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7 卷第 6 期
Vol郾 37摇 No郾 6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 Chongqing Technol & Business Univ(Nat Sci Ed)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2020 年 12 月

Dec郾 2020

doi:10郾 16055 / j郾 issn郾 1672-058X郾 2020郾 0006郾 017

重庆市博物馆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牟思颖, 胡传东**, 李子琼
(重庆师范大学 地理与旅游学院,重庆 401331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

摇 摇 收稿日期:2019-10-15;修回日期:2019-11-25.

摇*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913YJC790180);重庆市教委科技项目(KJ130653).

作者简介:牟思颖(1994—),女,重庆忠县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旅游规划与开发研究.

**通讯作者:胡传东(1973—),男,湖北黄陂人,教授,博士,从事旅游景区管理与规划设计、区域旅游规划设计研究. Email:

hchd85@ 126. com.

摘摇 要:基于 2018 年度重庆市的博物馆名录,采用最邻近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标准差椭圆、地理联系

率等方法,分析了重庆市博物馆的结构类型、空间分布、演变特征以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重庆市博物馆类

型丰富,以名人类、专题类和综合类为主,空间分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沿主要公路干线分布;1930—2018 年,
重庆市博物馆由随机点状向集聚式扩散分布发展,平衡趋势显著,渝西地区呈圈层式扩张,渝东北和渝东南地

区博物馆呈放射状增长;自然条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政策条件是影响重庆市博物馆分布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重庆市;博物馆;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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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摇 引摇 言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内涵,是城市的希望和生

机之所在[1]。 博物馆是一定空间范围内文化记忆

的地域标记[2],作为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

载体,具有较强的历史、艺术、文化、旅游等价值,是
开展城市旅游的主要形式之一,也是完善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式和途

径[3]。 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我国博物

馆事业焕发新的生机。 国家文物局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在各级政府备案的博物馆达到了

5 354家,比上年增加 218 家[4]。
国外学者多从建筑学角度研究博物馆与环境

间的关系[5],或者通过博物馆经典案例来探讨建筑

的保护和设计[6],从地理学角度主要研究博物馆分

布的影响因素[7-8],还有学者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研

究博物馆最近位置搜索应用程序[9]。 国内建筑学

界以某一城市为例研究博物馆建筑的选址与布

局[10-11],地理学界对博物馆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的

研究较少,更多从公共文化空间视角研究博物馆空

间分布现状,以张景秋等人的研究最为突出[12-13]。
总体而言,国外从地理学视角研究博物馆空间的时

间相对于国内更早,国内外对博物馆建筑空间研究

较多,在博物馆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的综合研究都

比较少,研究方法多侧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较少。
关于重庆地区博物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博物馆馆

藏文物的保护和展示[14-15]、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的

开发探索[16],研究对象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居

多,缺乏从重庆全市的尺度研究博物馆空间分布及

其影响因素的研究。 鉴于此,运用最邻近指数法、
核密度估计法、标准差椭圆、地理联系率等方法研

究重庆市博物馆的分布特点和空间演化格局,探求

其影响因素,以期为重庆市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



的合理布局提供参考。

1摇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郾 1摇 数据来源

基础数据来源于 2019 -04 -09 重庆市文物局

(http: / / www. cqww. gov. cn / )印发的《2018 年度重

庆市博物馆名录》,共计博物馆 100 家,不包括未在

重庆市文物部门进行登记备案的博物馆。 将《2018

年度重庆市博物馆名录》按照博物馆名称、性质、级

别、类型、概况和建成时间整理列出,其中各博物馆

的建成时间通过名录和官网查询以及电话咨询获

得,博物馆类型则根据《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以藏品

性质和博物馆所反映内容来划分,包括综合类、历史

类、纪念类、遗址类、民族民俗类、艺术类、自然科学

类、名人类和专题类等 9 种不同类型博物馆[17]。 此

外,从 Google Earth 获取重庆各博物馆的地理坐标,导

入 ArcGIS10郾 2 软件进行地理坐标矫正。

1郾 2摇 研究方法

1郾 2郾 1摇 最邻近指数

空间上呈点状分布的要素有均匀、随机和凝聚

3 种形态[18]。 作为空间点模式分析方法之一,最邻

近指数可以通过比较平均最邻近距离和期望最邻

近距离,以此判断重庆市博物馆的空间分布模式。

最邻近指数 R 用公式表示为

R= d
dE

其中

dE =
1

2 n / A
(1)

