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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黄河流域中上游兰西、宁夏沿黄、呼包鄂榆和关中城市群为研究区域，运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等
方法，测度各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分析城市群内部城市等级结构，从中心性、网络密度和凝聚子群 3 个方面对各城
市群网络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 1) 各城市群内城市等级结构不一，兰西、宁夏沿黄和关中均分为 3 个等级，呼包
鄂榆中缺少三级城市;各城市群市( 州) 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与其市( 州) 等级划分呈现一定协同性。( 2) 各城市群
内经济联系总量及紧密程度不一，兰西、宁夏沿黄、呼包鄂榆内市与市间的经济联系总量最小，但联系最紧密，县与
县间联系总量最大，但联系最松散; 关中则市与县间联系总量最大且联系最紧密。( 3) 各城市群的网络结构存在差
异，关中对外经济吸引辐射能力、中介能力均最强，宁夏沿黄最弱;网络密度上，呼包鄂榆和关中网络密度较高，兰西
和宁夏沿黄较低。( 4) 对各城市群进行聚类分析，兰西、宁夏沿黄凝聚子群基本依赖行政区划分，呼包鄂榆、关中凝
聚子群分割行政区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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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城市群是地理空间上临近、联系密切的多个城市中

心及周围地区的集合体，是不同于城市、省份、国家的独
特经济单元。城市群与其周围区域之间的空间互动对
周围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
深刻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对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
系及网络结构进行分析是优化城市群经济整体运行的
基础［1］。

国外从城市群层面对经济联系结构体系的研究起
源于 1957 年 J． Gottmann 的大都市带理论，他认为大都
市带在人口和经济活动等方面存在密切联系［2］。L．
Mumford的区域整体理论概括了城市与其所在区域之间
的关系［3］。在实证方面，E． L． Ullman构建空间相互作用
的量化模型，为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奠定了实证基
础［4］。我国城市( 或区域) 间经济联系研究多为定性分
析，1990 年后才引入数学模型进行定量计算。在研究方
法上，主要运用重力模型［5 － 6］、Multilevel p2 模型［7］、隶属
度和可达性分析［8］、城市流分析［9］、节点和线路分析［10］

等方法对空间经济联系进行分析; 在研究内容上，以省

市间或内部区域城市单向经济联系强度分析居多; 在研
究区域上，多以城市群为单位，集中在京津冀［11］、长三
角［12］、珠三角［13］、中原城市群［14］等中东部发达地区的城
市群。也有基于流域视角的研究，但多集中在长江经济
带［15 － 16］，对黄河流域分布的城市群经济联系测度少且均
是对单个城市群的研究，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兰西［17］、
关中［18 － 19］、呼包鄂榆［20］、宁夏沿 黄［21 － 22］、山 东 半
岛［23 － 24］等城市群。现有对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网
络结构的比较研究主要有苗洪亮等［1］基于综合引力模
型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内部的经济联系和等级结
构的分析，曾鹏等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引力模型对中国
十大城市群的经济联系和网络结构的研究［25］以及王圣
云等基于时间距离和社会网络分析对长江经济带城市
群经济联系网络结构的分析［26］，缺乏对黄河流域城市群
之间的比较研究。

黄河流域城市群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
带，也是推动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2019
年，黄河流域中上游 4 个城市群面积占黄河流域面积的
25． 68%，人口规模占黄河流域的 28%以上，经济总量占
黄河流域的 47%以上。因此，本研究以黄河流域中上游 4
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借助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
定量测度经济联系度，比较分析其网络结构，为促进区
域经济增长、各城市群规划、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1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区域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黄河流域中上游兰西、宁夏沿黄、呼包鄂
榆和关中 4 个城市群包括的所有市( 州) 及其所辖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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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单元，共计 213 个。距离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社
会经济数据来源于 2020 年各省 ( 市、区) 统计年鉴和
2019 年各市统计公报及政府官网，部分缺失数据利用插
值法补齐。
1． 2 研究方法
1． 2． 1 中心职能强度。选取各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
( Gi ) 、城市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数( Si ) 、城镇人口( Pi ) 、
固定资产投资额( Ai ) 计算各城市群城市的中心职能强
度值。公式如下:

