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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城市经济网络的研究借鉴了复杂性理论的分析方法，能更细致地刻画城市网络的空间格局。现有的大量

研究仍沿袭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思路，注重城市的竞争和位序关系以及城市网络的中心性，未能充分体现城市经

济网络和城市体系空间格局的差异。本文通过对基本文献的梳理，从复杂性理论的视角将城市经济网络研究的发

展历程分为3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前的基础理论构建阶段；50-90年代的发展创新突破阶段以及21世纪以来的

多元繁荣发展阶段。目前，城市经济网络研究的热点领域包括城市经济的拓扑结构和空间拟合、全球城市联系的

范围测算和质量评价；城市经济网络结构的动力学影响以及城市经济网络的安全管控和功能优化。未来要关注大

数据时代的数据整合和挖掘，构建城市经济网络的整体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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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化语境下的区域关系和经济秩序正处于

急剧变化和重新构建之中。区域内部、国家内部以

及各国之间为吸引投资和刺激消费所展开的竞争

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重大影响(Smyth, 1994)。

经济空间发展格局具有 3个层面：全球、国家和区

域。而城市既是 3个层面的基本组成，又是 3个层

面的关键中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

正处于城镇化的价值取向调整和快速发展阶段。

2014年颁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指出，新型城镇化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一方面要

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让城市群承载城镇化；另

一方面则要走均衡的城镇化道路，使大中小城市和

小城镇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共荣发展。2014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优化“空间

经济发展格局”的目标，指出要重点实施“一带一

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这是

中国经济主动融入欧亚大陆板块的尝试。由此，如

何构建科学合理的经济空间发展格局，以适应中国

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调整的

需要，是现阶段城市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

学亟需解决的新问题。

传统的城市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城市内部，往

往忽略了城市之间的外部联系。1950年代开始，伴

随着城市群体化现象的大量出现，掀起了城市群、

城市体系结构的研究热潮。大量的研究从人口规

模、产业集群、FDI区位等视角出发探讨单个城市与

区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以等级或位序关系为

主，侧重于城市的竞争与等级关系，重视对特定等

级规模城市的政策指导。1990年代开始，城市经济

网络化联系的特征日益凸显，经济地理学的“关系

转向”和复杂性科学的方法创新推动了城市经济网

络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均有所突破。

本文从复杂性网络的视角出发描绘城市经济

网络的发展阶段和热点领域，并考察其发展趋势，

以期为大数据时代下城市经济网络的建设和发展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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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经济网络研究的发展阶段

