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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方法论

马学广，李贵才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城市规划与设计学院，深圳 518055)

摘 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多国公司逐渐确立了其经济全球化主要组织载体的地位

以及国家决策权向城市的分散，国家作为独立的经济单元的重要性下降，国际竞争日渐被具体化为以城市为核心

的区域间的竞争；城市作为经济单元的重要性迅速上升，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行动者。作为全球经济的组

织节点，世界城市按其在全球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与地位的不同而构成具有一定经济控制能力和社会经济联系的

网络体系。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立足于世界/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城市间关系研究，经由基础设施、企业组

织和社会文化等多个研究途径，以定量化的分析方式揭示了世界城市间的关系并探讨了世界城市网络形成的多

重动力机制，是学术界对当代交通和通讯技术变革、企业组织变革及全球治理方式变革等对世界城市发展所施加

影响的积极回应。最后，本文从城际关系秩序、空间组织逻辑、关系型数据的生产和获取、空间尺度和城市经济类

型对城市网络的影响等5个方面探讨了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对中国相关领域研究的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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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千年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不仅标志着第一

个城市世纪的到来，也标志着第一个网络世纪的来

临[1]。随着新国际劳动分工的逐渐形成，多国公司

的不断渗透和信息通讯技术的革命性进展，经济全

球化对城市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使城市在全球经济

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在全球治理的驱动下，

城市与国家疆界以外的城市、地区产生更为密切的

关联互动，城市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行动

者。作为全球经济的组织节点，世界城市不是孤

立、零散和抽象存在的，而是按其在全球生产过程

中的作用与地位的不同而构成具有一定经济控制

能力和社会经济联系的网络体系[2]。世界城市网络

的研究立足于世界/全球城市和世界城市体系研究

的主要成果，采取关系型视角将空间和网络关联起

来，通过交通和通讯设施、企业组织及其他社会文

化要素的关系型数据分析而揭示了世界城市网络

的构成与形成机制。2000年以来，中国的地理/规

划学者采用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分析方法，对中国

国家尺度上城市体系的网络结构、空间联系、层域

结构和格局演变[3-5]、大型企业区位特征[6]以及区域

尺度上的城际地方联系[7]等进行了较有深度的定量

分析，但普遍存在研究方法的局限和分析数据的制

约。本文在简要梳理了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发展

脉络后，对该领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应用的主要

分析方法进行了评析，以期对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

提供借鉴和启示。

2 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发展脉络

世界城市网络的相关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德

国诗人歌德从文化意义上先后将巴黎和罗马命名

为“全球城市”[8]，一直到霍尔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

世界城市研究范畴[9]，并且随着20世纪以来社会生

产方式的变迁而使得该领域的研究重点从“世界城

市”向“世界城市等级体系”、“全球城市”和“世界城

市网络”转变。总体上看来，相关研究可以划分为3

个时期，每个时期有着不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

(表1)。

(1)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的世界城市与国家城

市体系研究。这一时期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中，世

界城市和城市体系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

传统国际劳动分工格局及国际贸易中，国家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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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的基本单位而城市的重要性并不显著，对世

