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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Reflections on Urban Network Research in China
SUN Bindong, ZHANG Jie

Abstract: As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t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lose, urban net‐

work research as a spatial topic has gained currency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reviews literature on urban network in China, analyzes the gaps and chal‐

lenges of the current scholarship, and provides several reflections and suggestions on

future research. Specifically, significant accomplishments have been made in empiri‐

cal analysis in the field of urban network research in China and three key areas of

progress can be identified: network patterns and spatial-temporal proces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and externalities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However,

the study also reveals some research gaps, for example, theoretical research lags be‐

hind empirical research, and original studies are lacking. The situation can be attrib‐

utable to the gap in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awareness, the absence of spatial and

historical reference, and the mismatch of comparative and practical thinking. In view

of this,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in six aspects: concep‐

tu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spati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comparative logic, and prac‐

tical logic. These advancements will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original theo‐

ries and significant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n urban network research in China.

Keywords: urban network; theory and evidence; logical interpretation; practical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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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网络研究是我国空间学科近年来研究热点之一。城市网络所反映的城市间关系

作为城市体系的基本特征[1]，本身就是城市研究领域重要的科学问题。1970年代

以来，现代交通与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市间联系，城市网络研究由此得

到空前的重视。西方学术界对世界城市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为城市网络实证研究的突

破奠定了坚实基础[2-5]，依托“流动空间”的理论框架，西方学者从基础设施流量、企

业内/间联系、人员空间流动等3个层次对世界城市网络做出了诸多有益探索。近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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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伴随着城市间关系的日益密切，

城市网络研究成为我国空间学科近年来

研究热点。通过回顾我国城市网络研究

文献，分析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对未来研究提出若干思考和建议。具体

而言，当前我国的城市网络研究在实证

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在网络格局及时

空过程、结构特征及驱动因素、外部效

应及空间差异等3个方面取得了关键性进

展，但理论研究滞后，与原创性贡献还

差很远；概念和理论意识缺乏、空间和

历史逻辑缺失、比较和实践思维缺位是

重要原因。未来应加强概念逻辑、理论

逻辑、空间逻辑、历史逻辑、比较逻辑、

实践逻辑等6个方面的建设，推动我国的

城市网络研究在发展原创理论和服务重

大实践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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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国学者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范式，在企业组织[6-8]、基础

设施[9-10]、社会文化[11-12]、创新联系[13-14]等方面开展了我国城市

网络实证研究，在网络格局及时空过程、结构特征及驱动因素、

外部效应及空间差异等3个方面取得了关键性进展，为城市网络

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素材，为城市网络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宝

贵的中国经验。

但也应注意到，我国在城市网络研究日益繁荣的同时，也

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一方面是数量庞大的实证研究成

果的涌现，另一方面是研究主题的重复和相似，而且基本是西

方研究范式的沿袭，缺乏我国学术界自己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这不仅影响了城市网络理论的中国化进程，也制约了我国学者

在城市网络一般化理论构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的伟大实

践为城市网络原创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但只有批判性地总

结、革命性地创新，才能使我国学者在城市网络研究领域发出

自己的声音，作出自己的贡献，从目前与西方学术界的跟跑和

并行，上升到对世界范围内城市网络研究的引领。

1 城市网络研究的重要性

城市网络是城市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表现。在一个交通联系

和信息传输高度发达、城市间相互联系日益密切的时代，城市

间作用只会越来越加深，城市网络研究显得愈发重要。当发生

危机时，任何一个城市都难以独善其身、隔岸观火，新冠疫情

的传播已经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当我们追求更高质量发展时，

也同样需要借助城市网络的力量。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其中的关键是打破国内各城市、各地区之间的行政壁垒，

破除国内外城市间贸易壁垒，建设联系紧密的城市网络，以促

进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

对于城乡规划学科发展来说，城市网络研究具有特别的意

义[15-16]。城乡规划核心是形态布局优化，而形态背后是功能关

系，只有洞悉了功能关系，才能更好地理解形态布局并做好规

划。下面以当前规划实践中盛行的多中心结构为例来说明这一

含义。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鉴于城市规模过大带来的交通拥

堵、地价高企、环境承载力下降等城市病而在规划中确定了多

中心结构的目标模式，如北京建设通州城市副中心、上海建设

五大新城。但多中心结构的形成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要

想搞清楚其中原因，首先就要确认多中心结构是否比单中心结

构具有更好的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如果多中心结构的经济

绩效更好，则企业和个人会对副中心和新城青睐有加，多中心

形成水到渠成，否则会事倍功半。

多中心结构是否比单中心结构具有更好的经济绩效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空间单元之间的关系亦即城市网络。多中心

