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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要更加注重流通运输与对外开放功能的有效发挥，并以新功能要求

明确其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从而放大长江经济带的支点效应。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仍存在功能发挥动力不

足、功能主体行政指向明显、功能分布空间差异突出等现实问题。从城市、城市群以及城市空间网络三大空间组织

联系结构出发，打造成为国际资源吸纳承转中心、超级增长点和网络联动中心是节点城市的组织方向。提升自主

创新能力、增添区域合作交流路径、构建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是推动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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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应对

严峻的国际形势变动，中国率先在变局中开新局，

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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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

展格局是根据中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

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国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表

明新发展格局不仅是中国在当前复杂国际局势下

对经济发展模式做出的适宜性调整，更是中国应对

外部环境冲击的长期主动选择（董志勇、李成明，

2020）。因此，如何加速形成新发展格局成为当前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从发展视角来看，

新发展格局是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嵌入、推动

以及融合的行为过程与结果表达，相较以往依赖国

际循环的发展格局而言，新发展格局更凸显以下两

点：一是国内循环形成；二是国内国际循环对接。

换言之，如何引导国内循环实现，并通过放大国内

循环的外部性影响，搭建其与国际循环的互促联系

是中国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关键。中国作为全球唯

一一个拥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具备区域内循环

形成的基础与潜力，因此，准确识别并培养国内循

环支点既有助于实现国内经济循环，又能带动国内

国际循环对接的区域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

长江经济带以约21.4%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

超40%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是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

内河经济带。同时，长江经济带在地理上横跨东、

中、西三大地区，不仅地域结构复杂，而且经济活动

密度大，是中国最具引领效应的发展示范带。这些

奠定了长江经济带成为国内循环支点的可能。但

长江经济带具有的差异主体多、空间跨度大、网络

组织凸显等现实特征也决定了想要发挥长江经

济带的新格局支撑作用，依赖全域主体的同等发

力并不可靠，中心引领邻近、邻近带动周边的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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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才是最佳选择。该联动链条的底层逻辑是网

络组织结构会主动将差异化城市内生化，致使城市

间存在明显的外部效应，出现某一节点城市，尤其

是核心节点城市变化会借助网络联系其他关联的

节点城市。这意味着，“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

节点城市应发挥什么样的城市功能，以及如何发

展并形成能够促进异质城市联动发展力量，是培

育长江经济带成为国内循环支点急需解决的重要

问题。

一、“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

新发展要求

新发展格局提出后，学者们围绕其内涵与实现

路径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在内涵上，黄群慧

（2021）从战略层面进行了解析，认为新发展格局体

现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从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增长

型的转变；王维平和牛新星（2021）从构建层面进行

了相关阐释，认为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重要支撑。在实现路径上，学者们认为科技创

