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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空间分布及区位选择 

蒋天颖，麻黎黎 

（宁波大红鹰学院，中国浙江宁波 315175 ) 

【摘 要】以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选取省内 62 家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地

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和负二项回归模型的方法，研究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集聚特征及其区位选择影响因

素。结果表明：① 以地级市为测量尺度，发现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分布呈现明显的空间不均衡和明显的集聚

趋势，以浙东北的杭州、嘉兴、宁波和绍兴四个城市为主的集聚中心正在逐步形成；② 地级市内是否有港口、国

民生产总值、物流业产值、进出口贸易总额、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和大宗商品计划仓储用地是影响浙江省大宗商品交

易市场区位选择的主要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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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是借助网络与电子商务搭建而成，集服务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信息资讯、融资担保和仓储物流服务为一

体的综合性市场，主要是为从事大宗商品生产、贸易和消费的企业提供公开、透明的交易平台，帮助交易商融资融货、降低贸

易成本、增加贸易机会和加快资金流转
[1-2]

。我国是铁矿石、石油、铜等大宗原材料的需求大国，每年进出口额数量较大，但

是我国在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没有相应的话语权，导致了我国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面临无法控制生产成本的风险。然而，目前关

于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主要集中在交易市场的发展历程
[4]

、交易模式
[5-6]

、市场特征及风险分析
[7-8]

、

电子交易市场的本质及建设
[9-10]

、电子交易平台的风险控制[7]等方面。已有研究多侧重于定性分析，采用定量分析的成果并不

多见，而运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分布特征及区位选择的研究更是鲜见。 

随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在国内不断升温，不仅为我国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更是带来了来自国际市

场的挑战
[3]

。浙江省处于中国海岸线的黄金中点位置，作为我国沿海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同时拥有成为亚太地区航

运枢纽的独特区位优势，具有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的天然优势。自 2011 年浙江省海洋经济示范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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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家政策的倾斜，浙江省正全力打造国家级大宗商品储运、交易中心，促使其大宗商品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大宗商

品交易市场空间分布结构的不合理现象易造成彼此之间的激烈竞争，阻碍了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鉴于此，本研究以浙江省为

研究区域，地级市为研究单元，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不平衡指数等空间分析方法，拟分析浙江省主要大宗商品交

易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试图探究影响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区位选择的可能性指标因素并进行回归分析，以期优化大宗商品交易

市场的空间结构，为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决策建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浙江省处于中国海岸线的黄金中点位置，位居长三角南翼的经济中心，作为我国沿海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同时

拥有成为亚太地区航运枢纽的独特区位优势。浙江省拥有 11 个地级市，以优越的地理优势与现货市场为基础，截止到 2014 年

底，主要拥有七大交易区，成立各类商品交易市场近 5 000 家，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分布格局呈现出以宁波和舟山为两大交易

中心，嘉兴、台州和温州等为一批储运配送基地的特点。随着经济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辐射范围

也逐步扩大，逐步发展成为我国重要的大宗商品贸易和物流中心，在国内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为探讨浙江省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集聚特征及规律提供了研究可能性。 

1.2   研究方法 

1. 2. 1 最邻近指数 

最邻近指数是反映点状要素在地理空间上临近程度的指标，是实际最邻近距离和理论最邻近距离的比值
[11]

，计算公式为： 

 

式中：
Er


是理论最邻近距离；
1r


是实际最邻近距离；D 为点密度。根据最邻近指数可以判断点状要素在空间上分布的类

型。R < 1 ，表示点状要素趋于凝聚分布；R=1 ，表示点状要素随机分布；R > 1 ，表示点状要素趋于均匀分布。 

1. 2. 2 地理集中指数 

地理集中指数是研究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12]

，计算公式为： 

 

式中：G 是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地理集中指数；T 是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总数； 1X 是第 i 个市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数

量；n 是浙江省市总数。其中 G 取值在 0 一 100 之间，C 值越小，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分布越分散，G 值越大，大宗商品交易市

场分布越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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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不平衡指数 