提倡者通常以Alonso[17]的规模互借（borrowed size）作为多中心

可以取得良好绩效的依据，亦即当一个城市裂变为多个空间单

元时，多个单元之间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协作形成合力，而在

更大地理空间内实现规模收益和集聚经济，弥补单元缩小所导

致的集聚经济损失（图1）。也就是说城市单元之间密切的功能

网络会使多中心在经济上具有吸引力（这里暂且不考虑裂变后

带来的集聚不经济降低）。这样的假说得到了实证研究结论的支

持。基于城市群尺度的研究表明，多中心空间结构是否比单中

心结构具有更好的经济绩效取决于城市群的人口规模是否足够

大，城市之间交通联系是否足够密切；只有当城市群人口和城

市间交通联系达到一定门槛，也就是说城市网络内的互动潜力

达到一定程度时，多中心结构才比单中心具有更好的经济绩

效[18]。回到前面讨论的北京和上海等超大城市的多中心规划，若

想使城市副中心或新城实现规划预期目标，前提是城市副中心

或新城要与中心城市形成足够紧密的功能联系网络。由此可见，

城市形态规划的成功离不开对城市网络的深入探索。

2 我国城市网络研究的关键性进展

20年来，我国的城市网络研究蓬勃发展，涉及企业组织、

基础设施、社会文化、创新联系等研究主题，在网络格局及时

空过程、结构特征及驱动因素、外部效应及空间差异等3个方面

取得了关键性进展。

2.1 网络格局及时空过程

城市网络（节点）格局及其时空过程的解析是理解城市网

络结构特征和演化规律的基础，其中权力格局的解析是关键，

体现在层级分布和空间指向两个方面。一是网络权力与城市数

量呈现“金字塔”式的层级分布特征，“权力—数量”的匹配关

系存在显著的极化趋势，少数高级别中心城市构成了中国城市

网络的核心枢纽，大量的中小城市则广泛分布于中国城市网络

的边缘地区[19-21]。二是网络权力较高的城市大多是区域城市群的

核心城市和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具有显著的空间指向性，

如京津冀城市群的北京、天津，长三角城市群的上海、苏州，

珠三角城市群的广州、深圳，成渝城市群的成都、重庆[22]。同

时，上述两点权力格局的演化呈现路径依赖的特征，即历史上

具有较高权力或声望的城市倾向于保持更大的权力或声望[23]。

2.2 结构特征及驱动因素

城市网络结构特征及其驱动机理的解析是理解城市网络演

化的核心步骤。基于不同类型的“流”数据，学者们从空间结

构和拓扑结构两个维度解析了中国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在空

图1 单中心与多中心结构的功能分工格局
Fig.1 The functional division of monocentric city and polycentr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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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结构方面，中国城市网络的东、中、西部差距十分明显[24]，网

络联系高度依赖于少数巨型城市区域[25]，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和成渝城市群内的核心城市构筑了中国城市网络的“菱形结