界城市的研究局限于国家框架之内而缺乏全球尺

度的城市间关联性分析。同时，“国家城市等级”因

中心地理论的引入而成为重要的研究领域。于是，

这一时期的世界城市网路研究主要围绕着世界城

市特征的识别、孤立的城市案例比较和国家内部区

域城市体系分析，而没有置于全球经济生产方式变

迁的背景中，直到 1970 年后新国际劳动分工和全

球生产方式变革之后才发生实质性变化。

(2) 20 世纪 70-90 年代的世界城市等级研究。

70年代之后，世界城市研究将城市的外部环境与内

部经济结构结合起来，城市化过程被纳入到世界政

治经济发展背景之中加以考察，新国际劳动分工决

定了世界城市的形式，全球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及

其空间结构逐渐进入深化转型时期。随着全球贸

易自由化的进程，多国公司逐渐确立了其经济全球

化主要组织载体的地位及国家决策权向城市的分

散，国家作为独立的经济单元的重要性下降，国际

竞争日渐被具体化为以城市为核心的区域间的竞

争，城市作为经济单元的重要性迅速上升。这个阶

段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是以世界城市体系研究为

主题，它立足于中心地理论和多国公司的全球扩

张，将“国家城市体系”扩展到全球空间尺度上，形

成“世界城市等级”设想[10]和“全球城市”理论[11]等。

Friedmann和Sassen等学者在传统中心地理论框架

下发展的早期世界城市网络理论，强调世界城市在

世界城市网络中的组织功能(指挥、控制和服务等)，

多国公司的大规模发展及其向海外的大举扩张则

是确立和增强网络的主要动因。

全球城市等级思想至今因其历史价值而被广

泛引用，但这一时期的大多数研究只是单纯的叙述

性统计城市属性数据，过度注重城市间的等级关

系，并且在理论移植过程中忽略了政治力量和国家

政府的职能[12]，以致无法为世界城市体系的形成作

出更加符合实际的解释。

(3) 2000年以来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经济全

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正在摧毁工业经济主导时代

以“中心地”等级体系为主要构架的旧世界城市体

系，而建立以“全球一地方”垂直联系为原则的新的

世界城市体系。于是，学术界产生了一个新的研究

命题——世界城市网络[13]，并且在世界城市研究领

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相关的概念还包括世界城市

体系、“功能性世界城市体系”和“全球城市网络”
[14-16]等。世界城市网络中，城市作为网络系统的节

点而存在，城市地位的变化是由它与其他节点的相

互作用所决定，城市作为一个节点的价值在于它和

其他节点之间的相关性，节点之间流动的规模水平

和密集程度决定了它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城

市作为节点的功能更多地依赖其在世界城市网络

中的联系而非取决于其所占有的物质资源、新技术

及其路径依赖。同时，世界城市网络研究强调基于

“过程”而非“地方”来理解世界城市，世界城市不再

被静态地理解为控制中心，而是理解为网络化过

程。这一视角一方面打破了等级化的世界城市体

系观念，另一方面认同了所有城市都受全球化、网

络化的影响，都有潜力整合进入全球网络的认识。

3 世界城市网络的定量研究

针对世界/全球城市研究中实证性不足的问

题，众多学者通过关系型数据的获取或创造专门的

数据库而开展了全球城市网络的定量化实证研究

表1 不同时期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重点

Tab.1 Focus of world city network research in three periods
比较项

研究命题

时代背景

经济载体

城市间关系

空间组织原则

城市研究重点

社会空间类型

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之前

国家城市体系

传统国际劳动分工

国家、地方企业

竞争为主

等级秩序为主

城市属性(内部结构)研究

地方空间

中心地理论

20世纪70-90年代

世界城市体系和全球城市

新国际劳动分工

城市、多国公司

竞争为主，合作为辅

网络秩序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并提升

城市属性(内部结构)研究和城市间关系

(外部联系)研究并重

地方空间和流动空间并存

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世界体系理论、流

动空间理论等

2000年以来

世界城市网络

服务型经济

服务性多国公司

竞争与合作并重

等级秩序与网络秩序并重

跨国的城市间关系(外部联系)研究渐成热点

流动空间占主导并将地方空间纳入模型之中

行动者网络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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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

3.1城市间关系定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世界城市研究中，先抱怨数据缺失的问题已

