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5卷 第6期

2025年  3月          
科 技 和 产 业

ScienceTechnologyandIndustry
         Vol.25

,No.6
Mar., 2025

沱江流域人口与产业集聚效应分析
姜茂婷,刘珈琪,孟秋伶

(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四川 绵阳621000)

摘要: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是研究所有人口问题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之一,沱江绿色发展经济带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中承载着鲜明优势与独特定位。结合区域经济学等理论,以流域内6市级区域为研究对象,从人口与产业集

聚的结构特征和互动机制出发探讨流域人口与产业集聚效应。研究发现,沱江流域人口集聚程度主要分布在人口

中度密集区和人口低度密集区,沱江流域第一产业存在劳动力剩余现象,从经济集聚指数可看出,德阳市、资阳市等

区域面临强大的头部城市虹吸效应。从产业结构优化、区域协调、绿色发展等角度为沱江绿色发展经济带建设提供

科学合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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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是研究所有人口问题中

最基本的出发点之一。2022年,四川省正式印发

《沱江绿色发展经济带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沱江

绿色发展经济带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承

载着鲜明优势与独特定位,并提出“2025年地区生

产总值年平均增速高于全国、全省水平,流域综合

实力和竞争力明显提高”的建设目标。由此可见,
研究沱江流域内人口、产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

系,对于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乃至四川省的经

济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沱江流域内涉及四川省成都、德阳、资阳、内

江、自贡、泸州6市的36个县(市、区),其流域开发

历史早,产 业 基 础 好、人 口 和 城 镇 集 聚,以 全 省

3.5%的水资源量和4.5%的辖区面积,承载了全省

22%的人口,创造了近四分之一的地区生产总值。
事实上,合理的人口聚集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的转

型和升级,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又反过来促进了区域

的整体发展水平,更好地引导了人口的合理流动和

集中。当前,沱江流域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产
业结构亟须优化升级、协同创新能力需加强等方面

仍存在一些挑战。因此,研究沱江流域的人口分

布、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对于沱江绿色发

展经济带建设有积极意义。
综上,本文将结合区域经济学、人口学、劳动经

济学理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等多学科理论,
利用结构偏离度、不均衡指数、地理集中度等方法,
以“沱江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流域内6市(34县

区)面板数据,深入探讨如何优化沱江流域的人口

与经济发展的相互适应性,目的是为推动沱江经济

带的经济增长和减少区域间经济差异提供参考

建议。

1 文献综述与理论机制

1.1 文献综述

1987年,张思平在《流域经济学》中首次提出中

国应建立一门新的经济学科———流域经济学。流

域经济是一种以特定流域为地理和经济活动范围

的区域经济形态,具备客观性、地域性、综合性和可

测量性等区域经济的普遍属性。它以流域内的自

然资源和要素为开发和配置的核心,旨在实现流域

内经 济、社 会、生 态 等 多 方 面 的 协 调 和 可 持 续

发展[1-2]。
从研究对象和主题演变来看,目前流域相关研

究主要从长江、黄河、淮河、渭河等区域经济的“经
济增长”“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水资源规划利

用”(1992—2010年),逐渐聚焦流域经济的“生态经

济”“水资源保护”“生态补偿”等(2011—2018年)。
随着国家政策引领,研究热点向“流域生态保护”
“高质量发展”“现代化治理”“耦合协调”等相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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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转变(2019—2023年)。在新时代背景下,流域城

市群和产业逐渐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点和

载体,其发展过程、驱动机制与交互作用对于流域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内涵支撑

作用[3-4]。其中,研究发现以产业高质量发展对流域

高质量发展有促进作用[5-8]。与此同时,学者们发现

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错位匹配是形成区域

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可知探讨流域人口与其

经济发展的空间关系是推动流域协调发展研究的

重要命题[9-12]。
从研究方法来看,目前从空间视角分析流域内

人口与经济耦合的区域差异研究较为丰富。研究

一般以县域或市域的人口、经济数据为依据,综合

利用不均衡指数、地理集中度[13]、ESDA-GIS[14]和
耦合指数[15]等方法对经济、人口空间格局及其相互

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深入解析人口与经济在不同

时间断面上的耦合性及其变化[16-19]。此类研究通

过探究“人口-经济”的空间分布关系等能够进一步

剖析区域发展不协调的原因,并说明借助空间分析

是认知流域人口分布与经济协调程度的最佳视角。
进一步,研究逐渐聚焦流域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