新（黄群慧，2021）、城乡要素流动（完世伟、汤凯，

2021）、产学研协同发展（任保平、巩羽浩，2021）等

是推动新发展格局实现的有效路径。显然，新发展

格局的形成离不开国内环境发展的有力支撑。但

国内环境普遍存在区域发展定位不清晰、城市功能

与需求不匹配、职能分工不明确等现实问题，不利

于整体支撑效应的持续发挥。对于此，习近平总书

记先强调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随

后指出使长江经济带成为中国畅通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这不

仅明确了国内环境支撑新发展格局实现的区域定

位与职能分工，还直接赋予了长江经济带国内循环

支点的重要地位。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为国内循

环支点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例如，构建新发展

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

任务来抓；沿江省（区、市）要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

新发展格局中找准各自定位，主动向全球开放市

场。这表明，“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节点城

市要更加注重流通运输与对外开放功能的有效发

挥，并以新功能要求明确其在新发展格局中的定

位，从而放大长江经济带的支点效应。

二、“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

功能评价

满足“双循环”背景下的新要求是长江经济带

节点城市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决策的重要任务。城

市功能既是城市主体的对外形象和服务输出，也是

城市内部结构高效运行的结果体现，因此，进一步

评估“双循环”背景下的节点城市功能，一是有利于

明晰长江经济带打造“循环”支点的基础与潜力，二

是有助于挖掘长江经济带组织内部空间单元的发

展瓶颈，实现从城市维度出发探索经济带组织结构

优化的突破口。

1.构建指标体系

从主体作用来看，节点城市是支撑中观尺度区

域在全域范围内发挥承上启下作用的重要主体。

例如，在中观尺度区域实施的经济政策能在节点城

市辐射扩散效应的助推下，向下渗透省（区、市）空

间单元，向上拼接其他区域板块，从而带动全域发

展。这意味着为更深层次放大长江经济带的支点

带动作用，其节点城市功能的有效发挥成为关键。

依据长江经济带在新发展格局下的新任务，本文选

择从以下五个方面构建节点城市的功能评价指标

体系（见表1）。
第一，科技创新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

建新发展格局必须强调自主创新。科技创新的途

径包括：一是通过创新现有的知识体系，为不断变

化的生产与发展规律提供新的理论解释与指导；二

是通过提供新的技术与工艺，升级当前的生产设备

与模式，从而提升生产效率，满足社会的多元发展

需求；三是通过推动科技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掌握

更前沿、更自主的科学技术，进而揽获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这表明，科技创新功能仍

会是“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基本

功能。

第二，外向服务功能。城市外向服务功能通常

依托城市之间因人、信息、资金等要素双向流动而

产生的经济流发挥作用。经济流是城市与外界环

境建立经济联系的抽象表达，是由发挥外向服务功

能的城市输出，其他城市流入的发散性行为。因

此，城市发挥外向服务功能的作用体现在：一是有

利于将本地过剩要素资源向周边地区扩散，提升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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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全要素生产率；二是有利于将本地高附加值的产

品、服务输出至其他城市，通过交易收入促进本地

经济增长。同时，接收外向服务的城市也会因生产

要素、产品、服务的增加，满足本地生产需求，促进

城市经济有序发展。显然，节点城市的外向服务功

能是建立本地与外地良性互动的重要接口，自然也

会是“双循环”背景下促进两种资源在两个市场交

叉流动的基础支撑。

第三，生态服务功能。2005年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并发表了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

改善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将生态环境置于经济社会

发展的突出位置，更揭示了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础支撑与本底约束逻辑。生态环境主要依

托于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为人类生存与发展提供

所需要的生活及生产资料，供给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本动能。对于新发展格局而言，生产是循环开始并

得以维持的重要推力，因此，“双循环”区域支点的

核心主体具有有效的生态服务功能成为必然。另

外，新发展格局的实现是长期积累与不断调整的结

果，意味着节点城市在占据推动“双循环”形成的制

高点时，更要做到保持这一优势。

第四，对外开放功能。对外开放是一个国家积

极主动增加本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往来的行为。对

外开放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通过引导

外商在本地的直接投资以及本地产品、服务的对外

输出，促进本地的资金积累，夯实本地的发展基础；

二是可以通过吸纳国外的先进技术、发展理念以及

专业人才等资源，增强本地的发展动力。这表明，

对外开放区域在促进本地发展的同时，能与国外建

表1 “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功能评价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一级指标

科技创新功能

外向服务功能

生态服务功能

对外开放功能

流通运输功能

二级指标

创新环境

创新投入

创新产出

第二产业部门城市流强度

第三产业部门城市流强度

生态环境污染

生态环境治理

贸易开放水平

投资开放水平

旅游开放水平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物流业发展水平

三级指标

每万人拥有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人）

万人拥有电话数（个）

R&D人员数（人）

科学支出占GDP的比例（%）

R&D经费内部支出（万元）

专利申请数（件）

制造业城市流强度（%）

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城市流强度（%）

建筑业城市流强度（%）

生产性服务业城市流强度（%）

批发零售业城市流强度（%）

住宿餐饮业城市流强度（%）

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万吨）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m2）

年末人均耕地拥有量（hm2）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出口贸易占比（%）

进口贸易占比（%）

实际使用外资额占GDP比值（%）

旅游外汇收入占GDP比值（%）

公路货运量（万吨）

水路货运量（万吨）

公路通车里程（万千米）

物流业从业人员（人）

邮政业务收入总量（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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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长江经济带不同功能排名前15的城市得分表

数据来源：作者整理。

科技创新功能

上海

苏州

杭州

南京

成都

武汉

宁波

合肥

长沙

重庆

无锡

昆明

贵阳

南昌

常州

86.14
59.61
54.37
48.19
43.35
40.92
39.65
38.51
36.62
34.45
32.19
30.10
29.12
26.30
24.97