根据浙江省 11 个地级市各方面的差异，将浙江省分为浙北、浙东、浙南和浙西四大地理区域，利用不平衡指数探究大宗商

品交易市场在不同区域内分布的均衡性
[13]

，计算公式为： 

 

式中：S 是不平衡指数；n 是地理区域个数； iY 是各地理区域内某一个研究对象在总区域内所占比重经过从大到小排序后

第 i 为的累计百分比。S 介于 0 - 1 之间，S 为 1 表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全部集中在一个地理区域内，S 为 0 表示大宗商品交

易市场平均分布在每个地理区域内。 

1. 2. 4 回归分析模型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区位选择可以看作是空间单元内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数量与影响要素的效用函数，研究因变量为大宗

商品交易市场的数量，其观测值为离散的非负整数。参考国内学者的观点
[14-15]

，可以假设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分布服从

Poisson 分布，使用 Poisson 回归模型分析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区位选择的影响要素。 

假设浙江省第 i 个空间单元内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数量 iy 服从参数为 i 泊松分布，在研究地级市内观测到的大宗商品交

易市场的数量为 iy 的概率为： 

 

公式（5）中是的估计参量，取值由解释变量 ix 决定；是变量回归系数向量，对参数进行广义线性模型中的最大似然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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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松回归模型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因为变量的条件均值和条件方差相等，即： 

 

但是在实际应用中这个前提条件很难满足
[16-17]

，对于非独立事件的计数往往表现为条件均值小于条件方差，出现过度分散，

不符合泊松回归模型。这样的模型需要负二项回归模型（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Model）来描述，负二项回归模型允

许因变量条件方差与条件均值不相等
[18-19]

，其对数似然函数为： 

 

利用公式（8 ）估计方程，得到 iY 的估计值


iy 用公式（9 ）作辅助回归，获得 Alpha回归系数并检验其显著性： 

 

如果系数大于 0，则回归模型不能满足公式( 7 ）成立，则需利用负二项模型，即公式（8 ）来进行回归分析；反之，则

可利用公式（6 ）进行最大似然估计。 

1.3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涉及的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是通过浙江省政府网站和中国大宗商品交易服务网的公告整理得到，截至 2014 年 12 

月，综合整理浙江省政府公告与中国大宗商品交易服务网得到 62 家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名称及其所属城市，以及影响浙江省大

宗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影响因素。文中所用相关数据，指标通过浙江省政府网站、中国大宗商品交易服务网、《浙江省统计年

鉴（2014 ）》 、浙江省各个地级市 2013 一 2014 统计年鉴、统计信息网以及各地政府网站搜集获取。 

2 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为了清晰地反映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本研究根据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详细数据，运用 Ar 

GIS10 .1 和 Excel 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空间分布状况，以及利用洛伦茨曲线分析浙江省大宗商品交

易市场数量的分布特点。 

2. 1 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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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共有 11 个地级市，每个地级市都拥有不同数量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其分布情况如图 1 。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数量在浙江省不同城市间的分布有所不同，反映出浙江省各城市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不均衡性。

在浙江省 11个地级市中，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数量超过 10 的地区有 2个，分别是杭州和嘉兴。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数量在 5 - 10

个之间的有金华、宁波和绍兴。台州、衢州和舟山地区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数量均在 2 一 4 个之间，丽水和湖州地区的大宗商

品交易市场发展相对较慢，都只有 1个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2. 2 空间分布类型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属于点状要素，其分布类型有均匀、随机和集聚三种。为研究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分布类型，本

文采用最邻近指数对其进行判别。利用 GIS 技术平台进行计算，得到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实际最邻近距离和理论最邻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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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之比 R = 0.76 < 1 ，因此，可推断出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分布类型为集聚型，与上文中研究其数量空间分布的不均

衡性特点的结论相吻合。 

2. 3 空间分布均衡性 

由于地理条件、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目前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发展不平衡，

各区域所拥有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数量有明显区别。 

2. 3. 1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分布的集中度分析 

地理集中指数是分析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总数 T = 62 ，市区总数 n = 11 ，

其对应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个数见表 1 。 

 