的相互关系[20-22]。例如,田刚元和陈富良[22]综合运

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发现,黄河流域应

摒弃传统狭隘的区域产业发展理念推进高端制造

业大集聚区和大市场建设。张双悦[23]采用空间杜

宾模型(SDM)进行实证分析认为产业协同集聚亦

可以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且产业协同集聚较好的

区域周边也存在着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较好的区域。
在此基础上,研究考虑生态因素,并发现流域经济

增长、生态环境与人口集聚之间的发展关系研究可

以为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24-25]。
综上所述,现有从人口分布与产业布局的关联

研究出发的文献大多“各自为营”,目前关于人口集

中与产业集聚匹配关系的流域经济效应的研究较

为缺乏。此外,2020年四川省决定以流域为基础进

行产业带的划分,沱江流域凭借流域面积、人口以

及GDP等脱颖而出,亟须通过从人口分布与产业

布局等角度挖掘其于域内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但

其学术研究多聚焦于从生态环境修复[26-27]、生态系

统可持续发展[28]、水资源治理[29-30]等角度等方向,
关于流域内部人口、产业与经济空间格局及其成因

机理的研究尚有空缺。因此,本文针对沱江流域这

一特定区域,深入探讨了人口集中与产业集聚的匹

配关系及其经济效应。其创新点及贡献在于:从总

体和局部深入探讨了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关系的

动态演变特征,并首次剖析了沱江流域人口与产业

集聚的结构特征和互动机制,为流域经济活动空间

格局演化的内生机制提供了新视角,拓展了流域单

元的人口与经济研究领域,从现实角度提升沱江区

域发展与管理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1.2 理论机制

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人口、劳动力和产业之

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31-33]。人口提供了劳

动力的潜在储备,而劳动力的规模和质量直接影响

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劳动力参与率和素质,受教

育水平、技能培训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决定

了劳动生产率和产业创新能力。产业需求的变化

引导劳动力的流动和就业结构的调整,而劳动力的

流动性和工资水平又反过来影响人口的地理分布。
产业集聚往往伴随着劳动力集中,形成经济活动的

热点区域,进而吸引更多的人口和投资,推动经济

增长和社会进步[34-35]。
其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经济收入、

人口和就业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作用[36-37]。城市

地区通常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这吸引了

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

生活条件。随着人口的流动,劳动力从农村地区的

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城市地区的高生产率部门,促
进了整体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然而,这种转移也带

来了城乡之间的就业结构差异,城市地区往往以工

业和服务业为主导,而农村地区则以农业为主。城

乡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进一步加剧了人口流动的

动力,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此外,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知,随着经

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人口的基本生理需求得

到满足后,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安全、社交、
尊重和自我实现。这种消费需求升级推动了产业

结构的演变,从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活动转向制造

业,进而发展到以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更

复杂、更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38-39]。经济发展为人

口提供了更多样化的就业机会,促进了人力资本的

提升和创新能力的发展,进而形成一个正向循环,
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同时,人口的需求变化

也引导着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和经济政策的调整,
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结构和社会需求[40]。

综上所述,本文结合劳动经济学理论、城乡二元

经济结构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建立分析沱江流域人

口与产业集聚效应的科学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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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理论机制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