外向服务功能

上海

成都

苏州

昆明

南通

合肥

南京

无锡

重庆

杭州

绍兴

贵阳

扬州

武汉

泰州

55.78
37.37
14.45
11.49
11.19
7.90
6.97
6.22
6.10
6.09
5.84
5.42
5.34
5.33
5.24

生态服务功能

上海

滁州

亳州

淮北

蚌埠

宿州

安顺

池州

安庆

阜阳

宣城

贵阳

淮南

资阳

六安

67.11
55.82
48.81
47.72
47.32
45.59
44.22
43.88
43.67
43.47
42.39
42.38
42.14
42.05
41.55

对外开放功能

舟山

苏州

上海

铜陵

丽水

宁波

保山

金华

杭州

无锡

合肥

嘉兴

衢州

成都

重庆

50.69
50.21
44.77
41.35
39.13
38.12
34.24
32.49
30.04
24.17
23.86
23.28
23.22
21.81
20.25

流通运输功能

上海

重庆

成都

宁波

杭州

武汉

新余

南京

苏州

舟山

六安

芜湖

贵阳

阜阳

长沙

90.37
35.78
28.59
20.91
20.37
19.18
18.86
17.71
14.09
13.32
12.58
11.29
11.19
10.66
10.53

综合功能

上海

成都

苏州

杭州

重庆

南京

宁波

合肥

武汉

昆明

无锡

南通

贵阳

舟山

长沙

64.98
34.93
24.89
18.46
17.03
16.42
16.08
15.06
14.67
14.31
12.37
12.15
10.94
10.41
10.31

立多维度的复杂联系，成为加强国内外联系的桥

梁。因此，从新发展格局来看，两个市场的交叉融

合能否实现以及是否向好，本质上取决于循环支点

的对外开放水平。开放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国内环

境抓住融入国际环境的机遇，促进国内循环与国际

循环的对接融合。换言之，“双循环”背景下的节点

城市应发挥凸显的对外开放功能，承担起国内国际

两个市场的“超级联系人”角色。

第五，流通运输功能。新发展格局的实现依托

于国内循环的推动，而国内循环的形成依赖于生

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的循环畅通。从经济

学视角来看，生产是循环起点，消费是循环终点，分

配和流通则是连接起点和终点，进而推动循环进行

的中介和桥梁，这就意味着流通是国内循环形成的

必要一环，也是循环动态进行的关键所在。从循环

体系来看，两个子循环的交融得益于另一个循环运

行时，其商品、服务和要素的溢出，溢出的距离和范

围则取决于循环支点的流通运输体系。换言之，

“双循环”背景下的节点城市应将流通运输功能置

于重要位置。这是因为节点城市具有一定的辐射

带动作用，发挥优越的流通运输功能一方面可以加

速区域内的资源整合，并根据本地的投入和产出匹

配度，向周边地区扩散生产资料，促进国内循环形

成；另一方面在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中心城市的流

通运输体系能够拓展两个市场的对接通道，推动两

个子循环在不同生产环节相互嵌入，实现“双循环”

互动形成。

2.功能评价

由于不同城市的地理区位、自然禀赋以及发展

规划等存在显著差异，城市间逐渐形成了以竞争为

主导的互促发展格局。在这一格局的演化过程中，

部分城市会根据对发展时局的敏感性及时调整发

展策略，以获得更多政策倾斜占据发展高地，而有

些城市则会因未及时抓住发展机遇逐渐落后，致使

城市差距日益增大，城市等级差异愈发凸显。这表

明，同一城市在不同发展时局下的功能发挥可能存

在显著差异，因此，重新评价“双循环”背景下长江

经济带节点城市的功能发挥理应成为必然选择。

以2019年为例，展开对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功

能评价的具体说明。以上述指标体系为依据，以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相关数据为基础，以熵值

法为工具，对长江经济带 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5个分功能及综合功能进行衡量（见表2）。
第一，科技创新功能。科技创新功能位居前15

的城市得分整体较高，且下降趋势较为缓慢，表明

长江经济带的科技创新能力总体较好，具有推动新

发展格局形成的技术优势与支撑潜力。另外，15个

城市中科技创新功能较凸显的是上海、苏州和杭

州。其中，上海的科技创新功能得分高达86.14，表
明其在长江经济带的科技创新服务产生与有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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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发挥着“头部效应”，主要原因是上海是中国重