根据地理集中指数的计算公式可得，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地理集中指数 G = 40.8040 。假设 62个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平均分布在浙江省境内各个地级市，即每个地级市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数目为 62 / 11≈5.6400 家的情况下地理集中指数

G=30.1700 , 40. 5040 > 30.1700 ，表明从市域尺度来看，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分布相对集中。从表 1 可以看出，大宗商品交

易市场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嘉兴和绍兴地区，其它地区的较少。 

2. 3. 2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分布均衡度分析 

根据浙江省地理文化状况，参考马远军
[20]

的研究观点将浙江省分为浙北、浙东、浙南和浙西四大地理区域，其中，浙北包

括杭州、嘉兴和湖州；浙东包括宁波、绍兴和舟山；浙南包括温州、台州和丽水；浙西包括金华和衢州。统计表明，浙东北地

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明显高于浙西南地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在浙江省四大地理区域中的具体统计量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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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衡指数主要是反映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在浙北、浙东、浙南和浙西这四个地理区域内分布的均衡程度，通过计算

得到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在各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指数 S = 0 . 473 ，表明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在浙江省的分布明显不均衡。

根据做出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在浙江省各市分布的洛伦兹曲线（图 2 ) ，可以发现，浙江省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主要分布在杭

州、嘉兴、绍兴和宁波 4个市，其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数量超过了全省的 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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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 1 、表 2 和图 2 可以看出，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数量的分布呈现如下特点：① 浙北地区拥有数量最多的大宗

商品交易市场，占总数的 48 . 39 ％。浙北地区北临上海，东南为杭州湾，南面与钱塘江相邻，浙江省会杭州也在浙北区，该

区拥有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技术和资源基础，且其便捷的交通和发达的经济促进了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② 浙东

地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数量仅次于浙北，占总数的 32．26 % ，浙东地区位居长三角南翼，拥有世界大港宁波一舟山港，是我

国最大的矿石、原油、液体化工产品的中转基地，也是华东地区煤炭、粮食等大宗商品主要的中转和储运基地，同时浙东地区

北面是钱塘江，丰富的水资源加上特殊的地理优势，为浙东地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③ 浙西地区大宗

商品交易市场的数量占总数的 11 . 29 % ，浙西地区以盆地为主，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我国重要的矿产基地，但是由

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区位通达性的限制，该地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与浙北和浙东地区有一定的差距，同时义乌小商

品市场的发展也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起推动作用。④ 浙南地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数量最少，占总数的 8 . 06 % ，相

对于浙江的其它区域，浙南地区以山地为主，其区域重点发展的是旅游业，所以该地区的大宗商品发展相对缓慢。 

3 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区位选择 

3. 1 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分析 

随着现代技术的高速发展，生产组织方式发生剧烈变化，影响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区位选择的因素日益多元化。首先大宗商

品交易市场从大宗商品批发市场发展起来，所以影响大宗商品批发市场的因素对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同样会产生影响。杨丹萍等

在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研究中指出，国民生产总值、港口、对外贸易、物流、仓储等因素对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分布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21]

。此外，由于部分大宗商品交易需要在网上进行，受信息化水平的限制，因此在探讨浙江省大宗商

品交易市场分布的区位选择时，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考虑。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分布格局一般基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交通状况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等方面的因素确定最优的

区位。本文结合区位理论、区域经济等相关理论的研究，主要从区位因素（通达性）、经济因素（地方经济、对外贸易、城市

等）、政策因素（基础设施、政策支持等）这三个方面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所研究模型的解释变量（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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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发展大宗商品交易主要是依靠港口完成进出口贸易，所以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所在市是否有港口对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用 PORT 表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是否为港口所在市，如有则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期望其回归系数为

正。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区位影响变量主要用所在市是否有港口进行测量。 

经济因素与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关系密切，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需要当地经济的支持和驱动。因此，本文选择 GDP 、

