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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13-2019年间“海澄文”经济圈新增物流企业注册信息，以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为研究对象，运
用ArcGIS软件的空间分析方法（核密度分析、交通区位、重心迁移、最近邻指数、标准差椭圆），分析了“海澄文”经
济圈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过程及分布特征,为“海澄文”经济圈现有物流企业的空间格局优化、新企业选址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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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Distribution Feature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Spatial Layout in
Haikou-Chengmai-Wenchang Economic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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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kou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Haikou 57112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of the newly-added logistics enterprises in Haikou-Chengmai-Wenchang economic
circle from 2013 to 2019, the paper takes the spatial layout of logistics enterpris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the spatial analysis method
(including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traffic location, weight transition, nearest neighbour indicator, stander deviation ellipse) within ArcGIS
to analyze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and distribution feature of the spatial layout of the logistics enterprises in Haikou-Chengmai-Wenchang
economic circle, providing existing and new logistics enterprises within the economic circle with ideas of spatial layout optimization and
location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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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澄文”经济圈物流发展情况

1.1 “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注册数量

从2013年1月1日至2019年10月15日15时35

分（以下称“调研期”），“海澄文”经济圈共注册登记

3 895家提供运输、普通货运代理、仓储服务、快递服

务、物流配送、物流信息咨询、装卸服务、物流产业

园开发经营等物流及相关服务的企业，其中海口市

3 071家、澄迈县473家、文昌市351家；调研期有674

家物流企业因各种原因已注销或吊销，3 221家企业

处于在业状态，占总注册企业数的82.7%。

在调研期，“海澄文”经济圈平均每年约新增556

家物流企业，平均每天新增约1.5家物流企业。其中

海口市新增物流企业数占“海澄文”经济圈总数的

78.84%。从注册物流企业在业情况来看，海口市新

增物流企业在业状况比澄迈县和文昌市都更好更稳

定，具体见表1。

表1 调研期“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注册数量

（单位：家）

海口

澄迈

文昌

合计

注册总数

3 071

473

351

3 895

在业

2 605

362

254

3 221

84.83%

76.53%

72.36%

82.70%

吊销

85

12

7

104

注销

381

99

90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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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业运行情况

2019年，海口市全年货物运输量14 969万 t，增

长 25.2%；货物周转量 12 927 269 万 t·km，增长

159.6%；港口货物吞吐量11 198万t，增长4.0%；港口

集装箱吞吐量1 972 564TEU，增长6.8%，邮政业务总

量13.82亿元，增长22.1%。

2018年，澄迈县全年货物运输周转量353 295万t·km，

同比增长9.3%；旅客运输周转量38 354万人·km，同

比下降 8.0%。货物吞吐量 1 118 万 t，同比下降

5.4%。

2019年，文昌市全年货物运输量533万t，同比增长

8.1%，货物运输周转量27 831万t·km，同比增长8.2%。

2 研究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2.1 获取数据

本文所使用数据主要由海口市、澄迈县、文昌市

三市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辅以实地调研、网络

查询和电话查询等方法进行补充和验证，获得调研

期在“海澄文”经济圈登记注册的3 895家物流企业

注册信息，其中包括物流企业的名称、地址、经营范

围、成立时间等信息。

2.2 处理数据

数据处理任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识别物流

企业，建立分年度物流企业信息数据库；二是建立

2013-2019年“海澄文”物流企业注册信息空间数据库。

在进行数据筛选时，由于以下两种情况造成识

别物流企业有一定的难度。一是注册企业名称未含

有“物流、运输、仓储.....”等关键词，但企业经营范围

含有；二是企业名称含有“物流”等关键词，但实际经

营未提供物流相关服务。那么，如何才能筛选出真

正提供物流相关服务的物流企业注册信息呢？

主要采取三步识别物流企业。第一步，筛选出在

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中同时含有“物流”等关键词的

企业信息，关键词包括“运输、搬运、装卸、仓储、供应

链、储运、货运、快递、配送、速递、快运、联运、物流、寄

递”等；第二步，筛选出企业名称含有“物流”等关键词

且注册地址等信息记录有详细的企业信息；第三步，

对剩下的企业通过实地调研、网络查询和电话查询等

方法进行补充和验证。最终获得3 706家物流企业注

册信息（包括在研究时段已注销或吊销物流企业）。

建立2013-2019年“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注

册信息空间数据库，根据2013-2019年间物流企业注

册地址，通过地图软件获取企业注册地址的精确经

纬度坐标，将每个物流企业注册地址抽象为空间上

的点，然后将其导入ArcGIS软件的物流企业空间分

布图层中，建立2013-2019年“海澄文”物流企业注册

信息空间数据库。

3 “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空间格局及

演化过程分析

3.1 “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空间核密度分析

核密度分析能直观反映离散测量值在连续区域

内的分布情况，常用于分析人口密度、建筑密度、传

统村落分布、旅游区人口密度监测、企业空间分布

等。本文借助核密度分析“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

在空间分布上的集聚情况。

采用ArcGIS软件,首先将企业地理经纬度投射

在“海澄文”经济圈地图上，其次运用核密度分析方

法，以单元格为基本单元，以单元格内物流企业数量

为属性数据，将密度值按自然裂点法划分为6个等

级，如图1所示，颜色越深的区域表示物流企业越密

集，颜色越浅表示分布的物流企业数越少。

图1 “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空间核密度

由图1可知，“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空间核密

肖玉徽：“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过程及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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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最高区域是以海口港和海口火车站为中心，以马

