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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4!%&5$年长三角#5个城市数据"文章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构建加权有向

商贸流通关联网络"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A1 和 BCD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长三角商贸流通网

络结构特征及其效应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中节点联系日趋紧密且连通性

增强"但存在明显的冗余联系和等级化特征&网络中各节点影响力的差异正在缩小"且省会城市

仍占据商贸流通枢纽中心主导地位&特征向量中心性显著强化各节点商贸流通关联强度"中介中

心性显著强化网络极化效应&收入水平#地方保护主义#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互联网#物流

业发展和贸易开放的城际差异将显著影响商贸流通网络结构演变"其中金融发展#互联网信息基

础设施和物流业发展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关键词! 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改进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BCD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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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J言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三省一市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旨在让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增长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区

和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区)其中建设创新引领的区域产业体系是其重点内容*%&%&年6月%&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进一步强调)要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结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相统一)紧扣

一体化和高质量抓好重点工作)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

!在此背景下)长三角产业发展将

更加重视跨区域分工与协同)产业一体化趋势成为必然*长期以来流通产业具有领先国民经济的特征)是

提升价值链的战略环节和产业增长极)表现出一定的先导产业性质!杨龙志)%&5""

.5/

*%&5$年长三角地区

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万亿元)约占全国%%`)

"表现出较强的商业经济活力*然而)当前长三

角商贸流通产业发展呈现出空间非均衡特点)城市间未能实现较好的协调发展*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为例)%&5$年上海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5"&6元)而合肥为";$%"元)池州更是低至54"4"元!仅为

上海的56*66`左右"*

#这一现状是否说明长三角各城市商贸流通产业发展互不影响)而与城际产业的空

间关联与协作毫无关系0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在互联网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连锁住宿酒店和餐

饮行业&大型连锁超市及批发企业&现代产品物流集散中心和电子商务实现了快速发展)这不仅丰富了商

贸流通产业业态!邱志萍和廖秋敏)%&5!"

.%/

)也改变了商贸流通产业的空间格局*不难看出)以商品贸易

及流通为媒介的商贸流通产业存在典型的跨区域空间影响与联系)并呈现出动态复杂的多线程网络化的

空间关联特征*由此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是+长三角地区之间商贸流通产业空间关联形成的商贸流通网络

结构具备怎样的特征0由此对地区间商贸流通关联强度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效应0同时又是哪些因素驱动着

网络结构的演变0为此)基于长三角#5个城市相关数据)本文尝试从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视角对上述问题

进行解答)这对制定长三角商贸流通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二" 文献综述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文献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商贸流通产业的相关研究(二是产业的空间关联及

其网络结构研究*就商贸流通产业研究而言)大多围绕其发展评价及效率等问题进行展开)部分研究从产

业结构理论视角对我国商贸流通产业进行了相关探究*AK!%&5#"

."/

以黑龙江省内城乡农产品商贸流通为

例)研究发现借助网络技术的优势可以有效缓解市场供求信息的非对称性和提升商贸流通效率*RP/-Q等

!%&5!"

.#/

研究认为以电子商务为主体的新兴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流通模式相比传统方式更具优势*任保平

;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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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整理得出*

依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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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等层面对中国商贸流通产业发展进行评价)发现现阶段发展方式

基本处于投入驱动的粗放式发展阶段*曾蓼等!%&56"

.;/

构建了长江经济带商贸流通业协调发展指标体

系)通过比较评价分析发现区内整体协调性水平有所下降*黄桂琴等!%&56"测算了人口城镇化与农产品

流通产业效率的耦合度)研究发现)二者的耦合程度逐渐提高且存在区域差异
.$/

*杨龙志!%&5""

.5/

借助

bCW模型实证检验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流通产业整体上显著强化了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其中批发与零

售业的先导性较弱*柳思维和周洪洋!%&56"基于超效率 1Tc?F_C方法和 c/0YdNKO8指数测度我国流通产

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实证研究了研发强度&产业结构&城镇化率等对流通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

果
.6/

*陈宇峰和章武滨!%&54"

.!/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市场化和对外开放程度显著正向影响

区域商贸流通效率*同时)部分文献探讨了商贸流通产业结构问题)如高觉民!%&&""

.5&/

认为我国流通产业

结构要向高级化转换)对流通领域中的非均衡结构进行重组(周凌云等!%&5""

.55/

认为要大力发展创新型

流通业态)进行产业升级)提高流通业的效益)拓展流通业发展的新空间(张得银!%&54"

.5%/

发现流通发展

显著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且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宋则等!%&5&"

.5"/

认为应加快培育现代市场体

系)强化商贸流通业的中介功能)以解决产业同构问题*

此外)还有文献对产业空间关联和产业关联网络结构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陈建军等!%&5!"认为区域

一体化背景下长三角大湾区成为商贸流通枢纽
.5#/

)使商贸流通网络节点联系更加紧密*孙露等!%&5#"

.54/

基于投入产出表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产业关联网络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产业间空间联系程度缓慢

增强*张翠菊和张宗益!%&54"

.5;/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证实了我国产业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集聚特

征*此外)借助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1N- 等!%&54"

.5$/

测度了我国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空间关

联性)并发现其产业网络存在四个空间相互联系的子群(SN 等!%&56"

.56/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分析结果表

明高科技产业与互联网产业的空间联系最为紧密(林春艳和孔凡超!%&5;"

.5!/

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实证

检验了中国产业高级化的空间关联效应及其网络机构特征)认为省际产业高级化空间关联程度存在明显

的多重叠加及空间溢出效应特点(陈金丹和黄晓!%&5$"

.%&/

&王俊等!%&5$"