KGi
=

Gi

1
n∑

n

i = 1
Gi

; K = KGi
+ KSi + KPi

+ KAi
。

式中: KGi 为经济中心职能度; i为城市; n 为城市数量; Gi

为地区生产总值; K 为各城市中心职能强度值; KSi 为教
育中心职能度; KPi 为人口中心职能度; KAi 为资本潜力

中心职能度。
1． 2． 2 引力模型。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27］构建黄河流
域中上游 4 个城市群的经济联系网络。计算公式:

Fij = Vi ( Vi + Vj ) × PiV槡 i × PjV槡 j d2ij 。

式中: Fij 为两城市间的引力值; i，j 代表不同的城市; Pi，
Pj 为两城市的年末总人口; Vi，Vj 分别为两城市的国内生
产总值; d为距离，取两城市间的最短公路距离。
1． 2． 3 社会网络分析法。( 1 ) 中心性分析。利用外向
程度中心度、内向程度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定量测度城
市群的对外吸引辐射能力以及中介能力［28］。( 2 ) 整体
网络密度分析。通过定量计算黄河中上游四大城市群
各个城市群网络密度，分析群内经济联系疏密情况［29］，
网络中的经济联系越密切，经济形态越聚集。( 3 ) 凝聚
子群分析。利用 Ucinet 6． 0 中的迭代相关收敛法对各城
市群内微观结构进行聚类分析，每一组凝聚子群是多个
经济联系较强且结构类似的县区集合，进而考量黄河中
上游 4 个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 1 黄河中上游城市群等级梯度分析

参照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30］，计算各城市群城市的
中心职能强度值，根据计算结果( 表 1) ，兰西城市群中兰
州和西宁的中心职能强度值远远大于其他地区，因此，
列为一级，白银、定西、海东、临夏列为二级城市( 州) ，海
北、海南、黄南中心职能强度值接近且较小，故将其列为
三级市( 州) 。宁夏沿黄城市群中银川的中心职能强度
值远远大于其他 3 个城市，故将它列为一级城市，吴忠
列为二级城市，石嘴山和中卫的中心职能强度值接近且
较小，将其列为三级城市。呼包鄂榆和关中城市群中包
头和呼和浩特的中心职能强度值明显大，鄂尔多斯和榆
林的中心职能强度值接近，因此，将呼包鄂榆中的城市
划分为两个等级，群内缺乏三级城市，城市经济吸引和
辐射梯度不完整。关中城市群中西安的中心职能强度

值均远高于其他城市，将其单独列为一级，宝鸡、咸阳、
渭南的中心职能强度值接近，且均在( 3，10 ) 之内，将其
列为二级，其余的列为三级，呈现出以西安为中心的单
核心多层级空间分布格局。

表 1 黄河中上游城市群市(州) 中心职能强度及等级划分
Tab． 1 Center functiona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
tion of cities ( states) in fou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Ｒiver