由于个别地区撤县设区和行政区划调整,沱江

流域范围内县级行政单元统一以2018年四川省水

利部公布的《沱江四川境内各行政区流域面积统计

表》为基准确定。选取成都、德阳、资阳、内江、自
贡、泸州所涉及34县为研究范围,以市级行政区为

研究单元,涉及流域面积为22946.86km2。
沱江流域6市(34县区)数据2012—2022年社

会经济数据分别来自《四川统计年鉴》(2012—2022
年)、《成都年鉴》(2012—2023年)、《内江统计年鉴》
(2012—2022年)、《德 阳 统 计 年 鉴》(2012—2023
年)、《自贡统计年鉴》(2012—2023年)、《泸州统计

年鉴》(2012—2023年)、《泸州市江阳区统计年鉴》
(2012—2023年)和各统计单元2012—2023年统计

公报,人口数据采用统计年鉴中年末常住人口数

据,经济数据则采用统计年鉴中各市(县区)国民生

产总值,在对历史数据进行归纳整理时,个别区县

个别年份数据缺失,数据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

和移动平均法予以补充。

2.2 数据研究方法

2.2.1 结构偏离度

在计算结构偏离度 (Ei)(表1)时采用式(1)~
式(3)计算:

Xi =Gi

G
(1)

Yi =Pi

P
(2)

Ei =Xi

Yi
-1 (3)

式中:X 为三类产业各生产总值占比;Y 为三类产

业就业人数占比;Gi 为某产业 GDP;G 为产业总

GDP;Pi 为某产业从业人数;P 为总就业人数。

2.2.2 协调度模型

“协调系数”指标(Hxy )的计算公式为

表1 产业结构偏离度演变的国际标准模式[41]

人均GDP/元
结构偏离度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300 -0.41 2.00 1.58
300 -0.47 2.07 1.04
1000 -0.56 1.04 0.30
2000 -0.60 0.70 0.13
3000 -0.60 0.40 0.03

Hxy =
∑
n

i=1
XiYi

 

∑
n

i=1
X2

i∑
n

i=1
Y2

i

(4)

式中:n为产业的种类数。
不均衡指数(E)的计算公式为

E=
 

∑
n

i

 
2
2
(Xi-Yi)





 




 2/n (5)

2.2.3 地理集中度

人口地理集中(Ri)和经济地理集中度(Ji)越
高就表明该地区人口或经济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

越强,反之则说明集聚程度较弱。
人口集聚:

Ri =
POPi∑POPi

Ti∑Ti

(6)

  经济集聚:

Ji =
GDPi∑GDPi

Ti∑Ti

(7)

式中 :Ri 和Ji 分别为i地区的人口地理集中指数和

经济地理集中指数;POPi、GDPi、Ti 分别为i地区

的年末总人口、年末生产总值、土地面积;∑表示某

种属性在大区域的累计。
借鉴中国人口集聚度分类标准,并根据数据特

征做适当调整,将各地区的人口和经济地理集中度

分为相对应的6个等级(表2)。

3 沱江流域人口与产业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

3.1 沱江流域产业结构的协调性分析

3.1.1 产业结构变化趋势

研究结果表明,在所考察的时间跨度内,沱江

流域的产业结构调整与经典的产业结构演化理论

相吻合,展现出从传统的“二三一”模式,即以第二

产业为主导,第一、三产业相对落后的格局逐步转

变为第三产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三二一”模式。
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也
体现了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普遍趋势。

如图2所示,自2012年,沱江流域的产业结构

经历了一系列波动性变化。第一产业在地区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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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人口与经济集聚度分类标准

