鉴,将分乡镇的人口数据和GDP统计数据整理出来.土地利用数据来自丰

都县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并通过ArcGIS软件平台在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中提取分镇、分村的土地利

用/覆被数据及地形数据.
数据处理方法.借助ArcGIS10.1,SPSS19.0等软件平台,第一步,将研究区行政区划图和所有土

地覆被类型图转换到Gauss_Kruger,Xian_1980_3_Degree_GK_Zone_36同一投影和坐标系下;第二步,

在ArcMap中将土地利用类型进行调整,剔除实际无人居住或无经济生产功能的水域、滩涂沼泽、自然

保留地,筛选并保留与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建设用地、耕地(园地并入耕地)、林地、草地4
类土地覆被类型,将研究区行政区划图与处理后的土地覆被图叠加,以“乡镇名称”字段为区域字段,进

行分区统计,计算研究区的土地覆被总面积以及各类用地面积;第三步,以研究区1∶10000数字高程

模型为地图,通过乡镇行政单元提取平均高程、坡度;第四步,将以上统计数据导出到Excel表中,用于

数据分析和模型建立;第五步,根据第二步提取的研究区所有土地覆被类型的面积,以乡镇为单元,将

每种土地覆被类型的面积分别除以各乡镇的行政区划面积,得到各乡镇的土地覆被类型指数;最后,查

询统计年鉴得到研究区各乡镇的人口密度及GDP数据(表1).即基于各乡镇人口密度、GDP规模数据与

土地利用/覆被、地形条件等的相关关系,通过SPSS软件对人口密度、GDP规模数据与相关影响因素数

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表征人口密度、GDP空间分布的拟合方程,进而推算出村域尺度的人口

密度、GDP数据.

2.3 建立并估计社会经济数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在模型构建过程中,自变量虽然较多,但不是每一个自变量的回归关系都有统计学意义,而对回归没

有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又不能简单地删除;同时,由于自变量之间线性关系的存在,很难抉择自变量的去

留.因此,为得到最优回归方程,需要对自变量进行筛选.在此,采取向后剔除法准则(F-to-remove≥0.100
的概率),对回归模型中无统计学意义的自变量依次剔除,直到回归模型中自变量都有统计学意义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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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丰都县2015年分乡镇社会经济数据及影响因子数据

乡镇
建设用地

指数X1/%

耕地指数

X2/%

林地指数

X3/%

草地指数

X4/%

高程

X5/m

坡度

X6/°

人口密度Y1/

(人˙km-2)