.%5/

分别证实了我国文化产业和

旅游产业存在空间关联)由此形成的网络结构均表现出明显的演变趋势*

现有研究取得一定进展)其中有关产业发展的空间关联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方法借鉴*然而现有商

贸流通产业研究所采用的定量分析方法和#属性数据'模型仅考察了特定区域产业发展所具备的属性特

征!如效率等")直接忽视了现实经济系统中客观存在的产业空间关联问题)难以全面揭示由#关系数据'

表征的商贸流通产业关联关系*事实上)也正因为如此)关于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结构特征研究几乎处于

空白状态*

从实践层面来看)长三角地区商贸流通业具有独特特征)发展长三角商贸流通业对推动中国商贸流通

经济整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地理位置方面)长三角地区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和众多的高速公路&铁路&航

线等可以一直辐射到中国西部)在商贸流通业中占据重要的地理优势*在商业结构方面)长三角商贸流通

企业既有世界4&&强知名商贸流通企业)也有苏宁&农工商&永辉&文峰等民族商贸流通连锁企业)区域内商

贸流通企业结构比较合理)系统比较完整*在商业配套方面)长三角地区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先行区)具有

一系列政策配套优势)其工业配套也比较完备)轻工业比较发达)重工业正在积极发展)外资企业较多)轻

重工业加外资企业的配套为长三角商贸繁荣发展积累了一定基础*此外)长三角作为我国的先导型经济示

范区)正处于结构转型调整阶段)分析长三角的商贸流通的空间关联)有利于观察商贸流通在不同经济阶

段的发展状况)从而发现长三角商贸流通产业发展的演变规律)为实现商贸流通产业一体化发展提供政策

依据*

鉴于此)基于%&&41%&5$年长三角#5个地级市数据)本文将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确定长三角商贸流通

的空间关联关系)以此构建加权有向的商贸流通网络)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A1 和 BCD回归方法实证研

究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的结构特征&效应及影响因素*本研究能够厘清各城市在整个网络中的影响力与作

用)并揭示网络结构特征对城市间商贸流通关系强度的影响和网络结构演变的驱动因素)以期弥补现有研

究不足)为优化完善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结构和实现商贸流通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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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 研究方法

K*空间联系分析%引力模型是研究空间联系的重要工具*目前)学者们利用改进引力模型从城市经济

空间联系与空间结构!彭芳梅)%&5$"

.%%/

&区域创新产出空间关联!李琳和牛婷玉)%&5$"

.%"/

&地缘经济!黄

宇等)%&5!"

.%#/

和溢出效应!唐爱迪等)%&5!"

.%4/

等视角进行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基于此)本文

借鉴刘倩等!%&56"

.%;/

&欧向军等!%&54"

.%$/

研究设计)利用地区生产总值对经典引力模型进行修正)使其

能够合理反映区域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的非对称性*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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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9

/B

表示城市 /对城市 B的商贸流通联系)反映了两城市商贸流通产业的空间联系(C

/B

表示修正因

子)#

/

和 #

B

分别表示城市 /和城市 B的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水平(D

/B

表示高德地图推荐的城市间最短驾车距

离(E

/

和 E

B

分别表示城市 /和城市 B的地区生产总值(#E

/

表示城市 /对外商贸流通联系的总和)反映城市

/与其他城市的商贸流通经济联系强度*考虑到城市间商贸流通联系存在非对称性)对应的矩阵数据计算

存在行和与列和的差异*具体而言)行和计算的强度为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中各城市商贸流通经济的辐射

效应)表现为某个城市节点对其他城市节点的商品&人员&资金和交通运输等要素的扩散性影响(而列和计

算的强度则为各城市商贸流通经济的极化效应)表现为某个节点对其他节点商贸流通经济要素的虹吸效

应*

基于现有研究文献!黄漫宇和李纪桦)%&5!"

.%6/

)本文从产出规模&从业规模和货运规模三个层面构建

了长三角商贸流通业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产出规模从供给端衡量了区域商贸资源的总体产出)从业规模从

行业层面对商贸流通的从业人员结构进行了界定)货运规模从货物的流通层面对商贸的流通进行了直观

反映)从上述三个层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可以较为全面地分析长三角地区商贸流通产业的发展水平*在指

标权重的确定方面)熵值法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法)其主要的优点为可以考虑指标的自身特性)不涉及指标

的相互关系!钟赛香等)%&54"

.%!/

*考虑到普通的熵值法无法有效处理极端值)因此本文借鉴李景刚等

!%&5%"

."&/

研究设计)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并进一步测算历年长三角#5个城市商贸流通

产业发展水平*该方法是在熵值法基础上引入了标准化修正方法对数据进行非零和非负化处理)从而缩小

了极端值对综合评价的影响)可以较为合理地对长三角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水平指标进行赋权*具体评价指

标体系及权重如表5所示*

表5'长三角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指标层 指标解释 权重

商贸流通

业系统

产出规模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元G人GT

5

%

&*"&!

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销售总额占 +FD的比重#`GT

%

%

&*5!!

从业规模
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的比重#`GT

"

%

&*&!"

交通仓储邮电业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的比重#`GT

#

%

&*5$5

货运规模 货运总量#万吨GT

4

%

&*%%6

L*社会网络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是研究社会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方法)通过对节点和连边的属性及关系

进行探究)可反映节点和网络的特性!1)-Q等)%&5!(李敬等)%&5#(刘军)%&&!"

."53""/

*本文将长三角#5个地

6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级市视为社会行动者)城市间商贸流通产业的空间关联视为社会网络中的连边)城市之间的商贸联系水平

大小视为连边上的权重)以此构建加权有向商贸流通网络*相比现有研究)本文利用地区之间的生产总值

表征了城市之间商贸流通及发展的非对称信息)完备地呈现了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结构特征*本文将选取

如下指标从整体网络和个体网络两个层面对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进行分析*

!5"整体网络特征*

!

