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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枢纽经济发展实践与反思*

文 瑞

摘 要：枢纽经济是新经济、新业态的典型代表，具有经济外溢性、资源集聚性和产业融合性等多重优势，在构建全

国统一大市场背景下成为各地竞相培育发展的增长点和新动能。枢纽经济的实质是实现资源要素的高效组织、循

环流转和价值再造，在新一代技术变革的推动下面临着由通道枢纽、实体枢纽、城市枢纽、区域枢纽向产业集聚枢

纽、“实+虚”枢纽、枢纽城市以及国际枢纽的功能转变。中国各地枢纽经济发展竞争日趋激烈，但多数枢纽经济发

展还停留在交通枢纽经济的初级阶段，缺乏完善的枢纽经济产业体系。未来，中国枢纽经济发展还面临着如何实

现与区域经济有效融合的重大问题，需要从提升枢纽能级、拓展枢纽功能、构建枢纽偏好型产业体系等多维度着力

构建开放式的枢纽经济大市场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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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

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

强国、数字中国”①。枢纽经济作为推动交通与经济

深度融合发展的新经济模式，是中国建设现代化产

业体系和交通强国的重要抓手。枢纽经济发展有

利于进一步提升枢纽站点及枢纽城市对于高端要

素的集聚力、吸引力、辐射力。随着枢纽经济发展实

践的不断深入，学界对于枢纽经济的研究也愈加丰

富。总体来看，主要集中在理论探索、实践经验和未

来方向三个维度。

1.理论探索

国外对于枢纽经济的研究源于美国学者胡佛

（1948）提出的运输区位理论，该理论指出了枢纽、

节点对产业分工和经济规模扩张的重要意义。法

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1950年提出增长极理

论，解释了交通枢纽的极化效应对区域经济发展的

促进作用。早期的枢纽经济研究更多的是交通枢

纽经济，Fujita 和 Mori（1996）构建模型解释了集聚

经济以及交通枢纽对于空间经济演化的影响。从

定义上看，孟令兴（2011）认为枢纽经济充分利用交

通枢纽或者地理枢纽的集聚扩散功能，能够促进本

地区产业发展并具有强大的经济辐射力。枢纽经

济是“枢纽”与“经济”的结合，具有极化效应、扩散

效应、开放效应和滚雪球效应（储东涛，2016）。汪

鸣（2017）提出，枢纽经济借助经济要素资源聚集平

台对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客流等进行集聚、

扩散、疏导，具有重塑产业空间分工体系（李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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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全面提升城市能级（吴文化等，2018）的重要

作用。从演化逻辑来看，冉静斐等（2023）发现，枢

纽经济首先实现资源要素的集聚，进而在市场机制

的驱动下，不断推动资源和要素的迭代升级，最终

形成巨大的内生型规模经济。高传华（2017）梳理

的枢纽经济演化逻辑为：从交通枢纽到经济枢纽，

从经济枢纽到枢纽经济，以“枢纽—要素—产业—

城市”为发展路径。

2.实践经验

Konishi（2000）认为位于河流或海岸的交通枢

纽可以更容易联系其他地区，本地产品首先会在这

些交通枢纽集聚，然后在交通枢纽之间进行区域间

贸易，进而带来人口的集聚。Davis 和 Weinstein
（2002）根据日本战前和战后的城市人口普查数据，

发现地理区位禀赋对于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Ahlfeldt Gabriel M（2015）运用数据模型研究认为经

济产出和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是相互影响的，交通

运输条件的优势会成为枢纽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关

键力量。中国枢纽经济发展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

在沿海港口枢纽经济（岳巧红等，2019），如广州（张

小英，2017）、江苏（王晨，2023）、南京（储东涛，

2013）的枢纽经济发展，以及内陆地区枢纽经济发

展，如西安的“三个经济”（冯耕中，2018）、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和航空枢纽经济协同发展（张瑞等，