GDP规模

Y2/万元

包鸾镇 2.26 19.59 66.63 2.01 883.48 17.25 167 29201

保合镇 4.34 42.84 34.94 1.15 522.45 10.64 314 22595

兴龙镇 4.51 37.43 39.66 2.25 423.01 10.17 329 17530

董家镇 6.58 45.51 30.59 1.44 1338.46 21.50 455 24066

都督乡 1.45 14.80 76.22 2.95 697.62 15.24 57 8083

高家镇 3.14 20.26 56.22 1.99 501.31 11.11 265 92995

虎威镇 5.36 40.74 32.71 0.52 1137.94 21.58 327 35551

暨龙镇 1.64 17.37 69.50 5.12 758.24 16.04 85 18792

江池镇 3.81 32.41 47.00 2.00 889.69 15.60 249 20795

栗子乡 3.68 39.83 42.93 1.24 749.72 15.84 289 13319

龙河镇 5.28 39.69 36.18 2.76 361.11 13.18 369 44481

龙孔镇 4.69 38.32 25.60 1.66 280.51 12.66 339 27961

名山街道 9.09 33.33 21.24 1.03 1057.18 18.31 513 146204

南天湖镇 1.75 17.08 70.02 3.71 515.94 12.98 120 16578

青龙乡 4.13 36.59 46.32 1.02 359.46 11.10 263 11953

仁沙镇 4.25 41.59 36.82 0.83 1345.08 15.71 337 21863

仙女湖镇 2.11 8.68 77.50 6.05 421.43 13.92 62 18973

三合街道 13.65 33.06 26.69 0.55 624.00 23.16 1600 400688

三建乡 2.71 24.87 58.86 1.36 388.08 13.57 222 11916

三元镇 4.15 36.38 42.24 0.59 344.59 7.09 295 21023

社坛镇 7.09 52.34 19.39 0.68 374.48 11.96 484 39593

十直镇 4.07 42.19 31.64 0.93 390.89 13.33 325 36675

树人镇 5.22 44.16 33.12 0.88 418.03 13.16 320 28594

双龙镇 3.64 37.71 44.77 1.09 659.24 16.81 258 19139

双路镇 3.96 21.89 59.48 1.41 1626.45 18.00 184 38678

太平坝乡 1.18 9.39 74.62 8.20 1195.03 16.91 50 8461

武平镇 2.62 19.93 65.17 2.90 315.96 11.10 137 21332

兴义镇 7.33 26.19 42.29 1.64 457.75 13.80 343 74993

许明寺镇 4.89 48.04 33.15 0.76 574.98 9.25 349 16378

湛普镇 5.03 22.11 42.29 0.66 461.03 14.32 254 65307

  以人口密度Y1 为因变量,以建设用地指数X1、耕地指数X2、林地指数X3、草地指数X4、高程X5、
坡度X6 为自变量,利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最终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Y1=-986.956+130.517X1+8.159X2+9.992X3 (2)

统计检验显示,方程拟合优度方面,相关系数R=0.931,可决系数R2=0.867,修正后的可决系数R2=
0.851,结果表明,估计的样本回归方程较好地拟合了样本值;同时,通过F 检验,在给定的显著水平α=
0.05下,p=0.000,所以,总体回归方程是有统计学意义的;另外,通过t检验,β0,β1,β2,β3 所对应的p
值均小于α=0.05,所以人口密度Y1 与建设用地指数X1、耕地指数X2、林地指数X3 之间有统计学意义,
而草地指数X4、高程X5 和坡度X6,统计结果无统计学意义而被剔除.

同样,以GDP规模Y2 为因变量,以建设用地指数X1、耕地指数X2、林地指数X3、草地指数X4、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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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X5、坡度X6 为自变量,利用SPSS软件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最终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Y2==3905.035+30710.186X1-3035.647X2 (3)

统计检验显示,方程拟合优度方面,相关系数R=0.922,可决系数R2=0.850,修正后的可决系数R2=
0.838,结果表明,估计的样本回归方程较好的拟合了样本值;同时,通过F 检验,在给定的显著水平α=
0.05下,p=0.000,所以,总体回归方程是有统计学意义的;另外,通过t检验,β0,β1,β2 所对应的p 值

均小于α=0.05,所以GDP规模Y2 与建设用地指数 X1、耕地指数 X2 之间有统计学意义,而林地指数

X3、草地指数X4、高程X5 和坡度X6,统计结果无统计学意义而被剔除.
2.4 社会经济数据多元线性回归预测结果检验

虽然构建了较为显著的社会经济数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但模型预测结果的精度是否达到空间化分

析的要求,还有待验证.为此,对丰都县330个村(居委会)按5%的比例随机抽取约15个村(居委会),

检验人口密度Y1 和GDP规模Y2 的预测结果与实地调查结果的差异.其中,将各村建设用地指数 X1、

耕地指数X2、林地指数X3 代入式2(表2),计算各村人口密度预测值;将各村建设用地指数X1、耕地

指数X2 代入式3(表2),计算各村GDP规模.而实地调查数据来自对15个村经济社会概况的摸底,并

参考各村2015年农村经济统计报表,以及征求村镇干部意见综合予以确定.预测吻合度的检验,就是将

人口密度和GDP的预测结果与实地调查的各村人口密度和GDP进行对比分析.以人口密度为例,用人

口密度预测值与实地调查的人口密度值之差取绝对值,除以实地调查的人口密度值,再用1减去所得比

值后乘以100%.吻合度计算公式为:

Pi= 1-
Di-D0

D0

æ

è
ç

ö

ø
÷×100% (4)

