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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电子地图兴趣点数据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分析
———以绍兴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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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大数据时代背景下，电子地图兴趣点（ＰＯＩ，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作为地理空间大数据的重要类型，能直接反映城市人

口密度、发展程度与强度等各类型要素的聚集状况。 基于当前普遍使用的兴趣点数据源，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的空间分析工具，
提取了绍兴市各区（县、市）的 ＰＯＩ 数据分类信息；结合绍兴市各区（县、市）的面积及人口数据，评估各区（县、市）的单位面积

ＰＯＩ 和单位人口 ＰＯＩ 指标，以分析绍兴市各区（县、市）ＰＯＩ 的均衡分布水平。 进一步利用核密度分析、空间回归分析和近邻分

析的手段，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各类 ＰＯＩ 在地理空间分布中的特征规律。 研究结果表明：从不同区县来看，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

的地域 ＰＯＩ 总数明显较高，其核函数密度值也明显较大；从单位面积 ＰＯＩ 数量及单位人口 ＰＯＩ 数量来看，各区县发展水平较不

均衡，表现为越城区最高，上虞区、柯桥区和诸暨市次之，新昌县和嵊州市较低，其表现在不同区县在提供生活、生产服务的基础

设施具有区域间差异性，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最后，针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一些促进绍兴各区县协调公平可持续

发展的城市建设与规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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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是为探索中国可持续发展之路开辟的试验场，是以实践检验真理的客观需要，同
时也是我国将可持续发展思想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标志［１⁃２］。 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可持续发展被

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要和发展的能力［３］。 因此，可持续发展考量

的不是短期和静态的，而是长期与变化的［４］。 当前可持续发展定义的内涵十分丰富，但总体来说可以概括为

发展、协调、质量和公平四原则［５］。 Ｂｅｒｋｅ 和 Ｍａｎｔａ 从公平原则出发，把可持续发展描述为局部和全球之间的

一种互动过程，指的是如何在代际与代内之间保障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等方面资源利用的公平

性［６］。 可见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是指对资源利用和发展机会的公平配比［７］。
截止目前，我国的发展策略依旧是以城市建设为中心，这使得城镇居民相对农村居民享有更多的社会资

源和更好的公共服务［８］。 自 １９７８ 年到 ２０１１ 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从 １７．９％飙升到 ５０％以上［９］，伴随这种快速

城市化的发展趋势，预计到 ２０２５ 年我国将会拥有超过十亿的城市居民［１０］。 而只重视城市建设，导致人口不

断向城市集中的发展策略，在我国二元制社会结构的背景下，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发展的差距。 这不仅体现在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社会福利差异上［１１⁃１４］，更体现在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上［１５］。 基础设施是指用于保

证区域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公共服务系统［１６］，如教育，医疗，体育，休闲，公共交通系统等。 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是缩小城乡之间发展差距的先决条件［１７］。 因此，摸清一个地区内各空间范围的基础设施差异状况，是
缩减这种差异，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前提［１８］。

自 ２００８ 年绍兴市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以来，可持续发展理念已基本融入到绍兴市的整体建设过

程中，并充分体现在政府工作决策、企业生产形式和民众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同时，绍兴市的生态环境持续

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初步实现了人口、生态、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等要素

间的协调发展。 目前，绍兴市下辖一区三市两县，其多元的行政区域格局难以完全保障公共基础设施的协调

公平发展，进一步了解其各区（市、县）的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水平现状，对推进绍兴市各辖区协调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电子地图兴趣点（ＰＯＩ，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是根据城市特点在电子地图上增加的一类基本地点，是局部范围

内具有地理标志作用的建筑物，包括机构（如委办局、医院、学校）、沿街店铺和单位等［１９⁃２０］。 通过研究绍兴市

的兴趣点基础数据，发现其可以有效反映绍兴市各区县的公共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绍兴

市各区（县、市）ＰＯＩ 数据，来研究绍兴市内部发展水平差异，为绍兴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献言献策。

１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概况

绍兴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浙江省中北部杭甬之间，位于中、北亚热带季风气候过渡地带，季风气候显著，
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日照丰富，湿润温和。 地形特点南高北低，山多田少，大体为“六山一水三分田”。 绍兴