现代城市被视作连接和参与全球经济的资源

和跳板，是空间、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全球化的

实验室(Short et al, 1999; Sim et al, 2003)。城市振

兴和增长与城市停滞和衰退等相互矛盾的特征几

乎并存；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许多

城市从本国经济发展的轨道中脱离出来(Cohen,

2001)，相互连接成横向经济网络，从而重塑和改变

全球化的进程。在城市联系的层级性被网络性所

代替的同时，值得思考的是：两个初始条件就存在

差异的城市之间如何产生水平联系？对多个城市

之间的集聚与扩散、增长与演替、遗传与突变、共生

与竞争、寄生与袭夺等联系过程如何进行刻画和衡

量？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日渐紧密的城市联系

如何对个别城市的生长和衰落产生影响？区域城

市中不同规模等级和功能的城市之间如何处理合

作和竞争的关系？这一系列的问题，催生了对城市

经济网络这一新型空间组织形式的研究。

2.1 基础理论构建阶段

城市经济网络的研究离不开对网络特别是复

杂网络的认识。19世纪以前，大量的经典数学、物

理学理论都是线性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数

学家 Jules Henri Poincaré在动力系统理论和Hamil-

ton系统理论的贡献使其成为混沌理论的开创者，

并推进了物理学、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的跨越式发

展。作为城市地理学或者空间规划学的一个基础

理念，网络化最早可追溯到法国地理学具有浓厚的

人文关怀情结的“Vidal传统”，即注重人文地理和自

然地理的整体统一，强调人及其周围环境的紧密关

系。自 1920年代以来，起源于格式塔理论，由结构

功能人类学、社会计量学和田野理论合力推进的，

并以图论为数理基础的网络结构主义量化分析方

法，就已用于描述一定社会群体中(工厂、社区、部

落、乡镇、国家等)人类集体行为的结构特征及其关

系模式(Scott, 2000)。社会网络分析的隐含意义是：

城市是一个大型的社会网络，个人通过多重联系和

社会融合发挥全部的社会经济潜能，因此城市规模

受到人口、商品和信息的流动成本和基础设施完善

程度的影响(Watson et al, 2014)。这些研究都基于

“小区域”或城市个体的视角，突出区域或城市内部

各要素的分布、组合和联系状态，具有显著的“区域

个性”。

但是，由人口和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而构

成的区域和城市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城市在与外界

进行交互关系的同时也完成着自我调节，城市个体

表现出诸如新兴城市的崛起、现代城市的生长、传

统城市的衰败等种种现象，各个城市连接而成的城

市系统因而具有不同的规模和结构。开创性的贡

献归功于德国城市地理学家 Christaller，其提出的

六边形网络模式将自然地理基础、社会生产与需求

以及非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联系纳入地理学的研

究中，从而探讨具有城市职能的聚落规模和等级的

发展规律。市场—价格分析法的运用开创了经济

学和地理学共轭的现代区位分析时代 (杨吾扬,

1989)，也为从经济视角探讨城市网络空间格局提

供了思路。由此，网络化成为城市经济系统的一项

重要组织原则，并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引导了城市

空间发展的方向。但是，中心地理论指引下的城市

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层级性，即以人口规模、职能

分工、行政建制等确定中心城市，充分发挥中心城

市内部各大型制造业企业、生产性服务业、技术创

新、企业家才能等的集聚和辐射作用，城市之间的

经济联系通常是单向的，即从中心城市向等级较低

的城市流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城市经济系统的不

平衡性。在此期间，城市经济系统在空间上的拓扑

结构成为关注的重点，相关研究大多先假设城市经

济系统具有某种特定类型的网络结构规则(城市首

位律、城市金字塔、位序—规模法则等)，然后利用

相关的经济数据和计算方法来识别这种类型的结

构规则，利用真实世界与理论假设的拟合程度高低

作为城市经济网络合理与否的判断标准。

2.2 发展创新突破阶段

然而，仅从经济角度来看，经济个体之间的交

互结构和关系亦是随机和复杂的。因此，作为各种

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活动集结地的城市内外部关

联亦形成了多层次的超大型复杂网络系统，用特定

类型的网络结构规则难以进行准确全面的刻画。

1940 年代 McCulloch、Pitts、Hebb 等人的努力使得

网络系统的动力学模型在生物学领域取得突破发

展，1950年代ER随机图理论的提出亦为破解这一

难题提供了条件。拓扑学和凸分析的应用帮助

Kenneth Arrow与Gerard Debreu等学者完成一般均

衡理论的数学建模，从而证明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

的个人能够通过市场网络达到均衡状态。这一时

期亦是城市重建的关键时期，大量的研究关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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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网络结构：从广义上讲，强调为人员和货物的

时空移动提供服务的各类基础设施网络化布局的

经济问题，主要偏向物质型网络(电力、交通、电话、

电报等)产业的组织理论(黄纯纯, 2011)，包括网络

的自然垄断特性(李怀, 2004)及其垄断边界的判定、

网络互补性及网络运营效率和经济效果评价、网络

供给模式及投资建设的优先次序、网络结构、功能、

布局、规模的优化等。从狭义上讲，仅指针对交通

工具的改进、人类移动性增加、城市空间不断扩张

而开展的，追求速度、依赖主干道和小汽车出行道

路设计系统，通过城市空间结构重建和城市机能的

强化，以解决人口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城市压力。

从1960年代阿帕网产生之后，采取了分布式网

络和包交换技术的互联网构建了全球信息联系、资

源共享的虚拟平台，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

生产关系。1980年代起，混沌理论开始应用于经济

学领域，并有效证明了在宏观经济系统和微观企业

个体中均存在混沌现象 (Stutzer, 1980; Day, 1983;