人口聚集地区分类 经济集聚地区分类 人口或经济集聚度

人口高度密集区 经济高度密集区 ≥8.01
人口密集地区 人口中度密集区 经济发达地区 经济中度发达区 4.01~8.00

人口低度密集区 经济低度密集区 2.01~4.00

人口均值地区
人口密集均上区

经济水平均值地区
经济水平均上区 1.01~2.00

人口密集均下区 经济水平均下区 0.51~1.00
人口稀疏地区 人口稀疏区 经济欠发达地区 经济欠发达区 ≤0.5

图2 沱江流域2012—2022年三次产业占比变化

值中所占的比例在2012—2019年期间从12.06%降

至9.62%,总体是逐渐下降趋势。然而,在2019—

2020年间,该比重略有回升,达到了10.66%。与此

同时,第二产业产值在地区总产值中的占比表现出

显著的波动性,自2012年的54.01%逐步减少至

2016年的49.32%。值得注意的是,从2016—2019
年底,第 二 产 业 的 比 例 经 历 了 急 剧 的 下 降,从

49.32%降 至 42.34%,减 少 了 约 7 个 百 分 点,

2019—2022年,又呈现稳定上升态势。
进一步分析发现,沱江流域第三产业的占比变

化趋势与第二产业呈现一定程度的对称性。在

2012—2019年的时间段内,第三产业的占比呈现稳

定增长的态势,尤其在2018—2019年,第三产业的

占比实现了显著的增长,从43.69%增至48.04%。
然而,在2019—2022年期间,第三产业的增长趋势

放缓,并在2022年出现轻微的下降迹象。这些变化

揭示了沱江流域产业结构调整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为区域经济发展策略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

持和分析视角。

3.1.2 就业结构变化趋势

如图3所示,2012—2022年,沱江流域第一产

业的就业比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从2012年的

29.74%减少至2022年的23.29%,年均下降约0.6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的就业结构则表现出较为明

显的波动性,尤其在2019—2020年,受到外部环境

的冲击,就业比例从2019年的31.0%显著下降至

26.77%,减少了约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第三产

业的就业比重在所考察的时间段内呈现出波动上

图3 沱江流域2012—2022年三次产业人口

就业占比变化

升的态势,从2012年的36.8%增长至2022年的

50.02%,增长了约13.22个百分点。因此,沱江流

域未来应结合区域特点发展第三产业,如绿色产

业、高新技术产业等。
沱江流域在2012—2022年就业结构的演变规律

表明,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沱江绿色发展经济带

的建设过程中,要实现就业结构的合理和稳定发展,
必须在提升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
逐步引导生产要素和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第三

产业的快速发展不仅能吸引更多劳动力,提高人民的

生活质量,还能有效减少环境污染。因此,未来中国

将重点发展第三产业,提升其在GDP中的比例,并增

加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沱江流域应根据其区域特

色,发展如绿色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第三产业,以
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1.3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

由表1、表3和图4可以看出,沱江流域第一产

业的结构偏离度较稳定,指数均小于0,意味着沱江

流域第一产业有劳动力剩余的现象;第二产业的结

构偏离度大于零(正偏离),表明第二产业存在劳动

力转出的可能性;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趋于稳定

并接近0值,这反映第三产业的结构与就业结构之

间的匹配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显示产业与就业之

间形成了良好的协调关系。该趋势意味着第三产

业的发展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更加一致,有助于促

进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731

               姜茂婷等:沱江流域人口与产业集聚效应分析 



图4 沱江流域2012—2022年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

表3 沱江流域2012—2022年三次产业结构与

就业结构偏离度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12 -0.59 2.61 -0.08
2013 -0.61 2.65 -0.10
2014 -0.60 2.70 -0.13
2015 -0.57 2.60 -0.11
2016 -0.58 2.53 -0.05
2017 -0.60 2.51 -0.05
2018 -0.59 2.51 -0.04
2019 -0.58 2.37 0.04
2020 -0.53 2.54 -0.05
2021 -0.57 2.55 -0.04
2022 -0.59 2.60 -0.04
均值 -0.64 2.82 -0.07

3.1.4 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

从图5可以看出,沱江流域近年来的产业结构

与就业结构协调系数显示较大的波动性,这反映该

地区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具体来看,这种

波动性主要体现在2012—2014年、2014—2019年

以及2019—2022年这三个阶段的显著变化。这些

波动是因为流域政策调整、市场需求变化、技术进

步等因素有关,它们共同推动了沱江流域经济结构

的调整和优化。
具体来看,受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汶川地震灾

后恢复重建拉动效应减弱等影响,沱江流域2012—

2014年产业结构与就业协调度有明显的下滑,流域

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2014年流域所涉区域经

济呈现复苏态势,同时中央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实
施内陆沿边开放战略,支持跨区域、次区域发展,推
进新型城镇化等措施为沱江流域发展提供助力,其
明显的上升态势也体现流域区域通过实施产业结