要的科技中心，长期的政策倾斜、较多的发展机遇

以及较大的拓展空间使其表现出了显著的发展优

势，从而集聚了大量的科技创新资源，推动了科技

创新功能的蓄能与发挥。苏州和杭州的科技创新

功能得分分别为 59.61和 54.37，是引导和推动长江

经济带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城市。苏州科技创新

功能凸显可归功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全社会研

发经费的持续投入以及对创新型企业的有效培育

为该地区的科技创新能级提升提供了基础支撑与

持续动力；二是与上海共建的上海研发公共服务平

台苏州分中心能够建立两地的科技互动，从而带动

苏州的科技创新，拓宽苏州科技创新的动能来源。

杭州是因为由龙头企业引领、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

的“雁阵式”创新企业梯队已基本形成，这有利于创

新规模的显著扩大与创新活力的有效释放，从而增

强科技创新的产品与服务供给，放大科技创新的功

能发挥。

第二，外向服务功能。外向服务功能排名前15
的城市得分呈现两极分化现象，表明长江经济带的

外向服务发挥依托于区域内某类增长极的支撑引

导。经济带以此类增长极为支点向外提供产品和

服务，能够实现区域与国际市场的靶向连接，建立

国内外发展的有效互动。在15个城市中，上海和成

都的外向服务功能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分别为

55.78和 37.37，表明两个城市在以产品和服务为纽

带连接两个市场时具有突出优势与重要作用。其

中，上海的外向服务功能最强，一是因为上海作为

中国的经济中心具有较高的经济活动强度，因此，

要素资源在利益的驱动下会选择在此集聚并产生

规模效应；二是因为上海早期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主

动选择拓宽了上海的国际往来渠道，这不仅能为区

域发展注入新动力，还能为产品和服务的国际流通

提供新平台，从而助力外向服务功能的有效发挥。

成都的外向服务功能位居第二，可能是因为成都对

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整促进了产业集群发展，这有利

于增强产业的集聚吸引与辐射扩散水平，助推外向

服务功能的有效释放。

第三，生态服务功能。生态服务功能排名前15
的城市得分波动较小，整体呈均匀式分布。从地理

空间上看，这些城市集中分布在长江下游，表明下

游的绿色发展行动已取得显著成效，且初步形成了

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这意味着长江

下游不仅是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区，也

是蓄能长江经济带支撑新发展格局形成的动力调

节保障区。在15个城市中，上海和滁州的生态服务

功能得分最高，分别为 67.11 和 55.82，表现出了供

给生态服务和生态产品的相对优势，也是调节长江

经济带持续推进新发展格局实现动力的重要核心

城市。上海的生态服务功能得分高的原因包括：一

是环保投入的累积效应开始显现，从而使得环境污

染治理成效显著，生态环境状况明显提升；二是产

业结构绿色化转型的有序推进大幅降低了高污染、

高耗能行业的规模扩张与市场占领，从而显著减少

了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排放，使得上海生态环境质

量不断提升，生态服务功能得以有效发挥。滁州是

因为积极开展的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和矿山生

态修复行动，能够精准化地组织生态环境治理工作

有序开展，实现推进生态空间管控升级，生态环境

治理效能提升，从而释放出更多的生态环境效益，

提升了生态服务供给水平。

第四，对外开放功能。对外开放功能位居前15
的城市得分整体较高，且呈逐渐下降趋势，表明长

江经济带的对外开放能力总体较好，具有打通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的连接优势与桥梁地位。在 15个城

市中，对外开放功能较强的城市依次为舟山、苏州

和上海。其中，舟山的对外开放功能得分最高，为

50.69，表明舟山在长江经济带的对外开放格局塑造

中占据主导地位，得益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舟山

拥有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宁波舟山港等

高能级平台，奠定了其对外开放的深厚基础与窗口

地位；二是舟山对海、陆、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

建设与联运规划，能以显著增强外联优势为发力

点，不断拓展其国际合作领域，提升开放高地潜

力。苏州的对外开放功能得分较高，为50.21，意味

着苏州是支撑长江经济带对外开放的重要核心城

市，这是因为苏州凭借着超越的地理区位和营商环

境优势，以经济全球化发展为机遇，成功抢占了新

一轮的对外开放制高点。上海的对外开放功能得

分相对较高，为44.77，得益于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不断探索与逐步推进。

第五，流通运输功能。流通运输功能位居前15
的城市得分相对较高，表明长江经济带的流通运输

能力总体较好，具有推进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畅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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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传递优势与窗口地位。在15个城市中，流通运