Baumol et al, 1989)，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在“经济

系统是一个演化着的复杂系统”这一观点上达成一

致。在强有力的互联网技术支撑下，1982 年 Hop-

field网络模型、1986年Rumelhart和McCelland等的

BP网络模型相继提出，为有效解决城市经济管理

中的优化组合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随着技术变

革和新兴市场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中心

地理论难以对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专

业化的低层级城市向中心城市的职能和商品输出

等进行合理解释(Pred, 1977)，从而开始对城市的空

间关联进行重新审视，即不再重视城市集中以及中

心城市的主导作用，转而强调系统内部的联系性，

主张构筑多中心和多功能的城市系统。在小世界

效应(Watts et al, 1998)和无标度模型(Barabási et al,

1999)提出之前，随机网络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并被

认为是描述真实世界最适宜的网络。但也留下了

几个思考：一是真实世界的城市经济网络究竟是规

则网络、随机网络亦或是具有其他统计特性的拓扑

结构？二是城市的空间相互关联和空间结构的形

成过程是否像物理学、生物学一样可以进行模拟、

仿真和预测？三是如何正确理解网络内各个体的

变化以及可能出现的响应对整个网络的影响，即如

何做出正确决策以维持这个系统或者处理新的需

求？四是什么因素推动和影响城市经济网络的结

构和动态变化？21世纪以来，以社会网络分析和统

计物理学为基础的复杂网络研究兴起，大量实证研

究表明，几乎一切复杂系统都具有网络形式(任晓

龙等, 2014)，城市经济网络亦不例外，由此掀起了

城市经济网络的研究热潮。

2.3 多元繁荣发展阶段

作为一定地域空间的聚合体，城市无时无刻不

在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生成或者吸引各

种“流”，从而同其他地区产生关联。工业制度的危

机、面向自由的社会运动的兴起和信息通信技术革

命，使得具有网络结构特征的社会经济问题同网络

技术相结合，学者们纷纷致力于在快速成长的互联

网技术支撑下，探讨处于不同文化和制度中但又高

度关联的社会模式、发展动态、行为动力等问题

(Castells, 2000)。由此推动互联网时代对城市经济

网络研究朝着多元繁荣发展的方向发展。仅从概

念和内涵来看，对城市经济网络就有 3 个方面的

理解：

一是认为城市经济网络就是城市之间进行经

济活动的各种通道的集合，表现为“线”，但可以从

中观察到城市经济“流”的运动模式。这种基于道

路交通的城市经济网络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

的城市经济网络特指与传统追求速度、依赖主干道

和小汽车出行相区别的、以“可达性”为目标的、新

的街道设计系统(Calthorpe, 2010)，该系统以城市中

心和郊区为连接对象。可达性意味着步行、骑行、

车行在内的各种交通出行方式的最优组合以及对

机动车出行需求的减少，而道路设计和街道网络是

实现的关键。由芝加哥大都市区商界精英人物组

建的、旨在进行区域治理的“芝加哥大都会2020”提

倡的这种城市网络，利用由公共林荫路、林荫大道

以及连结路组成的网状道路系统替代由主干道、次

干道、支路和高速构成的树状道路系统，从而形成

一个减少汽车拥堵的循环系统，而其与混合利用开

发模式相结合，能构建一个全新的绿色城市的增长

模式。广义的城市经济网络则是将商品、信息、病

毒、思想的流动均视作由公路、铁路、航空、长距离

输油输气输水输电管道、各类数据传输线路等连接

而成的交通网络。Pharand-Deschínes历经 13年绘

制的地球图像是对这种城市经济网络的动态演化

过程的描述和总结。

二是缘于 Jacobs的开创性思想，由GaWC(Glo-

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研究团队不断完善的基

于流动空间和网络社会理论的世界城市网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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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为首的GaWC研究团队将世界城市网络定义

