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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locking business network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under-

stnding regional urban systems.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es mainly focus on the ag-

gregate industrial level while neglecting individual sectors. With the rise of knowl-

edge economy, the role of the innovation economy represented by the internet and

culture industr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researches on specific sec-

toral networks, especially those pertinent to the new economy, are particularly impor-

tant. Based on the aggregate-level studies, this paper refines the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 networks. It further applies theories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to of

the definition of the new economy sectors, which includes high-tech manufacturing,

high-tech service, information, health and cultural industries. The targeted analysis of

network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reveals that the whole regional econo-

my and producer service industries are linked to Shanghai while the provincial capi-

tals are centers for their respective provincial networks.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resents a radial pattern with Shanghai as the core; The new economy industry

breaks the traditional regional pattern and presents a pattern of Shanghai-Hangzhou

agglomeration with Zhejiang as its core. Finally, further research on the network of

new economic sub-sectors finds that Hangzhou enjoys advantages in high-tech ser-

vice industries and health-related industries, manufacturing-related networks such as

those in high-tech manufacturing and information industry are still centered on

Shanghai and Shanghai-Hangzhou linkage ranked first for cultural indutries. This re-

search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regionalization processes in the new economy.

Keywords: new economy; associated network;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func-

tional space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对区域城市空间组织的研究逐渐从早期克里斯泰勒、

佩鲁等为代表的形态地理学视角转向以“城市网络”为代表的功能地理学研究。

城市网络研究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区域的研究热点，它以流通空间（space of flows）理

论为基础，通过城市关系数据①（relational data）的分析与研究，识别城市之间关联特

征，而企业总部——分支法成为目前主流的城市网络分析方法。从城市经济发展演

变来看，不同经济社会阶段城市关联网络有不同的重心：工业化时期关注规模化生

产，以公司总部、国际金融和商务产业、全球性的交通和通讯枢纽集聚等为代表全

行业资本支配能力是衡量城市关联网络的重要因素；到了后工业化时期，在生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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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企业关联网络是区域城市体系

研究的重要方法，但现有研究主要聚焦

全产业维度。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以

互联网、文创等为代表的创新经济作用

日益突显，分行业、尤其是新经济的关

联网络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在传统全产

业关联研究的基础上，对制造业与生产

性服务业网络进行分类细化研究，并重

点结合产业经济学的理论，对新经济门

类进行了界定，提出包括高技术制造产

业、高技术服务产业、信息产业、健康

产业、文化产业在内的五大门类，并从

分行业视角对长三角城市关联网络特征

进行针对性分析，发现全产业与生产性

服务业呈现出上海辐射长三角、省会城

市辐射省内的格局；制造业呈现出以上

海为核心的放射状格局；而新经济则打

破了上海单核独大的传统经济空间格

局，呈现出沪杭双核集聚特征。最后，

进一步对新经济细分行业关联网络研究

发现，高技术服务业及健康产业等服务

型关联网络杭州优势显现，高技术制造

业与信息产业等制造型关联网络仍以上

海为中心，文化产业中沪杭关联优势位

居首位，为认识与识别新经济作用下的

区域新格局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 新经济；关联网络；长三角；功

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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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扩散的背景下，管理和控制环节的