构”[26]。在拓扑结构方面，近年来中国城市网络的规模和密度得

到显著提高，网络总体呈现“核心—边缘”的结构特征[27]，推动

着以省会城市为内核的小世界网络结构的形成[28]。随着城市网络

结构研究的不断完善，网络生长发育的驱动因素引起了广泛关

注。城市经济活动的开展不仅会受到客观条件和环境等宏观结

构性要素的影响，城市间自主性的合作行为模式也不容小觑，

这就导致了城市网络的形成同时受到外生驱动因素和内生驱动

因素的共同作用[29]。在发育机理识别方面，经济规模、产业结

构、对外联系、创新水平、研发实力、行政等级等城际差异塑

造着城市网络的空间格局，择优链接、网络闭合、路径依赖、

多维邻近（如地理邻近、社会邻近、认知邻近、制度邻近、技

术邻近）等内生机制对于城市网络链接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完

善具有较强的解释力[30-33]。

2.3 外部效应及空间差异

城市网络外部效应①及其空间差异的解析是拓展城市内生经

济增长来源的重要切入点，已有研究从经济增长、企业生产、

创新创业、绿色发展等多个维度解析了城市网络外部效应的传

导机制及其空间差异。在经济增长维度，实证检验显示，城市

网络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的经济增长，且网络链接强度相较于合

作伙伴绩效的机制效应更加明显，同时在网络结构中处于优势

地位的城市往往表现出更高的经济增长水平[34]。在企业生产方

面，集群网络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研发能力、提高对供应链合作

企业的匹配效率进而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产

业集群之间的网络外部性正在与产业集群内部的集聚外部性共

同影响着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35]。在创新创业维度，网络外部性

同样被发现对城市的创新生产、创业活动具有重要影响，节点

城市能够通过获得知识溢出以及提升资本可得性进而对城市的

创新创业产生积极作用，同时这种作用会依据城市地位区位、

网络地位的不同表现出多维度异质性特征[36-37]。在绿色发展维

度，多种类型网络的研究都表明，城市网络能够通过污染排放

转移以及绿色技术溢出实现城市环境质量的改善，并且这种绿

色发展效应具有非线性的边际效应[38]。可以看出，城市网络的外

部效应已经被诸多学者所证实，但也应注意到，关于城市网络

外部效应的空间差异仍然是不明确的，其会依据城市网络类型

与研究区域尺度的不同进而表现出一定差异。

3 我国城市网络研究应秉承的6个逻辑

尽管我国的城市网络实证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至今

尚未摆脱对西方研究范式的简单沿袭，距离原创性贡献还差很

远。反思我国城市网络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概念和理论意

识的缺乏、空间和历史逻辑的缺失，以及比较和实践思维的缺

位。加强如下6个方面的逻辑建设以弥补上述缺陷，将有助于我

国城市网络研究在发展原创理论和服务实践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3.1 概念逻辑

完善的学科体系或研究领域离不开清晰的概念界定[39]。概

念界定既是研究开展的起点，也是学术交流的前提和理论构建

的基石。通过明晰定义和确定概念边界，确保学术同行在同一

个概念平台上对话，能够有效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概念歧义和语

义模糊，有助于学术语境的搭建以及学术共同体的打造。不可

否认的是，当前城市网络研究的概念逻辑亟待加强，城市网络

概念的外延和内涵都有待界定，概念体系远不够清晰完整。相

关基本问题如什么是城市网络，城市网络与流空间、外部性等

其他概念是什么关系，都有待明确的回答。完整概念体系还应

阐述清楚城市网络具有什么性质和功能、受哪些因素影响等

等。

从概念外延来看，城市研究可以分为城市自身研究和城际

关系研究两种类型。其中，城际关系包括形态关系和功能关系，

而城际功能关系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纵向等级关系和横向功能

关系（图2）。城市网络研究兴起的背景在于，交通与通信技术

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之间横向功能互动日益密切，超出了中心

地理论所描述的城市间纵向等级关系，因而城际的横向功能关

系自然成为了城市网络的代名词。但从网络本身概念出发，应

该包括横向和纵向不同的关系网络，因而可以把横向功能关系

定义为狭义的城市网络概念，而广义的城市网络概念应该等同

于城市间功能关系，包括纵向等级关系和横向功能关系两个方

面。

从概念内涵来看，城市网络作为城市间的功能关系，应该

包括合作和竞争两种性质的关系。合作关系的外在形式往往表

现为城市间要素的流动，包括流量和流向。处于竞争关系的城

市之间一般不会产生要素流动，而仅仅表现为功能的相似和竞

争。目前城市网络文献所涉及的大多数是合作关系，对竞争关

系则严重忽视[40]。城市网络形成的影响因素和社会经济影响也是

城市网络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网络决定于城市间功能关

系，受城市形态、资源禀赋、地理距离、制度文化等多个因素

的影响，更大的城市、独特的资源禀赋、城市间更近的距离以

及相似的制度文化会产生更密切的城市网络。城市网络作为功

图2 城市研究的类型划分
Fig.2 The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research

���

������ ����

�����
������

�����
�

����� ������
����	
�

������
�����
�

28



我国城市网络研究的批判性思考 孙斌栋 张 杰

能分工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也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通