城市群 市( 州) 等级
划分

中心职能
强度值

中心职能强度
分级标准

兰西

兰州
西宁
定西
临夏
白银
海东
海北
海南
黄南

一级

二级

三级

16． 4
7． 0
3． 6
2． 5
4． 9
2． 7
0． 5
0． 9
0． 6

＞ 6

2 ～ 6

0 ～ 2

宁夏沿黄

银川
吴忠
石嘴山
中卫

一级
二级

三级

7． 3
3． 8
2． 7
2． 2

＞ 7
3 ～ 7

0 ～ 3

呼包鄂榆

包头
呼和浩特
鄂尔多斯
榆林

一级

二级

4． 8
4． 5
3． 1
3． 6

＞ 4

3 ～ 4

关中

西安
宝鸡
咸阳
渭南
铜川
商洛
运城
临汾
天水
平凉

一级

二级

三级

20． 7
3． 3
3． 7
3． 5
1． 0
1． 7
2． 5
2． 6
2． 1
1． 3

＞ 10

3 ～ 10

0 ～ 3

2． 2 黄河中上游城市群经济联系强度分析
根据引力模型，测算各城市群内经济联系强度( 图

1) ，分析群内经济联系情况。由结果可知:兰西、宁夏沿
黄、呼包鄂榆内 3 个层次间的经济联系总量表现趋同:
县与县 ＞市与县 ＞市与市。原因是兰西、宁夏沿黄、呼
包鄂榆强经济联系在一级城市所辖县区之间，增加了县
与县整体经济联系强度;关中为市与县 ＞县与县 ＞市与
市，原因为关中一、二级城市与所辖县区之间相互的经
济联系较强且联系值分布梯度均匀; 分析各层次网络密
度，兰西、宁夏沿黄、呼包鄂榆表现为市与市 ＞市与县 ＞
县与县，说明市与市之间经济联系最紧密，其次是市与
县、县与县，关中为市与县 ＞市与市 ＞县与县，市与县之
间的经济最集聚。

经分析表明各城市群市( 州) 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
与其市( 州) 等级划分呈现一定的协同性，城市群中的核
心城市及节点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基本能够反映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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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的经济联系情况。因此，兰西经济联系强度整体上
遵循空间距离衰减规律，其中兰州和西宁与其他市( 州)
的经济联系强度最强，白银、定西、临夏、海东与其他市
( 州) 的经济联系强度次之，而海北、海南和黄南与其他
市( 州) 的经济联系强度最弱，同时这也对应着兰西城市
群的一、二、三级城市( 州) ;兰州和西宁作为兰西城市群
的核心城市，优越的区位条件更易于人流、物流的集聚，
易于与其他市( 州) 产生一定的经济联系，加之“兰白一
体化”的推进和“西宁－海东”经济圈的发展也使得白银
和海东与其他市( 州) 的经济交流较频繁。但需指出的
是，兰州的经济联系程度最高，与群内其他市都有一定
的经济联系，但这种单中心的发展不利于整个城市群的
协调发展。呼包鄂榆为资源导向型城市群，大部分资源

聚集在“呼包鄂”金三角地区。该区域发展时期较长，在
基础设施方面占有优势，资源交流频繁，经济联系密切，
群内经济联系主要集中在该地区且呈多中心发展格局，
但其三者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不高，其中包头与鄂尔多
斯的经济联系最强，呼和浩特与包头的经济联系较强，
呼和浩特与鄂尔多斯的经济联系较弱。

关中群内极化现象明显，具有整体弱局部强的特
点。西安是国际性大都市，也是关中城市群核心城市，
有优越的区位条件，与其他市的经济联系总量最大。咸
阳、渭南、宝鸡次之，原因是咸阳、宝鸡、渭南分布在西安
的周围，是西安和三级城市之间重要的经济“中介站”，
与其他市有一定的经济联系，三级城市与其他城市的经
济联系量居于最后。

图 1 黄河中上游城市群内部经济联系
Fig． 1 Internal economic contact of the fou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Ｒiver

说明:底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 http: / /bzdt． ch． mnr． gov． cn / ) 下载，审图号为 GS( 2020) 4617。

相比于其他城市群，宁夏沿黄体量小，城市之间的
经济联系小，以银川为中心，吴忠、石嘴山依次递减，中
卫最低，群内整体上呈“分散式”发展。其中银川与吴忠
的经济联系强度最强，这主要由于吴忠人口数量多，地
区生产总值大，距离银川最近，而中卫与银川的经济联
系强度最弱，这主要由于中卫地处宁夏、甘肃和内蒙古

三省份交界处，地理位置偏僻，人口数量少，地区生产总
值小，距离银川最远。
2． 3 黄河中上游城市群社会网络分析
2． 3． 1 城市群中心性。黄河中上游四大城市群之间的
经济辐射吸引能力存在差距 ( 表 2 ) 。兰西、关中、呼包
鄂榆、宁夏沿黄均是对外吸引强于对外辐射。从内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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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中心度可知关中的对外经济吸引最强，群内西安市对
外经济吸引最强，然后依次是兰西、呼包鄂榆、宁夏沿
黄，兰西对外经济吸引最强区域为兰州、西宁市区，呼包
鄂榆为包头、呼和浩特市区，宁夏沿黄为银川市区; 从外
向程度中心度可知关中的对外经济辐射最强，然后依次
是呼包鄂榆、兰西，宁夏沿黄最低，各城市群内对外经济
吸引最强区域也是对外经济辐射最强区域。