经成为老生常谈，世界城市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

正在于缺乏能够定量化的测量世界城市体系中城

市地位变化的基础数据。20世纪 90年代，世界城

市研究中的实证危机是如此严峻，以至于有学者质

疑世界城市存在的真实性[17]。数据缺陷问题在于

不仅可以供城市之间跨国比较的数据难以收集，而

且收集到的数据也仅仅是城市属性数据，对于城市

间关系的研究作用不大。在没有城市间关系数据

的情况下，全球城市间关系的结构只能凭印象来估

计[18]，这就导致相关研究中严重的“经验瑕疵”[13]。

①官方数据供给与实际研究需求并不吻合。

政府基于政策制订的需要而大规模的收集人类活

动数据，但政府的政策需求和学者的研究兴趣常常

难以取得一致，因此，官方统计数据也就往往难以

满足学者的需要。而且，政府收集数据往往限定在

国家领土范围之内，并没有专设机构收集和汇总

“全球统计数据”。即便联合国的各种机构出版了

大量的国际统计数据，但其实质上仍然仅是国家数

据的汇总而缺乏跨国关联数据。②关系型数据的

缺乏。世界城市文献中充斥着基于城市属性数据

的个体城市评估和城市比较分析，但不管对属性数

据的分析方法有多先进，只能生产出城市位次的排

序，而无法达到对城市等级进行测度的目的。因

此，世界城市网络中关系型数据的缺乏被称为“世

界城市研究中肮脏的小秘密”[19]。③城市间数据的

缺乏。能够揭示城市间资源流动和相互依赖关系

的数据稀缺性是世界城市研究的软肋[20]。现有城

市研究数据大都限于特定行政区域边界之内，而很

少有能够揭示城市间流动和相互依赖关系的数据。

总之，虽然世界城市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

城市间联系数据的缺乏却制约了世界城市网络研

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统计机构的行政等级划分

使得统计数据以行政区而不是经济区为空间单元，

统计数据以属性数据为主而缺乏关联数据，跨国的

城市间联系数据显得尤为缺乏。

由于官方数据往往难以满足研究的需要，而企

业资料又涉及到保密性的要求，所以较多学者采取

自建数据库的形式来应对这一问题，创造了较多的

“全球矩阵中的城市”[21]。

3.2城市间关系型数据的类型

关系型数据的类型有比较笼统的划分和比较

精确的确认，类型多样。Camagni等认为，城市网络

存在城市间基础设施系统(如高速公路、铁路网络、

排水网络等)和城市间通过经济活动和人进行的空

间运动等两个层面[22]。与之相类似，Malecki定义了

两种网络形式，一种是与人相关的网络，称之为“软

网络”；另一种是以基础设施为基础的网络，称之为

是“硬网络”[23]。同时，从“流动空间”理论出发，也

可以识别出3种类型的关系型数据：以第一个层次

的通信网络设施为基础(比如城际数据传输交往)的

关系型数据，以第二个层次节点和枢纽之间的社会

经济活动为基础(比如企业分支机构间的业务往来)

的关系型数据，以及以第三个层次占支配地位的管

理精英为主体(比如劳动力的城际迁移)的关系型数

据。此外，Smith等基于流的形态(人文、信息和物

质)和功能(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建构了城市间

联系的拓扑结构，进而对城市间的联系再次细分，

识别出 12种联系[15](表 2)。但是，正如该文作者所

指出的，这一世界城市研究的“数据愿望列表”的存

在更加反衬出这一研究领域中现存关系型数据的

匮乏。总之，关系型数据可以从基础设施、社团企

业和社会文化等多种来源获取。

3.3城市间关系型数据的采集方法

在量度世界城市网络中的城际关系方面，有 3

种比较实用的方法 [24]：①基于 Friedmann 的世界城

市等级假设和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大规模关系型

数据的生产可以通过地方商业新闻内容的分析来

进行，通过记录商务新闻中提及的城市的数量、频

度可以生产出量度城市外部关系数据的替代性方

法。②基于Friedmann对国际人口迁移研究和卡斯

特对信息流的研究[25]，通过对从业者访谈的形式来

获取技能型劳动力城际迁移的数据，技能型劳动力

在跨国企业办公网络中的集中和循环为世界城市

功能凸显作出了显著贡献，尤其在高端生产者服务

功能

经济

政治

社会再生产

文化

形态

人类

劳动力迁移

(驻外)大使

家庭迁移

舞蹈团

物质

商品流

运送武器

汇款

蓝色牛仔裤

象征

传真订单

威胁

个人信件

好莱坞电影

表2 全球城市间关系的类型

Tab. 2 Typology of global inter-city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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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Advanced Producer Service, APS) 中。③基于