为由整体网络(世界)层面、个体节点(城市)层面、次

节点(全球性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层面组成的特殊网

络(Taylor, 2001, 2004)，而会计、广告、银行/金融、保

险、法律、管理资讯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在不同

国家不同城市的业务部门将城市构成了“连锁”经

济网络，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传播模式，完成了

对“城市的第二性”的测算(金元浦等, 2014)。研究

的不断深入使得GaWC跳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从

国家和市场的角度探讨世界格局的桎梏，将注意力

从民族国家和跨国企业转移到了非盈利、非政府和

公共组织，认为全球经济和社会组织正呈现既不同

于层级制又不同于市场集中的水平网络联系，网络

中的生产和再生产结构相互依存，网络参与者之间

互信互惠、互相合作，交互性是网络的核心(Taylor,

2011)。

三是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将城市经济网络

视作经济主体之间合作和共担风险的交互结构和

关系，并尝试利用演化博弈论的方法理解经济网

络，认为经济网络是“建立在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相

互作用的集，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对不同经济目的采

取相似行为的一个集”(Umbhauer, 1995; Cohendet

et al, 1998)。Hakansson等(2006)从要素(活动、行为

者和资源)—关系(企业、关系和网络)视角确定社会

经济网络的动态组织结构；Schweitzer等(2009)则从

经济社会和复杂系统两个角度理解经济网络，节点

是公司、银行甚至国家等个人和机构，节点之间的

连接则是贸易、所有权或借贷关系，节点、连接的新

增或删除以及连接方向的变化构成了网络结构的

基础。

3 国际城市经济网络研究的热点领域

从时间上看，系统的并具有影响力的城市经济

网络理论分析始于1999年。当年4月，美国《科学》

杂志刊出了一系列复杂性理论在化学、生物信号系

统、神经系统、动物群居、自然地貌形态、气候和经

济学等领域的应用文章，宣告了复杂性科学“超越

还原论”时代的到来。Arthur(1999)指出，传统经济

理论往往简化由经济个体组合而成的经济世界，从

而寻求简单均衡解，因此它们要求经济个体的行为

要素(行动、策略、期望等)与由这些要素共同构成的

聚合模式保持一致。但诸如银行、消费者、企业、投

资者等经济个体在真实世界中不断根据市场、购买

决策、价格、预期等调整各自的市场、购买决策、价

格和预期，并承担这种调整带来的后果。因此，经

济学最好被视作由随机事件和自然正反馈组成的

非线性随机动态过程。同年，来自英国拉夫堡大学

地理系的学者组成GaWC研究团队，致力于从世界

城市的视角探讨城市与城市之间联系的范围和质

量与全球化的相互关系。目前，城市经济网络的研

究主要朝着以下4个层次递进发展：城市经济网络

的拓扑结构和空间拟合，全球城市联系的范围测算

和质量评价，城市经济网络结构的动力学影响，城

市经济网络的安全管控和功能优化。

3.1 城市经济网络的拓扑结构和空间拟合

该研究方向关注真实世界中的城市经济社会

网络的复杂结构，并寻求最佳方法进行拟合和预

测。研究对象既包含以国家为节点、以贸易和金融

为连接的宏观经济网络(Tzekina et al, 2008; Fagio-

lo et al, 2009, 2013)，也包含以企业或消费者为节

点、以知识或信息交换为连接的微观经济网络(Aa-

boen, 2009; Wu et al, 2009)；既包括信息共享网络、

创新网络、孵化器网络，又包含基础设施网络、劳动

力流动网络等 (Bullinger et al, 2004; Zeng et al,

2010; Sydow et al, 2013)；既包括市场关系，也包括

非市场关系(Brondizio et al, 2009; Aral et al, 2012)。

研究形式为以计算机与人工智能、认知科学、神经

生理学、非线性动力学等学科为基础，实现网络科

学与网络工程的连接(Deeter et al, 1998; Latora et

al, 2003; Guimera et al, 2005)。一方面，利用 Hop-

field网络模型、BP网络模型等对诸如连接城市的高

速公路、大规模水火电力系统、通信设备、城市内部

的污水处理系统等进行诊断、预测、管理、控制和最

优设计(Lee et al, 1998; Yalcinoz et al, 1998)；另一方

面，对动态规划、专家系统、模糊算法、遗传算法、蚁

群算法等的优劣和拟合度进行比较，并采用混合方

法不断修正和改进神经网络，以期构建最接近真实

世界的网络模型(Colizza et al, 2006; Gibbon et al,

2008)。特别是，利用神经网络在期权价格、股票涨

落、经济系统投入产出的预测模型方面亦取得了突

破(Wang, 1999; Yao et al, 2000)。

3.2 全球城市联系的范围测算和质量评价

尽管由跨国信贷和投资网络、贸易关系及供应

链构成的全球经济网络已经形成，但是，如何测算

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连接、关系和流仍是城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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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网络研究的瓶颈，即便是甄别全球经济网络中的