的水资源十分丰富，主要河流有曹娥江、浦阳江、杭甬运河，主要湖泊有鉴湖。
绍兴市为地级市，下辖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嵊州市和新昌县（图 １），总面积 ８２５６ ｋｍ２，其中越

城区总面积 ４７０．５３ ｋｍ２、柯桥区总面积 １６１４．０６ ｋｍ２、上虞区总面积 １８７８．８９ ｋｍ２、诸暨市总面积 ３０７６．５３ ｋｍ２、
嵊州市总面积 ２３６４．１９ ｋｍ２、新昌县总面积 １６１３．７ ｋｍ２。 截止 ２０１３ 年，绍兴市总人口为 ４４１．６６ 万人，其中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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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１　 绍兴市行政区划

Ｆｉｇ．１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Ｃｉｔｙ

区 ７４．４６ 万人、柯桥区 ６４．２９ 万人、上虞区 ７７．９５ 万人、
诸暨市 １０７．６５ 万人、嵊州市 ７３．３７ 万人、新昌县 ４３．９４
万人［１０］。 从 ２００８ 年起，绍兴市开始创建国家可持续发

展实验区。 目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融入到政府的工

作决策、企业的生产方式、民众的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综合实力不断

增强，实现了人口、生态、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教

育的协调、持续发展。
由于绍兴市可持续发展实验区采取的是通过发挥

不同区县地域特色，建设和提高市域范围内的可持续发

展整体水平的思路，不同区县的发展目标和重点有所不

同，例如，越城区注重现代服务业试验基地建设；柯桥区

注重现代轻纺产业试验基地建设；上虞区注重绿色化工

产业试验基地建设；诸暨市注重环保装备制造试验基地

建设；嵊州市注重现代生态农业试验基地建设；新昌县

注重现代医药产业试验基地建设。 这种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模式有助于驱动整体区域发展水平，但不同区

县之间的人居环境、生态环境质量会有些差别，乃至影响公众的满意度，也是本文需要关注和研究的焦点。
１．２　 研究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用北京捷泰天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绍兴市电子导航数据。 该数据的生产目的旨在通过

地理科学技术帮助用户发现、挖掘、分析业务中潜在的发展机遇，拓展管理视角，使决策分析更加智能和精准，
助力地方政府和企业可持续发展。 该数据产品共分为两大类：矢量数据产品和栅格数据产品。 为保持与现今

流行的高德在线服务地图一致，捷库空间智能信息软件⁃Ｖ 选用投影 ＷＧＳ １９８４ Ｗｅｂ⁃Ｍｅｒｃａｔｏｒ。 产品中对地物

对象的描述通过点、线、面表示，点对象用单个坐标点（或者坐标群）来描述，线对象用线条来表现，面对象用

面域来表示。
１．３　 评估指标计算方法

１．３．１　 社会经济兴趣点分类提取

根据目前我国多数城市生产生活特点，本研究将提取出绍兴市 ８ 类 ＰＯＩ 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分别是公共

设施类、公司企业类、金融类、交通服务类、购物类、科教文化类、医疗保健类和体育休闲类。
１．３．２　 兴趣点空间分布均衡性评估指标

为更好分析绍兴市各区（县、市）ＰＯＩ 数据的空间分布特点，将绍兴市各区（县、市）的 ＰＯＩ 数据结合各自

区（县、市）的面积与人口数据，计算单位面积和单位人口 ＰＯＩ 数据。
单位面积 ＰＯＩ 计算公式：

ＩＵ ＝ ＩＤ ／ ＡＤ
ＩＵ 为单位面积兴趣点（个 ／ ｋｍ２），ＩＤ 为绍兴市各区（市、县）的 ＰＯＩ 个数（个），ＡＤ 为绍兴市各区（县，市）

的面积（ｋｍ２）；
单位人口 ＰＯＩ 计算公式：

ＩＣ ＝ ＩＤ ／ ＰＤ
ＩＣ 为单位人口兴趣点（个 ／万人），ＩＤ 为绍兴市各区（市、县）的 ＰＯＩ（个），ＰＤ 为绍兴市各区（市、县）的人

口数（万人）。
为了更好分析兴趣点地理空间分布情况，判别各类兴趣点对外界环境变量敏感性程度，量化各类兴趣点

可达性水平，运用 ＡｒｃＧＩＳ 相关分析工具进行处理分析。

３　 １６ 期 　 　 　 王韬　 等：基于电子地图兴趣点数据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分析———以绍兴市为例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２　 绍兴市各区（县、市）兴趣点分布