作用突显，以金融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

为代表的资本服务能力成为城市关联

网络的核心因素；而到了信息时代，以

信息化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制造和

以电子商务、平台等为代表的新服务成

为城市经济发展重要方向 （郑德高，

2019）。

然而既有的关联网络研究主要集中

在对全产业及生产性服务业的关联研

究，对其它信息时代逐步崛起的新兴企

业相对缺乏，往往只是某一两类企业的

点式突破（杨卓，等，2018），缺少对

于新经济背景下相关细分行业空间的系

统性分析，如何界定新经济行业并识别

相应的区域空间网络特征变的尤为重

要。长三角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创新

主体最活跃、创新产业体系最完备的区

域，当前在互联网经济作用下已经呈现

出特色化的空间关联网络。本文以长

三角为研究对象，采用工商总局注册

数据对长三角地区的全产业、分行业、

新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关联网络进行分

析，从多个维度解析长三角近年来不断

涌现的新现象，以期为新时期城市关

联网络研究的理论完善提供支撑，并为

其他地区应对新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与

借鉴。

1 城市关联网络研究回顾与综述

国际研究表明，城市关联网络的本

质是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企业是城

市关联网络的“作用者”（agents），众

多企业的区位策略 （location strategy）

界定了城市之间的关联网络（interlock-

ing network）（唐子来，等，2017）。

1.1 既有研究主要聚焦全产业及生产

性服务业等方向

基于企业关联网络的研究目前主要

有资本支配和资本服务两大视角。资本

支配视角以奥尔德森等基于财富 500

（Fortune Global 500） 的 全 行 业 （all

industrial sectors）跨国公司总部——分

支机构网络为表征，采用社会网络分析

方法（social network analysis），识别和

解析全球世界城市体系（唐子来，等，

2017）。资本服务视角以彼得·泰勒

（Peter Taylor） 等人提出的世界城市体

系研究的“网络方法”（network ap-

proach） 为代表，选取315个主导城市

和175家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并建立这

些城市与企业之间的“服务价值”（ser-

vice value）矩阵（Taylor，2002），以此

分析全球城市关联网络等级。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经济发

展逐步纳入全球体系，中国城市的关联

网 络 研 究 也 日 益 丰 富 。 唐 子 来 等

（2010）率先从生产性服务业视角对长

三角区域进行了关联网络研究，揭示了

上海向外连接与向内辐射的“门户城

市”特征及长三角区域内部关联网络具

有层级和地域的双重属性，之后又从生

产性服务业与全产业等综合视角展开了

我国三大城市群关联网络的对比研究；

朱查松等（2010）从全产业关联网络视

角，揭示长三角城市网络整体上呈现扁

平化、均匀化发展态势；李涛等（2016）

基于财富500强外资制造业企业数据，

从产业价值区段的视角，对长三角地区

参与全球劳动分工的时空演化格局进行

了研究；张艺帅等（2018）开始关注全

产业及分行业关联网络特征，揭示了粤

港澳湾区内部城市间分化较大、专业化

分工显现的特征。相比而言，全球城市

体系研究主要用生产性服务业界定全球

较高层级城市的网络等级，而国内区域

体系研究更倾向于用全产业关联网络等

方法揭示区域关联等级与网络特征。

1.2 新经济现象与新研究趋势

全球的经济与城市发展进入第三次

城市化浪潮 （Scott，2017），知识——

文化——经济逐步崛起，全球创新时代

随之到来。以互联网、信息、电子商

务、高技术服务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带

来了经济发展模式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新

变革。传统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往

往以大型企业为主导，而新经济更多以

民营中小型企业为主，更具有市场经

济、互联网经济等虚拟与现实叠合的多

重属性。因此，新经济越来越成为影响

城市在区域空间网络中地位的重要因

素，新的区域空间格局在新经济虚拟与

现实交融的影响下逐渐清晰（杨卓，罗

震东，等，2018）。

在席卷全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中，

长三角呈现出了与传统Z字形格局不一

样的空间体系特征。以杭州为代表的浙

江地区成为技术变革的领导者与红利的

受益者，吸引了大量的创新人才及创业

企业；从长三角1 688家电商企业、文

创产业空间集聚度、独角兽企业（图1）

分布来看，以上海、杭州为核心的新经

济集聚的区域优势明显②。
因此，在传统以全产业和生产性服

