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５卷　第７期

２０１６年　　７月 　　　　　　　　　　　
技　术　经　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３５，Ｎｏ．７
Ｊｕｌ．，２０１６

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的经济联系网络结构

曹炜威，杨　斐，官雨娴，庞祯敬
（西南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３１）

摘　要：基于修正的引力模型，建立了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的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模型。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

法，实证分析了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 济 联 系 网 络 的 联 系 强 度、网 络 密 度、网 络 中 心 性 以 及 凝 聚 子 群。结 果

显示：成渝经济圈城市群整体的网络 密 度 处 于 中 高 水 平，城 市 群 已 形 成 实 际 意 义 上 的 经 济 网 络，城 市 间 的

经济联系密切但具有明显的不均衡性；城市群基本形成了以成都和重庆为核心驱动周边城市网络化协同

发展的格局，但城市群内的枢纽型城 市 较 少；集 群 内 存 在 明 显 的 小 团 体 现 象，凝 聚 子 群 间 经 济 联 系 的 广 度

和深度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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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及文献回顾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城市间的竞争不

再仅仅表现为单个城市间的竞争，而是以核心城市

为中心的城市群或城市集团间的竞争，以大城市为

核心的城市群已成为 一 种 具 有 全 球 性 意 义 的 城 市－
区域发展 模 式 和 空 间 组 合 模 式。依 据 系 统 论 的 观

点，城市群是指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若干不同性质、
类型、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子系统）在核心城市的

带动下通过广泛、密切的经济和社会联系（系统内相

互作用关系）形成的城市空间集合体［１］。在这个空

间集合体内，各城市通过空间结构上的显性整合及

在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多层次隐性融合构成一

个布满经济联系的非均衡城市网络结构［２］。
城市群作为特定区位的城市集聚体，不同于单

体城市的根本特征是城市体系网络内存在强烈的交

互作用。城市群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系统内资

本、信息、产品、人才和技术跨界流动是其显著特征。
资源流动产生协同效应，有助于实现资源要素在区

域内的综合高效配置［３］。早期关于城市群的理论探

讨和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形成机理、合作机制、演化

过程和 功 能 测 度 等 方 面，研 究 方 法 以 定 性 研 究 为

主［４－５］。近年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法［６］分析中国城市群内城市间经济联系的

网络结构特征成为趋势。例如：侯赟慧、刘志彪和岳

中刚借鉴引力模型，对１９９８—２００７年中国长三角城

市群１６个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结构进行了实证分

析，发现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但一体化

发展趋势明显［７］；李响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分析

了中国长三角城市群的网络结构属性和内部微观特

征，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已形成紧密的网络关联，呈
区域多中心、协同化发展格局［８］；鲁金萍、杨 振 武 和

刘玉对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１３年京津冀城市群的经济联系

网络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京津冀城市群整体的网

络密度显著增大，城市群内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广度

和深度不断提升［９］；汤放华、汤慧和孙倩对长江中游

城市集群的经济网络结构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结果

表明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已形成实际意义上的经济网

络，集群内 小 团 体 现 象 明 显［１０］；汪 明［１１］、刘 耀 彬 和

戴璐［１２］、张建营和毛艳华［１３］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
分别分析了江苏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及珠三角

城市群的经济联系结构。
不难发现，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东部发达地区

及京津冀等地区城市群的经济联系网络。成渝经济

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一极，虽然其区域内经济差

异已被相关学者关注［１４］，但是探讨其城市群网络结

构的文献较少。本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改

进的引力模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经济联系

强度和网络结构特征为核心，构建成渝经济圈城市

群经济联系网络（以下简称“成渝城市群经济网络”）
结构模型，并对之进行实证分析，对城市群经济联系

网络的基本结构、微观特征进行探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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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城市群经济网络结构模型构建