　 Ｆｉｇ．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Ｉ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Ｃｉｔｙ

２　 研究结果与分析

２．１　 各区域 ＰＯＩ 统计与分析

基于 ＰＯＩ 数据，借助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空间统计分析提

取工具对 ＰＯＩ 图层进行统计分析，获得了绍兴市各区

（县、市）的 ＰＯＩ 数据（图 ２）。
提取结果显示全市共有 ５１７１９ 个兴趣点，其中越城

区 １４４３３ 个、柯桥区 ７９９３ 个、上虞区 ７１９０ 个、诸暨市

１０８３４ 个、嵊州市 ６２２５ 个、新昌县 ５０４４ 个。
参照捷库数据的城市兴趣点分类标准，把绍兴市各

区县 ＰＯＩ 分为公共设施、公司企业、金融机构、交通服

务相关、科教文化场所、购物相关场所、医疗保健服务场

所和体育休闲服务场所共 ８ 个类型，对各类型 ＰＯＩ 分别

进行提取，提取结果见表 １ 和图 ３。
由 ＰＯＩ 分类统计可知，越城区在公共设施、公司企

业、金融机构、交通服务相关、科教文化场所和购物相关

场所共 ６ 个类别的 ＰＯＩ 数量最多，这与越城区作为绍兴

市的传统政治经济中心密不可分，显示了越城区作为绍兴社会经济发展领头羊的地位；新昌县在购物相关场

所类型以外的 ＰＯＩ 类别总数均排名最低；嵊州市的购物相关场所 ＰＯＩ 类别数量最少；诸暨市则在医疗保健场

所和体育休闲服务场所的 ＰＯＩ 类别数量超过越城区排名第一，表明其在这两个产业领域具有独特优势。

表 １　 绍兴市各区（县、市）各类兴趣点统计 ／ 个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Ｉ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Ｃｉｔｙ

兴趣点类别
ＰＯＩ Ｃｌａｓｓｅｓ 柯桥区 上虞区 越城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公共设施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１８３ １５５ ５５５ １４１ １０１ ８７

公司企业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１７４３ １３２６ ２１４７ １３１７ ８７７ ５００

金融机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３９５ ３５６ ６３４ ４０５ ２４０ １８９

交通服务相关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２４１ ２２７ ７３８ ４９９ ３６６ １３８

科教文化场所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３４５ ２８７ ５４８ ３８４ ２４５ １７５

购物相关场所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１７８０ １４３４ ３１６７ ２６７０ １４８０ １７５２

医疗保健服务场所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３７７ ３４０ ４１７ ５３６ ２６４ １８８

体育休闲服务场所 Ｓｐｏｒｔ ＆ Ｌｅｉｓｕｒｅ ２３０ ２８４ ２９５ ３５０ ２３９ １１５

２．２　 绍兴市各区（县、市）单位面积兴趣点的统计与分析

基于绍兴市各区（县、市）的各类型兴趣点数量、绍兴市各区（县、市）行政区域面积数据和各区（县、市）
建成区面积数据，利用单位面积兴趣点计算公式，求得各区（县、市）单位行政区域面积和单位建成区面积所

拥有的各类兴趣点个数。 由于新昌县无建成区数据，故未统计其单位建成区面积 ＰＯＩ 个数。 统计结果见表

２、表 ３。
由表 ２ 可见，越城区单位面积的科教文化场所、购物相关场所、交通服务相关、金融服务相关、公司企业以

及体育休闲服务场所的兴趣点数量最多，从这方面来看，可见越城区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最完善、产业集群度最

高，其后各区县单位面积 ＰＯＩ 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新昌县、嵊州市。 由表 ３ 可知，越
城区在单位面积建成区 ＰＯＩ 数量上并没有绝对优势，在一些项目中反而被其它区市超越，说明在五区市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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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绍兴市各区（县、市）各类兴趣点分布