式中,d为平均最邻近距离,dE 为期望最邻近距

离,A 为重庆市面积,n 为博物馆数量。 当 R = 1 时,

重庆市博物馆处于随机分布模式;当 R<1 时,博物

馆的分布属于空间聚集模式;当 R>1 时,则趋于均

匀分布。

1郾 2郾 2摇 核密度估计

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分析重庆市博物馆空间集

聚特征。 核密度估计法计算公式如下[19]:

fh(x) = 1
nh移

n

i = 1
k x - xiæ

è
ç

ö
ø
÷

h
(2)

式中,fh(x)为核函数;h>0 为带宽;x-xi 表示估

计值 x 到样本 xi 的距离。 fh(x)值越大,说明博物馆

分布越密集,对周围的影响程度越大。
1郾 2郾 3摇 标准差椭圆

采用标准差椭圆可以从重心、展布范围、密集

性和方向等多重角度揭示重庆市博物馆的空间分

布整体特征及其时空演化过程[20]。 标准差椭圆计

算公式如下[21]:

Ex =
移

n

i = 1
(xi - X)

n (3)

Ey =
移

n

i = 1
(yi - Y)

n (4)

tan 兹 =

(移
n

i =1
a2
i -移

n

i =1
b2i) + (移

n

i =1
a2
i -移

n

i =1
b2i)2 + 4(移

n

i =1
aibi)2

2移
n

i =1
aibi

(5)
式(3)、式(4)、式(5)中,Ex 和 Ey 为椭圆的方

差,即椭圆的长、短半轴;xi 和 yi 为博物馆的空间坐

标;X和Y是算数平均中心;ai 和 bi 是平均中心到博物

馆 i 的距离;n 是博物馆数量;兹 为椭圆的旋转角度。
1郾 2郾 4摇 地理联系率

地理联系率是反映两经济要素在地理分布上

联系情况的指标,通过相似程度的差异反映空间结

构的不同,可用来分析重庆市博物馆数量分布与区

域经济之间的联系[22]。 其计算公式为

G = 100 - 0郾 5移
n

i = 1
Si - Li (6)

式(6)中,G 为博物馆数量分布与区域经济的

地理联系率;Si 为第 i 个区县博物馆数量占总数的

比例;Li 表示第 i 个区县 GDP(或人口)占重庆市

GDP(或人口)总量的比例。 G 的值介于 0 ~ 100 之

间,其值越大说明两者空间联系越紧密。

2摇 重庆市博物馆类型与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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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郾 1摇 类型丰富,以国有博物馆为主,但高等级比重

偏低

摇 摇 《博物馆条例》规定,博物馆包括国有博物馆和

非国有博物馆。 2018 年重庆市国有博物馆数量达 79
家,非国有博物馆 21 家,可见重庆市形成了以国有博

物馆为主体,非国有博物馆为补充的博物馆体系。
从博物馆类型上看,目前重庆市有史迪威博物

馆、刘伯承同志纪念馆等名人类博物馆 23 家,民间

医药博物馆、川剧博物馆等专题类 18 家,重庆中国

三峡博物馆、武隆博物馆等综合类博物馆 17 家,纪
念类、历史类博物馆各 10 家,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奉
节县白帝城等遗址博物馆 9 家,艺术类和民族民俗