过要素流动影响经济发展、地区收入差距甚至生态环境格局，

通过联系的加强催生创新思想。

3.2 理论逻辑

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获取规律和构建理论，并以此作为解释

现象和指导实践的科学依据。规律的总结和理论构建离不开理

论研究，实证研究只是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基本素材，其本身不

是理论构建。理论化过程既包括基于公理和基本逻辑的演绎，

也包括基于实证研究的规律性认识的提炼。显然目前我国的城

市网络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实证方面，规律总结尤其是理论构

建大大滞后了。当某个研究热点问世后，拥趸无数，实证研究

铺天盖地，基于不同数据源创造了多个“矩阵中的城市”[41]，但

产出繁荣之后的理论思辨却戛然而止，成为昙花一现的“风

景”，重视理论建设刻不容缓。

城市网络的理论建设，首先要寻找其理论渊源，梳理发展

脉络，明确自身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以及与其他理论的关联。

城市网络的跨学科性质决定了其理论渊源必然是多学科的，涉

及中心流理论、外部性理论、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城市引力模

型、地理学第一定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等。从关系结构来看，

与中心地理论所强调的等级结构关系不同，城市网络研究建立

在以横向结构关系为主要特征的中心流理论基础上[42]。城市网络

是指城市与自身之外的城市间的联系，具有网络外部性的性质，

与传统的集聚外部性一起在城市增长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43]。对于城市间相互作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强调互补性、中

介机会和可运输性[44]，城市引力模型关注城市自身规模与城市间

距离的影响[45]，地理学第一定律则指出了其随距离衰减的性

质[46]，这些理论毫无疑问为城市网络理论的构建提供了思想渊

源。劳动分工是经济学理论中的重要命题，被认为对于提高劳

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具有巨大作用[47]，而城市网络形成和运

行的一个基石是城市间合作，亦即分工，城市网络理论因此可

看作是劳动分工理论在空间上的延伸。

强化城市网络研究的理论逻辑，要为学术体系作出新贡献。

一方面，城市网络是分工和竞争在空间上的体现，城市网络研

究作为分工理论和竞争理论在区域科学、人文—经济地理学领

域的应用，有望为分工理论和竞争理论的深化作出贡献。另一

方面，城市网络作为认识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一个视角、一种思

维、一项工具，应跳出城市网络就事论事本身，放大城市网络

的应用格局，以解决学术问题为导向，为各领域的学术研究作

出更大贡献。

城市网络的理论研究应善于从实证研究中总结归纳提升。

当前我国城市网络实证研究已经涉及格局演化、结构特征、影

响因素、作用机制、社会经济绩效等方方面面，亟待从这些研

究结论中总结规律性认识，实现知识的结构化和理论化。在实

证结论上升为理论时，要注意分辨因果关系真实性。城市网络

（流量流向）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确定城市网

络的社会经济影响就必须识别出城市网络到社会经济绩效的单

向作用，当前多数城市网络的绩效研究忽视了孰因孰果的鉴别。

3.3 空间逻辑

地理距离作为空间的本质是空间学科安身立命之本。然而，

当前的城市网络研究较多地集中在拓扑空间维度，通过抽象化

的计量方法与可视化技能对网络的拓扑结构进行解析，或者仅

停留在相互作用距离衰减的认识层面，而对于地理距离的深刻

影响明显考虑不足。

尽管现代交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地理

距离的约束，由此催生了城市网络的形成，但具有空间学科属

性的城市网络研究仍然不可以忽视距离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

方面，距离决定了交易成本，距离越近的城市之间开展合作以

及发生溢出的成本越低。另一方面，距离也影响着关系强度，

联系越紧密的城市之间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空间竞争。因此，城

市间地理距离不仅会影响城市网络的作用强度，还会进一步影

响到城市网络内部城市间的功能分工，亦即距离内生于城市网

络，而不是外生的影响因素，研究城市网络离不开对于距离的

考虑。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判断[33]。基于全国城市群

内城市生产性服务功能与距离的关系研究显示，一个城市的功

能定位被该城市与区域核心城市地理距离所内生决定。在网络

外部性的综合作用下，城市的生产性服务功能强度随着远离区

域核心城市而上升，这个功能分工的过程依次受到了竞争效应

和协同效应的影响（图3）。靠近核心城市的城市由于受到竞争

效应影响更大，最优选择是发展互补性质的制造业，只有远离

核心城市才会在协同效应作用下有可能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在城市网络研究中加强空间逻辑，纳入空间距离要素，不

