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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叠加效应下的
城市商业功能转型
—基于空间经济联系的网络特征
■ 伏   虎（重庆行政学院   重庆   40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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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3 年以来，我国“一带一路”和

建设长江经济带战略在带来对外开放经济

地理格局调整的同时，对我国城市间要素

流动和产业梯次转移的方向和形态产生显

著影响，也为沿线城市的功能定位引入了

新内涵：体现为城市将面临生产、服务、

集散、创新等功能选择，以及在政治、文化、

生态、经济等诸领域的定位再确认。从国

家战略涉及范围来看，“一带一路”战略

直接涉及沿线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长江经济带覆盖长江流域的 11 个省市，

处于上述两项区域发展战略辐射范围的省

级行政区包括上海、浙江、重庆、云南等

四地。对于同处上述国家战略影响范围的

区域而言，“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战

略将产生叠加效应，如何有效对接国家战

内容摘要：本研究立足于“一带一路”

与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城市群空间联系，

将各类生产要素的空间联系作为国家战

略的分析背景，采用社会关系网络分析

工具对“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共同

辐射区域开展现状分析与再定位研究，

以期为各节点城市对接国家战略、更好

谋划“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必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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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找准城市商业定位，如何发挥“一带一

路”与长江经济带的协同效果培育城市商

业功能，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目前国内外对于“一带一路”与长江

经济带战略相关政策关注相对较多，其研

究多为定性讨论城市融入、对接、顺应“两

带一路”战略的实现路径、步骤及政策

举措，尚缺乏对于上述国家战略叠加效

应、关联效应的综合研判。本文立足于

“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城市

群空间联系，将各类生产要素（信息流、

物流、资金流、人口迁移流动）的空间

联系作为国家战略的分析背景，采用网

络特征分析法对“一带一路”与长江经

济带共同辐射区域（城市及城市群）开

展现状分析与再定位研究，以

期为各节点城市对接国家战略、

更好谋划“十三五”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提供必要借鉴。

“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战
略对城市商业功能定位的影响

“一带一路”战略分别从城市商贸职

能、商贸辐射范围、商贸潜力三个方面界

定了沿线城市对外的商业功能取向，长江

经济带战略分别从城市商贸区域、商贸能

级、商贸节点等方面界定了沿江城市对内

的商业定位路径。上述国家战略对于同处

辐射范围的城市而言，存在着差异化的作

用效果，其影响路径体现为：一是外向型

商贸与内向型商贸的相互交织，将带来城

市的复合功能和全新定位（Anderson，

2011）。由于“一带一路”战略分别针对

商贸目标地形成了针对性强的对外格局，

而长江经济带战略立足沿江国内贸易协

同，在外向型与内向型商贸的复合作用下，

有助于贯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二是商贸

职能与金融、物流等其他职能的相互协同，

将带来城市的优势功能与主导定位（Joe	

&Poly，2010）。商贸职能作为城市功能

的一个侧面，既需要其它职能的支撑配合，

也能够为城市各类职能提供信息流、物流、

资金流、人口迁移流等要素集聚，因此城

市商贸职能的影响路径也包括相应生产要

素的流动性变化。在上述认识基础上，本

文对“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战略范围

内主要城市间商贸联系展开研究，开展基

于空间经济联系的网络特征分析，考察“一

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共同作用范围内城

市的叠加效应及其商业功能定位特征。

研究方法设计与数据选取
其一，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

政策区域内节点城市为对象，考察其空间

商贸经济联系，包括网络密度、集聚度、

势能等关键指标的分析测算；其二，对上

述城市按照中心 - 边缘区域进行分类，分

表 1   “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商贸网络密度

表 2   “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城市商贸联系演化

注：标 * 的城市为该类型中的枢纽型商贸节点，具有最高的商贸集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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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考察其商业功能潜力，并对同处“一带