类博物馆各 5 家,自然科学类博物馆 3 家(图 1)。
由此表明,重庆市博物馆类型以名人类、专题类和

综合类为主,其中,名人类博物馆均为国有博物馆,
非国有博物馆则以专题类为主。 从级别来看,重庆

市拥有国家等级博物馆 17 家,其中国家 1 级博物馆

5 家,2 级 2 家,3 级 10 家,无级别博物馆占 83% (表
1)。 可见,目前重庆市高级别博物馆较少。 总之,
重庆市博物馆类型丰富,国有博物馆占主体地位,
以名人类、专题类和综合类博物馆居多,非国有博

物馆专题特色鲜明,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

文化需要。

图 1摇 重庆市各类型博物馆数量

Fig. 1摇 Number of museums in Chongqing

表 1摇 重庆市各类型博物馆级别数量统计

Table 1摇 Quantity statistics of various types of museums in Chongqing

级摇 别 纪念类 历史类 民族民俗类 名人类 遗址类 艺术类 专题类 自然科学类 综合类 总摇 数

国家 1 级 2 1 0 0 0 0 0 1 1 5

国家 2 级 0 0 0 0 0 0 1 0 1 2

国家 3 级 1 0 1 3 3 0 0 0 2 10

无级别 7 9 4 20 6 5 17 2 13 83

2郾 2摇 空间分布区域差异显著,不同区域的类型特色

鲜明

摇 摇 重庆市大致可分成主城、渝西、渝东北和渝东

南 4 个区域,其博物馆类型分布结果如图 2 所示。
主城区博物馆分布密集,在数量、类型和等级上均

占有优势,其中数量占到重庆市总数的 51% ,类型

上有名人类和专题类为主的九大类型博物馆,全市

5 家国家一级博物馆分布在该区域内的渝中区、沙
坪坝区和北碚区。 渝西地区精英荟萃,不仅是饶国

梁、张培爵、聂荣臻、邱少云和杨闇公等多位名人的

出生地,还汇集了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人
民教育家陶行知等优秀人物,所以名人类博物馆较

多,占到地区博物馆总数的 37% ,主要分布在江津、
铜梁和荣昌区。 渝东北片区的遗址类、综合类博物

馆数量占到地区博物馆数量的 50% ,主要分布在奉

节、云阳和忠县,如,以保护瞿塘关烽火台古炮台

遗址遗迹的瞿塘关遗址博物馆、依托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的石宝寨和张桓侯庙博物馆;此外,
渝东北地区非国有博物馆的数量仅次于首位的

主城区,占比 23郾 81% ,主要分布在万州和奉节。
渝东南地区博物馆的数量和类型相对较少,分布

密度为 3郾 030 3 家 / km2,远低于全市平均密度

12郾 135 6 家 / km2;地区是土家族、苗族的主要聚

居地,民 族 民 俗 类 博 物 馆 是 渝 西 地 区 的 特 色

类型。
总体来看,重庆市各类型博物馆在空间上表现

为“西密东疏冶,4 个区域博物馆特色突出,主城和渝

西地区的名人类博物馆居多,渝东北地区以遗址

类、综合类博物馆为主,渝东南地区的博物馆类型

少但民族特色鲜明。

311



图 2摇 重庆市各类型博物馆空间分布

Fig. 2摇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various types of
museums in Chongqing

2郾 3摇 博物馆主要沿公路交通干线分布,陆路可达性

较好

摇 摇 高等级公路的建设和发展对重庆的经济和旅

游发展、文化繁荣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3]。 借助

ArcGIS 10郾 2 软件,利用缓冲区工具沿重庆市主要公

路绘制 5 km 的缓冲区。 如图 3 所示,省道和高速公

路缓冲区基本上覆盖了重庆市现有博物馆,其中梁

平博物馆、綦江博物馆和铜梁博物馆等区县级综合

博物馆均分布在高速公路缓冲区内,说明重庆市的

博物馆具有沿主要公路线分布的空间格局特征。
此外,从图 3 还可以看出:博物馆分布密集地区正是

重庆市交通网络发达的主城和渝西地区,表明博物

馆集中分布在通达度好的公路交通范围内,大力发

展交通尤其是公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游客参观

博物馆提供便利条件。

摇
(a) 高速公路与博物馆空间关系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b) 省道与博物馆空间关系