仅更加符合现实，而且会触及城市网络的本质，从而有助于空

间化自斯密开始的劳动分工理论体系，更能突出空间学科的比

较优势与独特贡献。

3.4 历史逻辑

科学研究所获取的规律应具有长期有效性，只有掌握了长

周期的规律，才能保持理论的长期生命力。只有研究历史，才

能更清楚地了解过去，认识现在，指导未来。空间学科所关注

的区域空间网络和空间结构是长期形成的，更是与长周期研究

息息相关。城市网络作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个侧面，可以由表

征到机理地透视城市化过程的本质现象，因而城市网络历史研

图3 地理距离对于网络外部性和城市功能的影响
Fig.3 The impact of geographical distance on network externalities

and urban functions
资料来源: 参见参考文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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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于揭示城市化规律具有重要价值。但目前已有的城市网络

研究大多为短时段分析，历史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相关的结

论只具有短期有效性，从历史长河的视角来看往往是片段的、

短视的，只知当下，难测未来。

由于我们缺少城市网络的历史研究案例，以下以城市空间

结构的长周期研究来印证历史研究对于获取正确认知的重要

性[48]。关于当今我国大城市空间结构的周期变化，一个公认的特

征性事实是“时空压缩”。这是指我国大城市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用了比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更短的时间经历

了空间集聚与分散的过程。以上海为例，如果仅仅依赖于改革

开放以来的人口数据，会发现上海人口在经历了1980年代短暂

的集中后，在1990年代即开始进入了郊区化进程，支持了时空

压缩的结论。但如果把时间视角拉长，从上海开埠以来进行分

析，其实从 19世纪中叶一直到 1990年代初期的近一个半世纪

里，除了计划经济时期近20年的反城市化，大部分时期内上海

人口都处于集中集聚的过程。根据可得数据计算，从开埠之后

的1852年到1948年间，上海核心区人口年均增速达到9.3%，人

口总量达到 540万人[49]，增速远高于 1982—1990年的 2.7%。这

一发现启示我们，历史研究有助于获取更加客观的认知，以更

长期地视角来认识研究对象。

为了洞悉城市网络长周期的演化规律，构建具有长期生命

力的城市网络理论，亟待强化历史逻辑，开展城市网络的长时

段研究。历史研究面临的最大约束是数据可获得性，城市网络

研究也不例外。可以在深入挖掘历史数据的基础上施以叙事分

析，做到定量与定性研究结合。历史研究不能满足于仅仅描述

历史过程，重在总结规律。

3.5 比较逻辑

比较研究是获取规律性认识的重要渠道。通过对比，可以

发现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共性和差异，从而帮助识别普遍性和

特殊性，进而归纳总结出一般模式和普适规律，并最终建立起

科学的理论体系。缺乏比较思维，只会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关于比较研究的重要性，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李普塞

特[50]指出，“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

（Those who only know one country know no country）。经济学家钱

颖一[51]教授也强调，“只有超越自己的国家，才能知道什么是真

正的共同规律，什么是真正的特殊情况。如果没有比较分析的

视野，既不利于深刻地认识中国，也不利于明智地认识世界”。

在当前城市网络研究范式中，比较逻辑是严重缺失的。一个典

型的事实是，就一个研究主题，不同学者会基于不同行业、不

同地区或不同数据源开展各自的城市网络研究。但由于缺少相

互之间比较分析，哪些结果是普适有效的共性规律，哪些发现

只是行业、地区或数据自身的特殊特征，都无从知晓。其后果

是，一般性理论构建缺少基础，指导实践缺少科学依据。

比较研究对于获取规律性认识的价值可以从我国不同区域

功能关系比较分析中看出。关于城市间经济增长关系，存在规

模互借（Alonso）与集聚阴影（Krugman）两个截然相反的理论

假说。前者是说邻近的大小城市之间可以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并相互借助彼此的规模市场和特色功能，实现专业化分工协作，

取得共赢。后者则指小城市靠近大城市会被大城市虹吸而处于

不利的发展地位。理论上来说，两个理论假说各有其合理性，

是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城市间功能关系。实践到底是呈现哪种结

果呢？基于对长三角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的研究表明，规模

互借和集聚阴影两种效应在我国同时存在。长三角城市群呈现

城市间互惠互利的特征，规模互借效应占主导[52]；而京津冀城市

群则显示大城市对小城市虹吸的现象，集聚阴影是净效应[53]。实

践表现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不同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不