２．１　修正的引力模型

构建引力模型是社会网络分析的前提和基础，
为社会网络分析提供了关系数据。受万有引力定律

的启示，经济动力学中的经济引力论认为，城市在经

济方面也存在相互吸引的规律，且遵循距离衰减原

理，联系强度随着彼此间距离的扩大而减小。１９２９
年美国学者首次将引力模型引入城市经济地理研究

中，提出了识 别地理空间中零售商控制市场范围界

限的零售引力模型，自此引力模型在经济研究中得到

广泛应用。继Ｒｅｉｌｙ后，国外学者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和Ｚｉｐｆ将

万有引力定律引入城市群的空间关联分析中，为研究

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国内学者王

德忠［１５］最早使用引力模型对区域经济联系进行定量

分析，其计算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公式为

Ｒｉｊ ＝
ＰｉＶ槡 ｉ× ＰｊＶ槡 ｊ

Ｄ２
ｉｊ

。 （１）

式（１）中：Ｐｉ和Ｐｊ分别为城市ｉ和城市ｊ的总人

口数或非农业人口数；Ｖｉ和Ｖｊ分别为城市ｉ和城市ｊ
的ＧＤＰ值 或 工 业 总 产 值；Ｄｉｊ 为 两 城 市 间 的 交 通

距离。
城市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物体，有其自身的经

济意义和特殊属性，因此度量城市间相互作用时需

要考虑城市本身的意义和特点。城市间的经济联系

具有方向性，不同城市在经济规模、人口方面都存在

差异，因此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贡献也不相同。
鉴于此，根据 实 际 需 求，很 多 文 献［１７］对 计 算 城 市 间

经济联系强度的引力模型进行了优化，即以城市市

区ＧＤＰ占两城市市区ＧＤＰ之和的比重作为系数对

传统的引力模型进行修正。另外，不同学者对距离

选取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选择两城市间的直线

距离；有的学 者 选 择 两 城 市 间 的 公 路 里 程、铁 路 里

程、水运里程等交通距离；有的学者用时间成本代替

距离。早期研究为简便起见，经常直接采用两城市

间的直线距离进行计算。随着交通设施的发展，直

线距离显然已失去其解释力，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更

多取决于交通通达性因素。鉴于成渝经济圈以公路

运输为主，本文认为选取两城市间的最短公路距离

作为计算依据较为适宜。
综上，本文采用如下修正后的引力模型计算城

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

Ｒｉｊ ＝ｋｉｊ
ＰｉＧ槡 ｉ× ＰｊＧ槡 ｊ

Ｄ２
ｉｊ

；

ｋｉｊ ＝
Ｇｉ

Ｇｉ＋Ｇｊ
。 （２）

式（２）中：Ｒｉｊ 为城市ｉ对城市ｊ的经济联系强

度；Ｐｉ 和Ｐｊ 分别为城市ｉ和城市ｊ的非农业人口；Ｇｉ
和Ｇｊ 分别为城市ｉ和城市ｊ的市区ＧＤＰ；Ｄｉｊ 为两城

市间的交通距离；ｋｉｊ 为城市ｉ对Ｒｉｊ 的贡献率。

２．２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６］已成为新经济社会学中研究行

为者间关系的重要方法。它综合运用图论、数学模

型研究行动者间的关系模式，并探讨这些关系模式

对结构中成员或整体的影响，适用于研究群体的互

动关系和群体结构———这种结构可以是社 会 结 构，
也可以是经济结构，其研究核心是这种结构怎么影

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网络成员的行为。社会网

络分析方法将改善城市群网络结构的过程变得更加

直观、可控，其量化测评效果也更加明显。本文基于

社会网络分析视角，利用基于修正后的引力模型计

算出的经济联系强度，对成渝城市群经济网络的密

度、中心度和凝聚子群结构进行探索性分析，以期对

成渝经济圈的发展有更直观的认识。

１）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是社会网络分析中测度结构特性的指

标，该指标 反 映 了 网 络 中 节 点 间 关 联 的 密 切 程 度。
网络密度越大，表明网络成员间的关联越密切。一

个城市群的网络密度即网络中各城市间实际拥有的

连接关系数 与 可 能 拥 有 的 理 论 最 大 连 接 关 系 数 之

比。城市群经济网络是有向网络，其网络密度的计

算公式为

Ｄ＝∑
ｋ

ｉ＝１
∑
ｋ

ｊ＝１
ｄ（ｎｉ，ｎｊ）／ｋ（ｋ－１）。 （３）

式（３）中：Ｄ 为网络密度；ｋ为网络节点数即城

市网络规模；ｄ（ｎｉ，ｎｊ）为节点ｎｉ与ｎｊ 之间的关系量。
对于城市群经济网络而言，整体网络密度越大，网络

中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越密切、经济形态越集聚。

２）网络中心性。
网络中心性是量化节点在网络中的中心性程度

的重要指标。在城市群网络中处于相对中心位置的

城市能够享用更多资源，对其他城市有更强的影响

力。从研究范围来讲，中心性分为中心势和中心度。
中心势计量的是网络整体整合度，即整个网络的中

心化程度；中心度是对单个网络节点中心地位的量

化分析，包含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邻近中心度。
本文采用城市群经济网络中与某节点直接相连