图 3摇 重庆博物馆分布与主要公路空间关系

Fig. 3摇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eums and main highways in Chongqing

3摇 重庆市博物馆的空间格局演变

1930—2018 年,重庆市博物馆数量变化整体呈

增长趋势,其中 2004—2018 年增长快速,2004 年之

前增长缓慢,但 1984 年增长变化较大,故将重庆市

博物馆按照时间增长变化划分为 3 个阶段,分别为

1930—1980 年、1984—2003 年、2004—2018 年,选

取 1980、2003 和 2018 年时间节点进行空间分析(图
4)。 由于 1980—1984 年之间博物馆数量无变化,所
以未作划分。

图 4摇 1930—2018 年重庆市博物馆数量变化

Fig. 4摇 The change of the number of museums in
Chongqing from 1930 to 2018

411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 37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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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郾 1摇 空间上由点状态随机分布向集聚式扩散分布

发展

摇 摇 利用 ArcGIS 10郾 2 软件的平均最邻近功能计算

出 1980、2003 和 2018 年重庆市博物馆的最邻近指

数分别为 1郾 221 9、0郾 689 5 和 0郾 463 4,并根据 Z 值

和 P 值最终判断得出,1980 年重庆市博物馆空间分

布为随机状态,2003、2018 年为集聚分布模式且

2018 年的集聚表现十分显著(表 2)。

表 2摇 1980、2003 和 2018 年重庆市博物馆集聚情况

Table 2摇 Agglomeration situation of museums in

Chongqing in 1980,2003 and 2018

时间 /年
博物馆

数量 /家

最邻近

指数 R
Z 值检验 P 值

1980 年 9 1郾 221 9 1郾 273 3 0郾 202 9

2003 年 33 0郾 689 5 -3郾 412 6 0郾 000 6

2018 年 100 0郾 463 4 -10郾 265 8 0

3郾 2摇 渝西以主城为核呈圈层扩张,渝东南和渝东北

放射状生长

摇 摇 重庆市博物馆核密度估计结果如图 5 所示。
1980 年,在北碚、渝中及周边形成高密度区,铜梁、
忠县和云阳形成了次高密度区,多地还未建设博物

馆。 2003 年,主城区核密度范围扩大,渝中区及周

边为高密度区,增加了城口、开州、奉节、万州、涪
陵、武隆、江津、合川、潼南等渝东北和渝西较高密

度区,渝东南地区只有一家武隆区博物馆。 2018
年,除长寿、垫江、丰都和彭水未建设博物馆,其余

区县均有分布,以渝中区为核心的高密度区向外扩

展的范围继续增大,北碚为次高密度分布区,渝东

南地区分布密度显著增加。 由此可见,1980—2018
年,重庆市博物馆分布经历了由主城的单一核心集

聚到多核心辐射的发展格局,以主城为中心的圈层

式扩张特征显著。

(a) 1980 年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b) 2003 年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c) 2018 年摇

图 5摇 重庆市博物馆核密度特征及标准差椭圆变化

Fig. 5摇 Kernel density and 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 change of museums in Chongqing

3郾 3摇 标准差椭圆变化预示博物馆空间发展有平衡

趋势

摇 摇 可利用标准差椭圆判断重庆市博物馆发展在

空间上的演变趋势。 如图 5 所示,1980—2018 年,
标准差椭圆逐渐变大,长轴呈东北-西南走向,分布

重心往东北方向(长寿区)转移,接近重庆市的几何

中心(东经 107郾 343 3毅,北纬 29郾 880 7毅)。 这表明重

庆市博物馆建设数量逐渐增加,空间范围不断扩

大,发展方向为东北-西南方向,即博物馆分布主要

集中在渝东北、主城区和渝西片区,其中渝东北地

区的博物馆建设速度较快。

4摇 重庆市博物馆发展的影响因素

4郾 1摇 自然条件奠定自然和遗址类博物馆发展的基

本框架

摇 摇 重庆的恐龙化石材料主要来自侏罗纪和白垩

纪时期,这一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植物繁茂,极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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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恐龙的繁衍生息,所以恐龙化石成为博物馆的重