网络密度 D# 描述反映城市间商贸流通联系的整体紧密程度)即+

D# e

G

H!H35"

!#"

其中)G 表示网络中实际存在的边数)H表示网络中节点的个数*

"

加权集聚系数 >>I描述临近城市间商贸流通联系的连通性)即+

>>I

/

e

%'

/

C

/

!C

/

35"

!4"

其中)'

/

表示节点 /的邻居之间的连边数)C

/

表示节点的度*

#

网络效率 49描述商贸流通网络中城际发生关联的效率)为负向指标)即网络效率水平越低)表明

节点间的有效联系边数越多)网络结构更为稳定*公式为+

49e5 3

J

Y/̂!J"

!;"

其中)J表示网络中多余线的数量)Y/̂!J"表示最大可能多余线的数量*

$

节点等级度 K4刻画商贸流通网络中城市间关联的非对称的可达性)其中等级度越高)越不利于城

际商贸流通经济合作与联系*公式为+

K4e5 3

0

Y/̂!0"

!$"

0表示网络中对称可达点的对数)Y/̂!0"表示网络中最大可能的可达点的对数*

!%"个体的网络特征*

!

特征向量中心性 4>衡量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中各城市的地位和重要程度)

计算中心性时考虑了网络的结构类型)相比其他中心性指标更能反映节点的重要程度!刘林青和谭畅)

%&5;"

."#/

*一个包含 H个节点的网络中)节点 6

/

的特征向量中心性定义为 4>

/

)有+

4>

/

F

5

!

!

H

BF5

-

/B

L

B

!6"

其中)

!

为常数)-

/B

为网络邻接矩阵的元素)L

B

为邻居节点的特征向量中心性*

"

节点对称性 H#)描述有向网络中节点的入度中心性与出度中心性的均衡程度!(/.KO./等)%&&$"

."4/

)

能够表征节点的扩散与集聚效应大小*计算公式为+

H#)

/

F

!

)D

/

M

!

ND

/

!

)D

/

O

!

ND

/

!!"

其中))D

/

表示城市 /的入度)ND

/

表示城市/的出度*当H#)

/

FM5)城市/为净流出(当H#)

/

F5)城市

/为净流入(当 H#)

/

F& 则表明城市 /的扩散与集聚效应相当*

#

中介中心性 P>依据经过某个节点的最短路径的数量来刻画节点的重要性)体现城市对其他城市

间商贸流通关联的控制能力*计算公式为+

P>

/

F

%

!

*

B

!

*

C

?

BQ

!/"

H

%

M"HO%

!5&"

其中)B

"

/

"

Q)且 BhQ)?

BQ

!/"为第"个区域 /控制 B和 Q关联的能力*

$

核心 边缘分析用来分析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和边缘地位的城市)依据城市节点的

重要程度和影响力将整个网络进行分类*相比边缘节点)位于核心地位的城市对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具有

重要的带动作用)同时也积聚更多的经济资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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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数据说明

依据表5中长三角商贸流通业评价指标体系的内容)本文所需的原始数据为%&&41%&5$年长三角#5个

城市!的商贸流通业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对应三省一市的统计年鉴*针对个别数据

缺失的情况)本文采用移动平均和插值法进行处理*本文将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测度历年加权有向的长三

角城际商贸流通关联矩阵)借助 MIK-,8;*&软件和计算公式整理网络结构特征结果)并为下文实证分析提

供数据支持*

四" 长三角商贸流通产业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一$ 长三角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的时空分析

在选取相关指标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改进熵值法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测算了长三角#5个城市的商贸

流通产业发展水平)并借助 C.I+71 软件进行可视化呈现)具体如图5所示*

图5'长三角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图

由图5可知+!5"%&&41%&5$年长三角地区各城市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水平实现了整体提高)形成了以

沪宁杭&宁波和舟山为中心的高水平区)并向其周边及内陆城市递减的空间格局(!%"从时空差异来看)

%&&4年上海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水平最高)其次是南京&杭州&宁波和舟山等城市)而其余大部分城市商贸流

通产业发展水平较低且差距较小(!""%&5$年沪宁杭等城市商贸水平明显提高)同时宁波和舟山依靠国际

优良港口优势迅速发展)但苏北&浙西南和安徽大部分城市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水平仍相对较低)表现出明

显的空间非均衡特征*总体来说)上海在长三角地区商贸流通业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龙头引领作用)以

南京&杭州&宁波和舟山为次中心的苏南&浙东北地区城市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水平紧跟其后)而苏北&浙西

南和安徽的大部分城市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水平较低*

#二$ 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结构的整体特征分析

图%从网络密度&网络效率&网络等级度和网络集聚系数四个方面展示了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结构的

整体特征*结合图5和图%可知+!5"从网络密度来看)%&&41%&5$年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密度呈现出逐年

&5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

考虑到%&55年安徽省巢湖市被撤销)因此本文将其剔除)最终研究样本为长三角#5个城市*



图%'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结构整体特征

稳步提高的态势)从%&&4年的&*5;上升为%&5$年的&*6;)

表明网络中城市商贸流通联系水平越来越高)整体网络关

系愈加紧密且结构日趋成熟(!%"从网络加权集聚系数来

看)样本期内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的加权集聚系数整体呈

现出缓慢上升趋势)城市间的商贸连通性得以增强(!""