的边数衡量该节点在网络中的中心位置程度即度中

心度。某城市的度中心度越高，说明该城市节点在

城市群经济网络中处于较为中心的位置。在城市群

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城市更易获得资源和信息，
拥有更大的权力，对其他城市有更强的影响力。城

３５

　　　　　　　　曹炜威等：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的经济联系网络结构　　



市群经济网络具有“有向性”特征，因此度中心度包

括入度和出度。出度表示该城市影响其他城市的能

力，入度表示该城市受其他城市影响的能力。
中介中心度是度量节点作为媒介者的能力，表

示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网络中其他成员的中介。节

点的中介中心度等于网络中通过该节点的最短路径

的数量与网 络 中 所 有 节 点 对 间 最 短 路 径 总 数 的 比

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ＣＢ（ｎｉ）＝∑
ｊ＜ｋ
ｇｊｋ（ｎｉ）／ｇｊｋ。 （４）

式（４）中：ＣＢ（ｎｉ）为中介中心度；ｇｊｋ 为从节点ｊ
到节点ｋ的最短路径数；ｇｊｋ（ｎｉ）为节点ｊ与节点ｋ之

间通过节点ｎｉ 的最短路径数。
邻近中心度是一个全局测度指标，用于表达城

市群经济网络成员在网络中分享资源的能力，同样

能够揭示网络的中心。邻近中心度越高，表示该城

市与城市群经济网络中其他城市的联系越紧密。根

据邻近中心度可以明确距离网络中心较远、在资源

共享和信息传递方面处于弱势的城市节点。邻近中

心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Ｃｃ（ｎｉ）＝ｎ－１／∑
ｎ

ｊ＝１
ｄｉ（ｎｉ，ｎｊ）。 （５）

式（５）中：Ｃｃ（ｎｉ）为邻近中心度；ｄｉ（ｎｉ，ｎｊ）为节

点ｎｉ 与节点ｎｊ 之间的最短路径。

３）凝聚子群。
当网络中某些行动者间的关系特别紧密以至于

结合成一个次级团体时，该团体被称为凝聚子群。子

群成员之间具有相对较强的、直接的、紧密的、经常的

或积极的联系。社会网络分析的任务之一就是挖掘

网络中存在多少这样的子群、子群内部成员间关系的

特点是什么以及各子群如何凝聚成更大子群。

３　实证分析

３．１　研究范围与数据获取

本文以成渝经济圈城市群为研究对象。成渝经

济圈横跨四川省和重庆市，位于“一带一路”与长江

经济带交汇处，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综合竞争力

最高的经济体之一，具体自然资源条件得天独厚、产
业结构完整、交通网络发达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

