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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县域是城市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县域收缩进程势必会影响到城市收缩水平，研究县域收缩符合我国国情

的需要，也是对城市收缩理论的又一补充。本文选取黑龙江省63个县(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ArcGIS软
件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城镇收缩的时空演变格局。结果表明：① 2016~2019年黑龙江县域收缩程度整

体下降。其中，高水平集聚区主要在黑龙江省南部，低水平集聚区主要出现在大兴安岭地区，其余地区

县域收缩水平空间不显著；② 2016~2017年，黑龙江省县域收缩高水平集聚区主要出现在南部，由于

毗邻哈长城市群，受到“虹吸效应”影响，县域收缩水平较高；③ 2018~2019年，黑龙江省县域收缩

高水平集聚区明显减少，可见由于县域发展水平有所上升，收缩进程有所减缓；④ 2016~2019年黑龙

江省县域收缩低水平区主要出现在大兴安岭及其周边地区县域并且出现时间较晚，由于地理位置较远，

发展水平较低，因此受到县域收缩进程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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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unty is the most basic component unit of a city, and the process of county shrinkage is bou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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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ect the level of urban shrinkage. Studying county shrinkage is in line with the needs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and is also a supplement to the theory of urban shrinkage. This paper selects 
63 counties (citie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ArcGIS software spa-
tial autocorrelation method to analyz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 of urban con-
tra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overall shrinkage of Heilongjiang County decreased from 
2016 to 2019. Among them, the high level cluster area is mainly in the south of Heilongjiang Prov-
ince, while the low level cluster area is mainly in the Great Khingan Mountains area, and the shrin-
kage level space of other counties is not significant; 2) From 2016 to 2017, the high level cluster of 
county shrinkag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mainly appeared in the south. Due to its proximity to 
the Harbin Great Wall City Cluster, affected by the “siphon effect”, the county shrinkage was rela-
tively high; 3) In 2018~2019, the high level cluster areas of county shrinkag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which shows that the shrinkage process has slowed down due to 
the rise of county development level; 4) The low level areas of county shrinkag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in 2016~2019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Great Khingan Mountains and its surrounding 
counties, which are relatively late. Due to their remot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low develop-
ment level, they are less affected by the process of county shrin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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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镇化一直是城市发展理论研究中的重要一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一

定程度上通常由城镇化水平进行直观的表述[1]。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受

到全球化、去工业化、郊区化以及经济机构转型等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以经济衰退、人口流失等为主要

特征的城镇收缩现象[2]。然而国内外众多研究表明，城镇收缩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处在快速

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城镇收缩的困扰。一般认为城镇收缩现象是在去工业化进程中，表现

出人口流失与经济下滑，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部分建设用地出现荒废的现象[3]。 
早在 20 世纪末期，西方学者就已经对城镇收缩现象[4]展开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城镇收缩概念的辨析

及指标体系的构建、城镇收缩的时空演变格局以及对于城镇收缩现象的影响因素探究[2] [5]。近年来，随

着城镇“精明收缩”理念的兴起，西方学者更加注重于对城镇收缩的应对措施研究，主要从城镇精明收

缩的策略、影响因素以及应对措施等方面进行研究[1] [2] [3] [5]。 
国内有关于城市收缩的研究较国外起步晚，并且同体系完备的国外城镇收缩研究有着一定的差距。

早期研究主要是对国外研究成果的解读和整理，通过对国外城镇收缩现象的研究，对中国城镇发展模式

进行调整，进而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城镇化特色的城镇收缩研究体系[6]。但相比于国外大部分对于某一

城镇的专门化研究，我国对于城镇收缩的地域化研究，更能体现出我国城镇化发展复杂多样的国情，对

于我国城镇化发展模式更具有实际意义[2] [3] [4] [6]。 
城镇收缩问题一直是东北三省较为普遍也较为严重的问题[7]。自建国初期开始，东北三省就是国家

重要的重工业基地。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水平下滑、资源枯竭以及恶劣的地理环境等因素[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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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东北三省人口流失严重，成为了中国最为典型的城镇收缩地区[2] [4] [10]。其中，相较于吉林、辽宁

两省，黑龙江城市收缩问题则更为严重。以往在对于黑龙江省城市收缩问题的研究中大多更加关注于地

级市、资源型城市等行政级别较高的地域，对于县域单位的关注度较低。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黑龙江省 63 个县(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 ArcGIS 软件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城

