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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大数据产业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朱建军
1
 

（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商学院，江苏 无锡 214153） 

【摘 要】：数据可以促进传统产业服务个性化，推动企业决策智能化，深入研究大数据产业的空间特征对区域

内产业空间结构调整与优化，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有重大意义。运用平均最近邻分析与核密度分析方法研究江苏

省市两级大数据产业的空间分布特征。泰州市平均最近邻比率 ANN=1.002307,P值=0.9878，接受其空间统计意义的

随机集聚；核密度分析下的南京属于高核密度地区，苏州、盐城次之。江苏省大数据产业集聚现象尚未形成，但有

加速集聚趋势；长江流域大数据产业连绵区与苏北大数据产业带初现。未来要积极探索江苏省大数据产业发展模式，

实现大数据产业的科学布局，促进大数据产业地区间的融合与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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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数据成为促进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全球数据呈现爆发

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世界各国都把推进经济数字化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大数据作为数字化转型中的核心，相关

技术和应用助推了数字中国战略的加速落地。根据国家网信办的数据，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 31.3亿元，同比增长 15.1%，

占 GDP的比重达 34.8%。受宏观政策、技术升级和应用场景等因素影响，2018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为 4384.5亿元，预计 2021

年将达 8070.6亿元。2016—2021年，大数据产业规模增长 5230亿元，5年复合增长率达 23.2%(1)。但目前各地大数据产业规划

布局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同质性与不平衡性，本文聚焦江苏省大数据产业的空间布局进行分析具有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关于大数据产业的研究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基于大数据产业类型、特点、现状发

展大数据产业的策略研究。迪莉娅[1]、朝乐门[2]、沈俊鑫和陈颖谦[3]等人分析了大数据产业的特点、分类、现状与发展策略。（2）

借鉴发达国家和我国贵阳市发展大数据产业的经验，发展我国大数据产业的研究。汪晓文等人通过波特钻石模型对日本、美国

和中国大数据产业进行竞争优势比较研究，认为我国的大数据产业尽管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但形成了中国的特色和特征[4]。谢

卫东等人从大数据产业发展顶层设计、要素供给、数据隐私与安全保护以及大数据标准体系等四个方面对国内外大数据产业政

策进行比较，指出从数据开放和个人隐私保护政策完善、数据流通体系建立、人才培养和大数据关键技术投入四个方面促进我

国大数据产业有效、健康发展[5]。（3）大数据产业统计核算研究。周曙东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将大数据产业的统计范畴

分为核心活动和扩展活动两大类：核心活动定义为主产品为大数据产品或其主要业务支撑大数据的产出、传输、组织管理及价

值实现；扩展活动指主业中与大数据产生、传输、组织管理及价值实现有关但又未列入核心产业部门的单位利用大数据在各领

域的实际应用[6]。周曙东利用大数据投入产出表对“非纯粹”大数据产业部门规模进行测度研究[7]。 

区域特色创新发展促进大数据产业快速聚集，但国内学者对大数据产业聚集测度、聚集模式、聚集效应等尚未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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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详细研究我国大数据产业的空间特征，对大数据产业空间布局与规划，促进大数据产业健康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的意义。本文运用平均最近邻分析和核密度分析方法探索江苏省大数据产业发展模式，这样的研究，有助于促进大数据

产业区间的融合与协作发展。 

二、产业空间集聚测度常用方法 

（一）平均最近邻比率（ANN) 

平均最近邻比率是每个要素的实际观测平均距离与基于随机分布假设的期望平均距离之商，其计算公式为： 

 

式（1）中，N为区域要素数量，A为所有要素包络线面积，Di为要素 i与其最近邻要素的距离。通过 ANN>1或 ANN<1可判断

我国各区域大数据产业是否存在集聚现象，并且判断区域集聚程度大小。 

（二）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是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借助一个移动的单元格，对给定区域的点或线格局的密度进行估计，用测量来的点

或线生成连线表面，找出哪些地方点或线比较集中，计算整个区域的数据聚集状况。密度函数的估计方程为： 

 