由中介中心度可知，关中中介中心度最高，最低为
宁夏沿黄，其中兰西的兰州和西宁、宁夏沿黄的银川、呼
包鄂榆的包头、关中的西安中介功能尤为突出，而海南、
海北、黄南、中卫、榆林、天水、平凉、庆阳的中介中心度
为 0，处于各个城市群的城市网络边缘。可见作为各城
市群内的一级发展城市，媒介能力高，掌握的信息和商
业机会多，获得的中介利益高，而三级发展城市，在群内
所处地位不高，掌握的资源稀缺，获得的中介利益低。

表 2 黄河中上游城市群网络指标
Tab． 2 Network indicators of

the four majo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Ｒiver

城市群 内向程度
中心度 /%

外向程度
中心度 /%

中介
中心度 /%

网络
密度

兰西 11． 00 6． 66 0． 53 0． 17
宁夏沿黄 7． 03 3． 89 0． 25 0． 15
呼包鄂榆 10． 20 8． 50 0． 50 0． 20
关中 15． 50 10． 25 0． 60 0． 52

2． 3． 2 城市群网络密度。关中和呼包鄂榆网络密度较
高，兰西和宁夏沿黄网络密度较低( 表 2 ) 。其中关中网
络密度最高，为 0. 52，宁夏沿黄网络密度最低，为 0． 15。

关中网络密度最高，主要得益于一级城市对二、三
级城市较强的经济辐射，促进了群内整体的经济活动，
此外，二级城市作为一、三级城市之间的重要沟通桥梁，
增强了关中整体经济联系。宝鸡处于关中的西部，渭南
处于东部，宝鸡距天水、平凉、庆阳较近，向西连接甘肃，
向东通过杨凌、咸阳连接西安，而渭南距离运城、商洛较
近，本身距西安也较近，二级城市的地理优势，增强了城
市群整体经济联系度。呼包鄂榆网络密度整体较高，究
其原因，自 2000 年内蒙古开始确立以“呼包鄂”为核心
的特色经济圈建设的发展战略以来，带动了呼包鄂所辖

县区( 旗) 之间经济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各要素在各地区
间的配置效率，使得“呼包鄂”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
越强。兰西网络密度较低，原因是群内以兰州和西宁为
核心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经济联系体系，二者经济联
系程度不高。宁夏沿黄处于西北内陆地区，发展受到地
理位置的限制，整体经济发展与其他城市群相比较落
后。群内城市经济联系度也较小，发展模式为分散式，
诸多原因导致宁夏沿黄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低。
2． 3． 3 凝聚子群分析。聚类分析表明，兰西、宁夏沿黄
城市群凝聚子群基本依赖行政区划分，呼包鄂榆和关中
城市群凝聚子群分割行政区较严重。具体而言，兰西、
宁夏沿黄、呼包鄂榆均分为 3 个二级子群( 表 3 ) 。结合
表 3、表 4 可知，兰西、宁夏沿黄、呼包鄂榆经济联系均存
在于子群内部。具体分析兰西凝聚子群密度均较小，第
Ⅰ子群和第Ⅱ子群内部存在经济联系，其中第Ⅱ子群密
度最高，为 0． 48，表明西宁市辖区经济联系最紧密;其次
是第Ⅰ子群，为 0． 38，表明兰州市辖区及所辖榆中县、皋
兰县、白银市白银区间联系较紧密。宁夏沿黄中第Ⅰ子
群为银川市所辖县区，内部经济联系密度最高，为 0． 92，
即银川市所辖县区间经济联系最紧密; 其次为第Ⅱ子
群，为 0. 25，即石嘴山和吴忠市所辖县( 县级市) 区间经
济联系较紧密。呼包鄂榆第Ⅱ子群内经济联系密度最
高，为 0. 79，即包头市所辖县区( 旗) 和鄂尔多斯市下辖
达拉特旗、准格尔旗、鄂托克前旗、鄂托克旗、杭锦旗、乌
审旗的经济联系最紧密;其次是第Ⅰ子群，为 0． 38，即呼
和浩特市辖区及下辖土默特左旗和鄂尔多斯市辖区及
下辖伊金霍洛旗之间经济联系较紧密。