一路”与长江经济带作用范围内城市的叠

加效应展开分析；其三，基于叠加效应及

历史数据的推算，分别从城市商贸职能、

商贸辐射范围、商贸潜力等维度重新对其

进行商业定位，并明确其商贸功能。

在基于城市空间商贸经济联系的测度

中，商贸网络密度主要考察城市间商业流

动规模的紧密程度，其测度方法是基于网

络中实际存在的关联强度与理论值之间的

比例得到。

									（1）
上式中，C 为网络密度，k 代表城市

网络关系度，本研究取城市间商贸流通规

模的 1% 为阈值，大于该阈值则视为城市

间存在显著商贸联系。据此计算网络密度

C ∈（0,1），且越接近于 1 表明城市间

商贸流动越紧密。

商贸集聚强度和商业势能分别考察城

市间商贸联系方向（流入 - 流出）及非近

邻城市间商贸依存度，本研究主要采用城

市商贸矩阵中物流规模作为代理指标。

	（2）

												（3）
上式中，商贸集聚强度 W（in）和 W

（out）分别表示城市间商贸流入 - 流出

规模，是衡量城市商业网络中流动偏好的

关键指标；商业势能 T（ij）是考察该城

市是否具备超越自然地理局限（非临近城

市），是否具备商贸辐射能力的指标，其

中 g（i）、g 分别表示非相邻城市间的直

接（间接）商贸规模。

基于上述研究方法，本文选取“一带

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区域内商贸规模排名

前 20位的城市，按照 2009-2014 年历史

数据进行加权回归处理，本研究数据主要

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商业

年鉴》等资料，并参考了重庆统计局发布“一

带一路”相关国家地区、省和城市概况及

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统计数据。

研究结果分析与城市商业功能
评价

本文基于上述方法，以“一带一路”

与长江经济带政策区域内的节点城市为对

象，考察其空间商贸经济联系，包括商贸

网络密度、集聚度、势能等指标。

从表 1 可见，2009-2014 年间“一

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商贸经济联

系逐步增强，但整体而言并未形成有效

商业网络密度（小于 0.5），且从 2012-

2014 节点的变化来看，城市间商贸联系

并不显著，需要细分为具体区域进行研究。

在商贸集聚度与商贸势能的分析考察

中，将沿线城市按照中心聚类的方式汇总

并得出如表2所示结果。从表2中可发现，

“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范围呈现市场

分割和商贸集聚演化，不同政策取向带来

了差异化的商业集聚能力。本研究划分出

的四类区域中，其商贸联系及演化过程差

异明显，意味着对于“一带一路”与长江

经济带共同作用范围的城市而言，作为网

络中介节点需要更加重视“叠加效应”带

来商贸集聚的双重要求。以重庆为例，处

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 - 中南半岛经济

走廊与长江经济带“Y”字形大通道的联

结点上，其商贸功能的发挥需要深度融入

上述三类区域的商贸网络中，需要兼顾高

- 中 - 低的不同商贸集聚度的目标城市，

以及分散节点、区域性节点、中介性节点

之间的不同商贸网络特征差异。同时，面

对不同类型城市地理依赖、经济腹地依赖、

物流成本依赖等差异化的商业势能，也意

味着重庆需要不断提升网络中心度以适应

上述特征。在分区域的城市间商贸联系测

算基础上，本研究将重点考察上海、重庆、

昆明、宁波等处于“叠加效应”下的城市，

上述四城市既是“一带一路”战略的节点

城市，也是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城市。在叠

加效应下的城市，需要按照不同政策取向

及商贸目标区域，分别从城市商贸职能、

商贸辐射范围、商贸潜力等维度重新进行

商业定位（见表 3）。

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更好发挥城
市商业功能的政策建议

首先，沿线城市在对接国家战略的过

程中需要以“三个转型”提升商业能级。

一是从“跟踪区

域”向“创新区

域”转型。“两

带一路”战略意

味着城市功能定

位需要从承接产

业转移、跟踪先

进产业趋势转向自主创新，需重点研究各

创新区域的动力来源及实现方式。二是从

“世界工厂”向“城市智造”转型。作为

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基地，需围

绕全球产业链的比较优势发挥“两带一路”

战略的叠加效应。三是从“运输型”枢纽

向“资源配置型”枢纽转型。沿线城市作

为区域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和“两带一路”

战略对外对内开放的重要门户，需以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为目标强化物流辐射功能。

其次，沿线城市在对接国家战略的过

程中可通过“四条路径”打造商业竞争优

势。一是改善交通软硬环境，降低生产生

活物流成本。结合我国区域生产力布局，

突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研究全面对

接国际国内运输通道的实施路径。二是协

调和统筹城乡发展，缔造空间要素优势。

实现城市工业化、城镇化格局与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相协调，重点研究促进各类高端

创新要素向城市核心商贸区集聚方式。三

是推动产业集群及组织转型升级，打造国

际竞争力产业。打造面向我国中西部以及

东南亚等地区的产业优势集群，引导产业

转型升级、产品更新换代，形成一带一路

与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协同响应。四是转变

对外开放合作方式，培育外向主体。探索

适合沿线城市特点的市场驱动、资源驱动、

成本驱动、效率驱动的“走出去”模式，

全面融入全球产业链。

最后，沿线城市在对接国家战略的过

程中需以“双重机制”予以保障商业畅通。

一是构建跨区域协调机制。需研究制定对

外双边或多边可接纳、互动互补、操作性

强的实施方案，加快完善区域合作的制度

保障。二是构建区际互联互通机制。重点

研究与国内外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

互助等合作具体措施，包括加快投资便利

化进程、消除投资壁垒、优化产业链分工

布局等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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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战略共同节点城市的商业功能定位

区域经济        Region  Econom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