式（2）中，K（*）为核密度形式，h为窗宽，x-xi表示估计点 x到已知 xi点的距离。 

（三）全域空间自相关和局域空间自相关 

全局 Moran’sI 指数是最早应用于全局聚类检验的方法，其可以检验整个研究整个区域中邻近地区间是相似、相异（空间

相关、负相关），还是相关独立的。全局Moran’sI指数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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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n是研究区域内地区总数；wij是空间权重矩阵（设区域 i和区域 j相邻时，wij=1；区域 i和区域 j相邻时，wij=0);xi

和 xj分别是区域 i和区域 j的属性；S2是属性的方差。 

局部 Moran’sI可以用来检验局部地区是否存在相似或相异的观察值集聚在一起，区域 i的局部 Moran’sI用来度量区域 i

和它相邻区域之间的关联程度，计算公式为： 

 

式（4）值大于零，表示一个高值被一个高值包围或一个低值被一个低值所包围；值小于零，表示一个高值被低值所包围或

一个低值被高值所包围。 

（四）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 

多距离空间聚类用来确定要素（或与要素相关联的值）是否在某一距离范围内显著聚类或离散，使用 Ripley’sK函数公式

为： 

 

式（5）中 A 表示区域，N表示点数，d表示距离，k(i,j）表示权重，当 i 和 j 之间的距离小于或等于 d 时，权重等于 1，

当 i和 j之间的距离大于 d时，权重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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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证研究 

（一）样本选取 

根据上海市新兴行业分类指导目录（2017 版）中的新兴行业大数据服务行业分类与代码（6540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在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江苏）中以“数据”作为关键词，以地级市和成立 1年以内（剔除成立时间为 2019年）和成立 1～

5年为查询条件，剔除列为经营异常和注销中的企业，逐一核对企业经营范围，最后遴选 534家大数据产业企业。利用百度地图

坐标拾取器，按企业登记地址收集样本企业的经度和纬度坐标，同时采集各企业的成立时间、注册资本和股东类型等要素。 

（二）江苏省大数据产业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1．江苏省大数据产业整体空间分布 

Arcgis 软件中的要素有三种类型，分别为点要素、线要素和面要素。把每个大数据产业企业抽象为点要素并且落实在江苏

省地图上，得到截至 2018年的江苏省大数据产业空间分布结果，即江苏省大数据产业企业主要分布在苏南、苏中地区。2014—2018

年江苏省大数据产业企业注册资本由 25230 万元快速上升到 2018 年的 409819万元，年均增长率为 253%，大数据产业得到快速

发展（见图 1）。截至 2018年底，江苏省各地级市大数据产业累计注册资本金额排前六位的分别是苏州 260079万元、南京 231837

万元、无锡 172710万元、徐州 137710万元、盐城 82601万元、南通 75407万元（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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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江苏省大数据产业空间聚集现象探索 

(1）泰州市健康大数据产业集聚初现。利用 Arcgis10.5的空间分析工具对最邻近距离进行测算，得出实际最邻近距离均值、

理论邻近距离均值及两者之比 R、Z值和 p值，运算结果生成报表。结果显示，江苏省市两级大数据产业的最邻近距离比率均大

于 1，说明江苏省市两级的大数据产业尚未出现最邻近距离测算下的集聚现象。其中江苏省范围内的最邻近距离比率为

1.717498,13个市的最邻近距离比率范围为 1.002307至 2.520398，比率值最大的是连云港市，最小的是泰州市。从 Z值来看，

除泰州市外其他 12个市的 Z值均大于 2.58，进一步说明这 12个市大数据产业空间分布呈分散状态。 

根据泰州市最邻近距离判断空间集聚识别指标：最邻近距离比率为 1.002307,Z 值为 0.015291,P 值为 0.987800，可以认为

泰州市大数据产业已经初步出现集聚现象，但在空间分布属于空间随机分布。与省内其他兄弟市相比，泰州市于 2018年初出台

了《泰州市大数据发展规划（2018—2020 年）》，在泰州数据产业园基础上打造华东地区最具特色、最具竞争力的健康医疗大数

据产业。2018 年 4 月泰州医药高新区发布了《2018 年大健康产业集聚发展工作要点》，进一步突出大力促进资源要素集聚，促

进泰州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集聚。 

(2）江苏省大数据产业空间分布特征。利用 Arcgis10.5软件中核密度分析工具生成江苏省大数据产业空间分布核密度估计

值，按江苏省大数据产业核密度估计值九级分类，各地区的核密度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南京是全省核密度值最高的地区，以