构的调整和升级,已经取得了积极的初步成果。这

表明该地区在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产业竞争力方面

迈出了重要步伐,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基

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通常涉及淘汰落后产能、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服务业占比等措施,这些

图5 沱江流域2012—2022年产业结构与就业协调度变化

调整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技术创新,增强

区域经济的内生动力和对外吸引力。2019—2020
年协调系数的衰退与我国当时新型冠状病毒的流

行有关,由于疫情对当时我国整体经济都产生了严

重的影响,同时企业面临经济周期危机和产业波动

危机,因此2019年沱江流域协调度数值出现明显下

滑趋势。2022年,四川发展和改革委员印发《沱江

绿色发展经济带建设总体方案》,该方案的提出有

望进一步提升为流域提供了较多的积极因素和有

利条件。

3.2 沱江流域人口与经济的非均衡特征分析

在对沱江流域的人口与经济协调程度进行评

估时,不均衡指数(E)是一个关键的量化工具。这

个指数反映了区域内人口分布与经济活动的空间

匹配程度。不均衡指数的计算通常基于人口和经

济产出(如GDP)在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况。如果一

个地区的不均衡指数较高,这意味着人口和经济资

源的分布存在较大的不均衡性,可能导致资源配置

效率低下,影响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表4中列出的

沱江流域人口与经济的不均衡指数,提供了对沱江

流域各市级行政区人口与经济协调性的直接量化

评估结果。

  总体来看,从图6的不均衡指数趋势图可知,

2012—2022年沱江流域人口与经济的不均衡指数

远小于1,呈现“先升后降-平稳发展”的发展态势。

表4 沱江流域人口与经济不均衡指数

年份 指数 年份 指数

2012 0.017 2018 0.011

2013 0.018 2019 0.010
2014 0.017 2020 0.0097

2015 0.016 2021 0.010
2016 0.014 2022 0.010

2017 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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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012—2020呈现逐渐降低的演变趋势,反映

其人口与经济的分布格局在不断协调均衡;2020年

后,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形态呈现平稳。与中国省

际人口与经济的不均衡指数相比,与2012—2020年

沱江流域的人口与经济不均衡指数均低于全国平

均水平,说明绵阳人口与经济的分布格局在向好

发展。

3.3 沱江流域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特征分析

该部分通过测算沱江流域2012—2022年的人

口集中指数与经济集中指数得到人口与经济空间

集聚的不一致指数,数据结果如表5~表7所示。

3.3.1 人口集聚特征

由表2和表5可知,沱江流域人口集聚分类情

况如下:2012—2022年没有区域达到人口高密集区;
人口中度密集区有流域所涉及的成都(4区3县)、
泸州(2区1县)及内江(2012年);人口低度密集区

有自贡、德阳、内江(2013—2022年)及资阳;无人口

图6 2012—2022年沱江流域人口与经济的不均衡指数变化

均值和稀疏地区。
具体来看,2012—2022年成都所涉区域的人口

聚集指数逐渐增加,这一原因主要是成都区域人口

聚集多,地理地势平缓,适合定居发展;自贡、德阳、
内江及资阳呈现人口聚集指数呈现缓慢减少、人口

流失问题,主要原因是不同城市不同地区不仅在进

行人力资源和人才的争夺,人口也会向中心城市、
发达地区集聚,地理位置欠佳;泸州所涉区域人口

聚集指数缓慢增加,这与近10年四川积极打造川南

省域经济副中心政策支持密不可分,一是泸州区域

地理位置与四川、贵州、云南、重庆接壤,近年来川

滇黔渝合作加速;二是泸州有四川最大的港口,具
备交通优势。

3.3.2 经济集聚特征

由表2和表6可知,总体看来,2012—2022年

沱江流域经济集聚情况波动不大,流域所涉及的成

都、自贡、泸州、德阳及内江为经济发达地区,资阳

为经济水平均值地区。
具体来看,成都处于高度发达区,以平均经济

集聚指数9.26领跑流域其他地区。泸州区与德阳

属于经济中度发达区,其中泸州经济聚集状况呈现

缓慢上升趋势,因其加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
白酒为代表),着力科技服务、商贸物流以及旅游业

