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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物流空间联系
及其网络结构研究

李亚玲,侯兰功,杜小戈
(西南科技大学 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四川 绵阳621010)

摘要:区域物流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为揭示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以下称成渝地区)物流联

系强度及其网络空间结构,本文基于地理空间联系视角,在2009—2019年研究期间以成渝地区16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引力模型构建成渝地区物流网络,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测算网

络密度、网络中心度以及凝聚子群,进而对其联系强度、空间布局等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在本

研究时间范围内,成渝地区城市物流质量水平空间分异显著,物流联系强度差异大;网络密度从

0.9023升至0.9042,处于较高密度水平,波动幅度小,聚合度强,物流联系密切,但成渝地区内部

网络密度失衡,中部密度最高,北部密度较中部稍低,西部密度最低;整体上物流网络呈现以成都、
重庆为核心相向发展的放射状网络结构。
关键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引力模型;物流空间联系;社会网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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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logisticsspatialconnectionandnetworkstructureofChengdu-Chongqing
doublecityeconomiccircle

LIYaling,HOULangong,DUXiaoge
(SchoolofCivilEngineeringandArchitecture,Southwest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

Mianyang621010,China)

Abstract:Regionallogisticsisvitaltoeconomicdevelopment.Inordertorevealthecurrentlogis-
ticsconnectionstrengthandnetworkstructureofthedoublecityeconomiccircleinChengdu-
Chongqingarea(hereinafterreferredtoasChengdu-Chongqingarea),basedontheperspectiveof
geographicalspaceconnection,thispapertakes16citiesatprefecturelevelandaboveinChengdu-
Chongqingareaasresearchobjectsduringtheresearchperiodfrom2009to2019,andusesthe
gravitymodeltoconstructlogisticsnetworkinChengdu-Chongqingarea.Thenetworkdensity,
networkcentralityandcoacervationsubgroupsaremeasuredbythesocialnetworkanalysismeth-
od,withthelinkagestrengthandspatiallayoutanalyzeddeeply.Results:Inthetimerangeof
thisstudy,thespatialdifferenceofurbanlogisticsqualitylevelissignificant,andtheintensityof
logisticsconnectionisdifferentinChengdu-Chongqingarea.Thenetworkdensityincreasedfrom
0.9023to0.9042,whichisatarelativelyhighdensitylevelwithasmallfluctuationrange,
strongpolymerizationdegreeandcloselogisticsconnection.However,theinternalnetwork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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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yinChengdu-Chongqingregionisunbalanced,withthehighestdensityinthecentralpart,
slightlylowerdensityinthenorthernpartandthelowestdensityinthewesternpart.Onthe
whole,thelogisticsnetworkpresentsaradialnetworkstructurewithChengduandChongqingas
thecoreanddevelopmentinoppositedirections.
Keywords:Chengdu-Chongqingdoublecityeconomiccircle;gravitymodel;logisticsspatialcon-

nection;socialnetworkanalysis

  区域物流发展总体水平是综合衡量中国某一地

区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志[1]。2009年国务院颁

布了《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计划》,强调提升区域物流

业能对整个物流行业有序发展起到不可替代的促进

作用。随着现代互联网事业的全面推进,物流业已

成为带动我国地方国民经济进步和城乡社会发展的

重要支柱产业,其发展逐渐为人们所重视。但大部

分物流业分布在东部与沿海交通发达地区,中西部

发展仍较落后,如新疆、甘肃、西藏、云南等地。从邮

政快递业务收入和业务总量上看,东部省份占比已

达80%,中西部省份占比尚不到20%,地区差异显

著。因此,如何做到物流网络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
已成为学术界重点关注的问题。构建一个上下衔接

有效、结构层次分明的物流网络对经济发展至关重

要,且已成为行业发展的趋势[2]。物流网络体系的

建成将会整合优化产业链内所有物流资源,使其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物资在供应链体系上各业务环节间

的有序流动,尽快转变成企业价值和有增值潜力的

有形产品,并送到下游顾客手中,增加使用价值,增
强企业产品的总体竞争实力[3]。优质的区域物流网

络对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性服务与支撑作

用,它既可以增强企业投资吸引力,又能促进物流业

全面发展。同样,在成渝地区构建物流网络能支撑

并带动该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整体物流水

平的提高,对其融入国家经济发展总体布局具有重

大意义。因此,本文对成渝地区物流网络的整体特

征进行研究,这将有助于完善当前网络中的缺陷,促
使网络朝着干支线畅通、节点分工明确、集群效应明

显、纵横联动的方向不断发展[4]。
关于物流网络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研究成果