务业为核心的产业关联网络框架上，有

必要结合新的的社会经济背景与产业分

工，对区域的空间格局进行再认识。当

前，也有不少学者聚焦创意产业发展趋

势、创新活动空间分布、创新产出时空

演变等进行了研究（马仁锋，2014；尹

宏玲，等，2015；滕堂伟，2017）。然

而，这些研究更多是基于某些特定产业

的点状突破式研究或碎片化的数据佐

证，无法全面、系统地描述新经济现

象。因此，如何在现有点式研究基础

上，相对系统地构建城市新经济关联网

络框架，对于认识新经济空间格局及其

内在作用机理，具有重要的价值。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2.1 数据来源与获取

本研究以国家工商总局的注册企业

数据库为基础，长三角三省一市2015年

及以前共涉及到420万条企业区位信息，

其中有总部与分支关系的共44万余条。

邀请大数据公司对数据进行处理，首

先，将各条企业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明确其总 （分） 公司、总公司成立时

间、总公司所属行业 （包括门类、大

类、中类）等相关属性；其次，将各条

企业数据与所在地进行关联，建立起与

各省、市、县 （区） 的归属关系；最

后，通过公司总部与分支之间的关系，

构建各城市之间的关系库，可便捷查询

各个行业及特定时间段成立的企业其总

部和分支所在城市的对应关系。

59



2.2 研究方法

区域各城市之间关联网络分析主要

有城市之间网络关联度及各城市总关联

度两种测算方法。一是城市之间的网络

关联值及网络关联度计算：城市之间的

关联网络根据企业总分机构的地理位置

可以分为外向关联与内向关联，城市的

总关联是外向关联与内向关联的总和。

为了便于比较分析，通常将各个城市的

相对关联值以研究范围内的最大关联值

定义为100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方法

如下：如果注册在城市A的企业在城市

B有X个分支，注册在城市B的企业在

城市A有Y个分支，则城市A、城市B

之间的网络关联值为Vab（或Vba）=X+

Y。对城市网络关联值进行标准化处理，

得到该城市之间的网络关联度为Nab=

Vab/Nmax*100，其中，Nmax为所有城

市之间的最大网络关联值。

二是各城市总关联值及总关联度计

算。每个城市的总关联值定义为该城市

与区域内所有其他城市的网络关联值和

总分系数的乘数之和。针对任一关联，

总部城市和分支城市的总分系数分别为

1和0.5，那么城市A对城市B的关联值

记为：Sab=X+0.5*Y；城市B对城市A

的关联值记为Sba=Y+0.5*X。将一个城

市与区域内所有其他城市之间的关联值

相加，则 A 城市的总关联值为 TSa=

∑i

n( n ≠ a )
Sai，其中，n为区域内城市总数

量。最后，用同样的方法，测算城市A

的总关联度为Ia=TSa/TSmax*100，后续

分析均用上述方法计算得出不同产业的

城市关联网络。

2.3 研究行业界定

基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

T4754—2011）（简称“分类”），对本

研究所涉及到的行业门类进行界定。全

产业与制造业相关门类与“分类”基本

一致；生产性服务业相关门类主要参考

萨森对于全球城市的相关研究及唐子来

等（2010）对于价值区段的相关研究，

将其界定为金融业等六大类。

新经济越来越成为影响区域城市体

系的重要因素，但对于新经济的行业门

类一直未有统一的标准。一方面，从产

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新经济具有跨界

融合的特征，李克强指出新经济“不仅

仅是指三产中的‘互联网+’、物联网、

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业态，

也包括工业制造当中的智能制造、大

规模的定制化生产等”，美国 《商业

周刊》提出“信息技术(IT)革命以及由

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

为龙头的经济”，可见以高新技术为核

心，融合制造业与服务业是其重要的特

征。同时，相关研究开始尝试提出了某

些新经济的方向，如鲸准研究院提出

新经济为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等，李海舰等（2018）认为新经济

主要为新的基础设施、新的经济形态、

新的增长动能等，樊可辛等（2018）认

为新经济主要包括互联网经济、信息经

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分享经济

等，但这些研究对经济门类并未做详细

的界定。在实践上，部分城市也探索提

产业门类

总体

制造业

生产性服

务业

新经济

产业大类

全部产业

制造业（13—43大类，共31门类）

金融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

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

设施管理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高技术产业（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健

