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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镇工业在乡镇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主体地位，乡镇工业产业兴旺是乡镇振兴的主体内容和关键环节，也

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利器和关键保障。文章基于黑龙江省2014~2021年乡镇工业企业数量变化，利用核密

度、最邻近指数、泰森多边形等方法，分析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时空分布特征。研究发现：黑龙江省

乡镇工业企业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具有逐渐减弱演变趋势；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

业分布在不同时期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表现为“南部密集，西北部稀疏”的空间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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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wnship industry occupies the main position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ownship industry. 
The prosperity of township industry is the main content and key link of township revitalization, and 
also an important weapon and key guarante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e chang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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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of township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from 2014 to 2021,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wnship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nuclear density, nearest neighbor index and Tyson 
polyg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ownship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has a 
gradual weakening evolution trend; the distribution of township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Hei-
longjiang Province has some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periods, show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
tern of “dense in the south and sparse in the north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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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国发[2019]12 号)强调，“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乡镇经济快速发展，乡镇工业企业作为

乡镇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乡镇经济中的一大主体力量。乡镇工业增长在乡镇经济发展中占据着

主体地位，乡镇工业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内容和关键环节，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利器和关键保障。

乡镇工业对黑龙江省农村经济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民收入增加、推动农民脱贫致富，实现乡村

振兴具有重要作用[1]。 
乡镇工业企业空间分布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目前国内大部分研究内容在以下 3 方

面：一是分析了乡镇工业企业的用地分布[2] [3]、企业空间集聚问题[4]、产权关系[5]、产业和空间布局

的演变过程[6]；二是侧重生态约束[7]、产业结构调整的视角，探讨特定时空背景下乡镇如何突破传统

的工业布局模式[8]；三是基于乡村振兴视角下从乡镇经济[9]、社会和治理三个维度，阐释新乡村时期

以来乡镇工业发展微观机理[10]。其他发展较好的省份或区域的乡镇工业的空间分布进行了详细的分

析，还针对其空间分布的原因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但是对于东北地区乡镇工业涉及较少，对黑龙江

省乡镇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的研究也较少。黑龙江省是新中国最早进行工业布局的地区之一，城镇化

和工业化发展迅速，了解其工业空间布局对于调整和优化乡镇地区工业企业及工业园区布局，有利于

推进乡村振兴的发展。 
以黑龙江省县域为研究对象，选取 2014 年、2017 年、2019 年和 2021 年四个时间节点，利用最邻近

指数、泰森多边形、核密度分析等方法分析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空间分布特征。以期丰富黑龙江省乡

镇工业企业分布空间格局研究的不足，为现阶段黑龙江省乡镇企业的长期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为黑龙

江省振兴发展及乡村振兴等战略决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以黑龙江省 67 个县(县级市、自治县)为研究对象，乡镇工业企业数量数据来源于 2014、20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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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2021 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将乡镇政府所在地作为乡镇工业企业集中分布地，通过 Map 
Location 网站确定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地理位置。底图来自于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标准地图(审图号：

GS(2024)0650 号，地图无修改)。 

2.2. 研究方法 

(1) 最邻近指数。是用来判断点数据在空间中的相互邻近程度，能准确反映点要素的分布类型[11]。
本文利用最邻近指数分析黑龙江乡镇工业企业在空间上是否具有空间集聚特征。运用 ArcGIS10.8 软件的

TrcToolbox 中的分析工具–邻域分析–近邻分析进行计算。 
(2) 泰森多边形。是对离散的采样点进行区域化的主要方法，本文采用泰森多边形及变异系数(CV)分

析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空间分布类型[12]。其中运 ArcGIS10.8 软件的 TrcToolbox-
分析工具–邻域分析–创建泰森多边形进行计算。 

(3) 核密度估计法是用与计算测量值在指定邻域范围内的单位密度，直观反映出离散测量值在连续区

域内的分布情况。本文通过核密度分析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以等值线表示空间分布格局，核密度越高

则表示越密集[13]。运用 ArcGIS10.8 软件的 Spatial Statistics 中的密度分析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进行计算。 