Ｆｉｇ．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ＰＯＩ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Ｃｉｔｙ

区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服务能力没有绝对差异，只是由于其它五个区市建成区面积占各自行政区划面积比重较

小，在表 ２ 统计中的各类 ＰＯＩ 密度被稀释。

表 ２　 绍兴市各区（县、市）单位面积兴趣点（个 ／ 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２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ＰＯＩ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Ｃｉｔｙ

兴趣点类别
ＰＯＩ Ｃｌａｓｓｅｓ 柯桥区 上虞区 越城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公共设施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０．１１ ０．０８ １．１８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０５

公司企业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１．０８ ０．７１ ４．５６ ０．４３ ０．３７ ０．３１

金融机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０．２４ ０．１９ １．３５ ０．１３ ０．１０ ０．１２

交通服务相关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０．１５ ０．１２ １．５７ 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０９

购物相关场所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１．１０ ０．７６ ６．７３ ０．８７ ０．６３ １．０９

科教文化场所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０．２１ ０．１５ １．１６ ０．１２ ０．１０ ０．１１

医疗保健服务场所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０．２３ ０．１８ ０．８９ ０．１７ ０．１１ ０．１２

体育休闲服务场所 Ｓｐｏｒｔ ＆ Ｌｅｉｓｕｒｅ 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６３ ０．１１ ０．１０ ０．０７

２．３　 单位人口兴趣点的统计与分析

基于绍兴市各区（县、市）各类 ＰＯＩ 数量和人口数量，利用单位人口兴趣点的计算公式，求得各区（县、市）
的单位人口各类 ＰＯＩ 数量，见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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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绍兴市各区（县、市）单位面积建成区兴趣点（个 ／ ｋｍ２）

Ｔａｂｌｅ ３　 ＰＯＩ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ｕｉｌｔ⁃ｕｐ ａｒｅａ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Ｃｉｔｙ

兴趣点类型
ＰＯＩ Ｃｌａｓｓｅｓ 柯桥区 上虞区 越城区 诸暨市 嵊州市

全市
Ｗｈｏｌｅ ｃｉｔｙ

公共设施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１．１８ ２．９１ ６．４８ ３．８２ ３．５２ ４．９６
公司企业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１７．４７ １６．４７ １９．４４ １１．２１ １９．４８ １８．１９
金融机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７．７６ １４．３１ ７．４０ １５．５３ ９．１１ ９．１５
交通服务相关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９．５４ ２２．４３ １３．９６ ３６．８４ ３２．０５ １９．０３
购物相关场所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３８．９９ ６２．００ ３６．７６ １２２．０７ ７２．４５ ５２．４０
科教文化场所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３．３８ ７．７５ ５．８９ ８．２３ ５．３０ ５．９９

医疗保健服务场所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４．０５ ８．７９ ４．０９ １５．２０ ８．３６ ６．２０

体育休闲服务场所
Ｓｐｏｒｔ ＆ Ｌｅｉｓｕｒｅ ３．９７ １２．３０ ３．４５ ９．５１ ８．１３ ５．６３

表 ４　 绍兴市各区（县、市）单位人口兴趣点（个 ／ 万人）

Ｔａｂｌｅ ４　 Ｕｎｉ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ＯＩ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Ｃｉｔｙ

兴趣点类别
ＰＯＩ Ｃｌａｓｓｅｓ 柯桥区 上虞区 越城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公共设施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２．８５ １．９９ １３．６１ １．３１ １．３８ １．９８
公司企业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２７．１１ １７．０１ ５２．６４ １２．２３ １１．９５ １１．３８
金融机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６．１４ ４．５７ １５．５４ ３．７６ ３．２７ ４．３０
交通服务相关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３．７５ ２．９１ １８．０９ ４．６４ ４．９９ ３．１４
购物相关场所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２７．６９ １８．４０ ７７．６４ ２４．８０ ２０．１７ ３９．８７
科教文化场所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５．３７ ３．６８ １３．４３ ３．５７ ３．３４ ３．９８

医疗保健服务场所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５．８６ ４．３６ １０．２２ ４．９８ ３．６０ ４．２８