2020）、武汉国家物流枢纽经济示范区建设（刘彦博

等，2022），相关成果大多集中于问题和对策领域。

枢纽经济发展问题聚焦于枢纽能级亟待提升（刘彦

博等，2022）、枢纽偏好型产业结构单一、枢纽的经

济功能和产业功能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毛科俊等，

2017）等普遍性问题。枢纽经济发展对策则集中在

培育枢纽偏好型产业（周海兵，2023）、建设高品质

枢纽经济区和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王军丽等，

2023）等方面。

3.未来方向

21世纪以来，枢纽经济的定义更加泛化，知识

枢纽、信息枢纽、创新枢纽等相关研究逐渐增多。

Iansiti等（2017）以阿里巴巴、谷歌、苹果等科技公司

为例，研究认为这类科技公司对于信息流和数据流

的收集影响非常巨大，未来这种平台型的枢纽经济

将会扩展至更多行业。也有学者将枢纽理解为中

心，例如，Lara Penco（2015）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

成功的、繁荣的城市应该兼具科技中心和消费中心

的特征，也可称之为知识枢纽型或者消费枢纽型城

市。Marco Iansiti等（2017）指出一些数字经济公司

已经成为“枢纽公司”，催生了以网络为主导优势的

平台型枢纽经济，新的枢纽经济正在颠覆传统业

务，从零售到汽车行业，从酒店到健康领域，从制造

业到金融业都将面临全方位改变。仝新顺（2019）
提出河南发展枢纽经济要着力促进交通、产业和城

市融合发展。张占仓（2023）指出河南枢纽经济要对

标国际一流，迈向数智化发展的未来方向。

纵观已有研究，国内外枢纽经济的研究已取得

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以下研究拓展空间：

一是从基础理论视角来看，枢纽经济以临站、临港、

临空经济等多种形式出现，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将其

解读为流量经济、平台经济、空港经济、口岸经济，

但是统一的枢纽经济理论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其内

涵和特征更是缺乏统一的界定和认识。理论认识

的滞后使得实践中一些城市所制定的枢纽经济战

略导向、发展目标、实施路径雷同，特色不鲜明，实

施效果不明显。二是从实践探索视角来看，学界对

于枢纽经济发展的演化逻辑和未来方向进行了充

分探索，但有关实践经验大多聚焦区域视角，从单

个省域或者城市层面探索枢纽经济发展的问题和

对策，缺乏从宏观层面对中国枢纽经济发展进行总

体把握和通盘考虑。基于此，本文从梳理相关文献

入手，结合中国枢纽经济的发展现状，对于其中存

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并进一步思

考枢纽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这对于促进中国各地

实现交通优势向枢纽优势转化、培育高质量发展新

动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枢纽经济发展的演化逻辑

枢纽经济是交通枢纽和区域经济耦合发展到

一定阶段深度融合的产物，是枢纽与产业相互作用、

反馈而形成的特色区域经济，具有独特的开放型经

济特征。枢纽经济一般需经历交通枢纽（侧重便捷

性与通达性）、要素枢纽（侧重承载力及拉动力）、枢

纽产业（侧重产业支撑力）、枢纽城市（侧重生活与生

态功能）、国际枢纽（侧重辐射力）五个阶段。

1.枢纽经济的实体基础

港口、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枢纽是枢纽经济

发展的物质基础。枢纽经济以交通枢纽尤其是现

中国枢纽经济发展实践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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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综合交通枢纽为载体，通过枢纽内外部资源的

便捷、高效流动与连接，放大枢纽地区的资源禀赋

优势，推动资源要素的高效组织、循环流转和价值

再造，打造经济要素资源的集疏平台。因此，随着

枢纽经济与区域经济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枢纽站

点将打破交通运输的单一属性，转型升级成为资源

要素的集疏平台和各种资源要素高效集聚、融合、

流转的重要载体，通过枢纽经济形态强大的经济循

环和产业组织功能，成为重要的区域资源要素集配

中心和生产转化中心。

2.枢纽经济的虚拟形态

随着资本、技术、信息、数据等成为重要要素，

新一代科技革命背景下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现代技术支撑的流空间迅速形成，枢纽经济形态呈

现出高端化、多样化、智能化、虚实结合的新特征。

实体交通站点在枢纽经济中的决定性作用开始弱

化。信息服务型、知识转化型枢纽经济（日本）、服

务贸易型枢纽经济（新加坡）、信息网络枢纽经济

（贵阳）、金融枢纽经济（中国香港）、科技创新枢纽

经济（硅谷）等新的枢纽经济虚拟形态开始不断出

现，复合型枢纽经济逐渐成为激发区域经济发展新

动能的重要增长极。

3.枢纽经济的产业支撑

枢纽偏好型产业集聚是支撑枢纽经济发展的

根本动力。围绕交通枢纽集聚形成的“枢纽+”产业

链、产业集群能够优化和重塑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充分发挥枢纽经济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最终实