镇收缩的时空演变格局，测度黑龙江省城镇收缩指数并探讨黑龙江省城镇收缩的形成机制及时空演变格

局，为推动黑龙江省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引导黑龙江省城镇高质量发展、精明收缩和结构转型提供一定

的理论指导。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区概况 

作为城市基本构成单元，县域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变化。黑龙江省全省共辖 63 个县(市)行政

区(图 1)，县域总面积为 35.92 万平方公里，占据黑龙江省总面积的 75.94%。所以对城市收缩的研究尺度，

下放到县域，对于研究黑龙江省的城市收缩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选取黑龙江省 63 个县为代

表，从人口、社会、经济、空间等几个方面对黑龙江省小城镇收缩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子进行探究。 
 

 
Figure 1.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图 1. 研究区概况 

2.2. 研究方法 

2.2.1. 县域收缩测度 

1

n

i ij j
j

S X W
=

= ∗∑  

式中： iS 表示县域收缩综合测度指数，j 表示所含指标个数， jW 表示指标的权重，采用熵值法决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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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 ijX 表示指标的量化标准值。构建原始评价矩阵后，为保证熵变量取值在[0,1]，采用极差对各指标

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第 j 个指标下第 i 个评价者的占比，最终计算出指标熵值和指标熵权。 

2.2.2. 空间自相关 
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对黑龙江省城市收缩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分析处理。应用

Moran’s I 指数对县域单元相关性进行描述。局部自相关主要对黑龙江省县域收缩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进

行有效识别。其公式如下： 

( )( )
( )21 1 2

2
1 11 1

1 1Mo s’ran
n n

n nij i ji j
i in n

i iiji j

W x x x x
I x x S x

n nS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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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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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jW 为二进制邻接空间权重矩阵(邻接为 1，不邻接为 0)第 i 行第 j 列元素， ix 为 i 县域收缩指数，x
为县域收缩平均指数，n 为县域总数， 2S 为县域收缩指数方差。莫兰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取值为负

反映了空间负相关性，取值为正则反映空间正相关性。莫兰指数值越接近−1 表示不同县域间的城市收缩

差异越大，分布越不集中；越接近 1 则表示不同县域间的城市收缩指数越相似(高值集聚或低值集聚)；接

近 0 表示人才在空间上随机分布。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Moran 散点图和 LISA 聚类图)来实现局部区域的自

相关评估，分析人才局部空间聚类分布特征。对于城市 i，其局部 Moran’s I 指数 iI 被定义为： 

( ) ( )
( )

2

2

i jj
i

ii

n x x x x
I

x x

− −
=

−

∑
∑

 

iI 的检验计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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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jW 为空间权重， ix 为 i 县域收缩指数， x 为县域收缩平均指数， ( )iE I 为数学期望， ( )iVAR I 为

方差。根据 iI 和 iZ 判断县域收缩指数 i 的空间聚集类型： 0iI > 且 0iZ > ，为高–高(HH)型； 0iI < 且 0iZ < ，

为低–低(LL)型； 0iI > 且 0iZ < ，为低–高(LH)型； 0iI < 且 0iZ > ，为高–低(HL)型。 

2.3. 指标体系构建 

结合国内外相关研究以及对城镇收缩指标体系的整理和借鉴，构建县域收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表 1)。
其中目标层为县域收缩综合评价体系。准则层根据县域收缩最直观影响因素分为人口因素、经济因素、社

会因素和空间因素。人口因素表示城镇人口变化以及构成结构；经济因素表示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生

活水平；社会因素表示城镇基础设施服务水平；空间因素表示城镇空间开发利用情况。 
 
Table 1.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mall town contraction 
表 1. 县域收缩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准则层 指标层 性质 意义 

县域收缩综合

评价体系 
人口因素 

年末总人口 + 人口增减变化 

每万人中小学在校学生数 + 人口构成结构 

二产从业人员比重 +  

三产从业人员比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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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县域收缩综合

评价体系 

经济因素 

地区生产总值 + 经济总量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经济发展水平 

第一产业增加值 +  

第二产业增加值 +  

财政收入变化率 +  

规模以上企业数 +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 居民生活水平 

社会因素 每万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 基础设施服务水平 

空间因素 
建成区面积变化率 + 空间开发利用情况 

人口密度 +  

2.4.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研究黑龙江省城镇收缩的时空演变。空间层面上以黑龙江省 63 个县(市)作为研究区域。时