体育休闲服务场所
Ｓｐｏｒｔ＆Ｌｅｉｓｕｒｅ ３．５８ ３．６４ ７．２３ ３．２５ ３．２６ ２．６２

图 ４　 绍兴市各区（县、市）单位面积兴趣点

　 Ｆｉｇ．４　 Ｕｎｉｔ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ＰＯＩ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Ｃｉｔｙ

图 ５　 绍兴市各区（县、市）单位人口兴趣点

　 Ｆｉｇ．５ 　 Ｕｎｉｔ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ＰＯＩ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Ｃ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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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４ 可知，越城区在 ８ 个类型的单位人口 ＰＯＩ 数量均为各区县最多，表明越城区居民在就业、教育、住
房、医疗、购物、文体休闲及日常出行等方面享有更为便利的条件。 其后单位人口 ＰＯＩ 数量由高到低排序依

次为：柯桥区、上虞区、诸暨市、新昌县和嵊州市。 柯桥区在单位人口公司企业 ＰＯＩ 数量上虽不及越城区，但
已经远超其它区县，可见柯桥区作为绍兴市的新兴工业发展区域已聚集有相应势能，但除此以外的其它类型

单位人口兴趣点数量却未能和其它区（县、市）拉开差距，说明柯桥区在城市相关配套功能方面依旧处于较低

水平，这方面的短板将制约其未来发展。 诸暨市、新昌县、嵊州市在单位人口 ＰＯＩ 数量上普遍落后于越城区、
柯桥区、上虞区，表明绍兴市还有多方面的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短板。
２．４　 兴趣点空间布局分析

ＡｒｃＧＩＳ 密度分析工具箱中的核密度分析工具利用核函数，根据点或折线要素计算每单位面积的量值以

将各个点或折线拟合为光滑锥状表面，可以直观表现出点或折现的密度空间分布。 本小节运用核密度分析方

法对绍兴市总体兴趣点和 ８ 种类型兴趣点分别进行处理，各型兴趣点密度均采用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分为 １０
类，以求直观展现出各部分的地理空间分布特征，处理结果见图 ６。

由图 ６ 可以看出，对于总体 ＰＯＩ 和各类型 ＰＯＩ 密度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相似点，即总体分布均呈现“六核

四中心”格局。 “六核”为 ６ 个县市区的中心区，在密度图中颜色最深；而越城区与柯桥区距离较近，嵊州市与

新昌县距离较近，相互之间辐射带动，这“四核”形成“两中心”，与左右两翼的诸暨市和上虞区形成“四中心”
的整体格局。

为了进一步讨论 ＰＯＩ 密度空间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对全市商务住宅 ＰＯＩ 进行了提取，后对其进行核密

度分析。 这里假定全市住宅 ＰＯＩ 密度空间分布与人口密度分布相一致，之后又提取了绍兴市主要交通路网

分布图，见图 ７。
由图 ７ 可以看出，总体和各类型 ＰＯＩ 密度空间分布与全市人口密度分布有高度一致性，人口密度大的地

区 ＰＯＩ 密度也相应较大，符合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市民需求的基本理念，从另一方面说，人口聚集度

的增加也可以带动相关设施的建设和产业的发展。 还可以发现交通路网的空间分布也可以影响一些产业的

布局，且道路等级越高影响力越大。
利用空间回归分析模型［２１⁃２３］，以 １０ ｋｍ 为分析尺度，得到 １３５ 个网格（图 ８），从中筛选出 ５１ 个网格数据，

对八类 ＰＯＩ 密度对住宅 ＰＯＩ 密度的响应情况进行回归分析。
由图 ９ 可以看出，绍兴市各类 ＰＯＩ 对住宅 ＰＯＩ 在 １０ｋｍ 空间区域内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公共

设施、公司企业、金融机构、科教文化 ＰＯＩ 与住宅 ＰＯＩ 的相关性较强，交通服务和医疗保健与住宅 ＰＯＩ 的相关

性次之，购物和体育休闲与住宅 ＰＯＩ 相关性较差；以最小二乘回归得到的直线斜率表示不同类别 ＰＯＩ 对住宅

ＰＯＩ 密度的响应敏感度，由大到小排序依次为购物相关场所、公司企业、公共设施、交通服务、金融机构、科教

文化、医疗保健、体育休闲，表明不同类型行业对居住人口的空间密度分布具有不同的响应模式。
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近邻分析工具，可以计算输入要素与其他图层或要素类中的最近要素之间的距离和其他邻

