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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城市经济联系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魏 珊，陈美琪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武汉 430072）

摘 要：对城市间经济联系的认识是评价区域战略和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的基础。文章通过建构
引力模型，对湖北省17个地市级城市的经济联系进行了量化，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在Ucinet软件下对湖
北省17个地级市的网络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得出了湖北省城市经济联系的基本状态，这种状态的认识对于
区域经济的发展是有益的。结果显示，湖北省城市的经济联系正在日益的紧密。武汉市具有强烈的影响力，襄
阳和宜昌两个副中心城市的外向影响力也在增强，这有利于带动湖北西部城市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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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家实施区域统筹发展的目标，对于改善中国区域内

部不均衡发展的状态是深有裨益的。经济发展是历史传

承、资源禀赋差异，以及现实的努力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

的结果，其中更加重要的是，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

联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任何区域的发展不是孤立

的，它是立足于其他经济体系与之进行经济交往的过程中

才得以发展的。一个孤立、封闭的区域，一定是一个没有

经济活力的区域。因此，对城市经济联系的研究是有现实

和理论意义的。理论上，对城市经济联系的研究，有助于

认识到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现实意义上，对城市

联系的研究，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时获

得一些有益的参考。

本文立足于分析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并以此为基础分

析湖北省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湖北省作为中部崛起的

核心城市，处于五省通衢的中心地带，因此，本文将以湖北

省内经济发展中的城市经济联系为核心研究对象，来分析

城市经济联系如何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

1 模型构建

1.1 数据来源

在数据来源上，本文的数据来源于湖北省2006年、

2010年和2014年的《统计年鉴》。2006年、2010年、2014

年分别是湖北省“十一五”和“十二五”的起始年份，选择上

述年份作为时间节点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起始年份城市经

济联系的考察，形成一个时间系列，最终总结出城市经济

联系的发展动态，从而清楚认识其发展的基本规律。

在城市选择上，本文采取地市级行政级别作为城市联

系的网络节点。湖北省包括1个副省级市、11个地级市、1

个自治州、3个省直管市和1个林区，合计17个地市级城

市。本文选取这17个城市作为研究的节点，分析它们之

间的经济联系及其动态发展过程。

1.2 城市经济联系的引力模型

自1942年Zipf首次将万有引力定律引入到城市群的

经济联系上以来，他建立的引力模型已经成了测算城市间

经济联系的基础工具。本文采用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对湖

北省内的经济联系进行测算，为社会网络分析提供基础数

据。

经典经济引力模型为：

Rij =
PiGi * PjGj

D2
ij

Pi 和 Pj 表示两个城市的总人口数, Gi 和 Gj 表示两

个城市的工业总产值，表示为城市i和城市j之间的交通

距离。

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互相之间的贡献度是不同的，甲城

市对乙城市的影响和乙城市对甲城市的影响是不相同的，

为了解决它们之间彼此贡献度的不同，本文引入参数k来

表示经济贡献度，对引力模型进行了一些修正。

修正后的引力模型为：

Rij = kij*
PiGi × PjGj

D2
ij

kij =
Gi

Gi +Gj

其中 Rij 代表城市i对城市j的经济联系，而 kij 用以表

示城市i对两个城市间经济联系的贡献率。 Pi 和 Pj 表示

两个城市的常住人口数, Gi 和 Gj 表示两个城市的地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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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Dij 表示为城市i和城市j之间的最短交通距离。