3. 黑龙江省县域乡镇工业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3.1. 乡镇工业企业数量分布特征 

运用 ArcGIS 软件将乡镇工业企业个数进行可视化处理，利用自然断点法将乡镇工业企业个数分为

五个等级，观察其相对格局与变化特征。结果显示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总体数量特征如图 1 所示，可

以看出 2014~2021 年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数量减少明显。 
 

 
Figure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ownship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from 2014 to 2021 
图 1. 2014~2021 年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数量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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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黑龙江乡镇工业企业数量分布来看，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个数空间上分布极不平衡，呈现

了明显的南多北少，西多东少的分布格局。如 2021 年(图(d))中，乡镇工业企业大部分分布在黑龙江省地

区，如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的乡镇地区，只有少部分分布在黑龙江北部乡镇。从时间序列

上看，2014 (图(a))年到 2021 年(图(d))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的个数是在不断减少的，2014 年共有 1374
个乡镇工业企业，2017 年(图(b))已经减少到 556 个乡镇工业企业，直至 2021 年乡镇工业企业已经减少到

372 个。其中随着时间变化，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的个数在空间上是发生递减，其中在 2014 年大兴安

岭市、黑河市、伊春市的乡镇工业企业分布非常分散甚至伊春市的乡镇几乎没有工业企业，到了 2021 年，

伊春市的乡镇工业企业个数开始增加且较集中发展。从时间序列上看，2014 年到 2021 年黑龙江省乡镇

工业企业的个数是在不断减少的，2014 年共有 1374 个乡镇工业企业，2017 年已经减少到 556 个乡镇工

业企业，直至 2021 年乡镇工业企业已经减少到 372 个。其中在“十二五”期间，世界经济总体处于“后

金融危机”时代，在大环境、大背景的深度影响下，黑龙江省工业企业的多数行业和部分规模以上企业

震感强烈、分化明显，所以才导致 2014 年到 2017 年黑龙江省工业企业个数大幅度减少。从 2014 年~2017
年期间，黑龙江省也相继出台一些支持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科技创新的政策，但是由于宣传力度小，

引导力度不够，操作复杂，政策惠及面很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创新积极性。由此反映出黑龙江省

乡镇工业企业分布具有政府政策指向性。黑龙江乡镇工业企业目前的区位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环

境及自身资源禀赋、政策支持力度等。 

3.2. 乡镇工业企业空间集聚特征 

通过最近邻指数分析可以判断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类型，分析结果显示，2014、2017、
2019、2021 年的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最邻近指数分别是 0.6871、0.7061、0.7055、0.7049，都小于 1，
且 Z 值得分均为负数，分别是−17.8346、−16.5985、−16.7194、−16.5550，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黑龙江省

乡镇工业企业在空间上集聚分布，且集聚程度具有逐渐减弱演变趋势。 
进一步用测算泰森多边形变异系数的方法检验最邻近指数的结果，在 ArcGIS 软件中生成 2014~2021

年泰森多边形空间分布图及计算其变异系数。根据 Duyckaerts 等的研究，当变异系数大于 64%时(表 1)，
点状目标为集聚分布，故验证了以上的结果，即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呈集聚分布，泰森多边形的变异

系数逐年减少，也验证了其集聚程度逐渐减弱的特征。 
 

Table 1.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township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from 2014 to 2021 
表 1. 2014~2021 年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的变异系数 

年份 多边形面积的标准差/m2 多边形面积的标准差/m2 CV/% 分类类型 
2014 年 856164790.7 478256422.4 179.01 集聚 
2017 年 738931998.5 484898872.7 152.38 集聚 
2019 年 722996868.6 478256422.4 151.73 集聚 
2021 年 632651922.2 491151964.9 128.40 集聚 

 
运用核密度分析法对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进行空间集聚分析，得到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分布核

密度图(图 2)，根据核密度计算结果，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整体体表现

为“南部集聚，西北部离散”的空间分布格局。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又存在一定的差异，2014 年时黑龙江