间层面上以 2010 年作为起始年份，以 2019 年作为目标年份。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2012~2020 年的《中

国县(市)社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黑龙江统计局(http://tjj.hlj.gov.cn/)以及

各县(市)统计公报。对于缺失的部分数据，使用相邻近年份插值法补全个别缺失数据。 

3. 黑龙江省县域收缩时空演变格局 

2016~2019 年Moran’s I 指数表明(表 2)，2016~2018 年黑龙江省县域收缩在空间分布上显著(P < 0.01)，
说明 2016~2018 年间黑龙江省县域收缩具有空间集聚现象；2019 年黑龙江省县域收缩在空间分布上不显

著，说明 2019 年黑龙江省没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 
 
Table 2. Moran’s I index of county shrinkag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from 2016 to 2019 
表 2. 2016~2019 年黑龙江省县域收缩 Moran’s I 指数 

年份 Moran’s I Z 得分 P 得分 

2016 0.138769 3.397768 0.000679 

2017 0.151248 3.637671 0.000275 

2018 0.130020 3.181609 0.001465 

2019 0.044287 1.301622 0.193045 

 
根据自然断点法将黑龙江县域收缩集聚区分为 4 类，分别为高高集聚、高低集聚、低高集聚、低低

集聚区域(图 2)。结果表明：2016~2019 年黑龙江县域收缩程度整体下降。其中，高水平集聚区主要在黑

龙江省南部，低水平集聚区主要出现在大兴安岭地区，其余地区县域收缩水平空间不显著。 
整体上看：① 2016~2017 年，黑龙江省县域收缩高水平集聚区主要出现在南部，由于毗邻哈长城市

群，受到“虹吸效应”影响，县域收缩水平较高；② 2018~2019 年，黑龙江省县域收缩高水平集聚区明

显减少，可见由于县域发展水平有所上升，收缩进程有所减缓；③ 2016~2019 年黑龙江省县域收缩低水

平区主要出现在大兴安岭及其周边地区县域并且出现时间较晚，由于地理位置较远，发展水平较低，因

此受到县域收缩进程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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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county shrinkage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图 2. 黑龙江省县域收缩的时空分异规律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选取黑龙江省 63 个县(市)作为研究对象，利用 ArcGIS 软件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城镇收缩的时

空演变格局。结果表明： 
① 2016~2019 年黑龙江县域收缩程度整体下降。其中，高水平集聚区主要在黑龙江省南部，低水平

集聚区主要出现在大兴安岭地区，其余地区县域收缩水平空间不显著； 
② 2016~2017 年，黑龙江省县域收缩高水平集聚区主要出现在南部，由于毗邻哈长城市群，受到“虹

吸效应”影响，县域收缩水平较高； 
③ 2018~2019 年，黑龙江省县域收缩高水平集聚区明显减少，可见由于县域发展水平有所上升，收

缩进程有所减缓； 
④ 2016~2019年黑龙江省县域收缩低水平区主要出现在大兴安岭及其周边地区县域并且出现时间较

晚，由于地理位置较远，发展水平较低，因此受到县域收缩进程影响较小。 
总体来看，黑龙江省县域城镇收缩程度整体下降，呈现出明显的南高北低格局，其作用机制与地理

位置和大城市“虹吸效应”密切相关，但随着县域发展水平的提升，其收缩进程有所减缓。 

4.2. 讨论 

本文有别于以往研究将研究尺度精准确定至县域，选取了黑龙江省 63 个县(市)作为研究对象。对黑

龙江省县域标准的城市收缩进行了测度并利用 ArcGIS 软件中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分析其城镇收缩的时空

演变格局，探讨黑龙江省城镇收缩的形成机制及时空演变格局，为推动黑龙江省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引

导黑龙江省城镇高质量发展、精明收缩和结构转型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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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县域作为基本行政单元的特殊性，本文可查数据较少，基本来源于统计年鉴，存在一定的局

限性，研究方法的使用上稍显简陋，数据的处理上还需要更加深入，希望在日后的研究中能够有所改进。 
黑龙江省是我国城市收缩现象较为严重的典型区域，研究其县域收缩变化对于其城市的发展建设具

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何在收缩的进程中确保县域的发展水平，是目前黑龙江省城市发展建设中函待解

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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