输功能突出的城市依次为上海、重庆和成都。其

中，上海的流通运输功能最强，得分为 90.37，表明

上海是引领长江经济带打造国际流通运输体系的

龙头城市，这是因为上海对水路、公路与铁路的大

力发展加速了三者的融合联动，极大提升了上海的

流通运输效率，实现了流通运输规模的有效倍增。

重庆和成都的流通运输功能较强，功能得分分别为

35.78和 28.59，表明两个城市是助推长江经济带流

通运输功能发挥的核心城市。重庆可归功于以下

两个方面：一是重庆已形成了“水铁公空”的综合交

通体系，具备流通运输货物的核心基础与关键支

撑；二是重庆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城

市，不断进行着国际物流枢纽的功能完善，从而加

速了货物的规模流通，凸显了流通运输功能。成都

是因为其对国际区域性枢纽城市的目标追求与实

践推进，倒逼了流通运输体系的不断完善，进而放

大了流通运输功能效应。

第六，综合功能。综合功能排名前15的城市得

分极化现象明显，表明长江经济带推动新发展格局

实现的功能发挥主要依托于某些核心节点城市的

多维综合支撑。具体来看，上海和成都的综合功能

得分相对较高，分别为 64.98 和 34.93。其中，上海

是中国的经济、交通、科技、工业、金融和航运中心，

因此，其在经济社会的高效发展中能够显示出突出

的综合一体化促进作用，具有较强的综合功能表

现。成都是中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商贸物

流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具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动力来源基底和多要素流通联动渠道，因此，能

为异质城市的联动发展提供引擎驱动，助力区域的

一体化发展。这意味着，上海和成都是最具成为

“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核心节点城市特质与

潜力的城市，也是彰显长江经济带循环支点地位的

核心主导城市。

三、基于功能评价的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

发展问题识别

节点城市的功能评价结果同样能够反映其当

前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具体表现为功能发挥动

力不足、功能主体行政指向明显、功能分布空间差

异突出三个方面。

1.功能发挥动力不足：城市生产资料供需匹配受限

从长江经济带的 108个城市来看，功能水平较

低的城市已占据全域主导位置。如除生态服务功

能外，综合功能、科技创新功能、外向服务功能、对

外开放功能和流通运输功能分别处于低水平（功能

得分 <10）的城市占比依次为 86.11% 、65.74% 、

95.37%、62.96%和 85.19%。这表明，低水平是长江

经济带节点城市功能发挥的显著特征，也意味着节

点城市功能发挥动力不足是其典型事实。功能是

城市存在的本质特征，其有效发挥是城市与外界产

生物质、信息等生产资料交换的行为过程。因此，

城市功能发挥动力不足不仅是城市内部生产资料

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结果表达，也是影响城市发展

活力、动力与竞争力，进而作用城市发展效率与质

量的直接因素。那么如何以改善城市生产资料供

需匹配事实为出发点，保障城市功能有效、有序发

挥应成为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未来组织方向。

2.功能主体行政指向明显：城市辐射带动能力较弱

功能得分排名前15的城市列表显示，除生态服

务功能和对外开放功能外，其他功能的前15位城市

中，均有一半以上的城市为长江经济带省会城市或

直辖市，如科技创新功能、外向服务功能、流通运输

功能和综合功能的核心城市占比分别为 73.33%、

60.00%、53.33%和 66.67%。这表明，当前长江经济

带的功能发挥具有突出的行政指向性，且功能溢

出不明显。换言之，长江经济带各类城市功能的

主导城市多为行政等级较高的少数城市。同时，

功能布局的层级性也意味着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

能力较弱，从而致使功能外溢大小、范围受限，出

现个别城市主导整个区域的功能发挥现象。集聚

和辐射是省会城市的两大凸显功能，是其引领关

联城市发展，促进整个省域全域协同发展的根本

途径。因此，“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核心城

市辐射带动能力较弱的发展短板识别是进一步推

进节点城市发展的重要工作和增强区域协同发展

的重要方面。

3.功能分布空间差异突出：城市空间组织联动

性较差

在明晰功能主体具有行政指向性的基础上，进

一步解析每一种功能的全部城市具体排名。分析

发现，一是长江下游地区多是城市功能的高水平集

聚地；二是不同功能的具体城市排名差异较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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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长江经济带的功能分布具有显著区域差异