同。长三角地区凭借其相对成熟的城市网络关系已经进入了正

向溢出阶段，而京津冀地区则尚处于极化发展阶段。貌似差异，

却可以统一在弗里德曼的区域发展阶段理论框架内。这样的比

较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地认识现实，对于融会贯通不同

理论假说，甚至进一步提升认识和更深刻地总结规律都具有重

要意义。

未来城市网络研究需要加强跨区域比较、跨国比较和跨行

业比较，这不仅是城市网络理论构建的需要，也是我国城镇化

实践的需要。通过国内不同地区城市网络比较研究，可以总结

城市间功能关系的共性规律，用于指导全国的城镇化实践；可

以发现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的具体特征，因时制宜地为处于不

同发展阶段的城市提供路径参考，因地制宜地为相应地区的城

市筹谋发展政策。通过与西欧大国与美国的城市网络比较研究，

有助于识别不同的市场与政府组合体制下的城市间功能关系实

质，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化经验，总结归纳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

城镇化路径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通过不同行业的城市网络研

究，则可以为相应的行业领域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3.6 实践逻辑

实践是赋予理论学说长久生命力的重要过程。理论来自实

践，同时也通过指导实践而得到验证和完善。实践与理论相辅

相成，相互促进。当前我国的城市网络研究在与实践互动方面

欠缺明显，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解决国民经济问题的过

程中暴露出服务意识不强、对接意识不够、知识储备不足、指

导作用有限等问题。城市网络研究要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必须作

出改变，强化实践逻辑。

首先，要明确开展研究的性质，界定与实践的关系，摆正

研究方向。科学研究根据其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应

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等 3类。其中：基础研究通常采用探索

性、开放性的研究方法，追求新知识的发现和理解，并为其他

两类研究提供基础；应用基础研究使用更实验性和应用性的研

究方法，将基础研究成果应用于特定领域，为解决现实问题提

供基础性和技术性支撑；应用研究则是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实际

的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为解决具体实际问题直接提供方案。

根据这个划分依据，作为学术研究的城市网络研究基本属于基

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范畴，并以应用基础研究为多。

定位为基础研究尤其是应用基础研究的城市网络研究，要

根据实践需求和政策需要，从现实问题中提炼科学问题，为解

决现实问题提供基础性思路。当下我国最大的任务是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如何有效识

别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核心节点，打通上下游市场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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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经济要素合理自由流动成为当务之急。从城市网络研究视

角来审视，背后科学问题就是如何促进城市网络畅通，加强城

市网络联系强度。因而，城市网络研究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大

有作为，但现实的知识储备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未来的城市

网络研究应识别出关键的网络节点城市、网络传输路径和网络

运行动力，重点剖析影响城市网络畅通的障碍因素尤其是体制

瓶颈，为下一步应用性政策研究提供方向性启示和基础性依据。

4 结语

反映城市间功能关系的城市网络是城市研究领域不可或缺

的底层基础，城市间关系的日益密切推动着城市网络研究成为

当前城市研究的高地。我国城市网络研究方兴未艾，已经在网

络格局及时空过程、结构特征及驱动因素、外部效应及空间差

异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实证成果，接下来迫切需要总结规律性

认识，构建理论体系。

城市网络研究要避免步入我国学术界经常出现的“中途陷

阱”，即当某个研究热点出来后，拥趸众多，一窝蜂地扎堆研

究，短时期内呈现表面上的产出繁荣，但做到中途碰到难点后，

则知难而退，换一个新热点另起炉灶，开展新的研究。其后果

是，学科大厦始终长不高，原创理论十分匮乏[54]。城市网络研究

要获取规律性认识，需要长期探索，要迎难而上，不能热点导

向、期刊影响因子导向或数据导向，而要科学问题导向，追求

学术价值或应用价值导向，要在实证研究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

上，加强概念逻辑、理论逻辑、空间逻辑、历史逻辑、比较逻

辑和实践逻辑，进一步向理论研究发展，构建学科体系，实现

学术理想和服务国家的抱负。

注释

① 城市网络外部效应指城际联系过程对单一城市、区域或者城市内要

素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既包括协同和互补效应，又包括竞争和虹

吸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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