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枢纽经济的产业支撑力

主要通过区域增长极的溢出效应发挥作用。交通枢

纽的集聚黏性使得其能够从腹地经济吸纳大量生产

要素，集聚诸多的枢纽偏好型产业并形成规模经济，

这一过程中枢纽经济迅速成长为区域经济的新增长

极，极化效应得以形成。进入扩散效应阶段，枢纽经

济区产业集群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等生产要素开

始向外围扩散，从而辐射带动周边区域经济的发

展。未来，从全域层面着力打造国际产业生态系统，

引进和培育全球供应链组织服务主体，服务产业转

移和跨国企业全球布局，建设全球供应链上的枢纽

城市将成为枢纽经济产业发展的根本方向。

4.枢纽经济的空间格局

随着枢纽经济从通道经济转向流量经济、开放

型经济，其空间格局也从交通通道转向产业集聚区

乃至枢纽城市的整体性综合布局，呈现出点（枢

纽）—线（通道）—面（城市网络）式的枢纽经济发展

演化逻辑。在产城融合的基础上，以城市或城市群

为依托的核心圈层、拓展圈层、辐射圈层的发展结

构是枢纽经济空间格局的典型特征。这也符合枢

纽经济从交通枢纽、要素枢纽、枢纽产业向枢纽城

市、国际枢纽不断演变的一般规律。进入枢纽城市

发展阶段，枢纽经济的空间格局需要更加注重城市

发展的综合功能，而非单一交通枢纽的单点发展。

三、枢纽经济发展的典型经验

从国内外枢纽经济的发展实践来看，枢纽经济

发展的重点聚焦在提升枢纽开放能级、布局枢纽偏

好型产业、优化塑造枢纽城市形态等方面。

1.提升枢纽开放能级

枢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和基础要件在于不

断提升枢纽开放能级。例如，西班牙马德里通过构

建内陆“无水港”，弥补交通劣势，提升外联内畅枢

纽能级。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地处欧洲内陆，但其依

托高度发达的铁路网络，着力构建内陆铁路枢纽与

沿海巴塞罗那等港口城市之间的联运体系，逐步发

展成为欧洲第一大内陆物流枢纽，最大限度地弥补

了枢纽短板，有效发挥了物流设施的多式联运效

能。从国内来看，2021年以来，西安围绕口岸经济，

从完善口岸和综保区基础设施、打造产业链聚集平

台两个方面入手，先后完成了铁路口岸整车进口指

定监管场地改造、航空口岸国际快件监管中心等一

系列重大项目建设，着力构建中西部地区联通世界

的国际大通道。同时，西安持续搭建制度创新平

台，目前已成为陆港型、空港型两大国家物流枢纽，

航空、铁路两大口岸，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五大综合

保税区、国际商事法庭等众多开放平台叠加的内陆

开放高地，促进了内陆地区陆港经济和开放型经济

的融合发展。

2.布局枢纽偏好型产业

随着枢纽经济的不断发展，全球门户枢纽从制

造业中心向金融、商贸、航运服务中心演化，交易、

结算、金融等功能得以拓展，枢纽偏好型产业链不

断推动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一是以交通枢纽为基础拓展上下游现代服务

业发展领域是典型经验之一。从国际来看，伦敦港

122



自19世纪就成为世界知名航运中心，并依托航运枢

纽优势聚集了国际海事组织总部、国际海运联合

会、国际货物装卸协调协会、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

国际海事公会等国际航运组织，以及船舶买卖、租

赁、融资、保险、中介及相关法律服务等发达的服务

业，进而发展成为英国贸易和金融中心。从国内来

看，广州具有国际化航空、海运、铁路、公路等交通

枢纽全方位发展的突出优势，因此，其提出“商贸国

际化—枢纽国际化—产业国际化”的枢纽经济发展

逻辑，以建设国际商贸中心为引领将综合型交通枢

纽网络优势发挥至极致。

二是以总部经济为重点聚焦高端服务业发

展。从国际来看，高密度的总部经济是纽约、伦敦、

东京等国际枢纽城市积聚高端枢纽要素和快速发

展的重要动力。纽约在20世纪80年代就确立了世

界“总部中心”定位，东京自 20世纪 90年代开始成

为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为实现其全球经济控制功

能的选址地。在伦敦有超过100家的欧洲500强企

业设立总部，超过3/4的世界500强企业设立分公司

和办事处。同时，越来越多的枢纽城市开始向高端