也较为丰富,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物流网络模型算

法或资源配置及优化。Fleischmann[5]首次将产品

正向回收物流网络与传统的产品正向回收物流网络

进行全面比较,着重对产品回收背景下物流网络的

设计优化提出了若干问题;而 Klose等[6]则是对物

流网络设计开发过程中可能涉及的其他技术方法进

行了系统论述,同时又对选址模型和混合整数线性

网络规划技术进行了全面深刻的讨论。也有部分国

外学者尝试对航空物流网络拓扑结构进行比较研

究,如文献[7]对美国联合航空包裹物流和美国联邦

快递物流两家企业的航空运输物流网络模型进行分

析,发现后者的网络结构形式具有轴辐式网络特征。
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但研究的总体速度较快。
在研究方法上更倾向于运用不同视角的数据对某一

特定区域进行研究,在研究尺度上较多选择省、市行

政单元数据[8-9],通过静态属性数据测度物流联

系[10]。李陈等[11]利用修正引力模型和断裂点公

式,对中心镇之间的联系强度进行了测算。朱慧

等[12]以浙江省交通枢纽金衢丽地区为例,采用优化

后的引力模型计算各市(县)的物流联系强度,并利

用断裂点公式分析中心城市对周边地区物流业的影

响。任梦瑶等[13]以国内地级市为基本单元汇集城

际专线物流订单,测算了城际专线物流网络联系强

度及网络中心性,揭示了我国城际专线物流网络的

格局和结构特征。然而,伴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

推进,城市群成为存在巨大能量流动的地域综合

体[14],城市之间频繁流动的物流要素可实现资源跨

区甚至跨省的深度整合,因此,构建物流网络体系对

城市群资源整合和经济发展十分重要。刘程军

等[15]在研究长江经济带物流网络时,将模糊聚类、
引力模型等方法引入其中,分析物流空间格局的形

成机制。刘程军等[16]通过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

法刻画了浙江省县域物流联系特征及其空间网络结

构。李从容等[17]也基于修正引力模型,对关中平原

城市群的联系强度进行了研究,并结合横向数值比

较,得到西安与成都、武汉、郑州的空间联系强度存

在显著差异。
以上研究多侧重于物流网络设计与算法以及对

物流联系及其方向和空间引力范围进行测度,鲜有

关于物流网络空间结构演化及网络特征的分析。成

渝地区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沿长

江经济带中的重要节点,当前对成渝地区的研究多

关注城市物流联系,基于此,本文将成渝地区地级及

以上城市作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引力模型、社会网

络分析法,试图从物流网络演化、网络结构及中心度

等方面,分析成渝地区物流空间联系及其网络结构

特征,揭示当前成渝地区的物流发展现状,以期为成

渝地区物流业的协调发展打好前期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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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概况

成渝地区地处青藏高原边缘(图1),东邻湘鄂、
西通青藏、南连云贵、北接陕甘,是国家西部经济开

发建设的重要通道,沟通了我国东部地区与东南亚、
南亚地区,有诸多独特的区位优势,是目前我国在西

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科技水平高、发展潜力大的

城镇化区域。
研究区的范围与2021年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一致,包括重庆中心城区、万
州、涪陵、綦江、大足、黔江、长寿、江津、合川、永川、
南川、璧山、铜梁、潼南、荣昌、梁平、丰都、垫江、忠县

等27个区(县)以及部分开州、云阳地区,四川省的

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除平武县、北川县)、遂
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除万源

市)、雅安(除天全县、宝兴县)、资阳等15个市,总面

积18.5万km2。2021年,区内常住人口9600万

人,地区生产总值73919.2亿元,占西部地区的

30.8%,占全国的6.5%。成渝地区是联系西部与

沿海的物流枢纽,重庆、成都又是全国性物流枢纽城

市、一级国际物流园区布局中心城市。依托中欧班

列通道、西部陆海新通道、长江旅游黄金水道等主要

干线通道,成渝地区初步形成了国内国际物流通道

体系和高效运行体系。

图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区域概况图

Fig.1 RegionalmapofChengdu-Chongqingdoublecityeconomiccircle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2)3995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2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与指标体系构建

