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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业用地供应行为的演化是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体现，分析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时空变化特征，有

利于推进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优化国土空间格局。基于重庆市 2009～2018 年工业用地

供应公告数据，建立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数据库，运用基尼系数、核密度分布、冷热点分析和趋势面分析方法，分

析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时空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规模总体上处于波动下降趋势，

供应的区位呈现较为明显的东北-西南方向分布。区位基尼系数具有波动性特征，市域和分区都在空间分布不均衡

和均衡间反复。(2)工业用地供应点规模呈现出“主环-斑点”式空间布局模式，高密度核心逐渐向主城区中心聚集。

供应规模的热点区县在主城区的东西两侧变动，冷点区集中在渝东北角。(3)重庆市的中心城区及其西部和南部具

有较大的工业用地供应规模，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奠定了较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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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工业经济的重要载体，工业用地的规模、结构和布局等是城市土地管理的重要内容[1],也是优化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支

持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2]
,能够映射出城市发展的整体布局和发展方向，与城市功能空间有着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紧密

关系[3]。而工业用地的供应行为变化能够影响工业用地的布局演变，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4]。近年来，“中国制造 2025”颁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提出要优化国土空

间结构和布局。由此可知，新时代对工业用地的时空配置面提出了新要求。目前，中国的工业用地具有增量大、存量高、扩张

无序等特点[5]。2017 年，中国的工业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总面积的比例达 20.10%[6],远高于发达国家工业用地面积占 10%的比重
[7]。针对上述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国土空间规划的需求和国内工业用地的现状，有关工业用地供应的研究具有时效性和必要

性，是土地资源监管政策实施和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当前，学术界有关土地供应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供应规模的时空演变
[8,9]

、出让价格的时空分异
[10,11]

、供应规模或地价演变

的驱动力及影响因素[12,13]、供应行为[14,15]等等，研究对象集中在城镇建设用地[16,17]和住宅用地[18,19],工业用地的研究相对较少。土

地供应研究多采用遥感数据、土地利用调查数据或统计年鉴数据[20～22],宗地数据的使用较少。有关工业用地供应的研究中，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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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关注其供应的时空格局演化[23,24]、供应行为与产业结构[25～27]、出让市场交易[28,29]、对环境的影响[30]等，对工业用地供应的规模、

价格和用途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内容多集中在衡量供应行为的经济效益及其呈现的产业结构演变，研究区域聚焦在全国或经

济发达的地区，内陆地区的工业用地研究，特别是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时空特征研究较为缺乏。重庆市作为中国内陆第一个国

家级开发开放新区，是国家西部地区的工业经济重镇，近年来实施工业高质量发展战略，最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又上升

为国家战略。鉴于此，本研究将重庆市作为研究案例具有区域代表性，通过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冷热点分析和空间趋势面

等方法，对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点规模和各区县的工业用地供应规模进行测度，尝试多角度地揭示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规模变

化的过程与格局。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内陆开放区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时空演化特征，丰富了中国内陆开放区工业发展布局的

基础研究，为内陆开放区优化工业用地布局，推动工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和未来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现实性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重庆市地处中国西南地区，是国家一带一路政策的重要落脚点和长江上游地区的重要经济中心，还是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

业基地和内陆开放高地，也是老工业基地之一。目前，重庆市已拥有较大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和汽车产业集群。2020 年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提出建设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和

高品质生活宜居地的“两中心两地”发展定位，这意味着重庆市将会进一步增强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辐射与联动能力，继续壮

大先进制造业和进一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因此重庆市的工业经济布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重庆市幅员面积 8.24×104km2,辖区内包含 38个行政区县，依照城市方位布局可划分为主城区、渝西片区、渝东北片区和渝

东南片区共四个片区。根据《重庆统计年鉴》,2018年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达 20363.19亿元，工业产值为 5997.70亿元，占 GDP