Sassen对世界城市作为APS活动生产地址的分析，

通过对生产者服务企业办公网点区位的详细分析

来生产出关系数据，这称之为世界城市间的关系量

度的组织途径。这 3 种方法分别具有不同的优点

和缺点，应用于不同的研究精度和研究目的(表3)。

4 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实证方法

世界城市的识别有 5项关键指标，分别是金融

机构的存在、企业总部的存在、远程通讯联系、交通

基础设施和全球文化事件等[19]，这大致反映了最近

世界城市网络实证研究中的主要研究方法[26]：一种

方法以世界城市要求大量便捷化基础设施的存在

为前提，基于基础设施网络(包括国际航线等城际

交通设施和国际互联网等)数据的分析；另一种方

法以承认城市地位的高低依赖于重要企业的关键

部门的存在为前提，基于企业组织数据的全球区位

战略数据。上述两种研究方法是当前世界城市网

络定量研究的主导方法，前者聚焦于跨界跨境基础

设施所连接的城市网络，而后者则源于行使全球跨

国区位战略的企业在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21]。此

外，由于上述研究方法仍然无法全面揭示世界城市

网络性的内在动力，部分学者从城际社会文化关联

的角度来展示和解析世界城市网络的结构与动力

(表4)。

4.1基础设施途径的世界城市网络测度研究

基础设施途径力图通过以城市间网络的实体

结构为基础的数据寻求比较直接的测量方法。 基

础设施途径分析的基础是高端通讯和交通设施将

全球经济中的主要城市连接在一起，最重要的城市

往往具有最高等级的机场或具有大容量远程光纤

支撑的信息网络，这些物质基础设施的地理网络被

用来比照全球跨国城市网络的空间意象。基础设

施途径的分析细分为两类，一类研究以物质性交通

基础设施(比如航空网络)数据为基础，主要通过城

市间航空旅行旅客数量来反映城市间的联系；另一

数据采集方法

城市间关系量度

的替代性途径

城市间关系量度

的劳动力途径

城市间关系量度

的组织途径

具体做法

选取地方权威报纸的财经版，统计城市

出现的数量和频次

邮寄问卷或与多国公司人力资源经理

进行面对面访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地

分析由移民创生的关系型数据

聚焦于APS企业实现自我组织以适应

全球范围的客户的需要，可以通过分析

企业分支机构区位的结构来实现

优点

能够生产出具有时间的关系型数据，

其基本分析素材易于取得

技能型劳动力的全球迁移不仅是世

界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劳

动力市场重构与全球化的显著因素

APS企业的企业区位信息较为透明，

而且在网络上相对易于获取

缺点

偶然性太强，过于依赖事件，受报

纸编辑意志的影响大

邮寄问卷方式存在低回收率和缺

乏过程控制的问题，导致结果数据

的质量偏低；面对面访谈需要广泛

的社会关系网络

着重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城市化过

程，忽视了其他领域的变化

比较项

主要行为主体

数据基础

数理模型

侧重点

注：※MIDT(Marketing Information Data Transfer) 包含所有航空公司承运航段的定座和取消操作明细, 不仅可以分析过去的情况，还可

以对未来客运市场进行预测和分析。

企业组织途径

APS企业

APS企业的区

位数据

互锁网络模型

世界城市的控

制维度

多国公司

《财富》500强企

业

社会网络分析

模型

城市的商业服

务维度

基础设施途径

航空网络等物

质性交通设施

城际航班乘客

数据

MIDT等※

航空枢纽的城

市网络

电话、互联网等远

程通讯设施

互联网骨干网带

宽等

相关分析模型

互联网网络的城

市网络

社会文化途径

全球社会文化

网络

非政府组织办

公网络数据等

互锁网络模型

社会文化政治

网络

高技能劳动力、

非政府组织等

管理精英的城际

迁移数据

流动空间模型

劳动力迁移的城

市网络

表3 3种关系型数据采集方法

Tab.3 There types of relational data collection methods

表4 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主要实证途径

Tab.4 Main empirical approaches for world city network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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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研究以远程通讯设施(比如互联网光纤)数据为基