所需数据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四川省统

计年鉴》、四川省各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市国民经济与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考虑到2008年四川遭遇了汶

川大地震,经济社会受到重创,2009年是灾后重建、
经济恢复的第一年;2014年四川新增4条出川高速

公路,并且自重庆直辖后,2014年是绵阳、南充和泸

州(除成都外)建成区常住人口首次超过100万人的

年份;2019年重庆发改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

建设重点任务》,支持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举措,且四川省迎来“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战略;同
年,川渝签订了“2+16”协议,加快推进成渝城市群

一体化发展,因此,将2009年、2014年、2019年作为

研究的时间节点。城市间的交通距离与行驶时间来

源于百度地图、12306软件。
本文通过选取城市物流质量评价指标来测度物

流质量,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人口

数”、“区域物流基础设施”三个方面选取6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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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末常住人

口、铁路营运里程、公路总里程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总额,均为正向指标。
经济、人口和物流基础设施能真实反映城市物

流质量,随着高铁的不断发展,铁路营运里程也成为

反映城市物流质量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在构建指

标体系时加入了该指标。城市物流质量评价指标体

系如表1所示。

表1 城市物流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Tab.1 Evaluationindexsystemofcitylogisticsquality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

区域人口数 年末常住人口/(万人) +

区域物流基础设施

铁路营运里程/(km) +

公路总里程/(km) +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万元) +

2.2 研究方法

2.2.1 熵权法

本文采用熵权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

1)数据标准化:
正向指标:

Yij = Xij -min(Xij)
max(Xij)-min(Xij)

(1)

式中:Yij 为 标 准 化 处 理 后 的 数 据;max(Xij)、

min(Xij)为第i个城市第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2)计算指标信息熵:

Pij = Yij

∑
n

i=1
Yij

(2)

Ej =-k∑
n

i=1
PijlnPij  (3)

式中:Pij为第i个城市第j 项指标的比重;Ej(0<
Ej<1)为第j项指标的熵值;k为信息熵系数,k=
1
lnn
;n为指标个数。

3)计算指标权重:

Wj = 1-Ej

n-∑
n

j=1
Ej

(4)

式中:Wj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值。

4)根据上述权重值计算指标得分:

Zj =∑
n

j=1
Xij ×Wj (5)

式中:Zj为第j项指标得分。

2.2.2 引力模型

1)确定“经济距离”:传统引力模型中采用城市

间直线(最短)距离来近似表示,随着交通运输条件

的进一步改善,极大地缩短了城市间的实际距离,仅

使用实际直线距离并不能准确反映城市间的时空距

离[18]。因此,本文使用综合时间距离,即两城市之

间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混合交通方式下的城际最短

单程通勤时间。修正公式如下:

Dij = Hij ×Rij (6)
式中:Dij为城市i、j之间的综合时间距离;Hij为城

市i、j之间的最短公路时间;Rij为城市i、j之间的

最短铁路时间。

2)修正引力系数:传统引力模型中该系数默认

为1,表示各主体间是对等关系[19-20],然而,Ullman
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理论首先提出互补性原则,证明

城市间的发展水平差距是产生相互制约作用力的必

然条件,且两者之间产生的各种相互牵制的作用力

往往处于非完全均衡状态。城市发展越快,潜在吸

引力就越强,因此,本文采用城市生产总值的实际占

比作为新的引力系数[21],以此表征城市间潜在吸引

程度的大小。修正公式如下:

Kij = GDPi

GDPi+GDPj
(7)

式中:Kij为引力系数;GDPi、GDPj分别为城市i、j
的地区生产总值。

3)修正引力模型:

Fij =Kij
ZiZj

Dij
(8)

式中:Fij为城市i对城市j的引力,即城市i、j之间

的联系强度值。

2.2.3 社会网络分析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可通过对网络结构中的关系和

属性特点的综合评价来研究网络的属性特征,包括

点度中心度、接近中心度等;网络整体属性分析方法

包括小世界效应、小团体研究、凝聚子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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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物流空间网络结构