从网络效率来看)样本期内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效率整体

偏高)网络效率值接近&*!)表明长三角城际商贸流通联系

中的有效关联数偏小)即城际商贸流通的冗余联系较多)

这将不利于优化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从网络等级度

来看)样本期内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等级度呈现缓慢波动

下降的趋势)同时水平值仍处于&*# i&*4之间)表明尽管

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等级结构逐渐得以改善)但等级森严

特征仍较为明显)城际商贸流通联系的可达性水平较低*由此看来)尽管长三角城际商贸流通联系日趋紧

密且连通性有所强化)但网络中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等级化特征和低效率关系*对此可能的解释有+一是近

年来随着长三角地区互联网信息与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进程不断推进)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商贸流

通新业态迅速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城市间产业关联日趋紧密)进而促使网络密度和加权集聚系

数整体上升(二是长三角地区因人文自然环境同源性和区位优势&要素禀赋和投资环境均质化)造成产业

同构问题!特别是第三产业"愈加明显!谢浩和张明之)%&5;"

.";/

)进而引发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市场恶性

竞争以及地方保护)使得商贸流通网络仍存在等级化特征并缺乏有效联系*

#三$ 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结构的个体特征分析

K*特征向量中心性分析%表%展示了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结构的个体特征)主要包括特征向量中心性&

点出度和点入度&对称性四种个体特征*依据表%可知+!5"整体而言)样本期内长三角各城市特征向量中

心性整体均值出现微降态势)其中心势水平由4&*;"`下降至#"*#%`)表明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的影响力

及地位的城际差异缩小)与商贸流通经济相关的要素在空间中的非合理配置问题得到缓解(!%"上海特征

向量中心性水平最高)表明其位于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拓扑结构的中心)对周围城市的影响力和作用占据

绝对主导地位(!""无锡&常州&苏州&泰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台州&六安和宣城等城市的中心

性水平实现较大幅度的提高)表明这些城市在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中的地位有所上升)有利于进一步优化

商贸流通网络结构*

表%'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中心性分析

城市

%&&4年 %&5$年

特征向量

中心性
点出度 点入度 对称性

特征向量

中心性
点出度 点入度 对称性

上海市 &*#&! "&*$66 4*!55 3&*;$6 &*";# 5"%*%!; "%*"#& 3&*;&$

南京市 &*"5% "&*"%& !*$5& 3&*454 &*%%% 5"#*!5# #"*"#$ 3&*45#

无锡市 &*"5# 5$*"&5 55*!5$ 3&*56# &*""6 !"*;6% $#*""6 3&*554

徐州市 &*&"& ;*4$! %*46" 3&*#"; &*&%% "%*6%6 5&*$$6 3&*4&;

常州市 &*%;$ 55*5!& 5"*!&$ &*5&6 &*%6& $%*4;5 $$*5#" &*&"5

苏州市 &*%6! 54*5;" !*&%; 3&*%4# &*"44 5&4*6#% 4"*#$$ 3&*"%!

南通市 &*5#& 4*&;" ;*$%4 &*5#5 &*5%$ "&*#"$ "%*#6! &*&""

连云港市 &*&%6 5*$&# %*6!4 &*%4! &*&5! $*;;! 55*%4$ &*5!&

淮安市 &*&#" %*64; "*!;5 &*5;% &*&%6 5"*5;" 54*466 &*&6#

盐城市 &*&"6 %*#4" %*4$5 &*&%" &*&"4 5"*#$5 5"*4;! &*&&#

扬州市 &*5#4 6*#$6 !*4%# &*&46 &*5%" #$*$!% #;*$6" 3&*&5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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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4年 %&5$年

特征向量

中心性
点出度 点入度 对称性

特征向量

中心性
点出度 点入度 对称性

镇江市 &*%&; 5&*5&4 5"*;5% &*5#6 &*5$; #!*6&; $5*&66 &*5$;

泰州市 &*&!4 #*#$$ ;*"6! &*5$; &*&!! "&*$4& ";*6"$ &*&!&

宿迁市 &*&5# &*!$$ 5*$!# &*%!4 &*&5" $*%$" !*6$4 &*54%

杭州市 &*"5& %%*#$% 55*%%; 3&*""# &*%!$ 555*""5 #!*%!$ 3&*"6;

宁波市 &*546 5%*#;; 4*#%% 3&*"!# &*%5# 6%*"#" ""*&%4 3&*#%$

温州市 &*&"5 "*56" %*5"! 3&*5!; &*&%# 5%*;6% !*4;5 3&*5#&

嘉兴市 &*%#6 ;*;66 5%*55; &*%6! &*"&& #"*6#& $!*6$; &*%!5

湖州市 &*%#; 4*"66 5"*$4" &*#"$ &*%;" %!*;64 $!*5&% &*#4#

绍兴市 &*5;" ;*"4& 6*4$% &*5#! &*56$ ";*%5! 4"*4&6 &*5!"

金华市 &*&;& #*;$4 #*&;$ 3&*&$& &*&#! 5!*$&& 56*;4" 3&*&%$

衢州市 &*&"! 5*;!& #*&!& &*#54 &*&"" $*44$ 56*";% &*#5$

舟山市 &*5#; 5*!$4 55*6&6 &*$5" &*5!$ 5"*&!% $#*6&4 &*$&%

台州市 &*&"# %*";$ %*4#& &*&"4 &*&"6 5%*";5 5#*#%5 &*&$$

丽水市 &*&%6 &*!$$ "*%4! &*4"! &*&%$ 4*5"6 5;*%;" &*4%&

合肥市 &*&!5 !*466 ;*#"; 3&*5!$ &*&;4 4$*%65 %&*!&! 3&*#;4

芜湖市 &*55" 4*66$ 6*;"! &*56! &*5&5 #"*4&4 #%*!"" 3&*&&$

蚌埠市 &*&#! #*5!6 ;*##& &*%55 &*&#5 %#*;!5 ""*#5" &*54&

淮南市 &*&"5 %*$$4 #*65& &*%;6 &*&%! 5#*;4! %!*;"4 &*""6

马鞍山市 &*5;# #*;!# 55*&"6 &*#&" &*5%% %%*##4 4$*&%# &*#"4

淮北市 &*&54 5*"64 #*&&; &*#6; &*&54 !*&!6 %;*4$% &*#!&

铜陵市 &*&4# %*$4& 4*6;% &*";5 &*&#5 54*#%" %;*";4 &*%;%

安庆市 &*&%! %*;6$ %*;4$ 3&*&&; &*&%& 5&*6!5 5%*%;% &*&4!