康服务业，信息相关产业，文化及相关产业

上海

138 482
16 724

41 163

29 690

江苏

159 727
19 138

45 814

13 167

浙江

104 687
16 995

31 826

24 965

安徽

39 182
3 860

12 967

8 829

总体

442 078
56 717

131 770

76 651

表1 2015年长三角全产业总部分支数量
Tab.1 Number of branches of varied indust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2015

资料来源：龙信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平台.

图1 2017年长三角基于1688的电商企业联系（左）2015年长三角文创产业空间分布（中）2017年大中华区独角兽
企业城市排名（右）

Fig.1 Network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based on contacts of 1688 e-commerce enterprises (left),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creative indus-
t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 2015 (middle), and city ranking in Greater China based on the number of Unicorn Enterprises in 2017 (right)

资料来源：左图来源于杨卓等《基于B2B电子商务的长三角产业空间特征研究》；中图基于龙信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平台.

1
2
3
4
5

城市

北京

上海

杭州

深圳

广州

独角兽

企业

数量

（家）

54
28
13
10
3

独角兽

企业估值

合计

（亿元）

13 750
4 580
5 420
2 840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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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些新经济的主要产业门类，如杭

州③、成都④等先发城市提出新经济包括

信息经济、文创经济、新金融、健康、

高新制造等门类。可见，新经济产业门

类既需要兼顾制造业、服务业中的门类

遴选，也需要关注信息产业、健康产

业、文化产业等具有明显新经济特征的

门类划分。因此，参考以上研究，并考

虑到数据获取的可行性，本文重点识别

了高技术产业（制造业）、高技术产业

（服务业）、健康服务业、信息相关产

业、文化相关产业共五大类新经济，兼

顾制造业与服务业，硬科技与软实力，

最后将相关门类与国民经济行业门类进

行对比遴选，并参考国家相关行业细分

门类⑤的界定，提出了新经济的五大行

业及多类细分行业（表2）。

3 新经济视角下的长三角城市关

联网络特征及比较

3.1 全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关

联网络特征

（1）全产业关联网络：传统的Z字

形地区集聚

长三角各地级市2015年全产业关联

网络呈现上海辐射长三角、宁杭合辐射

省内的格局（图２左，表３）。与唐子

来等（2017）研究结论相似，长三角区

域全产业关联网络中，上海全产业总关

联度位居首位，以其总关联度为标准化

为100计，南京次之（71.9），而后是杭

州 （55.3）、苏州 （33.9）、合肥 （30）

等核心城市，可见沪宁合—沪杭甬构成

的“Z字型”区域是长三角企业网络关

联密集地区。其中上海与苏州联系最为

紧密，其余一般地级市的首位联系城市

均为省会城市，南京、杭州、合肥在省

内的网络关联优势明显，总体上呈现等

级化的关联格局。各省比较中，江苏省

内部关联度强于浙江，南京的省内关联

度整体排名相较于杭州更为靠前。

（2）生产性服务业网络：Z字型地

区集聚，省会作用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关联网络与全产业特

征相似，上海居于首位，但其中省会城

市的总关联度普遍提升 （图２中，表

３），同样以上海为100计，第二位的南

京为84，第三位杭州为63.2，合肥升至

第4位（33.9），均高于全产业链的相对

比重，三市的生产性服务业总关联度分

别提升了 12.1%、7.9%、2.9%。可见，

省会城市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区域网络中

承担了重要的服务功能，表现出了较强

的省域组织能力，整体上形成以上海——

省会——城市的等级化加分省板块化关

联格局，尤以南京最为显著，南京与苏

州、淮安、盐城、泰州等省内城市关联

普遍提升。

（3）制造业关联网络：以上海为核

心的放射状网络特征

与生产性服务业相对，制造业的关

联网络中，上海的核心组织地位进一步

表2 2015年长三角“新经济”五大产业门类及总部——分支数量
Tab.2 Number of branches of the new economy industr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based on five
categories), 2015