近性信息，本研究采用这个工具对各区县各类 ＰＯＩ 与住宅 ＰＯＩ 和主要道路的平均最近距离进行了计算，用以

分析各区县各类 ＰＯＩ 对人口（住宅）空间分布和主要道路空间分布的响应情况。 计算结果见表 ５、表 ６。
由表 ５ 可以看出，全市各类 ＰＯＩ 与住宅平均近邻值排序为：购物相关场所＜公司企业＜医疗保健服务场所

＜科教文化场所＜体育休闲服务场所＜金融机构＜交通服务相关＜公共设施。 各区县内此项排序略有不同，但大

体相似。 具体到区县，越城区各类 ＰＯＩ 与住宅平均近邻值相对其它区县较小，居民至各类服务设施可达性较

好；嵊州市虽然在单位人口和单位面积 ＰＯＩ 数量上排名靠后，但在各类 ＰＯＩ 与住宅平均近邻值上却表现较

好；柯桥区和上虞区虽然在单位人口和单位面积 ＰＯＩ 数量上排名靠前，但在各类 ＰＯＩ 与住宅平均近邻值上却

表现一般，可达性较差。 从城市公共设施建设需要增加市民便利度的角度上看，今后的发展中须格外注重各

类配套措施的可达性问题。
由表 ６ 可以看出，全市各类 ＰＯＩ 与主要道路平均近邻值排序为：交通服务相关＜购物相关场所＜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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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绍兴市各区（县、市）ＰＯＩ密度图

Ｆｉｇ．６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Ｉ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Ｃｉｔｙ

＜公共设施＜公司企业＜体育休闲服务场所＜科教文化场所＜医疗保健服务场所。 各区县内此项排序略有不同，
但大体相似。 具体到区县，越城区各类 ＰＯＩ 与主要道路平均近邻值依旧保持各区县最小，这与越城区 ＰＯＩ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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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左为绍兴市住宅 ＰＯＩ密度图，右为绍兴市交通路网图

Ｆｉｇ．７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ｏｕｓｅ ＰＯＩ ａｎｄ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ｍａｐ ｏｆ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Ｃｉｔｙ

图 ８　 绍兴市 １０ｋｍ 网格空间分布

　 Ｆｉｇ．８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１０ｋｍ⁃ｓｕｂ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Ｃｉｔｙ

布和路网分布密集有关；嵊州市和新昌县在此项排名中

依然表现抢眼；而柯桥区、上虞区和诸暨市此项排名靠

后。 各类配套设施联通性角度上看，柯桥区、上虞区和

诸暨市未来需要加强主要道路的合理规划，服务于各类

城市配套机构与设施。
结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购物相关场所对人口密度

和路网分布的敏感度都较高，这是因为一方面购物场所

要保证充足客源，另一方面要保持交通物流的便捷；体
育休闲、科教文化、医疗保健场所对人口密度敏感性较

高，对路网分布敏感性较低，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产业对

交通运输需求量不大有关；公司企业对人口分布敏感性

较高，对路网分布敏感性一般；金融机构、公共设施对人

口密度敏感性较低，对路网分布敏感性一般；交通服务

场所对路网分布敏感性较高，对人口分布敏感性低。 总

而言之，各类场所的空间分布均与各自的行业属性特点

有关。

３　 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以兴趣点总数、单位面积兴趣点数量及单位人口兴趣点数量为衡量指标的绍兴市各区县

发展程度排名为：越城区、上虞区、柯桥区、诸暨市、新昌县、嵊州市。 从可达性角度来看，越城区、嵊州市和新

昌县便捷程度较好。 兴趣点密度空间分布受到人口和交通路网空间分布的影响，响应敏感性与各自行业的特

点有关。 在未来的研究中，要定期根据城市电子地图兴趣点的更新而形成较长时间序列的兴趣点空间分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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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绍兴市住宅 ＰＯＩ和其它类别 ＰＯＩ密度关系

Ｆｉｇ．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Ｉ ｄｅｎｓ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ｏｘｉｎｇ Ｃｉｔｙ