性，且该差异性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长江上

中下游不同地区之间的功能分布差异较大；二是节

点城市之间的功能显性差异突出。这意味着长江

经济带地区间和城市间的功能发挥分别表现出了

明显的块状和点状特征，揭示了经济带空间组织联

动性较差的发展事实。从区域经济视角来看，空间

组织联动性差也是致使功能分布差异突出的主要

诱因。因此，考虑区域发展差异过大是阻隔全域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凸显因子。空间组织联动性是一

致、规范异质城市发展行动，并促使“1+1>2”协同效

应产生的关键所在。那么如何有效增强节点城市

空间组织联动性，显著减少长江经济带城市功能分

布差异性，实现经济带整体发展迈向更高层级、更

高质量是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四、“双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

空间组织方向

长江经济带是带状空间组织，会在生产与交易

的自组织过程中因差异化的交易成本产生交易分

层结构。这一分层结构会使交易主体在交易效率

的驱动下选择适宜规模的城市进行交易活动，从而

推动城市分层结构产生，出现城市层级体系（安虎

森，2015）。同时，城市层级体系在朝着多中心演进

的过程中会出现集聚极化与网络拓扑特征。其中，

集聚极化行为会推动经济活动集中分布在具有发

展实力与潜力的某些城市，这些城市会因发展步调

相似与地理空间邻近建立紧密联系，逐渐形成具有

一定空间结构的城市群体；网络拓扑结构能够直接

连接不同规模、等级的异质城市，通过建立城市间

的空间、经济联系，推动异质城市的动态联动发展，

拓展形成城市间的空间网络。这表明，城市层级体

系、城市群与城市空间网络是长江经济带在自组织

过程中逐渐显现并凸显的三种城市空间组织联系

结构。同时，该空间组织联系结构会以引导要素资

源流动和重构主体关联结构等经济行为影响区域

及区际的整体发展。

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在新发展格局实现中居

于“超级联系人”“对接口”等桥梁地位，是推动国内

市场嵌入国外市场，实现两个市场循环发展的重要

城市主体。因此，以节点城市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

题为导向，同时结合经济带空间组织联系结构特

征，进一步解析节点城市在“双循环”背景下的应然

组织方向，会是再度放大长江经济带主动脉地位的

重要抓手（见图1）。

图1 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发展逻辑图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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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层面