村港保税物流园区、美安物流园区、金马物流园区等

工商贸业区为半径形成的集聚区。

3.2 “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空间重心迁移

分析

重心迁移分析是通过构建重心模型进行分析。

重心模型是研究区域发展过程中要素空间变动的重

要分析工具，由于区域发展是要素集聚与扩散的过

程，各要素重心位置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要素重心移

动客观地反映了区域发展诸要素空间集聚及其位移

规律，根据“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注册地址信息

构建物流企业分布重心模型。

xj =∑
i = 1

n (Tij·xi) ∑
i = 1

n

Tij

yj =∑
i = 1

n (Tij·yi) ∑
i = 1

n

Tij

（1）

式中 Tij（i=1，2，…，n）表示第i评价单元第j年注

册企业数。 xi 、yi 为第 i评价单元的地理经纬度。

xj 、yj 为“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注册数第j年的重

心横纵坐标。设第k、k+m年“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

业注册数重心坐标分别为 pk（xk，yk）、pk+m（xk + m，

yk+m），那么，重心 pk 向 pk+m 移动方向模型见式（2），重

心移动距离模型见式（3）。

θ = arctan[(yk+m - yk) xk+m - xk] （2）

dm=（xk+m - yk）
2 -（yk+m - yk）

2 （3）

根据“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注册地址构建物

流企业分布重心模型和重心移动距离模型，运用Ex-

cel计算出2013-2019年“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重

心坐标的位置以及移动距离、移动速度和移动的角

度，并且利用ArcGIS绘制2013-2019年“海澄文”经

济圈物流企业重心移动轨迹，如图2所示。图2显

示：2013年“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注册地点集聚

在文昌市清澜港附近，2014年开始向西北方向转移，

转向海口市美兰国际机场、桂林洋工业区附近，但在

接下来的2015-2017年3年间，物流企业注册地的重

心迅速转向围绕马村港、海口火车站展开，2018-

2019年随着经济调整，物流企业开始以海口港、海口

火车站为中心集聚。

图2 2013-2019年“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

重心迁移图

“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空间布局时空演变波

动较大，表明了“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空间布局

处于动态调整状态，同时也说明“海澄文”经济圈物

流优势区域格局在不断随着各种要素影响而调整。

3.3 “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空间标准差椭

圆分析

标准差椭圆法是分析空间分布方向性特征的经

典方法之一，本文采用标准差椭圆法揭示“海澄文”

经济圈物流企业空间演变圈层规律。

将2013-2019年间“海澄文”经济圈的3 706家物

流企业注册信息按年份分为7个研究单位，所涉及的

空间计算主要基于Arc GIS软件平台展开，空间参考

为Albers投影，获得2013-2019年“海澄文”经济圈物

流企业空间分布标准差椭圆图，如图3所示。从图3

可见，随着经济发展，标准差椭圆从2013年有明显的

朝向西北角与东南角为长半轴的偏角，逐渐转为2019

年的近似为圆弧型的无明显偏角形状；从2015年开

始，东南角的偏角有较明显缩短，这说明“海澄文”经

济圈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从2013年的偏东南方向（文昌

清澜港、海口桂林洋方向）逐渐转移至西北角（马村

港、海口火车站方向）。同时标准差椭圆也越来越小，

其空间椭圆有持续收缩趋势，这说明“海澄文”经济圈

物流企业在地理位置上集中程度越来越高。

琼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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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空间交通区位