分析

3.1 物流质量空间分布特征

根据Jenks自然断点法,本研究将成渝地区物

流质量划分为较低质量、一般质量、较高质量、高质

量4个等级(图2)。
成渝地区物流质量空间分布差异较为显著,整

体呈现出以成都、重庆两个高质量区为核心的空间

分布格局。从等级分类来看,处于最高等级的只有

成都和重庆,且始终保持不变,但其物流质量随着时

间推移有一定提升,2019年物流质量水平已升至十

年前的两倍。处于次一等级的城市在2009年有绵

阳、南充和达州,2014年新增了宜宾,到2019年出

现了巨大变化,内江成为次一等级的一枝独秀,而原

先的次一等级城市降为了第三等级,且数量有所增

加(增加了德阳、乐山和泸州)。
由此可知,在研究时段前期,区域北部城市的发

展速度比南部城市快,到后期南部城市的发展速度

赶上了北部城市。处于最低等级的城市较多,但数

量在不断减少,2009年有11个城市,2014年宜宾脱

离最低等级,2019年仅剩雅安、眉山、自贡等6个城

市仍处于最低等级。十年来,成渝地区物流质量水

平大幅提升,其中内江、乐山、德阳、宜宾和泸州尤为

明显。综上,成渝地区物流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物流

质量不断提高。

图2 2009、2014、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物流质量水平的空间分布

Fig.2 SpatialdistributionoflogisticsqualitylevelinChengdu-Chongqingdoublecityeconomiccirclein2009,2014and2019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2)3995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3.2 物流空间网络结构分析

为详细探讨成渝地区物流网络结构,将物流联

系值绘制成网络结构图(图3),联系强度等级划分

为4级,分别为较弱联系、一般联系、较强联系、强联

系。由图3可见,成渝地区物流联系强度呈逐渐增

强趋势,物流网络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形成了以成

都、重庆为核心相向发展的放射状网络结构。

2009年,成渝地区的物流联系普遍处于较弱联

系水平,仅有重庆-成都、重庆-南充、重庆-内江

之间的联系强度达到了一般联系水平,但并没有发

挥辐射带动作用,中小城市的物流发展滞后,物流联

系不密切。此时,成都和重庆的物流枢纽地位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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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

2014年,随着国家对物流业未来发展战略的重

视,成都和重庆的物流业得到快速发展,彼此之间产

生的物流联系从一般联系发展至较强联系。成都-
绵阳、成都-德阳、成都-眉山、成都-乐山、成都-
资阳、成都-内江、重庆-绵阳、重庆-资阳、重庆-
达州、重庆-广安、重庆-遂宁之间的物流联系从较

弱联系上升至一般联系,区域内增加了数条一般联

系对接线,可见成都和重庆带动了周边城市的物流

发展,形成了比2009年物流联系水平更高的物流网

络。同时,成都和重庆的物流枢纽地位更加明显。

2019年,成渝地区的建设稳步推进,其物流联

系水平进一步提高,区域内较强联系和一般联系对

接线显著增多。其中重庆-成都、重庆-内江的物

流联系发展为强联系,成都-内江的物流联系发展

为较强联系,内江与成渝两市的物流联系水平在同

一时段内快速提高,其原因是2015年成渝高速铁路

开通运营,内江和资阳刚好位于成渝交通走廊的中

间位置,但由于内江的人口更多、经济总量更大,因
此内江与成渝两市的物流联系水平比资阳更高。随

着时间推移,特色中小城市发展加速,贸易合作不断

深化,物流联系水平普遍提高,成渝两市的核心引领

作用增强,物流枢纽地位更加突显,逐渐形成了中国

西南地区极具潜力的物流中心。

图3 2009、2014、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物流空间网络结构

Fig.3 LogisticsspatialconnectionnetworkstructureofChengdu-Chongqingdoublecityeconomiccirclein2009,2014and2019
注: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2)3995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3.3 经济圈物流网络密度分析

运用Ucinet软件计算成渝地区物流网络密度。
结果 显 示,2009 年 成 渝 地 区 物 流 网 络 密 度 为

0.9023;2014年密度为0.8977,出现了小幅降低;

2019年密度为0.9042,密度再次升高,聚合度加

强,说明物流联系越来越密切。使用同样方法得到

西部地区132个重要节点城市之间的平均物流网络

密度为0.0448[22],以及京津冀区域物流网络密度

为0.8718[23]。相比之下,成渝地区物流联系密切,
总体维持在较高密度水平,可看出国家十分重视成

渝地区交通、物流的一体化发展与区域的协同发展。
但从物流网络内部看,网络密度是不均衡的。中部

密度最高为成都 重庆主轴线区域,说明成渝之间物

流联系最多,资阳和内江处于成渝中轴线,是连接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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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的重要城市,因此该区域的网络密度也是最大的;
其次是北部,绵阳作为科技城是四川第二大城市,德
阳是川内重工业城市,南充地处交通要道,是重要交