析，并对其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
从绍兴市各区县协调公平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提出一些建议：越城区和柯桥区应继续发挥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引领作用，扩大辐射范围，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新昌县要增加公共体育场馆和公共文化休闲设施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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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ＰＯＩ与住宅平均近邻值（ｍ）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Ｉ ａｎｄ 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

兴趣点类别
ＰＯＩ Ｃｌａｓｓｅｓ

全市
Ｗｈｏｌｅ ｃｉｔｙ 柯桥区 上虞区 越城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公共设施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５４０．８ ８０６．４ ６００．６ ３５９．７ ７０２．８ ５５４．４ ５２９．３

公司企业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２６８．５ ３７４．８ ２７７．８ ２２８．６ ２８４．５ ２３６．３ １９７．３

金融机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４１０．８ ５００．４ ５０９．３ ３５１．０ ４２９．２ ３２２．２ ５２０．４

交通服务相关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５１１．９ ７６２．７ １１３６．３ ３１４．１ ４４１．７ ３５０．５ ５１０．１

购物相关场所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２０３．５ ２８６．９ ２７２．３ １５３．９ ２１４．３ １６２．７ ２３５．２

科教文化场所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３５８．７ ５３４．５ ４９１．９ ２６６．２ ３５７．６ ２８６．５ ３８２．２

医疗保健服务场所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３１８．４ ４４４．３ ３９５．７ ２６９．０ ３００．７ ２２５．０ ３４４．５

体育休闲服务场所
Ｓｐｏｒｔ ＆ Ｌｅｉｓｕｒｅ ４０９．６ ５２１．８ ５５８．８ ３５２．７ ３７１．７ ３０３．１ ５０１．３

表 ６　 ＰＯＩ与主要道路平均近邻值（ｍ）

Ｔａｂｌｅ ６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ｎｅａｒｅｓｔ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Ｉ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ｒｏａｄｓ

兴趣点类别
ＰＯＩ Ｃｌａｓｓｅｓ

全市
Ｗｈｏｌｅ ｃｉｔｙ 柯桥区 上虞区 越城区 诸暨市 嵊州市 新昌县

公共设施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７２０．８ １１４５．９ １６２８．９ ２８６．５ １１９４．３ ３２９．５ ６６６．２

公司企业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９４８．４ １０４７．０ ２５７０．４ ２２３．３ ７３８．７ ４８０．７ ７８８．９

金融机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７１１．８ ６３４．２ １７４６．９ １５３．９ ８７２．７ ４９９．４ ７２１．３

交通服务相关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３５７．８ ４３７．２ ６５２．６ １８１．７ ２７７．７ ４９６．９ ５９６．０

购物相关场所 Ｓｈｏｐｐｉｎｇ ５０７．７ ６１３．８ １２７３．８ １８３．４ ４４４．３ ４４２．７ ５１４．５

科教文化场所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 Ｃｕｌｔｕｒｅ １２１２．０ １３６３．１ ２４７１．６ ２８２．１ １３５６．６ １４９０．５ １０５２．９

医疗保健服务场所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ｃａｒｅ １３１０．５ １４３７．８ ２７２０．２ ２７４．５ １３８３．６ １０８３．４ ９１４．４

体育休闲服务场所
Ｓｐｏｒｔ ＆ Ｌｅｉｓｕｒｅ ９７９．１ １０４７．５ １４５０．３ １９８．１ １２７０．５ １０２７．２ ６９４．８

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体需求；嵊州市要扩大公共医疗卫生领域投入，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综合医院和基

层医疗服务机构，提高居民医疗保障水平，嵊州市还要加大科教文化领域投入，加大对各层次教育的投入，提
高文化软实力；上虞区要加快交通路网建设，极高交通要素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上虞区还要加大购

物场所等第三产业的引进建设，提高消费在经济发展“三驾马车”中的比重。 绍兴市作为一个外来流动人口

较多的城市，要根据流动人口的变化而适时跟上公共配套设施建设的节奏，有效缓解由于人口聚集度增加带

来的公共设施服务压力；另一方面要注重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城市化进度，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内生动力。
可持续发展涉及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社会和可持续环境三方面的协调统一，绍兴市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

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要在发展可持续经济社会的同时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严守生态环境红线，建设资

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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