式中:Di 为非空间数据多元线性回归预测得到的i村人口密度值;D0 为实地调查的i村人口密度值;Pi

为该村吻合度.
表2 丰都县2015年抽样村非空间数据及影响因子数据

乡镇 抽样村
建设用地

指数X1/%

耕地指数

X2/%

林地指数

X3/%

草地指数

X4/%

高程

X5/m

坡度

X6/°
包鸾镇 白果元村 0.94 10.06 82.95 1.33 1069.95 21.09

保合镇 范家沟村 4.48 46.08 24.52 0.05 548.72 8.55

董家镇 关圣场村 5.32 54.22 17.20 5.28 370.06 12.49

都督乡 都督居委 1.22 12.87 79.64 1.87 1254.17 24.47

虎威镇 大池居委 5.14 51.51 30.54 0.11 499.21 9.80

江池镇 大安村 4.19 42.80 36.58 1.61 776.89 16.37

栗子乡 建龙村 4.75 48.66 29.63 0.95 816.95 17.20

龙孔镇 大坝村 3.43 35.34 37.49 0.53 351.08 13.11

南天湖 厂天坝村 1.45 15.57 70.89 4.86 1057.18 18.31

青龙乡 黄岭村 3.45 35.88 47.49 1.78 515.14 13.27

仁沙镇 打谷坝村 4.54 46.63 25.87 0.48 420.27 9.59

三合街道 刀溪村 2.02 19.37 64.61 1.34 426.88 14.09

三建乡 蔡森坝村 2.62 27.34 63.28 2.57 726.48 21.76

三元镇 大城寨村 4.55 46.76 34.52 0.76 534.99 16.64

社坛镇 蔡家庙村 5.14 52.74 25.99 0.90 234.91 9.39

  由表3可以看出,随机抽取的15个村中,通过回归分析得到的空间化结果吻合度普遍在80%以上,说

明研究采用的非空间数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能够较真实地反映研究区实际情况,能够满足研究区村域尺度

社会经济数据精细化空间表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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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抽样村空间化精度检验表

乡镇 抽样村

统计数据

人口密度/

(人˙km-2)
GDP规模/

万元

预测结果

人口密度/

(人˙km-2)
GDP规模/

万元

吻合度/%

人口密度 GDP总量

包鸾镇 白果元村 47 1911 46 2195.22 98.89 85.16
保合镇 范家沟村 264 1483 219 1635.24 82.89 89.72
董家镇 关圣场村 363 2495 322 2690.44 88.60 92.15
都督乡 都督居委 66 1874 73 2167.12 90.14 84.34
虎威镇 大池居委 498 4754 409 5389.21 82.20 86.64
江池镇 大安村 339 2276 275 2655.02 80.95 83.36
栗子乡 建龙村 389 1806 326 2063.84 83.84 85.70
龙孔乡 大坝村 143 1633 123 1826.64 86.09 88.17
南天湖 厂天坝村 41 1330 38 1169.78 91.78 87.93
青龙乡 黄岭村 220 955 231 1061.61 94.96 88.89
仁沙乡 打谷坝村 291 1843 245 1899.23 84.23 96.96

三合街道 刀溪村 95 8310 81 7230.07 84.92 87.01
三建乡 蔡森坝村 239 1684 210 1371.13 88.04 81.42
三元镇 大城寨村 323 1595 334 1825.14 96.63 85.56
社坛镇 蔡家庙村 448 1447 374 1655.37 83.45 85.57

3 结论与讨论

基于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数据融合方法,能够较好地模拟山地丘陵区县域社会经济数据的空间分布格

局.目前,社会经济数据空间化处理的方法主要包括空间内插法、土地利用/覆被影响模型、多源数据融合

法和遥感反演法.面积权重内插法是空间内插法中最为简单常用的一种社会经济数据空间化处理方法[13],

其假设前提是区域的属性值是均匀分布的,因此当区域内存在湖泊、河流、沼泽等无人居住的斑块时,就

需要对该方法进行改进.由此可见,该方法在样点密集的小区域应用较为合适;在尺度较大、采样稀疏或地

理环境变化剧烈的区域,则很难保证其模拟结果与实际情况的吻合度.而基于高时空分辨率遥感影像提取

的土地利用/覆被等空间信息,建立的社会经济数据与相应土地利用/覆被类型所占面积之间的模型关系,

可以较好地实现社会经济数据的空间化[14];但其最大问题在于,遥感影像解译过程中信息的丢失和损坏,

使得提取结果存在一定误差.当然,基于合适的空间分布单元,采用相关性分析,确定影响社会经济数据空

间分布的主要因子,由此建立社会经济数据与各影响因子间回归模型的多元数据融合方法,也能够得到社

会经济数据的空间分布模拟图[15];不过,其主要问题是,受指标选取影响,往往造成信息冗余和同类信息

影响程度被夸大,以致增加了模拟结果的不确定性.此外,还有利用遥感数据反演社会经济特征的遥感反

演法[16],遥感数据本身的像元过饱和、像元溢出等问题以及遥感影像判读时的人为误差,均限制了其对社

会经济数据模拟的精度.鉴于上述方法的优缺点,本研究中,针对西南山地丘陵区地理环境复杂多变的特

征,结合人口密度和GDP规模的影响因子识别,以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库为基础提取数据,一方面最大程度

地避免了遥感影像提取导致的信息遗失和破坏;另一方面,以相关性分析判定变量间关系的强弱,以多元

线性回归分析进行数据融合,并依据向后剔除法准则剔除统计结果无统计学意义的因子,既建立了社会经

济数据与影响因子(土地利用/覆被类型)间的关系,又降低了信息冗余度,拟合方程修正后的可决系数R2

均达到0.80以上,可以说较好地模拟了研究区社会经济数据的空间分布格局.
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能够较好地实现村域尺度社会经济数据的空间精细化表达.村是农村最小、最基本