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成渝经济圈各城

市在信息、产业、市场、公共服务和生态文明等领域

加强一体化建设，建立了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形成

了竞争力较强的城市集群，成渝经济圈城市群表现

出明显的网络结构特征。目前学界对成渝经济圈城

市群的范围尚无统一界定。根据城市经济学的相关

理论，城市群研究关注的是实际景观上的城市，而非

行政意义上的城市。结合功能互补性、联系紧密度、
地理邻近性及节点－连线的网络分析方法，本文将包

括成都、绵阳、德阳、眉山、资阳、遂宁、乐山、自贡、内
江、南充、宜宾、达州和广安在内的１３个地级市及重

庆主城区纳入成渝城市群经济网络进行研究。考虑

到重庆作为直辖市具有地域广阔的特征，以及研究

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本文将重庆下辖的、经济体

量和人口总量排名较前的万州、涪陵、永川、合川和

綦江作为辅助节点也纳入网络。
考虑到城市经济发展数据的可得性和城市间经

济联系的计算简便性，本文从２０１３年的《四川统计

年鉴》《重庆统计年鉴》作为原始数据来源，从中选取

城市市区ＧＤＰ和非农业人口的数据。基于前文提

及的修正引力模型，本文计算得出成渝经济圈城市

群２１个城市节点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同时，为了避

免网络出现封闭子环，本文设定城市与自身的经济

联系强度值为０。图１为经济联系强度ｔｏｐ５０的城

市群经济网络拓扑仿真结构图，连接两城市间的有

向线段反映了两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方向。

图１　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网络结构图

３．２　结果分析

１）经济联系强度分析。
图２是成渝 经 济 圈 中 经 济 联 系 强 度 排 名 前１０

位的城市点对，分别为成都－德阳、成都－绵阳、成

都－资阳、成都－眉山、重庆－成都、重庆－涪陵、重
庆－合川、重 庆－永 川、重 庆－泸 州 以 及 重 庆－綦

江。从图２可以看出，成都和重庆是成渝经济圈的

经济联系中心，以两者为中心，对外形成典型的星形

辐射结构。在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网络中，经济

联系强度排名前１０线路的经济联系强度之和占所

有城市对经济联系强度总和的２８％，说明成渝经济

圈城市群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具有不均衡性，
表现为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经济联系较强、其他

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相对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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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成渝经济圈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ｔｏｐ１０