为了获取两个城市间的最短交通距离，本文选取卫星

地图上测量的两个节点间最短直线距离作为两个城市间

的最短交通距离。

通过城市经济联系的引力模型，本文得出了城市之间

经济联系的数据（见表1），该数据构成了本文利用社会网

络分析城市经济联系的基础数据。

1.3 社会网络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的是20世纪90年代逐渐崛起的一种社

会学研究方法。它是通过对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属性加以

分析的一套理论和方法，主要用于分析不同社会单位所构

成的结构及其属性，是研究社会关系的新的范式。

社会网络分析的核心概念是网络，通过对社会网络的

分析可以揭示社会结构的本质及其演进过程。按照社会

网络分析的思想，行动者的任何行动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

互关联的。他们之间所形成的关系纽带是信息和资源传

递的渠道，而网络结构也决定了他们的行动动机及其结

果。

考虑到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影响

各不相同，构成了一个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因此借鉴社

会网络的分析方法，对城市之间的网络节点进行分析可以

总结出城市经济联系的基本特点。对于城市的发展和空

间布局的认识都会起到深化的作用。因此，本文将利用湖

北省省内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数据，在网络结构分析软件

Ucinet上进行结构分析，从而发现湖北省城市经济联系变

化的特征和规律。

2 实证分析

2.1 经济联系的整体性分析

城市经济联系的整体性分析通过网络密度表达出

来。通过将由修正后的引力模型计算得出的湖北省17个

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数据导入到软件Ucinet，生成了湖北省

17个城市间经济联系2007年、2010年和2014年的网络结

构图演进图（见图1）。

2006年

2010年

2014年
图1 湖北省各城市间经济网络结构演进图

通过计算上述三个城市经济联系的网络密度，得到表

2。

网络密度反映的是城市

经济联系的强度状态，从总

体上看，2006—2014年间，湖

北省17个城市间的经济联

系网络密度由0.636增长至

0.8346，增速为31%，网络紧

密程度增加明显。这表明17

个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广

泛，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经济

交流增加了。

2.2 城市经济联系的内部

结构分析

城市经济联系的内部结

构主要是分析城市节点中对

其他城市的影响情况，进而

2007

武汉

黄石

十堰

宜昌

襄阳

鄂州

荆门

孝感

荆州

黄冈

咸宁

随州

恩施

仙桃

天门

潜江

神农架

武汉

0

9

0

2

3

3

1

39

3

30

4

1

0

2

1

0

0

黄石

59

0

0

1

1

19

1

4

1

74

4

0

0

1

0

0

0

十堰

3

0

0

2

7

0

1

1

1

0

0

0

0

0

0

0

0

宜昌

8

0

1

0

6

0

6

1

10

1

0

1

1

0

0

0

0

襄阳

11

1

3

6

0

0

5

2

3

1

0

2

0

0

0

0

0

鄂州

49

46

0

0

1

0

0

4

1

894

3

0

0

0

0

0

0

荆门

10

1

1

12

11

0

0

3

15

1

1

1

0

1

1

1

0

孝感

249

4

1

2

4

1

2

0

4

11

2

3

0

3

2

1

0

荆州

16

1

1

17

5

0

12

3

0

2

1

1

1

2

2

3

0

黄冈

201

75

0

1

2

385

1

11

2

0

6

1

0

1

1

0

0

咸宁

48

7

0

1

1

2

1

4

2

10

0

1

0

1

1

0

0

随州

14

1

1

2

7

0

2

6

2

2

1

0

0

1

1

0

0

恩施

2

0

1

3

1

0

1

0

1

0

0

0

0

0

0

0

0

仙桃

27

1

0

1

1

1

2

7

4

3

2

1

0

0

5

3

0

天门

16

1

0

2

2

0

3

7

6

2

1

1

0

6

0

5

0

潜江

8

1

0

2

1

0

3

3

10

1

1

1

0

4

5

0

0

神农架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表1 湖北省城市之间经济联系强度（2007年）

注：本文只列举了2007年湖北省城市经济联系数据，2010年和2014年数据都是按照这种方法取得。

经 济 实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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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出主要影响其他城市的状态和受其他城市影响的状

态。反映城市经济联系内部结构的指标包括点入度和点

出度。通过Ucinet软件计算2006年、2010年和2014年17

个城市的点入度和点出度，可以得出湖北省城市的受影响

和影响的变化情况。

图2有如下特征：

（1）湖北省各个城市的点入度和点出度都随时间的演

进出现了增加的趋势。这种趋势反映出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湖北省城市之间影响其他城市和受其他城市影响的

