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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
的协调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已经成为重庆市目前及将来一段时期内重要研究课题。
对于重庆而言，城乡统筹的关键是要实现产业上的协调发展，而基于产业集聚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实现
产业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同时，国内外的实践证明产业集聚对于促进区域城乡统筹具有重要意义。

《城乡统筹背景下的重庆市产业集聚实证研究》(作者郑治伟)从产业集聚和区域城乡统筹角度出发，
通过收集整理较长时期的时间序列数据，对重庆产业的集聚程度与城乡统筹水平进行考察，从总体上
了解和把握重庆产业的空间集聚格局和各区县在重庆市城乡统筹中所承担的产业分工地位。
“都市发达经济圈”不再是以生产性功能为主，而是以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服务中心的
功能为周围区域的发展极；“一小时经济圈”以生产性功能为主，充当“都市发达经济圈”向“两翼
”扩散经济技术能量的中介；
“两翼”的次级中心城市充当“一小时经济圈”向“两翼”扩散经济技术能量的中介和农村向城市集
聚各种要素的节点；“两翼”中的中小城镇以生产性功能为主，充当次级中心城市向农村扩散经济技
术能量的中介和农村向城镇集聚各种要素的节点；农村以规模化、联片种植的农业生产支撑大中小城
市对资源和要素的需求，获取农业经营的规模效益和城市化发展的整体效益。
最终形成现代城市化与农村城市化相互融合的空间形态格局。

 《城乡统筹背景下的重庆市产业集聚实证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①产业集聚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效应分析。
这部分研究由第三章组成，通过对城乡统筹和产业集聚理论体系的分析，并结合国内外城乡统筹发展
的经验，针对我国的国情和历史情况，论述了统筹城乡发展下的城镇通过产业集聚效应所具有的双重
作用，即城镇通过集聚与扩散功能所产生的对农村经济的拉动作用和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两个方面
。

②重庆市城乡统筹水平实证分析。
这部分研究由第四章第一小节组成，本章节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了一套既适合纵
向比较又适合横向比较的指标体系，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重庆城乡统筹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重庆市城乡统筹水平比较低，不仅远远低于东部的江苏省，还低于中部地区的河南省以及
全国平均水平，甚至和同是城乡统筹改革实验区的四川省相比，差距也是明显的。

③重庆市产业集聚水平实证分析。
这部分研究由第四章第二节组成，利用空间集聚指数、区位熵和产业集聚指数指标，研讨了重庆市各
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和近年来的变化程度。
同时，针对重庆市“一圈两翼”的经济地理发展格局，分析了各区域的产业集聚情况。
总体来说，重庆的产业集聚多停留在传统制造业领域，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存在明显不足。

④基于产业集聚的重庆市主导产业选择研究。
这部分研究由第五章组成，首先，根据发展趋势基准、产业关联度基准、创新能力基准、区域比较优
势基准和可持续发展基准构建了包含17个指标的区域主导产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其次，在确定重庆主导产业的过程中，本书把研究视角从传统的第二产业引至包括第二产业和第三产
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在内的领域。
最后，把支持向量机(SvM)方法引入进行量化分析，对重庆市的43个行业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了重
庆市的主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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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基于城乡统筹的重庆市产业集聚发展研究。
这部分研究由第六章组成，对通过发展产业集聚，促进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本书根据增长极发展理论，构建了两层筛选体系，借助结合威尔逊模型确定重庆区域发展的次级中心
，以此为依托构建了重庆城镇化发展的产业支撑环境，并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了重庆市“一圈两翼
”产业带。

 本书具有以下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
①以重庆城乡统筹为背景，综合运用区位熵、空间集聚指数和产业集聚指数等产业集聚评价指标，对
重庆制造业和第三产业进行研究，衡量和评价了重庆市主要行业集聚程度的动态变化和地区专业化程
度，从而为优化重庆产业结构，实施以工补农，发展城乡统筹提供了依据。

②针对主导产业选择中存在的样本数据少，非线性相关等问题，首先根据发展趋势基准、产业关联度
基准、创新能力基准、区域比较优势基准和可持续发展基准构建了包含17个指标的区域主导产业综合
评价指标体，将支持向量机(SVM)方法对重庆市43个行业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了重庆市的主导产业
。

③根据增长极发展理论，构建了两层筛选体系，引入了地理学中的威尔逊模型，以衡量各区县对重庆
主城区的经济隶属度，对重庆直辖市的次级中心城市选择进行分析，以实现对城镇网络的建设，并在
此基础上，以主导产业为龙头，以次级中心城市为骨干节点，对重庆“一圈两翼”产业带如何沿城镇
网络发展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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