２）网络密度分析。
网络密度反映了网络中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

度和网络整体的开放程度。网络密度越大，表明城

市间经济联系渠道和合作行为越多，网络对成员影

响以及网络成员间相互影响的可能性越大。软件计

算结果显示，２０１３年成渝经济圈城市群整体的网络

密度为０．７２４，说 明 成 渝 经 济 圈 城 市 群 经 济 网 络 的

网络密度较高。网络中各城市节点在经济上有着较

强的相互影响作用，城市集群优势明显。随着区域

经济联系的加深和资源整合强度的加大，城市间经

济联系强度必然呈现出继续增大的态势。网络密度

值越高，意味着城市间的相互影响作用越大，经济联

系强度越大，城市集群优势越发凸显。值得注意的

是，各城市建立经济联系必然产生相应的交易成本，

而资源利用效率取决于经济联系带来的收益与成本

的综合比较，因此只有合适的网络规模和密度才能

保证城市的有机协调发展。

３）网络中心性分析。
本文从中心度和中心势两个方面探讨网络中心

性。中心度用于从个体层面对网络进行量化分析，
中心势刻画了整体网络的中心化程度。其中，度中

心性和邻近中心性均由出度和入度进行度量。
借助Ｕｃｉｎｅｔ６．２３２软件进行计算，结果显示：成

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网络的度中心度的出度中心势

为３０．３％、入度中心势为２．７３％，两者存在显著差

异。从出度中心势可以看出，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

济网络呈明显的集聚趋势；入度中心势较低，说明该

网络的集中趋势相对较弱，属于相对均衡。对该结

论的解释如下：成渝经济圈城市群内成都和重庆两

个中心城市利用资金、物流和信息等资源集中的优

势，对周边城市产生了显著的外部性作用；被动经济

作用方面，群体内城市相对均衡地受其他城市的影

响。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网络的中介中心势仅为

２．９１％，中介中心势较低表明成渝经济圈城市群内

处于中介位置、控制资源的城市较少，缺乏除成都和

重庆之外的其他枢纽城市。邻近中心势反映了网络

中节点不受其他节点控制的能力。成渝经济圈城市

群经济网络的邻近中心性的出度中心势和入度中心

势分别为３１．７９％和３１．０９％，表明该网络的资源流

动能力较强。表１列 示 了 成 渝 经 济 圈 城 市 群 中２１
个城市节点在整体网络中的中心度及其排序结果。

表１　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网络的中心度测度及排序结果

排序

序号

度中心度 中介中心度 邻近中心度

城市 出度 城市 入度 城市 中心度 城市 出度 城市 入度

１ 重庆 １５６７ 德阳 ３２２ 成都 １５．５５ 遂宁 ９５．２４ 重庆 １００．００
２ 成都 １２０３ 眉山 ３０２ 重庆 １２．８１ 南充 ９０．９１ 自贡 １００．００
３ 自贡 ２２７ 自贡 ２７５ 南充 ９．６６ 合川 ９０．９１ 泸州 １００．００
４ 泸州 １４４ 泸州 ２７２ 遂宁 ８．７３ 重庆 ９０．９１ 成都 １００．００
５ 绵阳 １１６ 合川 ２５３ 合川 ７．７７ 自贡 ８６．９６ 绵阳 １００．００
６ 内江 １１０ 内江 ２４７ 泸州 ７．４６ 泸州 ８６．９６ 南充 ９５．２４
７ 宜宾 ８９ 成都 ２４６ 自贡 ７．４６ 成都 ８６．９６ 遂宁 ８６．９６
８ 乐山 ８６ 重庆 ２３７ 乐山 ７．０６ 綦江 ８３．３４ 合川 ８６．９６
９ 合川 ８６ 綦江 ２３１ 绵阳 ５．８６ 内江 ８３．３４ 宜宾 ８６．９６
１０ 南充 ８５ 永川 ２２３ 涪陵 ４．５０ 绵阳 ８０．００ 内江 ８３．３４
１１ 德阳 ７５ 涪陵 ２２３ 宜宾 ３．４２ 宜宾 ８０．００ 乐山 ８３．３４
１２ 永川 ７４ 绵阳 ２０１ 眉山 ３．３４ 永川 ８０．００ 涪陵 ８３．３４
１３ 涪陵 ６４ 资阳 １８１ 内江 ２．７２ 乐山 ８０．００ 永川 ８０．００
１４ 眉山 ５０ 遂宁 １７８ 綦江 ２．６４ 广安 ７６．９３ 资阳 ８０．００
１５ 遂宁 ４８ 南充 １７４ 永川 ２．０６ 资阳 ７６．９３ 德阳 ７４．０８
１６ 资阳 ４５ 乐山 １６５ 资阳 １．４６ 眉山 ７６．９３ 万州 ７４．０８
１７ 綦江 ４３ 宜宾 １４０ 德阳 ０．８９ 德阳 ７４．０８ 綦江 ７１．４３
１８ 万州 ２８ 广安 １２５ 万州 ０．７７ 涪陵 ７４．０８ 眉山 ６８．９７
１９ 广安 ２０ 达州 ６７ 达州 ０．５６ 达州 ７１．４３ 达州 ６２．５０
２０ 达州 １５ 万州 ６２ 广安 ０．３８ 雅安 ６６．６７ 广安 ６０．６１
２１ 雅安 ３ 雅安 ５４ 雅安 ０ 万州 ６４．５２ 雅安 ５４．０６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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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表２可以得出，度中心度指标中的出度呈

两极分化态势，即重庆和成都的出度远高于其他城

市，反映出重庆和成都在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网

络中居于核心地位，是区域内两大资本、文化、信息

和技术的扩散辐射点。随着西部地区融合发展的推

进，重庆和成都将进一步对周边城市产生外部性经

济效应，带动城市群联动发展。相对于成都和重庆，
其他城市的对外经济辐射作用较弱。万州、广安、达
州和雅安４个城市在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网络中

居于外围位置，其入度和出度较低，自身对其他城市

的经济辐射作用较弱，同时未能有效接受周边城市

的经济影响。对比各城市节点的入度值，可以看出：
德阳、眉山、自贡和合川等城市在成渝经济圈城市群

内的经济活动活跃，积极主动地与其他城市建立联

系、吸收外部资源，利用“溢出效应”发展自身。
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网络的中介中心度均值

为５．０、标准差为４．２０３，整体上处于较低水平。表１
所示的数据显示：成都和重庆的中心度高于其他城

市，说明两者在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网络中处于

中心位置，与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十分紧密。除此

之外，相当多的经济联系是通过南充和遂宁建立的，
说明两者是联系其他城市的重要中介，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经济圈城市群内其他城市间的交流和合作。
相对而言，德阳、万州、达州、广安和雅安的中介中心