比重为 29.45%。而重庆市工业用地的面积历年来总体呈现出稳步上升趋势，2018年已达 26548hm2,与 2009年相比增加了 5634hm2,

占城市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20.16%。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主要数据来源为中国土地市场网(https://www.landchina.com/),该网站在 2003年开通，记录了全国各省、市、县、

乡的土地交易信息，其中，出让结果公告栏目记录有每一笔供应宗地所在的行政区、电子监管号、项目位置、面积、来源、用

途、供应方式、行业分类、土地级别、约定容积率、成交价格、合同签订日期等信息。 

目前，该平台查阅到的重庆市工业用地出让结果信息最早为 2004年数据，但通过观察数据的完整性和分析记录的准确性，

选择较为完善的 2009～2018 年工业用地交易记录作为研究数据样本。清理异常值和删除重复记录过后，获得 4658 条重庆市工

业用地供应信息。基于此再结合项目位置信息，获取对应空间坐标并进行数据校验。最后，综合上述获取的数据，结合各年《重

庆市统计年鉴》对应的社会经济数据，构建 2009～2018年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交易数据库。其他省市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

建设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官网。 

2 研究方法 

2.1基尼系数 

为测度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总体空间分布均衡性，揭示年际总体供应规模的空间差异特征，选择分析单元具有相同占比的

绝对基尼系数[8,31]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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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为行政区数量；xi和 xj为行政区 i和行政区 j供应的工业用地面积占总的工业用地供应面积的比例。绝对基尼系数

G的值介于 0～1之间，基尼系数值越小，表明工业用地供应规模在各行政区间分布越均衡。 

2.2核密度估计 

为分析整个市域范围的工业用地供应规模集聚状态及程度，本研究选择核密度估计进行测度。其作为一种非参数估计方法，

通过空间平滑技术形成一个规则样方，来估计样本点周围的密度，能够反映点数据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及形态[32,33]。计算公式为： 

 

式中：λ(s)是地点 s处的核密度估计；r是搜索半径(带宽);n为样本点数；φ是地点 l跟 s间距离 dls的权重。 

以工业用地供应规模作为权重进行核密度估计，搜索半径为默认值 13.62km,估计值采用自然断裂点 Jenks 分级法划分为低

值区、较低值区、中值区、较高值区和高值区共 5 个等级进行可视化。通过对比不同时段各等级值区的分布，能反映出重庆市

工业用地供应点的格局演化。 

2.3冷热点分析 

为观测各区县之间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空间差异程度，采用 Getis-OrdG*
i 指数划分冷点区和热点区[34,35],分析区县尺度工业

用地供应规模的冷热点分布规律，计算公式如下： 

 

为方便解释与比较，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将(3)式转化为： 

 

式中：E(G*
i(d))和 Var(G*

i(d))是 G*
i(d)的数学期望和方差；ωij为空间权重矩阵。若 G*

i(d)得分是正值且在统计上显著，代

表存在高值的热点的空间集聚；若 G*
i(d)得分是负值且在统计上显著，则代表存在低值的冷点的空间集聚；若置信区间为 0则无

统计学意义。在本研究中，指数值是负值划分为冷点区和次冷点区，指数值为 0 则纳入无统计意义区，指数值为正值再划分为

热点区和次热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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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空间趋势面分析 

为了直观反映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区域性变化趋势和空间拓展趋势，引入空间趋势面分析
[10,36]

。设 Zi(xi,yi)是区县 i的工业

用地供应规模，(xi,yi)为平面坐标，采用二阶多项式的空间趋势面表达式为： 

 

式中：Ti(xi,yi)为趋势函数；εi为自相关随机误差，表示区县 i的供应规模真实值与趋势值间的剩余值(残差)。 

3 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时空演变 

3.1重庆市工业用地总体供应规模的时空特征 

从总规模变化来看，2009～2018年重庆市工业用地的供应具有波动性(图 1),总体呈现下降趋势，按变化特征可大致划分为

3 个阶段。在 2009～2011 年，供应规模急速增加，达到研究期内峰值，并在 2012 年快速回落。此后，2012～2014 年呈现缓慢

增长，在 2014年之后一直处于缓慢下降阶段。 

 