节点城市也因为数据匮乏而饱受诟病(Short et al,

1996)。Beaverstock等(2000)提出，可以通过商业新

闻、熟练劳动力的国际流动、生产性服务业的业务

范围等方式形成不同于官方数据的跨国家数据，从

而实现对城市关联的测算，但此研究仅限于理论探

讨阶段。直到Taylor等(2002)以 100家高端生产性

服务跨国企业在 316个城市的分布数据为基础，根

据企业在城市中的服务价值(Service Value)给予不

同的赋值，才实现了世界城市网络中节点城市的定

量测算和甄别。该研究利用因素分析和主成分分

析来探求影响世界城市分布的主要因素，将世界城

市经济网络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下

客户需求的变化所带来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业

务范围的扩张。其后，Alderson等(2004)利用财富

杂志公布的全球 500 强跨国企业及分支机构在

3692个城市的分布数据，通过入度、出度、亲密度、

介中心性来分析全球城市体系。尽管方法各不相

同，但结论相对一致，两者相互结合成为分析全球

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分布、转换、整合、集中、秩序以

及规划的有效工具(Derudder et al, 2008; Bassens et

al, 2010)。

3.3 城市经济网络结构的动力学影响

大量实证研究关注路径长度、度分布、群聚、弹

性等网络的统计属性，并据此证实网络通常都是非

随机的，具有高群聚系数和高度偏斜度分布(New-

man, 2003)，城市经济网络亦是如此。除了关注自

身的拓扑结构以外，城市经济网络研究的目标之一

就是了解城市经济网络的拓扑结构对发生在网络

中的同步、博弈和传播等动力学行为的影响，简言

之，就是网络中的参与者受到其他参与者数量和网

络结构的影响(Boccaletti et al, 2006)。在固定交互

的城市经济网络中，具有有限理性的参与者如何进

行重复博弈并通过自适应来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

的经济行为亦受到广泛关注，这意味着基于功能互

补、利益互惠的合作关系而非竞争优势使得城市之

间的联系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关系(Beaverstock et

al, 2002; Rand et al, 2011)。实证研究表明，平均最

短距离是影响同步能力的重要因素，相较于规则网

络，具有小世界效应和无标度特性的复杂网络中更

容易发生同步现象，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

况下，城市经济网络中的参与者具有明显的邻居合

作倾向(Gracia-Lázaro et al, 2012)，因而地域邻近、

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运管效率的提升、通信设施

的更新更有助于增强城市经济网络内部城市间的

相互联系。

3.4 城市经济网络的安全管控和功能优化

城市经济网络结构并非一成不变。一方面，经

济利益最大化追求下的不同个体在既有网络结构

下相互选择博弈对象、采取合作博弈或非合作博弈

等经济行动，并经过模仿、实验、学习、创新等复杂

渐进过程调整网络拓扑，重塑经济网络结构；另一

方面，面对快速创新、社会不稳定以及环境变化等

随机因素，依靠规则、制度、惯例、习俗自发演化的

经济网络中的行为主体可能尝试采取不同的行为

策略，修正和改进各自的行为。也就是说，城市经

济网络的参与者将同时受到网络内部结构和外部

环境的冲击而调整经济行为，使得城市经济网络也

处于动态演化过程中，直至达到均衡。目前对于城

市经济网络演化机制的分析，主要采取三种思路：

一是从时间序列出发，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强调长

期趋势和变动周期(Goyal, 2007)；二是直接建立演

化模型推测影响网络结构的因素 (Valverde et al,

2002; Kim et al, 2005; Garlaschelli et al, 2007)；三是

寻求网络中的个体产生连接的原因和驱动力，即利

用网络结构或者节点属性信息对未产生连接的节

点间产生连接的概率进行推断和预测(刘宏鲲等,

2011)。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爆发出来一系列问题

向城市经济网络演化的预测和模拟领域提出了挑

战。研究表明，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的业务联系而

构筑起来的全球城市网络中，城市的连通性实际上

是全球治理和经济权利的映射。因此，如何将时间

序列分析、复杂理论以及图论和矩阵等方法相结

合，达到控制危机和功能优化的目的，成为破解难

题的关键。

4 评述与展望

4.1 研究评述

Schlesinger 早在 1930 年代就提出流通性对城

市兴起的影响，强调迁移和流动对群体文化、生活

方式以及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贡献。McNeill等

(2003)认为，人类的相互交往和影响“日复一日地输

送、协调着人们的愿望和行动”，使得经济往来不断

频繁，构筑成城市经济的网络组织形式。城市经济

网络的内涵和形式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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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格局的变化而不断演化。