度较低，尤其是雅安，在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网络

中几乎没发挥中介作用。
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网络的邻近中心度均值

较高、分布均衡，表明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网络居

于较强的整体联结性，一体化程度较高。成渝经济

圈城市群经济网络的邻近中心度显示：遂宁、南充、
合川、重庆、自贡、泸州和成都７个城市的外向邻近

中心度较高，说明这些城市与其他城市的联系密切，
对外经济联 系 较 少 受 到 其 他 城 市 的 影 响；重 庆、自

贡、泸州、绵阳和成都的内向邻近中心度相对较高，
表明对内经济联系受其他城市的影响较小。

４）凝聚子群。
凝聚子群分析是基于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网

络的结构，探讨其中的小团体聚集现象。凝聚子群

并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城市联盟，而是用以说明团体

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程度，重点体现经济层面的亲

疏关系。
本文借助 Ｕｃｉｎｅｔ软 件 的 迭 代 相 关 收 敛（ＣＯＮ－

ＣＯＲ）法进行 非 重 叠 性 聚 类 分 析，结 果 显 示 在 二 级

层面形成 了４个 城 市 子 群（见 图３）。分 析 图３可

知：２０１３年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网络在二级层面

上大致包含以下凝聚子群：一是以成都为中心，由德

阳、绵阳、眉山、乐山、资阳和雅安构成的凝聚子群；
二是由内江和自贡组成的子群与由宜宾和泸州组成

的子群相互作用形成的凝聚子群；三是由南充、遂宁

和广安形成 的 子 群 与 达 州 相 互 作 用 形 成 的 凝 聚 子

群；四是由重庆带动涪陵、合川、綦江、永川和万州构

成的凝聚子群。结合图２和图３可以看出，凝聚子

群与城市群的地理位置分布基本一致，同一凝聚子

群内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具有很强的相似性。
从子群分布情况来看：第一子群中成都与位于

其北部的德 阳 和 绵 阳 的 直 接 经 济 联 系 活 动 相 当 活

跃，对位于其南部的眉山、乐山、资阳和雅安居于较

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从而形成以成都为核心的圈

层经济联系结构；重庆利用自身的资源禀赋和优势，
与涪陵、合川、永川和綦江建立了较强的经济联系，
推动了周边地区共同发展。在整个成渝经济圈内，
成都和重庆因连接了众多城市而具有很高的空间支

配地位，从而印证了成渝经济圈典型的双核带动型

城市群结构。位于成渝联线中轴线上的内江、自贡、
宜宾和遂宁形成了两个与成都、重庆并列的凝聚子

群，由此可以看出成渝之间的广阔地域尚未出现具

有核心功能的城市，城市集群格局有待加强。

图３　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网络的

凝聚子群分析结果

４　结论与政策

本文基于修正的引力模型，借助社会网络分析

方法，对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网络进行了量化分

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成渝经济圈城市群已形成

实际意义上的经济联系网络，城市群内的经济联系

比较紧密；第二，成渝经济圈城市群内基本形成了以

成都和重庆为核心驱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的格局，
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具有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第

三，成渝经济圈城市群内存在明显的城市子群，城市

群的网络协同力正逐步发挥作用。城市群发展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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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促进群内城市间资本、信息和产品等要素的自

由流动，逐步形成多中心、协同发展的网络式区域体

系。根据实证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成渝经济圈城市

群经济网络结构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成渝经济圈城市群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

不均衡。强经济联系主要集中在成都、重庆及其邻

接城市之间，而处于成渝连线中轴线附近的城市之

间的经济联系较弱，且它们与成渝两城市的经济联

系也较弱，网络结构的不对称性严重。
第二，成渝经济圈城市群形成了以成都和重庆

为中心的、典型的双核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经

济网络结构。成都和重庆凭借自身发展带动周边城

市间的产业优势互补、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但是，城
市群内缺乏可承接产业转移、能成长为新兴经济增

长点的次级枢纽中心。
第三，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网络整体的网络

密度为０．７２４，城市群内存在４个地方性城市子群，
各子群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密切，但各子群间的联

动较少，尚未形成具有桥联接功能的次级枢纽城市，
城市群的网络一体化程度不高。

针对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经济网络存在的上述问

题，笔者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各城市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

水平，按照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要求，跨区域地整合

群内的资源和要素，结合城市优势制定不同的发展

战略，科学合理地进行城市定位，避免城市间的恶性

竞争。同时，应进一步加大融合力度，加强边缘城市

与成渝以及边缘城市的经济联系，积极推动成渝经

济圈城市群的经济一体化发展。
第二，四川 省 应 积 极 发 展 川 南（内 江、自 贡、宜

宾、泸州）、川东北（遂宁、南充、广安、达州）城市网络

子群，打造成渝城市群的新区域增长极；鼓励城市群

内各层次的城市建立横向多变关系，改善城市群的

网络化层次结构，探索多中心协同发展之路。
第三，地方政府应充分挖掘成渝经济圈内各城

市子群的优势特色产业，大力促进子群间的产业融

合与协作，促进各子群的优势产业向集群化发展，实
现成渝经济圈城市群的协同、共生发展；构建适合网

络化发展的成渝经济圈城市群治理机制，提高城市

群整体的聚合力，形成实现良性发展的空间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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