关中分为 4 个二级子群，大致遵循地理临近性划分
原则划分( 图 2) 。由表 5 可知，子群内部和子群间的密
度均较低，第Ⅰ子群和第Ⅲ子群内部存在经济联系，第
Ⅰ子群密度为 0． 45，表明以西安市为核心的第Ⅰ子群内
部成员之间经济联系最紧密;其次是第Ⅲ子群为 0． 2，即
宝鸡市下辖渭滨区、陈仓区、金台区、凤翔县和天水市辖
区间联系较紧密。子群间的经济联系存在于第Ⅰ子群
和第Ⅱ子群，第Ⅰ子群对第Ⅱ子群和第Ⅱ子群对第Ⅰ子
群的联系密度分别为 0． 07 和 0． 03，即第Ⅰ子群和第Ⅱ
子群成员之间存在弱经济联系。

表 3 兰西、宁夏沿黄、呼包鄂榆城市群的二级凝聚子群
Tab． 3 Subgroup of secondary agglomeration in Lanxi，Ningxia and Hubao Eyu urban agglomerations

城市群 第Ⅰ子群 第Ⅱ子群 第Ⅲ子群

兰西 城关区 七里河区 西固区 安宁区
红古区 榆中县 皋兰县 白银区 城东区 城西区 城中区 城北区

永登县 平川区 临夏市 东乡族自治县 永靖县 临
洮县 景泰县 安定区 陇西县 渭源县 湟源县 大
通县 湟中县 乐都区 平安区 靖远县 民和县 互
助县 化隆县 循化县 海晏县 共和县 贵德县 贵
南县 同仁县 积石山县 尖扎县

宁夏沿黄 兴庆区 西夏区 金凤区 贺兰县
永宁县 灵武市

大武口区 利通区 平罗县 青铜峡市 盐池
县 同心县 惠农区 红寺堡区 沙坡头区 中宁县 海原县

呼包鄂榆
新城区 赛罕区 回民区 玉泉区
土默特左旗 东胜区 康巴什区 伊
金霍洛旗

青山区 昆都仑区 九原区 东河区 石拐区
固阳县 白云鄂博矿区 土默特右旗 达尔罕
茂明安联合旗 达拉特旗 准格尔旗 鄂托克
前旗 鄂托克旗 杭锦旗 乌审旗

和林格尔县 武川县 托克托县 清水河县 榆阳区
横山区 神木市 府谷县 靖边县 定边县 绥德县
米脂县佳县 吴堡县 清涧县 子洲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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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兰西、宁夏沿黄、呼包鄂榆
城市群的二级凝聚子群网络密度矩阵
Tab． 4 Network density matrix of

secondary condensed subgroup in Lanxi，
Ningxia and Hubao Eyu urban agglomerations

子群
兰西城市群

Ⅰ Ⅱ Ⅲ
宁夏沿黄城市群
Ⅰ Ⅱ Ⅲ

呼包鄂榆城市群
Ⅰ Ⅱ Ⅲ

Ⅰ 0． 38 0． 00 0． 00 0． 92 0． 00 0． 00 0． 38 0． 00 0． 00
Ⅱ 0． 00 0． 48 0． 00 0． 00 0． 25 0． 00 0． 00 0． 79 0． 00
Ⅲ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0． 00

图 2 关中城市群二级凝聚子群
Fig． 2 Secondary condensed

subgroup of Guanzhong urban agglomeration

表 5 关中城市群二级凝聚子群网络密度矩阵
Tab． 5 Network density matrix of secondary

condensate subgroup in Guanzhong Urban Agglomeration

子群
关中城市群

Ⅰ Ⅱ Ⅲ Ⅳ
Ⅰ 0． 45 0． 03 0． 00 0． 00
Ⅱ 0． 07 0． 00 0． 00 0． 00
Ⅲ 0． 00 0． 00 0． 20 0． 00
Ⅳ 0． 00 0． 00 0． 00 0． 00