创新型服务业发展。从国内来看，成都枢纽经济的

主战场是东客站枢纽经济功能区，该功能区围绕商

务、商贸、枢纽总部等主导产业，以及医疗等配套产

业，大力实施招商引资，着力打造全国领先、中西部

地区一流的高铁枢纽经济功能区。

3.优化塑造枢纽城市形态

产城融合是枢纽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其背后

逻辑在于以枢纽经济提升城市的辐射能力，从而最

终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枢纽城市。一

是优化布局枢纽经济区，建设现代化枢纽城市。以

南京为例，2015年南京出台枢纽经济建设意见，以

科学的规划为引领，布局了高铁枢纽经济区、海港

枢纽经济区以及空港枢纽经济区，相应成立了三个

枢纽经济建设领导小组，持续推进枢纽设施、枢纽

产业和城市功能的融合发展。“十三五”时期，三个

经济区的增加值比南京的 GDP 增速高 5 个百分点

左右，成为枢纽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二是构建区

域协同发展机制，实现统筹管理。例如，北京成立

了京津冀空港经济协调组织，打破行政区划限制，

实施三地机场协调发展，在产业布局、要素流动和

招商引资等问题上，对三个地区进行统筹安排，避

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未来，枢纽城市不单是交

通枢纽，而要从全域范围，积极打造文化枢纽、要素

枢纽、人才枢纽和创新枢纽，推动城市由单一枢纽

功能向多元化枢纽功能并重的枢纽城市转型升

级。从省级层面来看，还要联动周边地区枢纽经济

发展，尤其是要在枢纽产业布局和城市形态上分类

指导，错位发展。

四、中国枢纽经济发展的现实特征

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枢纽经济在区域竞争、

发展水平、产业支撑方面呈现出鲜明特征。

1.枢纽经济区域竞争日趋激烈

从国家层面来看，近年来，枢纽经济发展得到

高度重视。2019 年发布的《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2021年发布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均

将发展枢纽经济列为重点任务。2022年发布的《现

代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5年，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协同开放水平持

续增强，枢纽城市集聚辐射作用较快提升，枢纽港

站及集疏运体系更加完善，一体化、集约化、人文

化、复合化水平明显提高，枢纽经济发展活力进一

步显现，现代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

伐，并明确了大力发展综合交通枢纽经济的两大重

点任务：一是加速综合交通枢纽转型发展。推动综

合客运枢纽向城市综合体转型、推动综合货运枢纽

向物流集聚区转型。二是推动“枢纽+”产业深度融

合。大力发展临空经济、临港经济、临站经济等

业态。

从各地发展实践来看，推动枢纽经济发展已成

为普遍共识。表 1 列出了目前中国明确提出枢纽

经济发展规划顶层设计的省份或者城市。各地枢

纽经济竞争态势日趋加强，尤其是地处内陆腹地的

中部地区，陕西、河南、湖北交通区位优势各有千

秋，在枢纽经济发展上尤其是枢纽产业布局上将面

临激烈竞争。

2.枢纽经济发展大多处于初级阶段

通过梳理全国各地有关枢纽经济发展的规划、

文件以及具体实践可以发现，中国大多数地区的枢

纽经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也即交通枢纽经济阶

段。这从顶层规划设计也可大致看出。全国各地

的枢纽经济发展大多存在于“十四五”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规划或者“十四五”规划中，而关于枢纽经济

中国枢纽经济发展实践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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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专项规划并不多见。因此，各地发展枢纽经