黄山市 &*&#" 5*&#! #*&&# &*464 &*&"& "*$%& 5;*&%" &*;%"

滁州市 &*54" "*%#6 5&*56$ &*45; &*&!5 5#*&&6 #5*666 &*#!!

阜阳市 &*&%# "*#$" #*56$ &*&!" &*&%5 5&*%5& 54*;6" &*%55

宿州市 &*&%5 "*%$$ #*4%; &*5;& &*&5; 5%*4;# 56*$#" &*5!$

六安市 &*&"& %*;&$ #*%;! &*%#% &*&#6 5%*4;$ "6*!&! &*45%

亳州市 &*&55 5*!!" %*6;% &*5$! &*&5% 4*6%; 55*%&5 &*"5;

池州市 &*&"& 5*#&! #*4%$ &*4%4 &*&"& $*!45 %#*5$% &*4&4

宣城市 &*&46 %*&4% #*$6$ &*#&& &*&;; 5%*&&6 "5*$;% &*#45

平均值 &*554 ;*444 ;*444 &*5%! &*55% "#*$5# "#*$5# &*5%&

中心势 4&*;"` !*!5` "*&5` G #"*#%` 4*!#` %*;6` G

L*节点对称性分析%由表%可知)节点对称性平均水平从&*5%!降至&*5%&)这说明长三角城市商贸流通

网络存在一定程度的极化效应)即大多城市积聚着更多的与商贸流通相关的经济要素*进一步发现)沪宁

杭&苏州&无锡&徐州&宁波&温州和合肥等城市的节点对称性小于零)表明沪宁杭和合肥等城市对周边城市

商贸流通辐射效应较为明显)其余城市则表现为积极集聚商贸流通要素资源*结合点出度和点入度结果)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5"样本期内长三角各城市的点出度和点入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各自中心势

水平及其两者差距均有所降低)这表明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的扩散与极化效应均有所增强)且两者的非均

衡化程度得到改善)同时城际商贸流通产业关联与协作趋于紧密(!%"从主要城市来看)南京点出&入度水

平高于上海位居第一位)同时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无锡&常州和合肥等城市处于较高水平)而苏北&浙西

南和安徽大部分城市整体水平则偏低*由此看出)尽管长三角地区空间资源配置非均衡化状态有所改善)

但仍以资源向发达城市集聚为主)这亟须合理的政策和市场作用加快推动其空间均衡化发展*

%5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M*节点中介中心性分析%表"展示了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节点中介中心性*如表"所示)可以发现+

!5" 样本期内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的中介中心性平均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这说明原有网络中某些重要

城市对控制整体网络的局面得以改变)资源要素实现自由流动(!%"上海中介中心性水平不高且呈现下降

趋势)南京实现进一步提升且位居第一)表明南京替代上海成为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的枢纽中心)这可能

是因为南京周边形成的地理邻近且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水平更高的腹地范围比上海更广(!""省会城市南

京和杭州中心性水平比省内大部分城市都高)合肥中心性水平逐渐下降)芜湖&蚌埠和滁州等城市中心性

逐步提升)这表明省会城市仍占据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枢纽中心主导地位)非省会城市的重要性正在逐步

提升)但与省会城市仍有一定差距*

表"'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节点中介中心性分析

城市
中介中心性

%&&4年 %&5$年 变化值
城市

中介中心性

%&&4年 %&5$年 变化值

上海市 5#"*#" 6$*;4 344*$6 衢州市 #%*"; "*;" 3"6*$"

南京市 4#4*&5 464*;4 #&*;# 舟山市 $*!; #*&# 3"*!%

无锡市 #6*%# 46*5" !*6! 台州市 "*"4 4*65 %*#$

徐州市 $&*!& $&*5% 3&*$! 丽水市 &*&& &*"" &*""

常州市 5!*"4 #5*4$ %%*%" 合肥市 "%5*4& 64*$! 3%"4*$%

苏州市 54*"! %4*;; 5&*%$ 芜湖市 $%*&% 544*!$ 6"*!4

南通市 5"*!4 5&*5& 3"*64 蚌埠市 !!*$% %&%*$! 5&"*&6

连云港市 &*&& &*&& &*&& 淮南市 %$*;6 "*$# 3%"*!#

淮安市 !!*;! #*&& 3!4*;! 马鞍山市 %5*5& %&*"" 3&*$$

盐城市 5;*55 #*"5 355*6& 淮北市 &*&& #;*"! #;*"!

扬州市 #*#; "*"6 35*&! 铜陵市 %%*"5 45*#" %!*5%

镇江市 "6*55 %%*4" 354*4! 安庆市 %6*"; ;*5$ 3%%*5!