3 结论和讨论
3． 1 结论

( 1) 黄河中上游 4 个城市群内部的城市等级结构及
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特征不一。兰西、宁夏沿黄和关中城
市群均分为 3 个等级，呼包鄂榆分为两个等级，缺少三
级城市。兰西经济联系强度整体上遵循空间距离衰减
规律; 呼包鄂榆经济联系呈多中心发展格局; 关中经济
联系强度群内极化现象明显，具有整体弱局部强的特
点; 宁夏沿黄体量小，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均较小，群内
整体上呈“分散式”发展。

( 2) 黄河中上游 4 个城市群内部市与市、市与县、县
与县之间经济联系量及紧密程度有所差异。对兰西、宁
夏沿黄、呼包鄂榆来说，县与县之间的联系总量最大，但
联系最松散，市与市之间的联系总量最小，但联系最紧
密;关中市与县联系总量最大，也最紧密。

( 3) 黄河中上游 4 个城市群的网络结构不一。关中
的对外吸引辐射以及中介能力均最强，宁夏沿黄最弱，
兰西对外吸引、中介能力强于呼包鄂榆，呼包鄂榆对外
辐射强于兰西; 从网络密度分析，关中网络密度最高，然
后依次为呼包鄂榆、兰西，宁夏沿黄最低。

( 4) 通过聚类分析可知兰西、宁夏沿黄城市群的凝
聚子群基本依赖行政区划分，不利于群内成员间经济发
展的互动交流，整体经济联系度低。呼包鄂榆、关中城
市群分割行政区较严重，子群在群内分布较分散，利于
增强群内成员间经济联系。
3． 2 讨论

经济联系是一个复杂、动态的过程，本研究获取的
只是某个时间截面静止的数据，只能反映出某一时间层
面黄河中上游 4 个城市群经济联系和网络结构的现状，
并不能反映其动态变化，后续对动态变化及引起其变化
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空间分析，研究结果或将进一步
详实。此外，城市群的经济联系可以基于工业企业、交
通通信、人口流动等进行测度，本研究对经济联系测度
的切入点略显单一，对联系的多角度测度会使研究结果
更具可信性。本研究选取黄河流域中上游城市群分析
经济联系度和网络结构，后续可选取黄河流域的 7 个城
市群，以地级市为研究尺度，对城市质量进行综合评估，
对引力模型进行进一步修正，对黄河流域城市群经济联
系网络结构从经济联系格局、网络层级结构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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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conomic Link and Network Structure of
the Four Urban Agglomerations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Yellow Ｒiver Basin

CHEN Xiaoning ，BAI Yongping ，SONG Longjun ，GAO Zuqiao
(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Lanzhou 730070，China)

Abstract: Taking Lanxi，Hubao EYu，Ningxia along the Yellow Ｒiver and Guanzhong urban agglomeration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Ｒiver basin as the research area，used gravitational model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analysed the internal urban hierarchy structure，measured the internal economic connection of the
urban agglomeration，from the centrality，network density and agglomeration network structure，the results showed
that: ( 1) Urban clusters have different hierarchical structures，lack of three cities in Hubao EYu，Lanxi，Ningxia
along the Yellow Ｒiver and Guanzhong urban agglomeration ar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moreover，the economic
ties between cities ( states) are coordinated with the classification of city ( state) ． ( 2) Different economic connec-
tion volume and degree of closeness in each city cluster，Lanxi and Ningxia，Hubao EYuand cities have the smallest
economic links，but the most closely，county-county contact is the largest，but the most loose; the total number of
contacts between Guanzhong cities and counties is the largest and the most closely connected． ( 3) Differences in the
network structure of each urban agglomeration，Guanzhong has the strongest radiation attraction and intermediary
ability，while Ningxia is the weakest along the Yellow Ｒiver; from the network density analysis，the network density
in Guanzhong is the highest，and Lanxi and Ningxia are lower． ( 4 ) Cluster analysis in various urban clusters，the
condensed subgroups of Lanxi and Ningxia along the Yellow Ｒiver and Hubao EYu basically depend on the adminis-
trative division，and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of Guanzhong is more serious．

Key words: economic connection; network structure; gravity mode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urban agglom-
erations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Ｒ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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