产业门类

高技术产业

（制造业）

高技术产业

（服务业）

健康服务业

信息相关

产业

文化及相关

产业

产业大类

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

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信息服务，电子商务服务，检验检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的高技术服务，研发与

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知识产权及相关法律服务，环境检测及治理服务

医疗卫生服务，健康管理与促进服务，健康保险和保障服务，其它与健康相关的

服务

电子信息设备制造，电子信息设备销售和租赁，电子信息传输服务，计算机服务

和软件业，其它信息相关服务

新闻出版发行服务，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文

化信息传输服务，文化创意和涉及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工艺美术品的生产，

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文化用品的生产

联系总量（条）

2 843

20 586

28 064

4 346

28 395

注：①由于新经济五大门类中具体门类有部分重叠，故五大类总部分支数量加和 （84 234） 略大于新经济单
独统计数量（76 651）；②资料来源：龙信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平台.

图2 2015年长三角全产业（左）、生产性服务业（中）、制造业（右）产业网络关联示意图
Fig.2 The aggregate industry\producer service industry\manufactory industry network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2015

资料来源：龙信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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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显（图２右，表３），上海总关联度

相当于次位城市苏州的2.5倍，且比较

城市间相互的关联网络，排名前十位中

有9个都是上海与其它城市的联系，可

见上海的核心组织与控制作用突出，体

现出明显的区域引领和产业辐射特征。

一方面这与制造业相对长的产业链条有

关，跨越了从研发到生产到销售的“微

笑曲线”全线，也因此有更多的区域之

间的合作与分工需求。另一方面可以看

到，上海集聚了众多制造业总部和销售

部门，具有强大的制造业服务能力，如

制造业为主的fortune2000中，上海的总

部数量（26个）占据长三角（45个）的

60%左右，大部分的总部、研发、销

售、采购等环节都集聚在上海。

3.2 新经济关联网络的新趋势与新特征

（1）新经济总体关联度：沪杭核心

区突显

结合2.3的门类界定与选择，对新

经济相关行业企业的经济关联网络进行

分析，发现新经济关联网络与全产业及

传统制造服务业关联网络有着明显的差

异。总体关联度上，打破了传统全产业

链，以及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以上海

为首、省会次之的等级化关联网络，而

是体现出与当前互联网格局活跃度相似

的网络现象。杭州在新经济网络中脱颖

而出，超过上海（97）成为新经济关联

度的首位城市，以沪杭为主体区域成为

新经济关联网络的核心组织空间。上

海——杭州之间的企业关联成为新经济

企业的首位联系线（图3），而全产链、

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的关联网络中，

上海——苏州都是绝对的主体。

（2） 新经济关联的区域格局：浙

江、安徽地位强化

在全产业链、制造业、生产性服务

业总体关联中，江苏省在三省中的优势

明显，但从新经济企业关联中，浙江省

和安徽的地位得到提升。长三角新经济

关联前 15位的城市中，浙江省占据 8

席，包括杭州（第1）、宁波、温州、金