泰州市 #4*%; ";*4$ 36*$& 黄山市 56*6& &*&& 356*6&

宿迁市 &*&& &*&& &*&& 滁州市 5#6*&% 5$6*56 "&*5;

杭州市 %;6*%# %$;*&% $*$6 阜阳市 ##*#4 5!*$& 3%#*$4

宁波市 6%*!! !&*"6 $*"6 宿州市 ;;*65 ##*&4 3%%*$;

温州市 %*&& &*"" 35*;$ 六安市 5;*!$ ;%*&& #4*&"

嘉兴市 55*;4 !*%; 3%*#& 亳州市 &*&& 5*46 5*46

湖州市 5!*!$ ##*;" %#*;$ 池州市 %*54 5*66 3&*%$

绍兴市 $*;% 6*&! &*#$ 宣城市 5*"! 4*4$ #*5$

金华市 54%*;! 5&!*%$ 3#"*#% 均值 ;%*%& 46*%% 3"*!6

表#'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核心城市

年份 核心城市

%&&4年 上海&南京&无锡&苏州&常州&杭州&镇江

%&5$年 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嘉兴&南通&合肥&宁波

N*核心&边缘分析%表#展示了长三角商

贸流通网络的核心城市)表4呈现了长三角核

心 边缘城市之间的商贸流通密度*由表#可

知+%&&41%&5$年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的核心

城市数量由$个增加到至!个)南通&嘉兴&宁波

表4'%&&4年和%&5$年长三角核心 边缘城市之间的商贸流通密度

核心城市 边缘城市

%&&4年 %&5$年 变化率 %&&4年 %&5$年 变化率

核心城市 &*6%# #*";; g#%!*64*̀ &*"&6 5*"## g"";*";*̀

边缘城市 &*55! &*46& g"6$*"!*̀ &*&6" &*#4$ g#4&*;&*̀

和合肥等城市逐渐进入商贸流通

核心区域)表明长三角商贸流通网

络的核心区域实现了扩容)逐步向

合肥等内陆等城市发展*进一步结

合表4密度矩阵结果)可以发现+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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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内长三角核心1边缘城市之间的商贸流通密度整体均实现了明显的提高)其中%&5$年核心城市之间

的紧密程度始终最大!#*";;")明显高于边缘城市之间的&*#4$和边缘与核心城市之间!&*46&")同时核心

城市对边缘城市的联系紧密程度及影响力!5*"##"要明显要高于边缘城市对核心城市!&*46&"(就增幅而

言)尽管边缘城市之间联系紧密程度仍偏低)但增幅最高且达到了#4&*;&`)其次则是核心城市之间达

#%!*64`)而核心与边缘城市之间的增幅则相对偏低*由此看来)可以发现+其一)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中

核心与边缘城市间及其内部的联系趋于紧密)其中核心城市间联系最为突出)核心城市对边缘城市的影响

力有所强化(其二)受到整体网络等级化结构的影响)核心城市影响力仍占据重要的主导地位)但随着核心

区域的逐步扩容)核心1边缘的空间非均衡格局将逐步改善*

五" 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结构的实证研究

#一$ 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结构效应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范式能够分析经济主体之间互动和相互影响所形成的经济网络及其演化情况)客观描

述特定现代市场的网络化特征)进而促使其与经济学研究深度交融!王春超和劳华辉)%&5#"

."$/

*此外)各

个社会主体形成的网络结构决定着各节点的属性数值特征)往往更具有研究价值!9/OO,.Y/- 和 E/NO8)

5!!#(1I)88和 </..K-Q8)-)%&55"

."63"!/

*因此)借鉴刘华军等!%&54"

.#&/

的研究设计)本节将进一步实证研究

长三角商贸网络结构的效应问题)也即研究网络结构特征对商贸流通产业关联强度的影响*

基于前文加权有向网络的整体结构特征结果)本文将构建%&&41%&5$年#5个城市网络结构特征的面

板数据)观测样本为4""个*相关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特征以及方差膨胀因子 b7E结果均报告于表;)其

中)0-1+@和 0-1+7为因变量)0-_<)0- T<)(17为自变量*由表;可知)b7E最大值为5*4&)远小于经验值5&)

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j/NOY/- 检验结果 D值为&*&&&)表明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在

@A1 估计方法支持下)同时控制城市效应和时间效应)具体回归结果见表$*

表;'各变量含义"描述性统计与方差膨胀因子

名称 含义 来源 c,/- 18U cK- c/̂ b7E

0-1+@ 基于矩阵行和的商贸流通强度的对数 公式#"% %*%;$ 5*5&5 3&*&45 #*!5! G

0-1+7 基于矩阵列和的商贸流通强度的对数 公式#"% %*4"4 &*6#" &*46# #*"65 G

0-_< 商贸流通网络特征向量中心性的对数 公式#6% 3%*;6; 5*&4; 34*55; 3&*66$ 5*#"

0-T< 商贸流通网络中介中心性的对数 公式#5&% 5*!%5 "*4;$ 3;*!&6 ;*#"$ 5*4&

(17 商贸流通网络节点对称性 公式#!% &*&!6 &*";& 3&*!64 &*!!4 5*5%

''注'由于中介中心性变量数据存在部分零值"为方便对数化处理"本文将其修正为&*&&5

表$'网络结构效应的 @A1 回归结果

b/.K/:0,O 行和'个体网络强度 0-1+@ 列和'个体网络强度 0-1+7

0-_<

&*"&"

#

&*%6$

#

&*"66

#

&*";4

#

#&*5##% #&*5##% #&*566% #&*5!5%

0-T<

&*&55

###

&*&&!

&*&5;

###

&*&5#

#

#&*&&"% #&*&&;% #&*&&%% #&*&&$%

(17

3&*&4;

##

3&*&4$

#

&*554

#

&*&5!