INFOR （信息化水平）、LOGIS （物流业产值）、TRADE （进出口贸易总额）等经济变量检验其对浙江省各个地级市大宗商品

交易市场分布的影响，期望回归系数为正。此外，引入地级市是否达到国家一线城市作为城市地位的衡量指标，当大宗商品交

易市场所在的地级市为一线城市时，会为该地的大宗商品的发展带来间接的好处。因此，达到一线城市的赋值为 1 ，否则为 0，

期望回归系数为正。 

结合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状况，本研究从三个方面考虑政府政策因素对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影响。一是大

宗商品仓储用地，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需要充足的仓储用地，以便于货物的存放，把 11个地级市的仓储用地面积分为 5 个

等级，一级仓储用地面积最多，赋值为 l ，二级仓储用地面积次之，赋值为 2 ，以此类推，五级仓储用地面积最少，赋值为 5 ；

第二，大宗商品所在市域的人才引进情况，以在校大学生人数为衡量指标，在校大学生人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人力资

本，是政府对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的知识与人才溢出的间接政策性支持，与大宗商品仓储用地一样，把各市大学生人数分 5

个等级，一级人数最多，赋值为 1 ，五级人数最少，赋值为 5 ；第三，地方政府是否有专门的文件公告或者法律法规推动地区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若有赋值为 1 ，否则为 0 , 期望回归系数为正。 

3. 2 影响区位选择的回归分析 

本文选取 2014 年浙江省 11个地级市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数量为被解释变量，以地级市为研究单元，选取表 3 各因素的解释

变量，有效样本的数量为 62 。在假设影响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分布的因素符合泊松分布的前提条件下，首先利用 STATA 软件对

选取的影响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各解释变量间的 Deviance 和 Pearson g2 相关系数进行计算分析，结果表明 GDP 、信息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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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产值、在校大学生人数和城市等级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为消除解释变量间的多重相关性，需要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

对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设定置信水平 90 % ，将上述相关性较强的 5个变量单独进行回归验证，得到浙

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负二项回归模型的结果（表 4 ) ，表中系数均显著大于零，证明本研究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估计的合

理性。就负二项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从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区位因素对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分布都具有显著作用，市内是否

存在港口（PORT ）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为 0.5685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与期望相符，这说明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的完成对港

口依赖性较强，当市域内有港口运输条件时，更有利于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 

 

经济因素中，除信息化水平（INFOR ）和城市等级（CITY ）外，其它经济因素对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影响通过了显

著性检验，且回归系数为正，与期望相符，这说明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分布与该地区的信息化水平和城市等级的相关性

较小，可能是因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发展对信息技术要求不高，一般市域均可达到要求，同时城市地位较高的市域，其土地成

本、交易成本等各项成本相应较高，所以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区位选择一般不考虑该地区的信息化水平和城市地位，其

主要考虑的经济因素是 GDP 、物流业发展水平（LO - GIS ）和进出口贸易总额（TRADE ）。 

政策因素中的地方政府支持（POLICY ）和大宗商品计划仓储用地（WAREH ）对浙江省各市域发展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具有显

著影响，与预期结果相同，回归系数为正，这表明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通过优惠政策、以及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提供仓储

用地等方式，为交易市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和经营环境，对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市域

内在校大学生人数( COLLEGE ）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由于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分布与人力资本没有

太大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文章选取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为研究对象，采取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度指数、不平衡指数和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

对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研究表明：① 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

市场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性和明显的聚集现象，主要分布在浙东北地区的杭州、嘉兴、宁波和绍兴四个城市，浙东北一带已成

为辐射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集聚中心。② 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分布的区位选择受到区位因素、经济因素和政策因

素等多种因素影响。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影响浙江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分布的主要区位因素是市内是否有港口，经

济因素是国民生产总值、物流业发展水平和进出口贸易总额，政策因素是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和大宗商品计划仓储用地。对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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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商品交易市场空间分布不合理的问题，过于集聚分布势必造成无序竞争，需完善市场化机制，指导大宗商品市场区位选择趋

向分散和均衡分布，有效整合和优化全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空间分布结构，形成专业化服务区，促进全省大宗商品贸易的可

持续健康发展。 

由于文章研究样本数量有限，可能无法反映全省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空间分布的真实情况，以及随着国内外向型经济水平的

提高，影响其分布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更复杂，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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