华、绍兴、嘉兴、台州、湖州等 （表

4），杭州——温州、杭州——金华、上

海——宁波、杭州——湖州、杭州——

嘉兴等联系均居于城市关联的前10位；

安徽省省会合肥总关联度为58，超越南

京成为长三角的第三位，蚌埠也首次跻

身前15位，合肥与省内众多城市的关联

度都居于总关联城市排名的前25位（表

5）。这一现象与近年来城市创新经济发

展的特征与力度息息相关。杭州、合肥

等城市近年来都重点突出创新驱动、培

育新经济，抓住信息技术、高新技术、

互联网+、数字经济等创新经济发展的

先机，并强化民营经济在创新中的核心

作用，带动了中小企业为基础的创新动

力的培育，成为近年来长三角新经济发

展的引领者。

3.3 小结

总结而言，不同产业视角下的长三

角区域关联网络呈现出差异化的空间模

式。全产业关联网络呈现上海辐射长三

角、省会城市辐射各省、以长三角传统

“Z字型”为关联核心的特征；生产性服

排

名

1
2
3
4
5
6
7
8

全产业

城市

上海

南京

杭州

苏州

合肥

宁波

无锡

南通

关联度

100
71.9
55.3
33.9
30
22.7
21.2
15.4

生产性服务业

城市

上海

南京

杭州

合肥

苏州

无锡

宁波

南通

关联度

100
84
63.2
32.9
27.2
18.9
17.7
11.5

制造业

城市

上海

苏州

杭州

南京

宁波

无锡

合肥

南通

关联度

100
39.5
30.5
28.6
24.4
21
17.2
12.2

表3 2015年长三角分行业城市总关联度
前十五名
Tab.3 Top 15 cities in industry connection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2015

数据来源：龙信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平台.

图3 2015年长三角新经济产业网络
关联示意

Fig.3 New economy industry network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2015

数据来源：龙信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平台.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城市1
上海

上海

上海

杭州

杭州

上海

合肥

杭州

杭州

上海

上海

杭州

杭州

合肥

合肥

合肥

合肥

杭州

上海

合肥

南京

上海

合肥

南京

杭州

城市2
杭州

苏州

南京

温州

金华

宁波

阜阳

嘉兴

湖州

无锡

合肥

绍兴

台州

安庆

六安

滁州

蚌埠

衢州

南通

亳州

无锡

温州

宣城

苏州

舟山

关联度

100
95
84
78
74
63
49
48
45
45
43
41
41
32
29
28
25
24
22
21
21
21
21
20
20

表4 2015年长三角新经济产业城市间关
联度排名
Tab. 4 New economy industry inter-city connec-
tion ranking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2015

数据来源：龙信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平台.

新经济

城市

杭州

上海

合肥

南京

宁波

苏州

无锡

温州

金华

绍兴

嘉兴

蚌埠

南通

台州

湖州

关联度

100
97
58
35
26
18
14
13
13
10
7
7
7
7
6

表5 2015年长三角新经济产业城市总关联
度前15名
Tab.5 Top 15 cities of new economy industry con-
nec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2015

数据来源：龙信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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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关联网络与全产业基本一致，但南