要展品,如亚洲迄今所知骨骼化石最完整的肉食性

恐龙“上游永川龙冶就收藏于重庆自然博物馆,拥有

全国首枚甲龙足迹化石的“莲花堡寨恐龙足迹化石

群冶陈列于綦江博物馆中的地质厅[24]。 重庆湿热的

气候环境下还生长了很多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重
庆自然博物馆就集中展示了包括红豆杉、崖柏、水
杉等珍稀植物在内的植物标本。

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们的生产生

活方式。 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来往船只

多,重庆火锅的流行就与清末川江航运的发展、重
庆码头的繁荣紧密相关[25]。 如今重庆火锅已成为

具有代表性的地方特色美食,重庆三耳火锅博物馆

就是聂赣如为弘扬重庆火锅文化而创办的。 此外,
荣昌安陶博物馆也是基于当地陶土蕴藏丰富、泥料

质细色正、工艺精湛制作以及生产历史悠久等特点

由当地镇街筹资建设的。

4郾 2摇 历史基础是纪念和名人类博物馆发展的主要

依据

摇 摇 目前登记备案的 100 家博物馆中,名人类博物

馆占比最大,这些人物多为近现代革命时期在重庆

工作生活过或者籍贯为重庆的知名人士,其中抗战

时期的革命将士和知识分子占 69郾 57% 。 纪念类博

物馆中有 70% 的博物馆也是为纪念抗战时期在重

庆发生的革命事件而建立的,如重庆红岩革命纪念

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和重庆抗战教育博物馆等。
这与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有

密切关系。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文化机构、金融

机构和工矿企业等纷纷迁至重庆,重庆成为当时中

国抗战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26]。
除了抗战文化,重庆还拥有巴渝文化、巫文化、

盐文化、三峡文化和宗教文化等悠久的历史文化,
遗留了大量新旧石器时期、封建时期等时期的文

物、遗址。 在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基础上,主城区、
渝东北和渝西地区建立了历史类、遗址类和综合性

博物馆。 主城区的三峡博物馆集中展示了巴渝文

化、三峡文化、移民文化等具有重庆地方特色的文

化,巴人博物馆则专门展示了巴人、巴国和巴文化。

渝东北多数区县处在长江三峡地区,文化底蕴深

厚,有展现三峡历史沧桑及古夔州历史文化概况的

奉节诗城博物馆,突出巫山地方文化的巫山博物馆

和长康博物馆以及纪念三峡百万大移民的三峡移

民纪念馆等。 渝西地区的大足石刻博物馆基于大

足石刻这一世界文化遗产全面展示了古代石窟艺

术,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博物馆则以钓鱼城 36 年抗战

史为主线展现其军事文化价值。

4郾 3摇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是形成区域差异的重要

因素

摇 摇 经济是影响人类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最基

本因素。 作为公共文化空间,博物馆的分布与各区

县的经济发展水平联系密切。 随着人们对美好生

活需求的不断增加,因此,人口在一定程度上也会

影响博物馆的空间布局。 为验证这一结论,利用式

(6)分别计算 2018 年重庆市各区县博物馆数量分

布与其 GDP、人口之间的地理联系率(由于 2018 年

云阳、城口、彭水等区县的人口数据缺失,故采用上

一年人口数据代替),结果分别为 99郾 70、99郾 69。 这

说明重庆市各区县的 GDP、人口数量与博物馆空间

分布的关联度高,为促进重庆市博物馆事业的均衡

发展,需大力促进渝东北、渝东南等落后区县经济

的发展水平和文化消费能力。

4郾 4摇 政策条件持续影响博物馆的类型结构与空间

发展

摇 摇 博物馆是一种政治特权空间,是增强国家意识

形态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场所,被政治性构建[27]。 抗

战时期,国民政府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宣言》,重庆正式成为中国战时首都,为纪念这一时