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发展;德阳呈现缓慢下降趋势,
主要原因是:一是其地理位置近成都临绵阳,虹吸

效益造成人口大量流失;二是经济严重依赖于重工

业,长期以来较为单一,依赖性强。自贡与内江属

于经济低度发达区,一是人口及面积较小,从区位来

表5 2012—2022年沱江流域各区域人口集聚指数

地区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成都* 5.68 5.82 5.98 6.17 6.36 6.54 6.72 6.92 7.10 7.17 7.16
自贡 3.66 3.64 3.60 3.56 3.50 3.50 3.43 3.37 3.30 3.27 3.24
泸州* 4.23 4.24 4.25 4.31 4.38 4.44 4.50 4.57 4.64 4.64 4.63
德阳 3.58 3.55 3.52 3.50 3.47 3.45 3.43 3.41 3.40 3.40 3.39
内江 4.02 3.95 3.88 3.79 3.70 3.62 3.53 3.46 3.39 3.35 3.32
资阳 2.61 2.57 2.52 2.49 2.46 2.43 2.39 2.36 2.33 2.31 2.28

 注:*代表区域部分地区。

表6 2012—2022年沱江流域各区域经济聚集指数

地区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成都* 9.42 9.77 9.62 9.68 9.29 9.17 8.92 8.90 8.91 9.06 9.10
自贡 3.86 3.82 3.62 3.55 3.42 3.41 3.40 3.36 3.29 3.29 3.20
泸州* 5.07 5.07 5.16 5.35 5.37 5.08 4.78 5.58 5.49 5.56 5.71
德阳 4.24 4.35 4.17 4.13 4.20 4.14 4.12 4.12 4.04 4.06 4.08
内江 3.31 3.11 3.04 3.03 2.96 2.81 2.77 2.75 2.69 2.69 2.64
资阳 1.66 1.62 1.57 1.60 1.64 1.54 1.44 1.42 1.41 1.40 1.41

 注:*代表该区域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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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自贡和内江远离长江黄金水道;二是特色优势

产业欠缺,但自贡近年来打造“灯会”城市品牌有助

于提升城市产业发展。因此,依托沱江,自贡、内江

一体化发展政策将有助于两地经济实力提升。资

阳市属于经济水平均值地区,其经济集聚指数在

1.41~1.66波动,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具体来说,
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较低,现
代服务业发展尚未成熟,需进一步提升产业比重和