第一，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的层级地位。梁琦

等（2013）指出，城市体系内的城市可明确识别出

“高等级”和“低等级”的具体层级。这一层级的高

低由城市对资源的组织和整合能力确定（陆杰华、

王伟进，2014），同时也揭示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路

径与方向。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具有经济带综合

发展的相对优势，也是推动新发展格局实现的凸显

与代表性区域，因此，必然会位于区域城市层级体

系的较高层级。较高层级城市在整个区域资源的

组织和整合中居于主导地位，其组织和整合效率、

模式以及传输方向均会影响其他层级城市发展。

第二，国际资源吸纳承转中心：促进城市生产

资料供需匹配发展。中国正处于生产方式由要素

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重要时期，意味着高端技术

及稀缺资源的匮乏仍是中国区域发展面临的重大

现实问题。在当前国内高级生产资料供给不匹配

需求的情形下，国外进口成为缓解这一问题的重要

方向。但国外生产资料不会在需求推动下直接分

散流入各个不同规模等级的需求区域，而会在利益

驱动下集中流向发展规模较大、等级较高的发达区

域，因此，其他区域更多依赖于发达区域对流入资

源的整合扩散，获得生产所需的要素资源，实现区

域的进一步发展。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作为直接

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重要接口，会在承接两种

资源流动时逐渐渗透、嵌入双循环的各个生产环节

中，因此，具有吸纳国外先进资源的相对优势，也是

国外资源流入的可选之地。这表明，从城市层级体

系来看，节点城市应组织成为国际资源的吸纳承转

中心。具体而言，节点城市可借助其在国际市场的

发展地位，吸纳国内生产急需的国外资料，然后凭

借其在城市层级体系中的较高层级地位，发挥优越

的资源组织与整合能力，将该生产资料有序地扩散

转移至其他城市，助力其供需匹配发展。这既能推

动区域的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层级体系的整体升

级，又能增强长江经济带的整体发展实力，放大对

新发展格局的支撑带动作用。

2.城市群层面

第一，节点城市与城市群发展。韩冬（2020）指

出，城市群是在一定地理空间内，由中心城市与不

同等级、规模的其他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体，群体内

城市间紧密相连且具有高度同城化趋势。从空间

组织发展来看，城市群能够借助交通体系搭建起城

市联系通道，助力要素资源由中心城市向邻近城市

自主有序流动，从而放大中心城市的辐射外溢效

应。这种辐射外溢效应放大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有利于推动不同等级城市间的协同发展，增

强城市群内的经济活动强度，促使城市群逐渐累积

成为区域增长极；二是能够彰显城市群的发展优势，

从而增强对组织外要素资源的吸引与集聚力，助力

城市群不断蓄能升级，发挥更大辐射带动作用，推动

区域高质量发展。显然，中心城市是城市群自身发

展及区域效应发挥的重要引擎，对城市群自身发展

的效率高低与质量好坏表现为直接效应，对城市群

带动区域发展的辐射效应强弱表现为主导效应。“双

循环”背景下长江经济带的节点城市具有经济、产业

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因此，其具有突出地位的某些核

心节点城市，如上海和成都，在空间布局上也会位于

某一城市群内部，成为该城市群的中心城市。

第二，超级增长点：提升城市辐射带动能力。

如何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是城市群发展急需

解决的现实问题。“双循环”背景下，核心节点城市

可借助新发展机遇带来的要素流动潜力形成新的

集聚与规模优势。具体表现为凭借在国内国际两

个市场对接过程中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吸引并集

聚更多的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资源，从而实现更

大规模经济与更广范围经济，显著提升辐射带动效

应。这表明，从城市群层面来看，节点城市，尤其是

核心节点城市应发展成为城市群内部的超级增长

点。具体而言，节点城市可借助国内外市场的桥梁

连接作用，实现将要素资源的集聚优势高效率转化

为区域发展的动力支持，然后凭借超级增长点的辐

射带动作用，以动力外溢的形式提升群体内不同等

级城市的协同发展效率。这既能加速城市群这类

增长极的形成与辐射带动能力发挥，推动区域板块

协同发展，也能直接推动城市群的未来发展与新发

展格局的形成、运行相接轨，为实现新发展格局提

供新支撑。

3.城市空间网络层面

第一，节点城市与城市发展网络化形成。网络

化是当前区域复杂联系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为城

市主体借助交通体系搭建而成的地理空间网络及

借助城市要素流形成的联系空间网络，前者侧重于

地理空间格局的刻画，是区域空间结构分裂、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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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观体现，后者则是前者的进一步下沉，是异质