目前，在地理学、经济学、物理学、生物学、政治

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推动下，城市经济网络研究

已经历了理论构建、创新突破和多元发展阶段。总

体而言，将复杂性理论引入城市经济网络是对城市

经济理论、城市体系学说、世界体系理论的有效补

充。在研究假设方面，传统研究关注城市经济网络

中的个体在某个时点上的一般均衡，而复杂网络的

动态演进过程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和博弈理论中经

济个体完全理性的假设，强调动态均衡，从而更真

实地反映城市经济网络中的合作共生关系；在研究

方法方面，采取基于复杂网络理论的多模型组合进

行刻画、拟合和预测的研究范式，不断加强和深化

了人们对城市经济网络中的多元主体之间联动关

系及其对网络结构的认识，而这种联系和互动又会

影响城市经济网络的复杂性；在研究目标方面，传

统研究重视城市经济行为之间的线性联系和层级

管理，而复杂网络的研究目标是控制网络上的动力

学过程，将城市经济网络的危机和风险维持在可控

范围内。

近年来，中国学者利用复杂性理论研究城市经

济网络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两种：

一是运用复杂性理论将城市经济网络分解为

节点和边，将城市经济网络中的各种联系简化为网

络流，据此对网络的拓扑结构特征进行抽象描述，

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初期尝试采用铁路、公

路、航空等基础设施网络数据考察通达性、趋中性、

区位敏感性及其对区域空间格局的影响，并确定单

个城市对城市网络的支配能力(程连生, 1998; 金凤

君, 2001; 曹小曙等, 2003; 戴特奇等, 2005; 麻清源

等, 2006)；随后有学者探讨信息化时代的光纤网

络、移动网络及虚拟空间对既有城市分布格局的影

响(汪明峰等, 2004, 2006)，指出互联网在一定程度

上重构了城市和区域的竞争优势，并进一步从联系

频率、形式和速度出发对现实地理空间和虚拟网络

空间进行了比较(路紫等, 2008; 甄峰等, 2012)。这

类研究大都将城市或者区域视作研究主体，着重反

映单个城市与区域的经济特性，因此结论具有较强

的“结构主义”倾向(莫辉辉等, 2008)；网络密度、结

点中心度、结点中介度是最常用的反映城市经济网

络结构的主要指标(吕康娟等, 2010)，而研究目的则

是总结和归纳城市经济网络的时空演变规律(武文

杰等, 2011; 赵渺希, 2011)。

二是从企业层面出发，深入挖掘城市网络的经

济联系，探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联系网络的组

织框架、价值分配结构与空间竞合关系。这类研究

首先从技术和制度两个角度考察特定企业在组织

管理、生产销售、信息流通、科技创新等方面的联系

变化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张晓平, 1999)，但

越来越强调习惯、信任等超越法律和规定约束的非

正式联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李小建, 2002; 文嫮

等, 2003)。随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渐紧密的跨

国生产网络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有学者将地

方生产网络视作全球性企业和地方性企业战略行

为博弈和共同作用的结果(马丽等, 2004)；有学者以

IT产业、创意产业等为例从组织治理结构视角探讨

跨界生产网络空间集聚的动力(杨友仁等, 2005; 李

健等, 2008)。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产业集群网络结

构特征能够有效提高防范风险能力，从而为集群网

络的风险识别和稳定性控制提供新的思路(蔡宁

等, 2006)。学者们继而应用 GaWC 的研究方法和

思路，或将跨国企业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组织

联系作为城市经济网络联系强弱的衡量方法(金钟

范, 2010)；或采取不同城市间企业分支机构数据对

城市经济网络特征进行细致刻画(赵渺希等, 2010)，

或利用区位熵法计算城市对外服务量，并据此考察

城市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及强弱(冷炳荣等, 2011)。

大量实证研究以特定类型企业(如金融服务业、物

流业、服装生产业、电子信息业、上市公司等)为例

探讨网络结构特征和空间组织(尹俊等, 2011; 路旭

等, 2012; 武前波等, 2012; 季菲菲等, 2014; 李仙德,

2014)，深入探讨生产网络的形成机理及其对集群

绩效的影响等(郭思等, 2011; 马海涛等, 2011; 吴俊

杰等, 2011),并将城市经济网络形成的动力归结为

社会分工、技术进步和地方背景(冷炳荣等, 2013)。

这方面的研究大多以个案分析为主，缺少网络不同

结构特征及经济意义的比较，且尚未能够利用长时

间大数据对网络动态变化进行模拟和仿真。

4.2 研究展望

回顾城市经济网络10多年的发展，中国学者的

兴趣主要集中在城市经济网络的拓扑结构和演化

上，并尝试对城市经济网络的动力学过程进行建

模。综合相关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未来城市经济网

络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1) 城市经济网络的概念界定和理论框架构

建。尽管存在城市网络、城市体系、城市网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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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等相关或相近概念，且这些概念也强调城市及