服务业水平;其次,资阳地处成都、重庆两大城市之

间,巨大的虹吸效应造成资阳常住人口不断流失;
且因其行政区简阳划至成都,仅有一个市辖区,城
市建设不足。

3.3.3 人口与经济空间集聚的不一致指数

总体上,如图7所示,2012—2022年沱江流域

不一致指数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表现为自贡的不

一致指数贴近于1,其余5个区县不一致指数稳定

性较低。
如表7所示,具体来看,成都、泸州和德阳三地

的不一致指数小于1,表明经济集聚度高于人口集

聚度,即经济发展水平优于人口发展水平,反映该

类区域需要继续加强人口的汇聚力;其余5个区县

不一致指数大于1,显示这些地区的经济集中度低

于人口集中度,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这表明需要进

一步利用当地的劳动力资源,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

高经济效率。

图7 2012—2022年沱江流域各区域人口与

经济不一致指数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文以相关理论和数据分析为基础,对沱江流

域人口集聚与产业集聚情况进行了研究分析,根据

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沱江流域所涉6个市域人口集聚程度主要

分布在人口中度密集区和人口低度密集区。根据

2012—2022年人口集聚数据的比较,人口集聚的差

异性以及沱江流域人口集聚的这种分裂趋势还在

延续。
(2)沱江流域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从

2014—2019年处于平稳上升的趋势,2019—2022
年虽有明显的下滑,但都接近1,表明在该阶段实行

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已初见成效,从总体的协调系

数变化而言2019—2022年期间维持在0.93,可见

沱江流域的产业就业结构在面对突发危机的时候,
其应对能力和协调稳定性还是较高。

(3)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偏离度来看,沱江

流域第一产业有劳动力剩余的现象。从经济集聚

指数可看出,德阳、资阳等区域面临强大的头部城

市虹吸效应。各阶段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战略和

规划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格

局的演变。

4.2 建议

综上可知,为推动沱江流域实现绿色、低碳、循
环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保护和改善流域生态环境,
有必要从产业结构优化、区域协调、绿色发展等角

度出发。
(1)产业结构调整。沱江流域的产业结构调整

应聚焦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级和绿色发

展。评估现有产业结构,识别高耗能、高污染的传

统产业,并逐步引导这些产业向清洁生产转型或逐

步淘汰。其次,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尤其是在水

资源保护、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等领域,以减少对

流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积极发展现代农业、
生态旅游和清洁能源等产业,加强与周边地区的产

表7 2012—2022年沱江流域各区域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

地区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成都* 0.60 0.60 0.62 0.64 0.68 0.71 0.75 0.78 0.80 0.79 0.79
自贡 0.95 0.95 1.00 1.00 1.03 1.02 1.01 1.00 1.00 0.99 1.01
泸州*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2 0.01 0.01 0.01 0.01
德阳 0.84 0.82 0.85 0.85 0.83 0.83 0.83 0.83 0.84 0.84 0.83
内江 1.21 1.27 1.28 1.25 1.25 1.29 1.27 1.26 1.26 1.24 1.26
资阳 1.57 1.59 1.60 1.56 1.50 1.58 1.66 1.66 1.66 1.65 1.62

 注:*代表该区域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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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同,形成产业链上下游的联动效应,促进区域

经济一体化发展。具体来看,沱江流域各市应积极

开展水环境全流域治理工作,稳步推进新能源、新
型化工、无人机及通航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积极

打造资源消耗少、环境影响小、科技含量高、产出效

益好的绿色低碳产业。
(2)区域联动发展。加强流域内各城市间的经

济合作与资源共享,形成产业链条互补、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的区域经济共同体。特别是要加强成都

与周边城市的产业协同,促进干支流互济、左右岸

互动,推动成都平原经济区和川南经济区协同发

展,推动产业转移和优化布局。
(3)沱江流域的发展策略应聚焦于生态资源和

土地利用现状,构建“一轴联通、三港互动、上中下

游协同”的格局。重点发展沱江干流1km范围内

的“拥江生态经济绿色发展轴”,同时,实施创新驱

动,推动先进制造业、特色服务业、高效农业和循环

经济的发展,以加速构建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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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AnalysisofPopulationandIndustryAgglomerationinTuojiangRiverBasin

JIANGMaoting,LIUJiaqi,MENGQiuling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outhwest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Mianyang621000,Sichuan,China)

Abstract: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ofpopulationandeconomyisoneofthemostbasicstartingpointsinthestudyofallpopulationissues.
TuojiangGreenDevelopmentEconomicBeltcarriesdistinctadvantagesanduniquepositioningintheconstructionof“Chengdu-Chongqing
economiccircle”.Basedonregionaleconomicsandothertheories,taking6municipalareasinthebasinastheresearchobject,andtheeffectof
populationandindustryagglomerationfromthestructuralcharacteristicsandinteractionmechanismofpopulationandindustryagglomeration
wasdiscussed.ScientificandreasonablesuggestionsareprovidedfortheconstructionofTuojianggreendevelopmenteconomicBeltfromthe
perspectivesofindustrialstructureoptimization,regionalcoordinationandgreendevelopment.

Keywords:Tuojiangriverbasin;industrialagglomerationcharacteristics;high-quality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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