#&*&%"% #&*&%$% #&*&4$% #&*&56%

<)-O8/-8

#*#;;

###

#*556

###

#*5"#

###

%*!$#

###

"*&4$

###

%*;&%

###

%*4%#

###

5*%55

#&*5#5% #&*&"4% #&*&%!% #&*4;;% #&*5;!% #&*&5!% #&*&&;% #&*$;%%

W

%

&*!!& &*!66 &*!6$ &*!!& &*!6" &*!$4 &*!$" &*!6#

''注'

#

&

##和###分别表示5&`&4`和5`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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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第!#"和第!6"列可知)特征向量中心性变量显著为正)估计系数分别为&*%6$和&*";4)说明特

征向量中心性水平的提高将显著强化网络内节点间商贸流通关联强度)并对极化效应的促进作用更大*这

是因为+第一)特征向量中心性水平的提高将显著强化各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商贸流通经济联系)容易推

动与其直接和间接联系的城市形成相对稳定的商贸关系)有利于强化个体网络强度(第二)前文研究发现

绝大多数城市对称性水平为正)且样本期内点出度中心势下降幅度明显高于点入度)因此提高特征向量中

心性引致的极化效应更为明显)而所产生的辐射效应则处于从属地位*

中介中心性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和&*&5#)但只对商贸流通网络的极化效应产生显著影响)而

无法显著强化节点的扩散效应*这可能的解释是+强化节点中介中心性能够发挥自身经济优势)合理引导

商贸资源的流通与合理配置)加之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中极化效应仍占主导地位)进而对网络极化效应的

促进作用更显著*

就节点对称性变量的估计系数分别为 3&*&4$和&*&5!)将显著弱化网络的辐射扩散效应)但对极化效

应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同时其引致的极化效应小于辐射扩散效应*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其一)节点对称性水

平的提高意味着与商贸流通经济相关的要素加速向该城市集聚)不断扩大其极化效应)同时也将不利于其

对周边城市商贸流通经济联系)进而将抑制其辐射效应(其二)前文研究表明)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中极化

效应和出度中心势仍占据主导地位)进而使得节点对称性水平的提高将明显弱化网络节点的扩散效应*

#二$ 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

由前文可知)样本期内长三角城市之间的商贸流通关联与合作日趋紧密)但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等级结

构特征)同时苏北&浙西南和安徽各城市仍处于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的边缘地位*那么)又有哪些因素在驱

动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结构演变0考虑到关系矩阵数据的回归分析的特点)本文借鉴曾冰和邱志萍

!%&5$"

.#5/

和刘华军!%&56"

.#%/

的研究设计)将两两行动者!城市"间的差距视为一种关系)采用二次指派

程序 BCD回归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在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方面)依据前文研究结果)本节选择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之间商贸流通联系水平

作为被解释变量)数据依据公式!""整理而来*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同时也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主要考

虑收入水平&地方保护主义&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物流业发展和贸易开放等因素的城际差值矩

阵作为解释变量!曾冰和邱志萍)%&5$(汤向俊和任保平)%&5#"

.#5)#"/

*其中)金融发展和收入水平分别从宏

微观层面衡量了地区的经济能力和居民的购买商品能力)间接影响地区的商贸流通发展水平(地方保护主

义衡量了区域内部的贸易壁垒程度)产业结构和物流业的发展将会从行业层面对商贸流通产生一定影响(

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商贸流通产业的一种投入)涵盖物流运输&设施改造&互联网基础设施的配套等方面)对

商贸流通产业的发展将会产生影响!陈文玲和胡顺华)%&5!"

.##/

(贸易开放对商贸市场一体化呈现一定的

非线性关系!李雪松和孙博文)%&54"

.#4/

*各解释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如表6所示*为体现商贸流通网络结构

影响因素的动态演变及其比较)本文将选取%&&4年和%&5$年各变量#关系'矩阵数据加以分析*

表6'各解释变量的说明与数据来源

变量 含义 预期 数据来源

NK 表示城市间收入水平的差值矩阵"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度量( 3

0)I/0 表示城市间地方保护主义的差值矩阵"采用国有企业就业人员占比度量( 3

LK- 表示城市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值矩阵"采用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度量( 3

K-U% 表示城市间产业结构的差值矩阵"采用二产产值占 +FD比重度量( g

K-U. 表示城市间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差值矩阵"采用基于泰尔指数的结构偏离度度量( 3

K-L./ 表示城市间交通基础设施的差值矩阵"采用城市公路通里程度量( 3

-,8 表示城市间网络基础设施的差值矩阵"采用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度量( 3

2)O8 表示城市间物流业发展水平的差值矩阵"采用考虑快递业的邮政业务总量度量( 3

8./U, 表示城市间贸易开放水平的差值矩阵"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FD比重度量( 3

长三角各省市

统计年鉴和中

国城市统计年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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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重点关注标准化回归系数 1<的结果)这样不仅可以直接比较不同因变量对商贸流通网络结构

演变的影响程度差异)而且作用方向与标准化回归系数 1<也不存在差异!TN..KO)%&&4"

.#;/

*依据表!的结

果可知)就%&&4年估计结果而言)收入水平&金融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信息基础设施和贸易开放的城

际差距均显著抑制长三角商贸流通联系)表明长三角地区收入&金融&交通&网络信息和贸易开放的城际差

距的降低有利于强化城市间商贸流通联系和优化网络结构)其中金融协同发展和网络信息基础设施的互

联互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余因变量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但符号均符合预期*就%&5$年估计结果而言)

除二产占比变量外)收入水平&地方保护主义&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交通&互联网信息&物流业发展

和贸易开放的城际差异均显著负向影响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结构演变)这与预期和现有研究结果相符*也

就是说)缩小城市间居民收入差异)加快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壁垒)推动金融协同联动发展)促使产业结构合

理化协同升级发展)实现交通与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展)加快物流快递业共同发展和推进对外