核密度九级形成江苏省为首的大数据产业聚集地区，并辐射镇江句容地区。苏州核密度为八级，无锡核密度为六级，常州核密

度为五级，形成大数据产业核心带。盐城以核密度七级、南通与徐州以核密度五级分布。进一步可以概括江苏省大数据产业空

间分布总体特征为：南京-镇江地区、苏锡常地区、扬州-泰州地区、南通地区形成江苏长江流域大数据产业连绵区；苏北地区

以盐城、徐州为两核，其他地区零星分布。 

四、江苏省大数据产业空间集聚模式分析 

一是市场创造型产业集聚模式。从大数据产业专业化角度分析，大数据公司和产业活动在城市空间上必定集中在一定的区

位，不同专业类型的活动趋向于在不同的地区集聚，城市空间的异质性在很大程度上与城市主导产业专业化联系十分紧密，大

数据产业空间集聚属于城市地区专业化的一种现象，泰州大数据产业集聚就属于市场创造模式。在泰州医药高新区首先出现了

医药产业的专业化市场，为健康医疗大数据产业集聚的形成创造了重要的市场交易条件和信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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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经济关联型产业集聚模式。范围经济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技术的变化开始削弱，由此引起水平的和垂直的生产分离

或生产的外部化，从而有更大的能力满足不同的需求和对市场力更大的适应性。哪里产生地理上敏感的交易成本多样化联系，

哪里的外部化必定与集聚相联系。产业体系的灵活采用与专业化产业集聚体中生产空间的集中相联系，公司紧密地集聚以保证

面对面的交流。这种集聚的目的在于加强地区内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为企业发展创造更有利的外部条件。南京-镇江和苏锡常

大数据产业集聚模式属于经济关联型。 

三是资本转移型集聚模式。这种模式一般是发生在有产业转移或新兴产业产出的背景下，当一个规模较大的企业出于接近

市场或节约经营成本或获取政策优惠的考虑，在生产区位上做出重新选择，并投资于一个新的地区的时候，有可能引发同类企

业和相关企业朝这个地区汇集。这种产业集聚的形成，主要缘于资本迁移和资本流动而形成的产业集聚现象。盐城大数据产业

园是国家级园区，有多种政策优惠，吸引众多大数据产业企业的汇集。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江苏大数据产业空间聚集现象尚未形成，但泰州在最邻近距离分析测算下接近空间统计意义上的聚集。大数据产业空间分

布呈现长江流域连绵区，苏北地区呈现以盐城和徐州两核、其他零星分布的空间结构。 

（二）建议 

1．探索江苏省大数据产业“一区一带”的空间格局发展模式 

江苏省大数据产业长江流域连绵区初步形成，要积极探索南京和苏州的龙头作用，加强区内各大数据产业聚集核间的关联

与协调。发挥盐城和徐州两聚集核的辐射效应，聚焦打造盐都区—淮阴区—宿豫区—铜山区苏北大数据产业发展带。 

2．探索“核心驱动、分业集聚”的泰州大数据产业发展布局模式 

泰州大数据产业聚集现象领先全省，得益于“核心驱动，分业集聚”的“泰州模式”。核心驱动即打造大数据产业核心区，

发展大数据服务业；分业集聚即以医药为高新区特色产业，发展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泰州模式”很好地实现了健康医疗产

业要素向医药高新产业集聚，实现了分布合理、功能错位、特色发展的大数据集聚发展态势，其他地级市必须认真借鉴“泰州

模式”，形成自己的产业发展布局模式。 

3．推动市际协同创新的大数据产业空间关联 

在国家大数据产业布局的大框架下，各地级市要结合自身所处的产业链位置，明确其功能定位，结合主导产业发展切入点，

探索大数据驱动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各地方政府要打破行政区划壁垒，整合优势资源促进区域合作，形成大数据产业协调

发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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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数据来源于大数据产业生态联盟联合赛迪顾问共同完成的《2019中国大数据产业发展白皮书》。但由于大数据产业统计范

围尚未统一，不同研究机构统计的大数据产业规模存在差异。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 2018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突破 6000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