省乡镇工业企业空间分布呈现以齐齐哈尔市、哈尔滨市为核心的 2 个高密度区，以佳木斯市、牡丹江市、

鸡西市为核心的 3 个次高密度区且连片现象较明显。2017 年齐齐哈尔市与哈尔滨市乡镇工业企业集聚程

度下降，但是仍是其主要集聚地区，乡镇工业企业空间分布呈现出以哈尔滨市为核心的高密度区，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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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市、佳木斯市、鸡西市为核心的 3 个次高密度区，连片程度减小。2019 年时哈尔滨市乡镇工业企业集

聚程度持续下降，乡镇工业企业空间分布呈现以哈尔滨市为核心的高密度区，以牡丹江市、鸡西市、佳

木斯市的 3 个次高密度区，连片程度减小。2021 年时，与前一个阶段相比变化不大，但是集聚程度有所

提升，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三核心”布局的特征。 
总体上来看，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空间集聚程度是不断下降的，最高核密度从 2014 年的 5.06986

下降至 2021 年的 0.527172。乡镇工业企业分布呈现一个高密度区，即是以哈尔滨数为核心的高密度区，

1 个变化的次高密度区，即核心逐渐有大庆市转为牡丹江市，核心－边缘结构较为明显，且巅峰值出现的

距离不断向外扩张，不同地区之间的分布密度差异较为明显。 
 

 
Figure 2. Nuclear density analysis diagram of the number of township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图 2. 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个数核密度分析图 

4. 结论 

本文以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最邻近指数分析、泰森多边形和核密度分析方法分

析了其空间分布演变过程和集聚特征，得出如下结论。 
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程度具有逐渐减弱演变趋势。泰森多

边形作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有力地验证了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呈集聚分布的状态。通过对泰森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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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形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其变异系数逐年减少，这一现象清晰地验证了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的集聚

程度逐渐减弱的显著特征。黑龙江省自然资源丰富，乡镇企业在空间分布上靠近自然资源产地，例如大

庆市的乡镇企业靠近石油等自然资源，会有相关的能源开采，加工企业分布。 
核密度分析则进一步表明，黑龙江省乡镇工业企业的空间分布在不同时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空

间分布格局表现为“南部集聚，西北部分散”。黑龙江省是农业大省，乡镇企业围绕农业资源分布，在粮

食生产区周边，有大量的粮食加工，饲料生产等企业。哈尔滨市、五常市和牡丹江等黑龙江省南部乡镇

企业主要是以粮食加工和饲料生产的企业为主，这种空间布局有利于及时收购和加工农产品，减少农产

品的消耗。黑龙江省的一些乡镇靠近城市，这些乡镇企业在空间分布上与城市产业形成了紧密的联系。

一方面，乡镇企业承接了城市产业的转移和外溢，为城市产业提供配套服务，例如汽车零部件生产、电

子配件加工等企业分布在城市周边的乡镇，与城市的汽车制造、电子信息等产业相互配套。另一方面，

城市的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也向乡镇企业流动，促进了乡镇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黑龙江省的一些乡镇具有独特的产业优势，形成了特色产业集聚区。例如，亚布力乡镇以冰雪旅游

产业为主，相关的旅游服务企业、冰雪装备制造企业等在该区域集中分布；例如五常市乡镇以特色农产

品种植和加工为特色，形成了农业产业园区。这种专业化的产业集聚使得企业能够专注于某一领域的发

展，提高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形成规模效应和品牌效应。黑龙江省的自贸区建设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带

来了新的机遇。一些乡镇企业在空间布局上靠近自贸区，充分利用自贸区的政策优惠、贸易便利化等优

势，开展进出口贸易和跨境电商等业务。例如，黑河、绥芬河等自贸区周边的乡镇企业，积极拓展对俄

贸易，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种空间分布格局不仅反映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为未来的产业布局调整和优化提供了重要

的参考依据。由于资料获得有限性，研究时间尺度相对不足，未来需要从更长的时间尺度，引入国内或

者东北地区其他乡镇工业进行对比研究，同时更深入研究乡镇工业的空间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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