开放进程)将有利于优化商贸流通网络结构和强化城际商贸流通合作*

表!'%&&4年和%&5$年 BCD回归结果#@:Oe5;#&$

b/.K/:0,O

%&&4年 %&5$年

M1< 1< D D?A/.Q, D?1Y/00 M1< 1< D D?A/.Q, D?1Y/00

截距项 &*5;# &*&&& &*6;6 &*&&&

NK 3&*&#% 3&*&6& &*&!& &*!5& &*&!& 3&*%&# 3&*55; &*&&& 5*&&& &*&&&

0)I/0 3&*&&% 3&*&&% &*#$5 &*4%! &*#$5 3%*%$& 3&*&%" &*&"# &*!;; &*&"#

LK- 3&*5;6 3&*""; &*&&" &*!!$ &*&&" 3&*5!% 3&*"&" &*&&& 5*&&& &*&&&

K-U% &*&&% &*&&% &*#4; &*#4; &*4## &*"&% &*&55 &*%&! &*%&! &*$!5

K-U. 3&*&"! 3&*&5& &*"&4 &*;!4 &*"&4 3&*$4# 3&*&"" &*&54 &*!64 &*&54

K-L./ 3&*&&6 3&*&;% &*&&4 &*!!; &*&&4 3&*&5# 3&*&"; &*&&! &*!!5 &*&&!

-,8 3&*&#; 3&*5$6 &*&%4 &*!$4 &*&%4 3&*"#5 3&*%!$ &*&&& 5*&&& &*&&&

2)O8 3&*&&&5 3&*&&% &*#;4 &*4"4 &*#;4 3&*&&# 3&*%$! &*&&& 5*&&& &*&&&

8./U, 3&*&%5 3&*&6# &*&$! &*!%5 &*&$! 3&*5#& 3&*&"& &*&$% &*!%6 &*&$%

CUH?W

%

&*##& &*#5&

''注'本表结果基于 FF1D#F)N:0,?F,JJ,.1,YK?D/.8K/0K-Q%方法随机置换4&&&&次整理得来"采用双尾检验度量显著性水平

通过对%&&4年和%&5$年估计结果的比较)可以发现+第一)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结构的影响因素日趋

复杂多样)其中收入水平&地方保护主义&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互联网信息&物流业发展和贸易开放

的城市间差异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从各变量的作用大小及其变化来看)尽管金融发展差异的作用始终

最大但其作用有所弱化)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和物流业的影响得到明显的提升)收入水平差异的作用变化

不明显)而地方保护主义&产业结构合理化&交通基础设施和贸易开放的影响相对较小*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研究结论

基于%&&41%&5$年长三角#5个城市数据)本文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构建加权有向的商贸流通关联网

络)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A1 和 BCD回归方法实证研究了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的结构特征&效应及影响

因素*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样本期内长三角各城市商贸流通产业发展水平实现了整体提高)形成了以沪

宁杭&宁波和舟山为高水平中心)并向周边及内陆城市递减的空间格局(第二)整体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

明)长三角的商贸流通网络密度快速增大)加权集聚系数缓慢提高)等级度水平下降较为缓慢)而网络效率

水平偏高)说明城际商贸流通联系日趋紧密且连通性增强)但网络中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等级化特征和较多

的无效冗余关系(第三)个体网络结构特征结果表明)网络特征向量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水平呈现出下降

趋势)而节点对称性水平为正且略微下降*这表明长三角商贸流通网络的各节点影响力及地位的城际差异

缩小)存在一定极化效应的同时)也逐步弱化个别节点城市对整体网络的控制能力(网络中核心城市有所

;5 商'业'经'济'与'管'理 %&%& 年



增加)其与边缘城市之间联系日趋紧密)进而逐步优化核心1边缘的空间非均衡格局(第四)特征向量中心

性显著强化各节点商贸流通关联强度)而中介中心性显著强化网络内节点的极化效应)节点对称性显著弱

化节点的扩散效应*第五)收入水平&地方保护主义&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互联网信息&物流业发展

和贸易开放的城际差距水平将显著影响商贸流通的网络结构)其中金融发展&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和物流

业等因素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未来研究还可从构建更为系统全面的商贸流通产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相对全面

的权重测评方法!如主客观结合的方法"&考虑其他关系测度方法!如非线性格兰杰因果关系等方法"测度

区域商贸流通关联关系以及考虑不同的研究尺度!如全国层面"等方面进行拓展性分析)以进一步丰富现

有研究*

#二$ 政策启示

依据上述结论)可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积极把握长三角商贸流通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内在演变规

律)合理发挥各城市禀赋优势)科学培育和引导长三角各城市进行差异化发展)特别是对长三角西部内陆

城市和东部港口城市进行重点引导与合理布局)逐步形成以点带面商贸流通一体化发展格局(第二)应重

视商贸流通产业的空间关联效应)探索建立长三角商贸流通产业一体化发展机制)加快推动区内商贸流通

产业协同化合作发展)加快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壁垒)以进一步弱化区域商贸流通网络中明显的等级化冗余

化关联关系*积极探索产业兼并和产业重组机制)统筹考虑区域产业布局)促使产业结构合理化升级(第

三)积极发挥有效市场机制对资源要素配置的作用)克服资源要素向个别城市集聚问题)优化区内商贸流

通枢纽城市的合理布局与建设)增强不同城市之间商贸流通联系与合作)带动长三角商贸流通格局从中心

式发展向多中心组团式发展转变(第四)推进长三角金融&信息与物流一体化发展进程和交通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水平)依托上海全球金融与贸易中心及自贸区等平台优势)加快提升区内资

金流&信息流&人员流和商品流的流动效率)进而弱化空间距离因素对商贸流通联系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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