京、合肥、杭州等省会城市辐射能力有

较大提升；制造业关联网络形成以上海

为核心的放射状辐射格局，表明总部在

上海、生产在长三角的制造业区域化格

局显现；新经济关联网络中沪杭核心区

异军突起，打破了传统产业关联网络中以

上海为核心的对外辐射及宁沪杭甬“Z

字型”格局，更体现对科技的关注，更体

现了对民营经济的关注，并在一定程度

上重塑着长三角区域空间格局（图4）。

4 细分行业下的长三角新经济产

业空间网络特征

从新经济细分行业视角审视长三角

产业关联的空间格局，发现高技术制造

产业、高技术服务产业、健康产业、信

息产业、文化产业的关联网络呈现出兼

具制造业、服务业与新经济行业的关联

特征。

4.1 高技术服务产业：杭州跃居首位，

合肥优势明显

长三角高技术服务业关联网络兼具

生产性服务业与新经济行业的共性特

征：①长三角整体形成了以上海及省会

城市为核心的高技术服务业辐射格局。

②杭州、合肥高技术服务产业的辐射能

力有显著提升，杭州超越上海跃升为长

三角关联度首位城市，杭州与宁波、温

州、金华的关联处于长三角的前 3名

（图5，表6），这与浙江近年来电子商务

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有较大关联，如

“2016中国电商百佳城市”排名中杭州、

金华分别位居全国第1与第4；浙江B2B

电商企业总量占据长三角近70%的份额

（杨卓，等，2018）。合肥跃升为第二关

联度城市，与阜阳、安庆、滁州等10个

安徽省内城市的高技术服务产业关联跃

升至长三角前25位，这与合肥近年来大

力培育高科技企业，支持独角兽企业，

强化瞪羚企业培育密切相关。

4.2 高技术制造产业：上海辐射优势明

显，杭州跃居第二

长三角高技术制造产业关联网络兼

具制造业与新经济行业的共性特征：①与

制造业以上海为中心的放射状辐射格局

相似，上海关联度位列首位，前十位关

联城市中均是与上海的关联，杭州、苏

州、宁波、合肥次之，杭州、合肥的关

联优势开始显现；②与新经济关联网络

中杭州极具优势的特征相似，杭州成为

仅次于上海的第二高关联度城市，不仅

上海—杭州关联位居第一层级，杭州与

省内宁波、温州、台州及与省外苏州、

常州、合肥、南京的城市关联均排在长

三角前25位（图6，表6）。

图5 2015年高技术服务业网络关联
Fig.5 Urban network based on connections

in high-tech service industries, 2015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4 不同产业主导下的城市关联特征模式图

Fig.4 Urban connection pattern based on different leading industries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6 2015年高技术制造业网络关联
Fig.6 Urban network based on connections
in high-tech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2015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排名

1
2
3
4
5
6
7

高技术服务业

城市

杭州

合肥

上海

南京

宁波

无锡

温州

关联度

100
70.2
62.1
28
21.5
11.9
11.7

高技术制造业

城市

上海

杭州

苏州

宁波

合肥

南京

无锡

关联度

100
34.3
21.6
21.2
21.2
16.7
11.1

健康产业

城市

上海

杭州

合肥

南京

宁波

蚌埠

苏州

关联度

100
79.1
31.3
28.4
24.1
18.6
13.7

信息产业

城市

上海

苏州

杭州

南通

南京

合肥

宁波

关联度

100
63.8
21.8
21.2
14.3
14
10.1

文化产业

城市

上海

杭州

南京

合肥

宁波

苏州

无锡

关联度

100
80.5
54.9
26.2
26
18.9
14.2

表6 2015年长三角各城市新经济分支产业总关联度前15位排名
Tab.6 Top 15 cities in new economy industry connections(based on five sub-industries) of the Yangtze Riv-
er Delta Region, 2015

数据来源：龙信工商企业注册数据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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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健康产业：杭州、合肥关联优势凸显

长三角健康产业关联网络有如下特

征：①上海、杭州、合肥成为关联度前

三城市，上海—苏州、上海—杭州关联

优势突出，且相差无几。②杭州、合肥

对省内城市的辐射能力明显强于南京，

尤其杭州与宁波、金华、温州、嘉兴、

湖州共5个浙江省内城市关联挤进长三

角前10名，与上海区域关联平分秋色

（图7，表6）。

4.4 信息产业：苏通关联优势明显，但

整体仍以上海为核心

长三角信息产业关联网络有如下特

征：①上海、苏州、杭州总关联排名靠

前，苏州表现突出，苏州—南通关联跃

升至信息产业关联的首位，这与苏州电

子信息制造产业集聚及苏通推动跨域合

作有较大关系，如苏州、南通联动与合

作开发的苏通产业园，吸引IBM、道通

电子、富海电子、实创电子等众多信息

公司入驻。②上海仍然是长三角信息产

业关联的龙头城市，除苏通外的其它前

10位城市关联均是与上海的关联（图8，

表6）。

4.5 文化产业：沪杭关联优势明显

长三角文化产业关联网络有如下特

征：①上海、杭州、南京、合肥位居关

联度前四位，其中上海—杭州关联位居

长三角关联的首位；②杭州对省内城

市在文化产业方面的辐射能力明显强

于南京，杭州与宁波、金华、温州、绍

兴四位城市的关联挤进长三角前10（图

9，表6），这与近年来杭州文化创意产

业蓬勃发展息息相关，从2007年至2016

年的10年间，杭州通过“举全市之力”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实现了年均21%的增