济的底层逻辑和核心依然是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建

设，较少涉及综合交通枢纽经济向知识信息服务型

枢纽经济、城市枢纽向枢纽城市、实体枢纽向虚拟

网络枢纽的转化，尤其是具有针对性的促进枢纽经

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或者规划建议较为少见。枢纽

经济停留在物流集散地的初级阶段。枢纽经济自

身吸引集聚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原材料、劳动力、资

本等在本地区交会和集散，进而产生辐射和引领效

应的作用未能有效发挥。枢纽经济成了单一的物

流经济、航空经济、高铁经济、临港经济、临站经济

的高级代名词，枢纽经济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的程

度不深、统筹发展路径不够明晰。

3.枢纽产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总体而言，枢纽经济发展时间较短，理论研究

和实践探索都不完善，还处于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

互不适应的尴尬期。在综合交通运输发展中，枢纽

偏好型产业是发展枢纽经济的基础和内核，完整的

枢纽经济体系离不开相关产业的集聚和深度融

合。从各地枢纽经济区的产业布局来看，枢纽产业

“集而不群、集而不链”现象突出，“重流通、轻制造”

的产业发展固见使得枢纽经济发展容易落入“枢纽

经济”。枢纽经济以单一的物流、中转为基础，少有

实现衍生产业或者关联产业的统筹发展，产业结构

无法有效升级，产业链式发展、网络集群式发展未

能有效实现，产业同质化在同一能级枢纽站点、枢

纽城市之间竞争激烈。充分发挥枢纽产业的融合

性特征以及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衍生的新产业、

新业态发展较少。同时，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角度

来看，在实践过程中，大多数发展枢纽经济的地区

缺乏完备的枢纽经济产业体系和枢纽经济统计体

系与评价体系。

五、中国枢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

枢纽经济突破了狭义的交通枢纽经济内涵，是

一种能够嵌入全球创新体系的新经济模式。未来，

中国枢纽经济发展要围绕枢纽能级提升和枢纽功

能拓展两个重点，推动枢纽经济与区域经济的互

动、融合发展，着力构建开放式的枢纽经济大市场

格局。

1.推动枢纽经济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枢纽经济的终极发展目标是打造具有国际化

影响力的枢纽城市或者国际枢纽，因此，枢纽经济

发展从一开始就要积极实现与区域经济、城市空间

的有机融合、联动发展。枢纽经济规划要跳出“一

站一区”的空间限制，积极构建“建设大枢纽，发展

大交通，培育大产业，塑造大都市”的路径逻辑，推

动枢纽与产业、城市、空间融合发展。从顶层设计

角度出发，研究制定枢纽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确定

枢纽经济发展总目标，明确枢纽经济发展路径，提

升枢纽组织功能，注重近期目标与远期战略相结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表1 提出枢纽经济发展的代表性省（区、市）

省（区、市）

北京

天津

江苏

金华

河南

湖北

四川

陕西

重庆

宁夏

青海

文件/定位

《打造“双枢纽”国际消费桥头堡实施方案(2021—2025年)》提出，到2025年，“双枢纽”国际消费功能区基本建
成，成为联动京津冀、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级国际消费枢纽

2023年8月，天津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天津西站综合开放枢纽——京津冀同城商务区建设总体方案》，谋划
建设高铁枢纽综合开发标杆区

《江苏省枢纽经济能级提升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

2021年，金华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枢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枢纽经济发展规划》

湖北“十四五”规划提出打造武汉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高水平的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全国铁路路网
中心、全国高速公路网重要枢纽、全国重要航空门户枢纽，大力发展临空、临港、临站等枢纽经济

四川着力打造“144”（1个国际枢纽、4个全国枢纽和4个区域枢纽）枢纽体系，推动成都加快构建国际铁路港、国际
航空港、陆上物流服务网络、航空物流服务网络、航空客运服务网络“两港三网”，正成为内陆枢纽经济崛起的代表

陕西持续发力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三个经济”，加快建设以西安为核心的国际航空枢纽、米字形高
铁网和高速公路网，加快打造国际陆港，枢纽经济引领“三个经济”蓬勃兴起

《重庆市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行动方案（2023—2027年）》提出，重点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综合交通枢纽发展规划》提出，打造全国性陆港枢纽经济区

《青海省“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提出，大力发展通道经济和枢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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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加强规划留白，预留发展空间。坚持集约紧凑、

产城融合发展理念，构建以国际化立体交通枢纽为

基础、临空产业、陆港产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实时谋划制定临空产业、临港产业、高铁经济区等