期在渝的优秀政治、学术人才和重大历史事件,重
庆市建立了多家博物馆,如史迪威博物馆、郭沫若

纪念馆、张治中纪念馆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确立后,重庆市博物馆事业开始呈现出市场化特

征,1996 年成立了重庆市第一家民办博物馆———民

间医药博物馆,该博物馆是一家以中医药为主题展

示的专题博物馆。 为促进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国家

和重庆市级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多个政策文件,如
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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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国家及重庆市关于博物馆发展的政策文件

Table 3摇 National and Chongqing policy documents on museum development

政策文件 发文部门 出台时间 /年
《民营非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暂行办法》 国务院 1998

《博物馆管理办法》 国家文物局 2005
《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 中宣部、财政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 2008

《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 国家文物局、民政部、财政部等部门 2010
《博物馆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 国家文物局 2011

《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 重庆市文广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等部门 2013
《关于推进国有博物馆对口支援民营博物馆工作的意见》 国家文物局 2013

《博物馆条例》 国务院 2015
《重庆市文化发展“十三五冶规划》 重庆市人民政府 2016

《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实施意见》 重庆市人民政府 2016
《关于进一步推动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 国家文物局 2017

《重庆市国有博物馆服务规范(试行)》 重庆市文化委员会 2017
《关于促进非国有博物馆发展的意见》 重庆市文物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等部门 2018

5摇 结摇 论

重庆市形成了以国有博物馆为主体,非国有博

物馆为补充的博物馆体系。 博物馆类型丰富,主
城、渝西、渝东北和渝东南四大地区博物馆分布存

在区域差异,总体上具有“西密东疏冶和沿公路干线

分布的特征。 主城区博物馆等级高、类型完整、分
布密度大,其余 3 个地区的博物馆各具地域特色,但
在数量、类型和等级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尤
其是渝东南地区的类型少、无非国有博物馆。 由于

渝东南地区为少数民族聚居地,适宜加快发展具有

民族特色的博物馆事业。
1930—2018 年,重庆市的博物馆空间分布状态

由随机发展为集聚,整体上呈现出以主城为中心,
向东北-西南方向扩张的趋势。 重庆主城的分布密

度始终保持最大,并呈圈层式扩张,在渝中区和北

碚区形成了一主一次高核密度区;渝西和渝东北地

区博物馆建设速度较快,渝东南地区的博物馆事业

发展缓慢,发展方向为东北-西南方向。 未来重庆

市应重视南部地区的博物馆建设事业。
重庆市博物馆分布受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社

会经济和政策因素影响。 自然环境是博物馆展品

来源的基本条件之一;名人类、纪念类和历史类博

物馆居多主要受到重庆历史文化的影响,与此同时

应当鼓励发展更多类型博物馆;各区县的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人口数量会影响博物馆的规模等级和空

间分布密度;良好的政策环境则有利于保障重庆市

博物馆的可持续性发展。

研究对指导重庆市博物馆的空间布局有一定

借鉴意义,但仅以登记备案的博物馆为研究对象,
未考虑失恋博物馆、重庆记忆博物馆等没有在重庆

市文物局注册登记的博物馆。 同时,在研究影响因

素时也存在未考虑地形地貌、旅游资源等更多因

素。 这也是研究的不足之处,后续还需做进一步的

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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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useums in Chongqing

MOU Si鄄ying, HU Chuan鄄dong, LI Zi鄄qiong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list of museums in Chongqing in 2018,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nearest neighbor
index,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and geographic connection rate to analyze the structure
type, spatial distribution,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ongqing museum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useums in Chongqing are rich in types, mainly including famous people, special subjects and
comprehensive ones. There ar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spatial distribution, which are distributed along the
main highways. From 1930 to 2018, Chongqing museums developed from random dots to cluster diffusion, with a
significant trend of balance. western Chongqing area is in a circle, and the museums in northeast and southeast
Chongqing are radiating. Natural conditions, historical culture, socioeconomic and policy conditions are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stribution of museums in Chongqing.

Key words:Chongqing; museum; spatial distribu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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