速（高于GDP增速11%），占GDP比重

增至23%。

由此可见，新经济细分行业比较有

如下共性特征。一方面，脱胎于一般产

业的新经济行业有着与全产业共性的关

联网络特征，高技术制造产业、信息产

业与制造业都显示了以上海为辐射中心

的特征，高技术服务业产业与生产性服

务业都显示了以上海、省会城市为核心

的特征。另一方面，以创新为引领的新

经济产业关联网络又表现出了某些新的

特征，信息产业、文化产业关联中上海

与杭州关联优势异军突起；在以电子商

务为引领的高技术服务产业关联中，杭

州甚至超越上海成为了长三角区域关联

的龙头城市；合肥在新经济竞争中崭露

头角，关联度排名相较全产业表现出逆

袭式突破。

5 结论及延伸讨论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发展的新趋势

下，创新经济集聚与扩散的影响作用不

断强化⑥，新经济视角下的城市关联网

络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不仅对新经

济行业门类进行了初步界定，也比较分

析长三角新经济产业与传统产业、新经

济产业内部细分行业的关联网络特征。

一方面，新经济视角下的长三角关联网

络与全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等

不同，新经济产业全国关联能力更强，

而以新经济快速发展的浙江地区表现抢

眼，上海与浙北地区成为新经济关联的

核心区域，沪杭也跃升至新经济关联的

首位。另一方面，新经济关联网络并非

是对其它视角关联网络的替代，而更多

是一种补充与完善，从各种视角展开关

联网络分析，更能全面揭示区域内关联

特征及功能体系的特征。未来，随着新

经济格局的快速迭代，以人工智能、互

联网+等为引领的新经济格局必将不断

重塑着区域空间格局，推动区域从形态

地理逐渐向功能地理格局转变，也会对

区域空间关联的研究框架进行不断的完

善、优化。

注释

① 包括资本、信息、人员和产品等要素的城

市经济流通。

② 以杭州为例，独角兽企业估值位居长三角

第1，数量位居长三角第2；从创新人才吸

引力来看，2016年海归人才净流入比全国

图7 2015年健康服务业网络关联
Fig.7 Urban network based on connections in

the health industries, 2015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8 2015年长三角信息业网络关联
Fig.8 Urban network based on connections in

the information industries, 2015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9 2015年长三角文化业网络关联
Fig.9 Urban network based on connections in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2015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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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99.2%），成为海外人才回归最集中

的城市。

③ 杭州提出“1+6”未来产业：信息经济产

业，文化创意产业，金融产业，旅游休闲

产业，健康产业，时尚产业（制造业），高

端装备产业（制造业）。

④ 成都新经济发展大会提出“六大新经济形

态”：数字经济（资源型、技术型、服务

型），智能经济（智能制造、智能服务、智

能产品），绿色经济（绿色产业），创意经

济（知识创造、创意设计、创意体验），流

量经济（跨境电商、离岸金融），共享经济

（生活性、公共性）。

⑤ 主要包括《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

《统计上划分信息相关产业暂行规定》、《健

康服务业分类 （试行）》、《高技术产业

（服务业）分类（2013）（试行）》、《高技术

产业（制造业）分类（试行）》等文件。

⑥ 长三角新经济产业关联网络数量从2005年

41 810增至2010年62 348，再增至2010

年76 651，且占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

新经济产业的关联网络比重稳步提升，从

2005年的27%增至2010年28%，再增至

2015年的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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