图 1 2009～2018年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规模 

在对历年工业生产总值进行指数平减后，计算出工业经济增长率。对比历年工业用地供应的总规模和工业经济增长率的变

化可知，两者演变趋势大体一致。虽然两者间存在一定滞后性，但工业用地的供应状况对于工业经济的发展状态，反应是较为

灵敏的。与国内工业发展状况较好的江苏省和广东省相比，2017年重庆市的工业用地地均产出为 8493.09万元/hm2,接近广东省

的 9000.05 万元/hm2,而江苏省为 13993.45 万元/hm2。但从工业用地地均投入来看，2017 年重庆市达到 2960.66 万元/hm2,是广

东省的 1.66倍，而低于江苏省的 3421.27 万元/hm2。抽取 2009 年和 2013 年数据计算发现，研究期内重庆市的工业用地地均投

入大于广东省而小于江苏省，工业用地地均产出则落后于两省。由此可知，重庆市的工业发展处于高投入拉动的状态，工业用

地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其供应与重庆市工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联。 

统计重庆市四大片区的供应量可知，渝西片区最大为 14020.21hm2,其次为主城区 8376.49hm2,而渝东北片区为 2581.12hm2,

大于渝东南片区的 1241.01hm2。从年际变化来看，渝西片区和主城区的变化趋势与总规模变化趋势最为接近，两者工业用地的

供应规模相对较大。渝东北和渝东南片区的供应量一直较低，变化幅度也较小。渝西片区从 2009年开始供应量就远超其他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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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年来也一直维持着稳定的供应量。重庆市主城区和渝东南、渝东北片区间的工业用地供应量差距在 2010年后才不断拉大，

2015年开始主城区工业用地供应开始大幅下降，差距又再次缩小，到了 2018年供应量再次接近。 

从重庆市各区县的工业用地总供应量来看(图 2),供应量较大的区县围绕主城中心分布，包括渝北区(主城区)、江津区(渝西

片区)、长寿区(渝西片区)和涪陵区(渝西片区)。因此，为了准确分析全局视角下供应点数据的空间分布方向变化，依据历年总

供应规模划分的 3个阶段绘制标准差椭圆，椭圆大小为 1 个标准差。结果显示，2009～2018 年 3个时段供应点的椭圆扁率依次

为 0.48、0.46、0.50,方向性较为明显。而椭圆方向角依次为64.37°、73.07°、64.14°,总体呈东北-西南方向分布。椭圆的

覆盖范围主要集中于重庆市城西南部，并且其展布范围逐渐缩小，短半轴长也从 72.35km 逐渐缩短到 59.65km,表明供应点随着

时间推移在整体空间布局上越来越集聚。综上，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各分区变化过程和供应点的布局方向性，与重庆市

实际的社会经济空间分布格局相符。 

 

图 2 2009～2018年重庆市各区县工业用地供应总规模 

进一步依据区位基尼系数计算结果，揭示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空间均衡性的年际变化特征。如图 3 所示，重庆市工业

用地供应总规模的年际变化呈现出 3个“U型”的波动发展态势，区县间工业用地供应规模长期处于相对均衡和相对不均衡的发

展过程。在 2009～2011年，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规模变化经历了不均衡与均衡间的波动；2012～2014年再次重复与前一阶段类

似的变化；2014 年后，工业用地的供应规模在区县间空间分布的相对不均衡逐渐加剧。而四个分区的工业用地供应规模在区内

的集聚状态也都呈现波动性(图 4),渝西片区和主城区与市域层面的基尼系数变化过程更为接近。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主城区和

