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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研究 

刘 霞 

【摘 要】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之一，近年来在国民生产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文章依据浙江

省第一次经济普查建筑产业数据、以及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运用 Mapinfor 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软件，对我国建

筑业经济活动、以及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不同空间尺度上建筑业经济活动

强度的空间格局存在很大差异，具体表现为国家层面建筑业经济活动密集区域呈现人字型空间结构，浙江省省外建

筑业经济活动密集区域呈现 V 字型空间结构，浙江省 11 市的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呈现多元化空间偏好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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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建筑业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的物质生产部门之一，近年来发展速度迅猛，2008 年建筑业总产值 62036.8 亿元，比 2000 年 

12497.6 亿元增长近 5 倍。建筑行业具有强大的产业后向拉动作用，其对地区经济增长、解决地区就业、增加税收等有重要的

意义。随着我国建筑业的快速发展，行业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建筑业企业的跨地域性生产与投资活动趋势也随之加强。但纵

观现有的建筑业相关研究文章，对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文章不多，特别是对建筑业省外经济活动空间格局研究的文

章基本没有。加强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与空间分布规律研究，对理论上完善我国建筑业生产活动的空间规律研究，实

践上指导建筑业的跨区域发展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 

衡量地区建筑业生产能力综合指标主要有建筑业总产值、建筑业外省总产值。建筑业总产值是以货币形式表现的某一地区

所有建筑安装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建筑业产品的总值，是衡量地区建筑业生产经营活动空间分布等级差异的重要指标。 

中国国土辽阔，区域经济空间差异明显，建筑业经济生产总量地区差异同样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带性特点。通过分析建筑业

总产值的空间分布等级差异，可以科学衡量与比较不同地区建筑业经济活动与竞争实力。笔者采用全国统计年鉴 2000 年至 

2009 年各省建筑业总产值的平均值，以反映我国建筑业生产能力的地区差异。研究方法采用的是地理信息系统 Map Info 分析

软件，对全国建筑业总产值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得出中国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呈现以下特点： 

1.中国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最高区域主要集中分布在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北京等地。

其中东部沿海的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省建筑业总产值占全国建筑业总产值的 38.9%。北京和上海作为中国北方和南方的

重要城市，其城市中心级的地位决定了建筑业的发展与竞争实力。北京建筑业生产总值 13798.88 亿元，上海建筑业生产总值 

13179.21 亿元，两地区建筑业总产值共占全国建筑业总产值比重的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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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次高区域主要集中分布上海、四川、湖北、河北、湖南、河南、辽宁，七个省市的建筑业总产值

共占全国建筑业总产值量的 28.4%。这一区域除了上海、辽宁外，空间上主要集中分布在中部地区。 

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中等区域主要包括有山西、安徽、重庆、天津和福建。这一区域 5 省市的建筑业总产值占全国建

筑业总量的 12.2%。与前面两个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最高和次高区域相比，空间分布上呈现分散化特点，且建筑业经济活动总量

明显减少。 

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低的区域包括黑龙江、陕西、云南、吉林、江西、新疆、广西，以及包括内蒙内、甘肃、贵州、

宁夏、青海、海南、西藏，该 14 省区的建筑业生产总值只占到我国建筑业总产量的 15%。 

2.中国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规律。 

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发达与较发达省区集中成片分布特点明显。表现出以北京为核心，辽宁、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

四川组成的内陆带，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山东、江苏、浙江、广东沿海带，二条带状空间分布明显，我国呈现出“人字型”的建

筑业生产活动密集分布格局。另外，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欠发达地区呈现出沿边疆分布的空间格局。建筑业经济活动欠发达地

区与建筑业经济活动发达地区相比，空间上分布表现出很强的分散格局。 

三、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研究 

建筑业外省总产值指的是一定时期内某地区所有建筑安装业企业在本区域外的其他省市范围内生产的建筑业产品的总和。

建筑业外省总产值是衡量本区域建筑企业对外生产与经营活动能力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地区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格局等级差

异的重要指标。近年来随着建筑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地位的提高，地方统计部门对建筑业的数据统计也越来越细，这为进一步

研究建筑业经济活动的空间规律提供了可能。由于浙江省第二次经济普查活动 2009 年 12 月底结束，正式传统数据还未公开，

所以笔者将主要以浙江省第一次经济普查中 2004 年浙江省建筑业产值等统计数据为基础，重点对浙江省省外经济活动的空间

格局进行探讨。 

1.浙江省建筑业发展。浙江省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的省份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建筑业生产大省。2008 年浙江省建

筑行业生产总值是 81560.6 亿元，约占全国建筑总产值比重的 13.2%，全国排名第二，略低于江苏省的建筑业产值全国比重的 

13.9%。2002 年至 2006 年浙江省的建筑行业总产值每年以 26.7%的速度，连续五年保持全国第一位水平。浙江省的建筑行业

在全国建筑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2.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格局。以浙江省省外建筑业产值为衡量标准，在地理信息系统 Map Info 软件平台

基础上，对浙江省省外建筑业活动空间规律进行分析与研究，得出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呈现以下空间分布特点。第一，

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最高区域包括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山东、陕西。以上海市为核心的长三角区域是

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投资最主要的区域。浙江省在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北五省市的建筑业经济活动总产值占全