通枢纽,因此北部是密度第二大区域;西部密度较

低,原因是雅安受限于地理环境,人口外流严重,且
对外交通基础设施尚未完善,虽紧邻成都,但因“西
控”战略对雅安影响较大,因此未来成渝地区应继续

发展中部区域,带动周边区域,加强对西部区域的关

注,从而让整个地区逐渐趋于协调发展。

3.4 物流网络中心度分析

利用Ucinet计算成渝地区物流网络的度数中

心度、接近中心度、中介中心度这3个指标,如表2
所示。

表2 2009、2014、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物流网络中心度

Tab.2 CentralityoflogisticsnetworkinChengdu-Chongqingdoublecityeconomiccirclein2009,2014and2019

城市
中介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 度数中心度

2009年 2014年 2019年 2009年 2014年 2019年 2009年 2014年 2019年

重庆 4.14 3.79 4.43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成都 24.00 24.54 24.97 50.00 76.38 92.56 93.33 93.33 93.33

绵阳 0.79 0.79 0.89 25.00 28.00 33.33 79.00 80.60 86.67

德阳 0.84 0.85 0.89 20.00 23.00 25.00 79.20 80.50 86.37

乐山 0.85 0.85 0.89 16.67 19.67 20.00 78.10 79.22 83.67

宜宾 2.10 0.86 0.90 14.29 16.29 16.67 85.67 80.00 86.37

泸州 2.10 2.49 2.50 12.50 13.50 14.29 85.17 86.27 91.23

南充 2.10 2.49 2.50 11.11 12.11 12.50 86.67 86.57 92.33

达州 1.92 2.28 2.30 10.00 11.00 11.11 84.67 85.27 90.33

自贡 0.85 0.86 0.90 9.09 9.69 10.00 80.00 81.00 86.67

内江 2.10 2.49 2.50 8.33 8.83 9.09 81.67 82.67 83.33

遂宁 1.92 2.28 2.30 7.69 7.69 8.33 81.17 81.27 82.33

眉山 0.85 0.86 0.90 7.04 7.14 7.69 80.00 80.93 84.67

广安 2.17 2.56 2.30 6.67 6.87 7.14 82.67 83.67 85.33

雅安 0.00 0.00 0.89 6.25 6.35 6.67 6.67 6.67 76.67

资阳 1.01 1.02 0.97 6.25 6.55 6.85 81.27 81.57 82.67

  由表2可知,2009—2019年成渝地区网络中心

度均不断提升,且个别城市增幅较大,说明城市物流

发展较快,物流网络逐渐复杂化。

1)从中介中心度看,2009—2019年,成都、重
庆排名最靠前,表明成都、重庆处于与其他城市物流

连接的最短路径上,绝大多数城市的物流联系均是

通过成都、重庆的连接来完成。成都地理位置优越,
有着较好的陆路交通辐射优势,铁路和机场都有较

为广泛的覆盖面。山城重庆虽没有良好的陆上条

件,但却有成都无可比拟的水上交通优势。成都和

重庆作为交通枢纽掌握着大部分资源,占据了信息

流通的关键位置,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

2)从接近中心度看,2009—2019年,除重庆以

外,其余各城市的数值均较低,且增加幅度小,但成

都增长迅速,增加幅度非常大,说明成都在此期间物

流业发展速度非常快,其余城市发展速度虽没成都

快,但均有所提高。成都与重庆形成了两个高值点,
其原因在于成都作为四川省的省会城市,同时也是

西南地区的老牌经济中心,且成都的企业和物流园

区分布较为集中,对区域经济能起到辐射带动作用,
从而促进了经贸合作与物流发展。重庆是西部直辖

市,由中央政府管辖,政治经济优势显著,且拥有西

部最大的水运港口,在国家日益重视物流业的背景

下,今后发展前景广阔。

3)从度数中心度看,2009—2019年,除雅安的

数值较低,其余城市均较高,成都和重庆一直处于领

先地位。具体来看,2009—2014年,雅安低至6.67;
到2019年,雅安从6.67猛增到76.67,数值大幅增

加,但仍低于其他城市。雅安在整个成渝地区物流

网络中的重要性不高,是由于雅安地处四川盆地西

缘,地形地貌多以高山峡谷为主,城市发展受限;对
外交通网布局不完善,出行不易,且受成都、眉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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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等城市的影响,人口外流严重,虽与成都接壤,但
并不是成都发展的主要方向,因此雅安的发展落后