程度都增加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湖北省城市之间

经济联系的加强状态。

（2）在点入度方面，点入度是反映城市受其他城市影

响程度的指标。湖北省17个城市中点入度增加较快的城

市是鄂州、黄冈、孝感和黄石。而这些城市刚好是武汉城

市经济圈的核心城市。这说明随着武汉城市圈的建设，通

过武汉—鄂州，武汉—孝感，武汉—黄石城际铁路的开通，

围绕武汉的几个城市受到武汉的影响越来越大。

（3）在点出度方面，点出度是反映城市影响其他城市

能力的指标。湖北省17个城市中点出度增加较快的城市

是黄冈—武汉和鄂州。黄冈—武汉和鄂州，都是武汉城市

圈的城市。这些城市彼此相互影响和融合，促进了本地区

经济的发展。

（4）其他城市的点入度和点出度都不明显。从点入度

和点出度的考察可以看出来，湖北省城市在地域上存在比

较大的分层，一方面是武汉城市圈建设所带来的城市之间

相互影响的加强，另一方面是武汉城市圈外的城市之间彼

此联系的相对弱化。

2.3 城市经济联系的功能演化分析

城市经济的功能演化分析是通过凝聚子群分析

（CONCOR）来进行的。凝集子群分析是分析城市经济联

系的内部功能分类。通过凝聚子群分析可以看出城市经

济联系内部的分类板块。通过对2006年、2010年和2014

年的经济联系进行凝聚子群分析，凝聚子群分析的结果见

表3。

表3 湖北省各城市间经济关系网络凝聚子群分析结果

子群

1

2

3

4

5

6

7

2006

武汉、黄石、咸宁、
孝感、黄冈

鄂州

荆门、随州

天门、潜江、仙桃

神农架

恩施、十堰

襄阳、宜昌、荆州

2010

武汉、黄冈、孝感

随州

咸宁、天门、仙桃、黄石

潜江、鄂州

荆州、神农架

十堰、恩施

荆门、宜昌、襄阳

2014

武汉、黄石、咸宁、黄冈

襄阳、随州、荆门、孝感、荆州

鄂州、天门、仙桃

潜江

神农架

十堰、宜昌

恩施

表3具有如下特点：

（1）城市经济经济联系内部模块之间存在交融现象。

在上述城市经济联系的功能模块上，尽管在软件上分为了

7个类别，但是这7个类别大致可以分为武汉都市圈（武

汉、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和湖北

西部地区（襄阳、荆州、宜昌、十堰、荆门、随州、恩施和神农

架林区）。从2014年开始，来自不同区域范围的城市构成

的凝聚子群从原来的子群中脱离出来，跑进了对方的凝聚

子群中去了，例如襄阳、随州、荆门、孝感、荆州。这说明湖

北省省域内部各城市间的关系紧密状况开始打破地域限

制，出现缓慢融合状态，湖北省省域内区域经济一体化进

程正在缓慢进行。

（2）湖北省实施的“一主两副”的区域战略已经开始发

挥作用。为了缓解武汉经济独大的局面，湖北省开始实施

“一主两副”区域战略，即在发展武汉的同时，大力发展以

襄阳和宜昌为副中心的城市发展战略。从凝集子群的状

态来看，这两个城市当前都已经成为了独立的模块。从襄

阳和宜昌的点入度和点出度的数据中可以观察到，围绕在

2个城市周围的城市（随州、荆门、荆州、十堰、恩施和神农

架林区）的点入度都大于自身的点出度。这说明襄阳和宜

昌两个城市现在开始对周边产生辐射效应。

3 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对湖北省省域内部的城市经济联系研究，本文得

出如下结论：

（1）湖北省省内城市的经济联系呈现出强化的态势，

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经济交往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些