的社区,是一个系统完备的社会单元,具有社会结构的基本构成———经济、政治、文化[17].典型区域的案例

研究是认识全球变化的重要途径,但离不开微观尺度的土地利用研究,而村域尺度的土地利用行为能够为

此提供依据.随着对自然和人文多种影响因子综合的研究趋向加强,对村域尺度社会经济数据空间精细化

6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0卷



表达的要求也愈益迫切.然而,目前宏观—中观尺度的社会经济数据空间化是研究报道的重点,如全国尺

度的GDP密度分布图[18]、人口密度空间化[19],省域尺度以县为单元的人口分布[20]、GDP空间分布[21]等,

关于村域尺度社会经济数据精细化表达的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将以乡镇为单元

拟合的县域社会经济数据融合模型,应用于村域尺度社会经济数据的空间精细化表达,并随机抽取5%的

村,参考各村2015年农村经济统计报表,以及征求村镇干部意见综合确定各村人口密度和GDP规模,对

照多元线性回归模型预测结果进行验证,结果显示吻合度普遍在80%以上,说明该模型能够较好地用于村

域尺度社会经济数据的空间化,对开展土地利用变化相关的典型区域案例研究具有支撑作用.
村域尺度社会经济数据空间化的实现有助于深化对典型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原因和土地生态安全状况的

研究.以往在数据处理过程中,获得和使用的统计数据都是通过自下而上逐级汇总获得的,所以基本上都

是以各级行政单位为数据的收集和统计单位,但这种数据的获取和表达方式并不能揭示这些数据内在的空

间差异特征.很多实际研究中,这些数据难以与典型区域自然因素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如在土地生态安全评

估中,生态压力、生态建设保护与发展协调指标涉及的人口密度、GDP规模数据,若要与气象数据、土壤

数据、土地利用覆被数据等进行叠加分析,而不细化社会经济数据的统计单位(村),这些叠加分析将难以

进行.同时,若仅仅采用简单的将统计数据平均分配到各个栅格的方法,不仅无法体现评估的科学性、精细

化,更会致使评估结果同质化,也不能体现土地生态安全状况在评价单元(村)间的连续性和差异性.因此,

村域尺度社会经济数据的空间化,实质上是对传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二次挖掘,赋予了其新的内涵.本
研究中,虽然模型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但就研究区而言,较好地实现了对社会经济数据的反演,

为创建区域范围内村域尺度连续的社会经济数据表面提供了支撑;同时,研究也发现,在山地丘陵区社会

经济数据空间化处理过程中,建设用地、耕地、林地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指示意义,是进行社会经济数据

空间化处理的关键变量,而表征地形地貌的高程、坡度指标在村域微观尺度下被剔除,没有预期的重要,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为该模型向同类区域或平原区的推广提供了依据,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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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geoscientificresearch,spatializationofsocioeconomicdataisaneffectivewaytosolvesuch

problemsasinconformityofdatastructure,mismatchingofspaceunitsanddatahomogenizationinthe
spaceunits.Inacasestudy,thispaperdevelopsamethodbasedonmultipleregressionanalysisandmakes
regressionmodelingwithpopulationdensityandGDPofFengduCountyofChongqingasresearchobjects,

soastoprovideareferenceforspatio-detailedresearchofsocioeconomicdata.Theresultsshowthatinthe
studyareathedatafusionmethodbasedonmultipleregressionanalysiswiththecriterionof“backwardre-

gression”canwellsimulatethespatialdistributionpatternofthesocioeconomicdata,andtherevisedcoef-
ficientsofdeterminationofallthefittedequationsaremorethan0.80.Whenthedatafusionmodelfitted
withtownastheunitareappliedtospatio-detailedpresentationofsocioeconomicdataunderthevillage-
scaledomain,spatializationofvillagessocioeconomicdataissatisfactorilyrealized,thegoodnessoffitof
databetweenthepredictedvalueandtheactualvaluebeinggenerallymorethan80%.Therefore,forthis
studyarea,thespatializationmodelofsocioeconomicdatabasedonmulti-factorregressionanalysishasa
relativelypreciseinversiontosocioeconomicdata,andsuppliesanewwaytobuildregionalcontinuousso-
cioeconomicdatasurfaceunderthevillage-scale.
Keywords:non-spatialdata;detailed;multiplelinearregression;model;prec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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