渝西片区的工业用地供应规模远大于其他两个片区，因而对市域的区位基尼系数影响也相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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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9～2018年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的区位基尼系数 

 

图 4重庆市四大片区工业用地供应的区位基尼系数 

对 3 个波动变化过程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不均衡时段大多受到资源型产业发展和政策导向的

影响。在 2011年，渝西片区的綦江工业园协议出让了一笔超过 400hm2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用地。同时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在 2010

年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后，在 2011 年产生了多笔大规模用地交易，用途多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炼钢产业。在 2014

年后，重庆市主城区的工业用地供应不均衡现象陡增，并拉大了市域的不均衡，其中渝北区在 2014～2017年间维持着超过 300hm2

的用地供应，绝大部分供应地块属于两江新区。而在 2014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就提出，要加快重庆两江新区开发开放，因此政策导向下容易刺激工业用地的交易。2018 年，再次由渝西片区带动的市域供应

不均衡倾向可追溯到永川工业园，其在同年升级为国家级开发区，因而引起了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增长。综上，在 2013年之前

重庆市的工业用地区域不均衡偏向归因于资源型产业的大规模用地供应影响，在 2013年后则以政策引导下的区域工业用地供应

规模激增影响为主。 

3.2全市域的工业用地供应规模聚集程度及演化过程 

2009～2018年工业用地供应的核密度估计结果显示，重庆市工业用地总体的供应点分布总体呈现出“主环-斑点”式分布，

以主城区为核心，渝西片区环绕，渝东南和渝东北两个片区延伸分布有零星次高值斑点。从区域层面上看，高值区范围主要涉

及到渝北区、江北区、北碚区、沙坪坝区和长寿区等行政辖区，还涉及到长寿经开区、璧山高新区、重庆高新区、西永保税区

四个国家级开发区，以及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从集聚组团上看，最大的组团形成实际上是通过围绕重庆市中心的城市建成区，

工业用地的供应规模构成由内向外的“中值-次高值-高值”核密度变化圈层分布。上述开发区和区县大体上皆位于重庆市工业

经济较为发达和集聚的区域，各供应点规模的分布聚集核心也基本上以对应的开发区位置作为中心外延拓展。 

在工业用地供应规模快速增长的 2009～2011年，密度较高的区域在主城和渝西片区都有分布，空间布局上较为分散，高值

区出现在长寿区、綦江区、沙坪坝区和渝北区。在处于供应规模较低值的 2012～2014年间，密度较高的区域数量大幅减少，主

环内以渝中区为中心，高值斑块从连片变为分散，渝西各区县的供应密集区更为靠近主城中心，但渝东北的万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2010年成立)用地规模也较前一年更大。2015～2018年间，伴随着工业用地供应总规模的逐年下降，次高值区的分布较为破

碎和分散，并且范围也较前一阶段缩小，而在 2018年升级为国家级工业园的荣昌、永川两区的工业园区仍保持有一定的供应密

度。 

综上，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核密度高值区，从分散转变为逐渐集聚在主城及其周边区县。工业经济基础较好的区县

和有工业园区的区域，都会有较为频繁的工业用地供应产生。而在新的开发区设立、工业园成立或升级的因素影响下，会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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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用地供应规模密度增加和保持交易密度。此外，对于资源型开发产业，重庆市的供地规模也相应较大。可推测，目前工业

经济发展状况较好或新设立的园区如两江新区、长寿经开区、璧山高新区-西永综合保税区-重庆高新区组团这三个区域，未来

将仍会保持一定的供应规模，而拥有新晋国家级工业园的荣昌区和永川区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工业用地的交易。 

 

图 5 2009～2018年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规模核密度分布图 

3.3各区县的工业用地供应规模时空分异特征 

抽取基期 2009年、最高值 2011年，处于研究期中间且低值的 2013年、末期 2018年的供应规模截面数据进行冷热点分析，

以考察各区县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高低值集聚状况，进一步探讨供应规模的空间分布。依据图 6 分析可知，2009～2018 年重庆