区域主体交流合作的经济表达。不难发现，以要素

流为依托形成的城市联系空间网络是联动不同规

模等级城市，共同发挥城市力量，有效驱动区域发

展的重要工具。但城市间的网络联动并不能自发

形成，而是要借助能量在某些城市不断积累并最终

“爆发”形成强大驱动力来实现。节点城市，尤其是

核心节点城市作为特定空间组织内的经济活动中

心，拥有的较强发展实力及较大要素吸引力使其具

有相对的集聚优势与发展潜力，从而能够通过大规

模要素能量输送驱动不同城市联动发展。长江经

济带节点城市是该区域内具备一定发展实力与优

势的重要城市，因此，也会是驱动长江经济带不同

层级城市实现网络联动发展的最佳城市。

第二，网络联动中心：增强城市空间组织联动

性。基于城市层级体系与城市群层面的节点城市

组织方向，更侧重于通过长江经济带全域系统的深

度发展放大长江经济带的循环支点效应。但区域

全域系统的发展不仅包括纵向的深度推进，还包括

横向的广度拓展。换言之，以城市空间网络为切

口，横向拓展长江经济带全域系统广度延伸也应是

助力节点城市功能高效发挥、彰显长江经济带支点

地位的重要维度。显然，从城市空间网络层面来

看，节点城市应着眼于城市间扁平化的网络关联，

组织成为城市空间网络的联动中心。具体而言，节

点城市可借助对接国内外两市场的窗口地位，同时

集聚国内外两种资源，从而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实

现区域内生产生活能量持续积累。基于此，节点城

市能进一步凭借网络联动中心的主导地位，以拓扑

连接的形式拓展集聚能量的输送范围与扩散距离，

使周边及网络边缘城市均能获得更多发展动力，从

而调整差异化城市的发展步伐，推动异质城市的网

络联动发展，增强经济带整体的支撑力。与此同

时，通过向其他城市有序的输送要素资源，还能带

动更多城市的升级发展，使其经济活动强度、空间

组织方式等经济行为逐渐向节点城市靠拢，从而正

反馈于长江经济带主动脉的功能发挥，支撑新发展

格局的有效运行。

五、推动长江经济带节点城市发展的政策启示

基于城市、城市群与城市空间网络三个层面的

节点城市发展启示，能够从深度和广度两个层面放

大长江经济带在国内循环形成与“双循环”对接实

践中的支点效应，切实发挥“双循环”主动脉的带动

作用。

1.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打造稀缺资源集聚窗口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节点城市进一步嵌

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产业链中，从而占据吸纳国际

资源的先决条件，成为国内集聚稀缺资源的重要窗

口。这一窗口能够提升节点城市的较高层级地位，

从而通过不断扩大集聚规模，持续增强该高能级圈

层的释放潜力，放大节点城市国际资源承转中心的

发展优势。为提升节点城市的自主创新能力，政府

可以通过增加研发资金支持、完善知识产权相关

制度、增设研发人员工作福利等具体措施提高企

业的生产研发意识以及引导研发人员的有效参与

来实现。

2.增添区域合作交流路径，拓展资源扩散渠道

节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表现为节点城市通

过向其他城市扩散生产资料，从而为其增添发展动

力。区域扩散生产资料不仅表现为对周边区域的

直接扩散，还包括周边区域对生产资料的二次甚至

多次的再度扩散，扩散的规模与方向则取决于不同

区域间的合作交流路径。因此，增添区域间的合作

交流路径能够通过复杂区域主体间的经济联系，拓

展原有的生产资料扩散渠道，从而增强节点城市的

辐射能力，凸显其超级增长点的区域地位。为增添

区域间合作交流路径，既可以通过拓展区域间的合

作领域，如从生产合作拓展至销售合作、服务合作

等，也可以通过增加区域间的合作深度，如从技术

合作延伸到生产合作等具体措施来实现。

3.构建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促进等级城市网

络联动发展

信息不对称是导致城市不协调发展的重要因

素。通过将城市间的发展需求与生产供给等经济

信息进行公开共享，有利于节点城市据此合理引导

要素资源流向空间与市场壁垒较弱的需求城市，同

时也会借助这些城市进一步将要素资源输送至其

他边缘城市，从而催生不同等级城市间的网络动态

联动发展，彰显城市网络联动中心地位。为构建数

字化信息共享平台，首先，应对区域次级中心进行

再识别。其次，对同一等级城市的经济、文化、生态

等方面的产品供给与生产需求信息进行汇总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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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最后，通过政府牵头构建企业参与、公众监督

的城市发展数字化信息共享平台，并进一步设立由

专业人才组建而成的咨询服务团队，通过平台窗口

的形式为城市在同一等级或不同等级范围内提供

与供需匹配的咨询服务，从而快速搭建城市间的联

动发展路径，促进城市间形成网络联动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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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Evaluation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Direction of Node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Double Cycle”

Bai Yongliang Zhao Chunxiao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double circulation”, node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ffective play of circul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define their positioning i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new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so as to amplify the fulcrum effec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node citi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still have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impetus for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bvious administrative direction of functional subjects, and prominent spatial differences in functional
distribution. Starting from the three spatial organization and connection structures of cities, urban agglomerations and urban spatial
networks, it is the organizational direction of node cities to build themselves into international resource absorption and transfer
centers, super growth points and network linkage centers. Improving 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city, adding routes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and building digital information sharing platforms are important forc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ode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Key Words: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Node City;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Function Evaluation; Spatial Organization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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