说明湖北省城市建设的总体战略规划从总体上看是有效

和合理的。

（2）通过湖北省城市经济联系的社会网络分析可以看

到，湖北省城市经济联系的核心还是集中在以武汉为核心

的武汉都市圈带上。湖北省中西部之间以及中西部各自

与武汉城市圈的联系相对较弱。西部城市群相对处于弱

化地位，辐射效应和带动效用都比较弱。同时西部城市群

带与武汉城市圈带的联系也相对较弱。这种城市经济联

系显示出湖北省当前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性状态。

鉴于此，为了促进湖北省城市经济联系的加强和一体

化进程，以及推动湖北省区域经济均衡化的进程，本文在

湖北省区域经济发展上有如下政策建议：

经 济 实 证

(a)点入度 (b)点出度

图2 湖北省城市经济联系中城市影响和受影响随时间演变图

年份

网络密度

2006

0.636

2010

0.7647

2014

0.8346

表2 湖北省各城市间经济联系网络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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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宜昌和襄阳为中心的副中心城市进行资源政策

的倾斜，以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上一个台阶。宜昌和襄阳

两个城市在中国古代是湖北省西部的重要城市，当地的资

源丰富，也是当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在近现代，在中国

区域经济的发展中有些黯然失色。但是，当地的发展优势

和潜力并没有消失。其中，宜昌不仅凭借三峡工程大力发

展旅游业，还通过建立夷陵、西陵等经济开发区发展化工

医药、食品饮料、机械电子等轻工产业作为经济发展支柱；

而襄阳作为汽车动力和零件制造基地，通过建立国家高新

技术开发区，大力发展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新能源新材料

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等制造业，还深度开发旅游资源，

发展旅游行业。因此在对宜昌和襄阳进行政策扶持的基

础上，当地重新成为地区发展的中心是可行的。然而，宜

昌和襄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如支柱产业单

一，民营企业发展较慢，缺乏国内和国际竞争力；产业结构

不均衡，第三产业比重不足等。这需要对宜昌和襄阳的本

地优势进行重新认识，对资源禀赋进行再评估。湖北省在

进行区域规划和发展时，对两个副中心应当进行有针对性

的政策优惠和扶持，才有利于把两个城市培育成区域经济

新的增长点。

（2）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例如交通、通信等各种城市联

系的互联互通上，进行综合规划，将西部地区的发展纳入

到整个省域经济的总体发展战略中来，避免地区规划中的

遗漏和欠缺。湖北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鲜明

的民族文化，在2008年湖北省提出组织建设“鄂西生态文

化旅游圈”，力图以旅游业为切入点，全面发展西部经济，

打造一个涵盖农业、轻工业、制造业和旅游业的具有综合

竞争力的系统综合圈。但是，湖北西部旅游资源多集中于

山区，交通设施建设落后，许多景区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旅

游设施水平较低，并且地区间缺乏统一规划和合作，大旅

游产业体系尚未建立。因此，全面提升湖北西部基础设施

条件为打破地理限制，促进区域合作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同时湖北西部左右毗邻成渝经济区和武汉都市圈，随

着两大城市群的崛起，其受到的影响力会逐渐加大，因此，

不仅需要从整个区域的角度去打造内部互联互通的网络

结构，同时也要与武汉都市圈等构建联系网络，以整个省

域甚至全国为视角进行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整体规划。

（3）在人员、物资要素流动上，鼓励区域内部的经济交

往，突破行政壁垒，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湖北西部地区多

山区，交通、通讯等设施落后，产业投入、经营体制单一，缺

乏资源整合、市场合作理念，各地区发展各自为政，协调管

理困难。因此，为促进湖北西部经济发展，各地区应当协

同合作、互通有无，大量组织展开人才、技术等资源交流活

动，促进整个区域产业链形成，从而使得各地区在拥有自

身主导特色的同时也是整个地区产业链中的一环，形成一

个环环相扣又不失各自特色的系统综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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