其之间的交互关系，但目前尚未有对城市经济网络

作出科学和清晰的界定。综合各个学科以及学者

的观点认为，城市经济网络即以城市经济单位(如

城市、行业、企业、消费者等)作为节点，以它们之间

的市场和非市场关系作为联系所形成的复杂有序

的关联系统，研究城市经济网络的目的在于分析其

拓扑结构及性质，探索各种现象以及关联系统的产

生机制，寻求城市经济网络的动力学行为与城市经

济网络稳定可持续的控制方法，以期获得有效的城

市网络关联效应。

(2) 城市经济网络“空间”概念的把握。从城市

内部到城市之间，从国家到超国家及跨国家，城市

经济网络中的空间概念是复杂多样的。尽管距离

与空间相互作用的线性反比关系备受争议(Smith,

1963)，互联网时代也缩短了地理空间和信息传递

的时间，但空间相互作用的强度仍会受到地理空间

的限制，而这种地理限制往往会使得网络变得不可

靠，并且不同步(Yang et al, 2008)。因此，城市经济

网络的效用边界和持久力仍值得探讨。

(3) 大数据时代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的识别。金

融、会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跨国企业数据是

GaWC 用来分析世界城市网络格局的有效手段。

但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大量以专业服务为主

的世界城市面临资金外逃和汇率危机，扭转了城市

超越国家的战略面向(屠启宇, 2013)，亦使得生物医

药、汽车制造、通信和通信技术等先进研发制造业

跨国企业被纳入研究视野(Krätke, 2014)。但传统

产业之间的经济联系、非世界城市之间的经济往

来、非跨国企业的区位决策和地域范围、城市居民

个体经济行为等的识别仍由于数据局限而难以开

展。大数据时代要突破数据存储不足、有限的采集

数据又存在信息孤岛形态等问题，深入整合和挖掘

各类数据，从而使得城市经济网络的定向调控、安

全管控和全球治理从方法探讨阶段进入优化决策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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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 in urban economic network
study based on complexity theory

ZHENG Wei
(School of Economic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Study on urban economic network benefits fro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mplex network research

to depict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economic activities more accurately. But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still fol-

low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system approach, which concerns competition, ranking, and centrality but not

cooperation, equality, and connectivity. This article divides the urban economic network research into three stag-

es with regard to complexity theory: (1) initial and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stage before the 1940s; (2) innova-

tion and breakthrough stage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90s; and (3) diversification and prosperity stage since the be-

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current focus areas of urban economic network study cover topological structure

and spatial coupling of urban economic network, connectivity measurement and quality evaluation in world city

network, dynamic effect of urban economic network structure, and safety control and functional optimization in

the futu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pay close attention to data integration and mining in the age of big data to build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urban economic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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