于其它城市。

3.5 凝聚子群分析

采用Concor算法分析成渝地区的城市空间聚

集情况,如图4所示。

图4 2009、2014、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物流网络凝聚子群结果

Fig.4 ResultsofagglomerationsubgroupsofChengdu-Chongqingdoublecityeconomiccirclelogisticsspatialconnection
networkin2009,2014and2019

 

  总的来看,在研究时段内,凝聚子群空间上的变

化前期相对稳定,后期变化较大。

2009—2014年,凝聚子群的空间变化较小,由
成都、重庆、绵阳组成的子群1和由遂宁、广安、内江

组成的子群4不变,仅宜宾从子群3移动到子群2,
逐渐向成都靠拢。2014年以前,子群的分布主要受

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处于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城

市凝聚为一个子群。

2014—2019年,凝聚子群的空间变化较明显,

其中遂宁、南充、广安、达州、内江、泸州与重庆的联

系愈加紧密,绵阳、德阳、乐山、宜宾、资阳、眉山等城

市与成都的联系逐渐紧密。2014年以后,城市经济

迅速发展,各城市按地理邻近性逐渐向枢纽城市靠

近,此时子群的分布受到地域邻近的影响,地理位置

相近的城市凝聚为一个子群。同时也说明成渝发展

迅猛,其强大的物流业带动了周边城市物流经济的

发展,并逐渐出现两个分区,一部分城市受成都的辐

射影响大,另一部分受重庆的辐射影响大,由此,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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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突显出成都和重庆在成渝地区的核心枢纽地位。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 论

本文基于引力模型构建成渝地区现代物流空间

网络,通过测算物流质量水平以及采用社会网络分

析等方法来解构现代物流网络结构中存在的特征。

1)2009—2019年,成渝地区物流质量水平整

体上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较低质量的城市占比大幅

下降,但城市间差异较大,以成都、重庆两个物流高

质量区为核心,成渝两市的物流枢纽地位显著增强。

2)成渝地区物流联系强度从较弱联系发展至

强联系,呈不断增强趋势,形成了以成渝两市为核心

相向发展的放射状网络结构。网络密度波动上升,
整体密度水平较高,网络内部密度不均衡。

3)成都和重庆是成渝地区物流网络的重要节

点,占据了网络的重要地位,带动了其余中小城市的

物流业发展,但中小城市在发展的同时,也受到了成

都和重庆的限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成渝两

市联动引领相关区域融合发展的态势。2009—2014
年,凝聚子群空间上的变化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水平

是其主要影响因素;2014—2019年,凝聚子群空间

上的变化较大,地域邻近是其主要的影响因素。成

都与重庆作为枢纽城市,带动了周边城镇物流业的

发展,进而有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更加突显

出枢纽城市的核心地位。

4.2 讨 论

1)未来成渝地区整体的物流网络密度可能会

持续上升,同时随着“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和重庆

都市圈发展,西北 东南向主轴线的物流网络密度将

会迅速提高,甚至与发达地区相媲美,未来该区域物

流联系水平也将快速提升。

2)凝聚子群的分布受地域邻近因素的影响将

会越来越大,成都和重庆将吸引周边城市不断向其

靠拢。在枢纽城市的影响下,周边城市物流业将会

迅速发展,物流质量将会快速提升,物流联系将会更

加密切。

3)未来成都和重庆的中心度将会一直保持高

值,其它城市的中心度则继续呈上升趋势,“双核”将
会更加强化,“多点”逐渐发展成形,呈现出双核带动

多点、上下相互衔接的物流网络结构。
但本研究中仍存在一些局限,当前城市物流质

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还不够科学全面,受限

于物流相关技术数据的获取,未涉及城市管理信息

化应用水平等其它相关指标。当前,中国物流业中

的电子商务发展、国内快递和物流业信息化发展相

当迅猛,在整个物流技术发展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

位,因此,在考察城市物流质量水平时,信息化水平

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借助大数

据,构建一个更加全面的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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