省省外建筑业生产总值的近 70%；第二，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次高区域包括湖南、广东、福建、天津、北京、黑龙

江六省市，这一区域空间分布上紧临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最高区域。浙江省在该区域的建筑业经济活动生产总值占

全省省外建筑业总产值的 12.9%；第三，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中间区域包括辽宁、山西、河南、重庆、青海，浙江

省在该区域五省市的建筑业经济活动生产总值占全省省外建筑业总产值的 6.1%。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中间区域，空

间上表现出非连续的空间分散格局，如从东北的辽宁到中部的山西、河南、重庆，以及西部的青海；第四，浙江省省外建筑业

经济活动投资最不活跃区域，包括内蒙古、四川、云南以及河北、吉林、广西、贵州、西藏、新疆、甘肃、海南、宁夏，浙江

省在该 13 省区的建筑业经济活动生产总值只占全省省外建筑业总产值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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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特点。（1）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分布在长三角区域。浙江省作为东

部沿海地区工业经济发达大省，在外省的建筑业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的山东、江苏、上海、福建、广东，以及近临东

部沿海地区的中部省份江西、湖北、湖南、安徽。浙江省省外建筑业产值最高与次高区域在空间上分布较集中，主要是集中在

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及其外围地带。（2）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的集中区域呈现“V 字型”布局结构。省外建筑业产值

最高的区域，包括七个省市陕西、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山东，它们在空间上形成了底部紧临浙江的 V 字型分布特

点。（3）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具有沿陕西、湖北、湖南、广东为轴线的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东密、西疏的分布

格局。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产值最高、次高、及中间区域，基本都分布在该轴线以东的地区。（4）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

在中国北部区域空间分布量小、且呈分散格局。浙江省在中国北部区域的省外建筑业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黑龙江、天津

三个省市，分别占浙江省外建筑业总产值的 2.8%、2.28%和 1.92%。 

4.浙江省地市级区域建筑业省外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格局。为了进一步探索浙江省地市级层面建筑业省外活动空间结构规律，

现根据浙江省 11 市在浙江省外的建筑业生产总值量的大小排序，比较不同城市的省外建筑业活动强度，以及活动的空间区位偏

好。从表 1 中可以看出从市级层面浙江省对外的建筑业活动呈现多样性的空间活动偏好特点，具体表现为： 

 

（1）丽水市、舟山市、湖州市省外建筑业生产活动表现出空间偏好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特点。其中，丽水市对外省建筑生

产总值的排前四位的分别是江西，安徽，福建，湖南，表现为极强的中部省份建筑投资偏好。舟山市对外省建筑生产总值排名

第一位的是内蒙古，北京位居第五，而青海、甘肃也位于前十位内，表现出了对西北部区域省份建筑投资偏好。湖州市对外省

建筑业生产总值贵州排名第三位，而新疆与四川分别进入排名前十位。（2）杭州市、绍兴市、衢州市、台州市省外建筑业生产

活动表现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集中分布的格局，主要集中在上海、江苏、安徽、江西。该市域的省外建筑经济活动空

间分布与浙江省省级层面的建筑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格局基本相同。（3）金华市和宁波市省外建筑业，一方面表现出长三角地

区建筑业集中的特点，另一方面还分别表现出对陕西与黑龙江地区建筑业投资活动偏好，陕西与黑龙江在金华市和宁波市省外

建筑业总产值中排名都在前二位。（4）温州市和嘉兴市省外建筑业表现出不同的空间分布特点。温州市省外建筑业活动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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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福建、云南两地区的偏好，福建位于温州市省外建筑业产值的第一位，云南位居第五位。嘉兴市省外建筑业生产总值，甘肃、

四川、新疆分别位居第三位、第五位、第八位。 

四、研究结论与讨论 

笔者首先对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的国家尺度的空间分布格局进行分析，我国建筑业经济活动密集区呈现“人字型”格局，

即表现为以北京为核心城市的辽宁、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四川组成的内陆带，和以上海为核心城市的山东、江苏、浙江、

广东沿海带，两带交叉的建筑产业活动密集分布格局；其次为了比较省域间的建筑业经济活动强度以及跨省的建筑业投资活动

行为，选取了建筑业省外经济活动产值，以浙江省研究为例，对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的省级层面与市级层面的建筑业经济活动空

间格局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表明，不同空间尺度上浙江省省外建筑业经济投资活动强度表现为极大的差异性。省级层面，浙

江省的外省建筑业经济活动主要密集分布在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及其外围带，“V 字型”空间分布格局明显。而市级层面

上的建筑业省外经济活动投资空间偏好是多元化的，如丽水市、舟山市、湖州市偏好中部和西部地区；杭州市、绍兴市、衢州

市、台州市偏好长三角地区，金华市和宁波市则偏好陕西、黑龙江等。 

因资料的限制，笔者仅围绕建筑业总产值和建筑业省外产值二个指标，从全国层面、省级层面以及市级层面的建筑业经济

活动空间格局展开了研究，研究中尚存有许多不足之处。由于时间原因，笔者未能对影响建筑业经济活动的因子进行深入研究，

如经济因子、固定资产投资因子、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决策等，希望在以后研究中能进一步对上述问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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