市各区县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 Getis-OrdG*
i指数总体呈现出“西高北低”的分布趋势，研究期内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重庆市中部

的主城区和渝西片区，冷点区域则集中位于渝东北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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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9～2018年重庆市各区县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空间冷热点分布 

分析年际变化的空间分布差异，各区县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热点区年际变化可总结为以城市中心建成区为中心，热点区县

由其西侧转移到东侧，而后集聚于城市中心区，最后再往西侧转移的空间演变。在研究期初，重庆市城市中心建成区西侧以璧

山区为代表的工业用地供应规模较为突出。而在规模快速增长的 2009～2011阶段，工业用地供应的热点区从主城中心的西侧转

移到了东侧，并逐渐向外拓展。此后，在 2013年主要集中于主城区的供应。而研究期末，工业用地的热点区又转移到中心城区

的西侧。而冷点区的分布则位于渝东北，并出现在总体供应规模下降的年份。 

形成冷热点的区域差异，主要可归因于重庆市社会经济布局的区位条件和以山地为主的自然本底影响。重庆市域的西部是

重庆市主城区所在，也是重庆市的政治、经济和教育中心，其都市核心区具有较好的经济辐射。该区域具备坚实的工业经济基

础，拥有大量开发区，便于发挥工业集聚效应，拥有更高的用地效益，也因此更容易成为工业用地供应的热点区。出现冷点区

的渝东北片区在区位上与主城区距离较远，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在自然本底上，渝东北片区以山地分布为主，其大部分

是环境管控优先保护单元所在，相比以丘陵和平坝地形为主的市域中部和南部，工业用地的开发供应难度较大。因此，重庆市

工业用地供应的热点区，未来将更有可能出现在主城区及其周边区县。 

3.4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空间拓展趋势演变 

为了直观地从空间数量统计上分析工业用地供应数据点的规模和各区县域的年度总供应规模，分别对两者生成空间趋势面

以测度其拓展趋势。根据图 7 可知，2009～2011 年间，各工业用地供应点虽然并无强烈的空间分异，但在东西方向上稍偏西部

分布，南北方向则处于中部偏南方向，大规模的工业用地供应也较少。2012～2014 年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上都出现了“倒 U

型”分布，呈现出高值点集中在重庆市西侧和中南部，而大规模供应的地块数量也相应增加。在 2015～2018年，工业用地供应

点的空间差异再次减弱，东西方向上无明显特征，南北方向上南侧稍微呈现抛物线分布，推知供应点在南部的分布较多。 

 

图 7 2009～2018年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点规模的空间趋势面 

大规模的工业用地供应减少为寥寥几宗，大部分点的规模也较小。其中，早期矿业采选和铝铁制造业的工业用地供应规模

较大，此后则主要供应给汽车制造业。从空间布局上看，大规模的供应点从主城外围向城中心靠拢，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处于削

减状态。 

从区县尺度入手(图 8),选取 4个年份作为截面进行分析。对比 2009 年与 2011年的趋势变化可知，工业用地的供应规模从

自西向东的阶梯式下降转变为中西部差异减弱，由北往南则呈现从倒 U 型分布到直线上升的趋势，表明其大规模供应工业用地

的区县从位于西侧的中部转到了位于西侧和中间的南部区县。在 2013 年相较于 2011 年在东西方向上虽然差异增大，但西侧和

中部以及南部的区县都具有较大的工业用地供应规模。此后在 2018 年，东西方向上的差异与 2009 年相仿，而从北向南方向则

变为抛物线式，表明西南侧的区县工业用地供应规模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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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2009～2018年重庆市区县的工业用地供应空间趋势面 