分析

交通区位论是指交通网中高发出现的某些特定

地带的集合理论。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可以降低交

通运输时空成本、促进要素转移、降低贸易成本，从

而影响企业区位选择；本文采用交通区位论分析“海

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与主要道路、铁路及港口的交

通区位之间的空间分布情况。

图4是“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交通区位图，首

先图中显示了围绕新海港区、马村港、海口火车站周

边是物流企业聚集密度最高区域。其次围绕港口枢

纽、物流园区、配送中心等物流节点的物流企业数更

多、更密集，而在铁路和主要道路周边虽分布有一些

物流企业，但与前者的密度相比有较大的差距。由此

可见“海澄文”经济圈内物流企业围绕港口枢纽、物流

园区等物流节点的物流网络空间结构的集聚特征比

物流通道（如铁路和主要道路）要更明显。

图4 “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交通区位图

3.5 “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空间最近邻指

数分析

最近邻分析是将区域中点的分布与基于相同区

域中点的理论意义的随机分布相比较，用于比较观测

“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聚集图与随机分布的异同。

首先测量每个要素的质心与其最近邻要素的质

心位置之间的距离；然后计算所有这些最近邻距离

的平均值。如果该平均距离小于假设随机分布中的

平均距离，则将所分析的要素分布视为聚类要素。

如果该平均距离大于假设随机分布中的平均距离，

则将要素视为分散要素。平均最近邻比率（ANN）通

过观测的平均距离除以期望的平均距离计算得出。

平均最近邻比率计算公式为：ANN= D̄0 /D̄E ，其

中，D̄o为实测要素与其最近邻要素质心距离的平均

值：D̄o =∑i = 1
n di /n ，D̄E 为要素随机分布平均距离：

D̄E = 0.5/ n A ，di 为要素i与其最邻近要素的距离，n

为区域要输数量，A为所有要素包络线面积。如果

ANN大于1，则为随机分布，如果ANN小于1，则为聚

集分布，p<0.01，代表极限值的聚集效应，p与z值的

绝对值是相反的，即p值越小，则z值绝对值越大。通

过利用ArcGIS软件，得“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最

近邻指数分析图（如图5）。从图5可知，p值为0，表

示“海澄文”经济圈的物流企业空间分布聚集效益，

且这种集聚并非随机形成。

图5 “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最近邻指数分析

图3 2013-2019年“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空间

分布标准差椭圆

肖玉徽：“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过程及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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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空间分布特征

4.1 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呈“单核三中心”型扇

形网络结构

从“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空间核密度图可以

直观的看到，“海澄文”经济圈有一个高密度聚集区，

三个次密度分布区，具体对比地图可知，高密度聚集

区即是以海口港和海口火车站为中心的物流企业高

密度聚集区，这个区以马村港保税物流园区、美安物

流园区、金马物流园区等为核心工商贸业为半径延

展；其他三个次密度分布区分别是以澄迈老城工业

区、澄迈县城和文昌清澜港为中心。以物流网络结

构理论为基础，将高密度聚集区归属于“核心”，因在

“海澄文”经济圈内只有一个高密度聚集区，故定义

为“单核”；将三个次密度分布区归属为三个“中心”，

则“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空间布局从整体上呈现

的是“单核三中心”型扇形网络结构，其中“三中心”

为扇型的扇面节点集聚区域。

4.2 物流企业空间分布重心从“东南”迁移至

“西北”

结合重心迁移图可知，“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

业从2013年以“东南角”文昌市清澜港为重心，在经

历了2014年过渡到海口美兰机场及桂林洋工业园为

重心后，2015-2017年逐步调整到以马村港、海口港

和海口火车站为重心的西北方向迁移的演变过程。

一方面，随着马村港对海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

影响力提升，在马村港区后方配套建设物流园区和

临港产业园区，实现“区港联动”，以推动临港经济发

展，增强港口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促进海南经济和

环北部湾经济合作圈发展。另一方面从2015年各类

大型物流园区、工贸园区依托港口的辐射带动，进一

步促进临港工业；临港现代物流服务业的集聚发展

初步形成。

4.3 物流企业空间布局时空演变波动大

从2013-2019年“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重心

迁移图可知，“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空间布局经

历了3次较大的时空转移，表明“海澄文”经济圈物流

企业的空间布局在7年间处于动态调整状态，“海澄

文”经济区物流企业空间布局在不断随着各种要素

影响而调整；从2017-2019年的“海澄文”经济圈物流

企业空间标准差椭圆可知，“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

业在以海口港和海口火车站为中心，以马村港保税

物流园区、美安物流园区、金马物流园区为半径的区

域内集聚度越来越明显。

4.4 物流企业空间布局对交通枢纽具有较强

依附性

道路等级、交通枢纽等级与物流企业的空间区

位布局关系密切。从“海澄文”经济圈物流企业交通

区位图可知，沿海口港和海口火车站分布着众多物

流企业，是“海澄文”经济圈内物流企业分布最密集

的地区，并具有逐次往澄迈县老城方向扩展趋势。

这是因为一方面澄迈县老城区接近海口市市区，且

地价相对较低；另一个方面是除物流企业选址对高

等级交通道路有着强烈的依附性外，对能进行多种

运输方式转换的大型交通枢纽有更大的依附性。

4.5 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向工业和商贸区聚集

物流业作为现代服务业，其发展的根本是为生

产和商务活动提供物流服务，因而物流企业的区位

选择具有对其服务对象的依赖性。进一步分析物流

企业的分布特点可以发现“海澄文”经济圈内物流企

业主要集中分布在两大区域：一是以海口港和海口

火车站为核心的物流核心集聚区；二是以澄迈老城

工业区为核心形成的环状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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