专项规划。打造区域经济发展新引擎，从更广泛的

空间范围统筹整合资源要素，广泛开展区域合作，

促进“交通圈”向“经济圈”转换。

2.不断拓展枢纽功能

加快枢纽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拓展枢纽功能，

实现交通枢纽从运输功能转向组织功能。未来的

枢纽不单是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交通方式中转

换乘的场所，更是人流、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

流、数据流等各种资源要素高效流转的载体，是牵

引带动区域产业发展、优化城镇人口布局的引擎。

多种资源要素流在枢纽的集聚融合将会赋予枢纽

强大的经济循环和产业组织功能，形成区域资源要

素组织中心。根据中国交通强国建设的规划部署，

要优化提升 20个左右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的

服务功能。提升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南京、广

州、深圳、成都、重庆、郑州等枢纽城市全球联通水

平和辐射能级，拓展海陆空多元化交通网络，提升

城市对外开放水平和国际交往功能。同时，加快推

进 80个左右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建设。优化

枢纽布局，创新服务方式，健全畅通有序的“多枢纽+
多场站”枢纽体系。鼓励和支持都市圈功能互补的

城市，根据发展需求和现实条件共建组合型枢纽。

3.积极提升枢纽经济运营效率

枢纽经济更加注重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智慧

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当前，物流和交通运输很大

程度上已经不是设施规模和覆盖面的问题，而是如

何提高运作效率的问题。打造枢纽经济高地迫切

需要以新的技术，比如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改

造和提升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无缝衔接和科学布

局，以技术变革实现交通运输方式的全面变革，从

而真正体现出交通运输体系的综合性和现代化功

能。同时，构建优质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服务

平台，着力打造现代物流生态体系。瞄准智能交通

发展趋势，构建集交通、物流和多种运输方式于一

体的智能交通系统。更加注重推动交通设施与生

态协同发展，建设生态型交通基础设施。建立物流

枢纽间、政府职能部门间综合信息互联互通机制，

对涉及不同行政区域的枢纽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政

策制度供给统筹谋划、统一协调。

4.构建枢纽偏好型产业体系

产业支撑是枢纽经济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根

本。枢纽经济区要加快产业链条化和集聚化发展，

打造枢纽偏好型产业集群。以“铁、公、机、水”综合

交通为基础，设立功能性口岸，进而带动仓储物流

业发展，促进对物流体系高度敏感的制造业落地，

并逐步延伸到与物流业和制造业运行相关的商务、

商贸、会展服务、金融服务等高端服务业。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以引进高层次人才、高等教育资源为

支撑，集聚高端创新要素，激发创新创业活力，积极

布局大科学装置等创新平台和载体，培育量子通

信、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打造全国枢纽经济产业

创新中心，实现由交通枢纽型向信息服务型、知识

转化型枢纽经济的转变，以改革创新为驱动，以全

面发展为支撑，形成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动经济

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5.构建开放式的枢纽经济大市场格局

枢纽经济的发展是开放包容的，要充分利用枢

纽的集聚优势吸引各种国际性、创新性资源，提升

中国枢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以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推动开放型枢纽经济发展。加快西部地区交通基

础设施及新基建建设步伐，积极弥补西部地区远离

经济中心的区位劣势，打造形成东西双向互济对外

开放的通道网络；积极发挥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

南贯北的区位优势，构建起服务中部地区、辐射全

国、联通世界的中部地区枢纽经济高地；引导东部

地区率先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沿海

地区港口积极发挥链接双循环的重要作用。以建

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为重点，继续拓展“一带一

路”、RCEP战略合作空间，提升交通枢纽区域的整

体资源整合能力，推动形成多维拓展、竞相向外的

立体开放态势，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和枢

纽经济大市场格局。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求是》2022年第21期：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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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and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ub Economy

Wen Rui
Abstract: The hub economy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new economy and new business form. It has multiple advantages such as
economic spillover, resource agglomeration and industrial integr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hub economy has become a growth point and new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ll regions. The essence of hub economy is
to realize the efficient organization, circulation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of resource elements. Driven by the new generation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it faces the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from channel hub, entity hub, city hub and regional hub to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ub,“real + virtual”hub, hub city and international hub. The competition of hub economy development in all
regions of China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fierce, but most hub economy development still stay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transportation hub economy and lacks a perfect hub economy industrial system. In the futur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hub
economy is also faced with the major problem of how to achieve effective integration with regional economy, and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n open hub economy market pattern from multiple aspects of improving hub energy level, hub function and building a hub
preference-oriented industri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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