综上，从点的供应趋势面来看，大规模的工业用地供应点经历了一个从外围到内部的分布过程，总体的空间指向性较为不

明显。但在区县尺度上，空间指向性十分突出，重庆市西侧区县的工业用地供应规模在 2009～2018年间一直相对较大，而西侧

的中部和南部区县的供应规模则处于波动变化中。趋势面分析侧面展示了重庆市工业经济的发展历程，反映出重庆市工业用地

经历了从分散式供应，到集聚式和资源型产业导向的用地供应，再到削减供应规模和以大型制造业为重点的供应策略变化。而

目前重庆市的工业用地布局及其趋向，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未来政策导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 结论与展望 

4.1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 2009～2018年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时空特征，利用标准差椭圆和核密度估计分析了工业用地供应点的

集聚演化，利用基尼系数和冷热点分析研究了区县层面的时空分异，此外还采用空间趋势面测度供应点数据和区县尺度的时空

分异趋势。得出如下结论： 

(1)2009～2018 年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规模总体上处于波动下降趋势，供应规模较大的区县集中在重庆市主城区和渝西片

区。而重庆市的工业发展相比广东省和江苏省而言，展示出高投入驱动的发展模式。工业用地供应的区位分布随着时间推移呈

现较为明显的东北-西南方向分布，并越来越集聚于重庆市西南部。整体的区位基尼系数具有波动性特征，工业用地的供应规模

在区域不均衡和均衡间反复变化。在市域层面上，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时空格局与重庆市工业经济发展的变化及其城市的发展

布局相吻合。 

(2)工业用地供应点规模呈现出“主环-斑点”式空间布局模式，主环呈现由内向外的“中值-次高值-高值”核密度变化圈

层。高密度核心逐渐往主城区聚集，其出现与两江新区的成立、工业园区的设立或升级、资源型产业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工业

用地供应规模的热点区县在总规模上升阶段从主城中心西侧转移到东侧，而后又转移回西侧。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的冷点区一直

以渝东北角落的区县为主。反映出重庆市目前具有较为强烈的区域发展分异，主城及其周边区县的工业用地供应更为频繁。 

(3)工业用地供应规模点虽然大致上并无强烈的空间分异特征，但大规模供应点的分布从少变多再变少，方向上从主城外围

向城中心靠拢，用途以矿业采选和汽车制造业为主。而各区县的供应规模具有强烈的空间指向性，在东西方向大体上维持着西

高东低，在南北方向上则中部和南部供应量较大。重庆市的主城中心区和渝西片区在工业用地的供应规模上一直较大。 

4.2展望 

本研究主要关注工业用地供应变化的过程与格局阶段，旨在从市域、区县和供应点 3 个角度，由整体深入到面和点，试图

较为完整地展示重庆市工业用地的供应规模空间格局演化过程。目前，重庆市虽展现出以主城及其周边区县为主的工业用地供

应偏向，但与重庆市自然条件和经济布局基础较为相符。本研究还展示出特定的产业、新区的设立和工业园区的晋升等因素会

刺激工业用地的供应规模增长。因此，基于重庆市目前以高投入为驱动的发展模式下，对于工业基础较好、有着大型企业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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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多个国家级开发区的渝西片区而言，针对其发展潜力可适当维持工业用地的供应，为重庆市工业经济的发展提供土地资源保

障。诚然，主城区和渝西片区常年作为工业用地供应的集聚热点，实际上可能存在一定数量的未使用地块，由此可有针对性地

开展闲置工业用地的监管工作。 

鉴之鉴思，本文仅作为研究重庆市工业用地供应变化驱动因素的基础参考，进一步的研究工作可深入分析重庆市工业用地

供应的不同驱动因素及其影响力，以及用地供应与用地需求间的协调度，并探讨重庆市工业用地合理供应的时空配置机制。此

外，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平衡重庆市内各区域的工业用地供应和工业经济的发展，突出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中重庆市的战略发展定位，以深化成渝合作为侧重点合理布局工业发展空间，也将会成为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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