础，采用城市间互联网的基础结构(如带宽)、电信通

讯容量等数据来反映城市间的联系。

研究全球尺度上城市间关系的重要信息来源

是国际航线乘客统计数据，当今的实证研究主要选

取此类数据。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学者

运用航空客运数据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成果不断

增加[27-29]。Smith等采用 1977-1997年度中 6个时段

的世界城市间航空乘客流数据对世界城市间的关

系和联系程度及这种模式的时阶段演变特征进行

分析，发现全球城市化模式是以世界体系分析所预

测的不均衡动态发展为特征的[28]。Derudder等基于

航班信息数据，建构了全球城市关联矩阵来弥补先

前研究中存在的基础数据难以满足分析需要的缺

陷[29]。由于标准的航线数据库并不能显示出乘客

的实际路线，Derudder等采用含有跨国、起始终止

点及中转信息的新的数据库来对全球航空网络中

的枢纽结构进行了分析[30]。Derudder等用世界城市

网络的航空乘客流对全球企业组织信息网络和大

型基础设施网络进行划分[31]。Mahutga等分析了全

球航空乘客城市网络结构与国家间世界体系的关

系，发现世界城市体系内的权力分布出现了适度的

集中，并认为这是半边缘地区和东亚区域的城市在

世界城市等级中向上攀升的结果[32]。这一研究途

径的优点在于以城市为节点，直观地反映了城市之

间的联系；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从数据质量来看，

航空客运数据一般按照航段划分，按照出发地和目

的地划分的数据较少，其结果高估了航空中转城市

的地位；从旅客构成来看，航空客运数据除了包含

与世界城市功能直接相关的商务旅客外，还包含旅

行度假等个人原因出行的旅客，对分析世界城市网

络的真实格局造成了干扰[29]；此外，国际航班旅客

数据未包含国家内部重点城市间的数据(比如包含

了纽约—多伦多的客运数据，却排除了纽约—洛杉

矶的客运数据)。

对远程通讯设施的分析包括应用邮政流数据、

电话通信数据和互联网数据等测算世界城市网络

中的城市等级及其变化，所应用的基础数据以互联

网数据为主。城市作为信息交换中心而在全球化

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讯网络地理中互联网

的全球结构反映了一个重大转变，即互联网城市网

络的崛起[33]。由于互联网光纤网络倾向于集中在

比较重要城市的特性而使得在世界城市等级中设

置连接节点的空间集聚成为可能[23]。Leamer等采

用国际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理论来探讨互联网对

经济活动区位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认为互联网技术

广泛应用将加速空间聚居与扩散过程[34]。Malecki

考察了构成“网络的网络”的基础设施以及互联网

设施的空间格局，发现互联网(节点)网络呈现出类

似城市等级的结构模式，互联网骨干网络的全球偏

好朝向世界城市发展的倾向是相当明显的 [35]。

Choi等采用互联网骨干网带宽和航空乘客交通数

据，对互联网骨干网的结构和 2002年 82个城市间

的航空交通网络进行了研究，对互联网中个体城市

的等级及其在航空交通网中的等级进行了显著性

相关分析，发现互联网设施的区域集中再生产和维

持了世界城市间的全球不平等和等级性[36]。

4.2企业组织途径的世界城市网络测度研究

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商业服务的企业必须在世

界城市范围内考虑其经营网点布局，多国公司必然

首先确信分支机构的布局有利于其全球经营战略

的实现。因此，生产者服务企业的办公地理为通过

企业间办公网络的构成来了解世界城市网络中城

市间关系提供了途径。在企业组织途径的研究看

来，城市并不是世界城市网络真正的行为主体，采

取全球化区位战略的多国公司才是网络的制造者。

企业组织途径根据实证研究中所采用的数据

类型的不同而细分为以全球生产者服务企业为样

本的研究和以一般多国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前者以

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Study Group and Network，GaWC)的一

系列研究为代表，而后者以阿尔德森与柏克菲尔德

的研究为代表[18]。GaWC开发了一套跨国城市网络

研究的方法，其基本前提假设是：跨国APS企业通

过分支机构间信息、计划、知识、指示、建议等的流

通而将所在的城市相互锁定在一起，创造了全球服

务中心的网络[37]。基于上述判断，Taylor等采用“互

锁网络模型”来确定城市在世界城市网络中的重要

性[38]，对全球 315 个城市中的 100 个 APS 企业的区

位策略信息进行收集，形成了 315(城市)×100(APS

企业)的企业服务价值矩阵。采取类似的方法，Al-

derson等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 446个最大规

模的多国公司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在 3692个城市的

地理分布数据进行了分析[18]。这两种研究方法虽

然存在一些具体细节上的差异，但都基于企业全球

区位战略的评估，都认为跨国城市关系的测量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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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企业不同分支机构之间的跨国联系来实现。

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企业类型的选择：GaWC采取

APS企业的区位策略，而Alderson等则采用《财富》

全球500强多国公司的地理信息，而不考虑其企业

的经济类型、企业经济活动的属性(属于制造业或

者服务业)[18]。二者存在的共同问题是企业由于行

业、规模和战略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联系特征，导

致研究结论存在偏差。

4.3社会文化途径的世界城市网络测度研究

根据 Smith等关于城市间联系的概念模型[15]，

上述研究只反映了城市间联系的经济维度，尚不足

以全面的揭示世界城市网络的表现和本质。社会

文化途径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也存在两个焦点，其

中之一是社会要素推动的世界城市网络的构成。

一些学者还将城市间互锁网络模型应用于城市间

关系政治、社会与文化维度的研究，如Taylor应用

74个非政府组织在 178个城市中的办公网络数据

对该城市网络(社会网络)的结构属性进行分析[39]。

Scott进行了针对在巴黎工作的英国移民的36个半

结构性访谈和为期 10个月的巴黎田野观察[40]，从 6

个侧面来概括技能型移民跨国社区及其形成的社

会网络的多样性。Taylor应用城市网络的互锁模型

界定了 3个世界城市网络[41]：由国家部门充当网络

制造者的国家间城市网络，由联合国机构充当网络

制造者的超国家城市网络和由非政府组织充当网

络制造者的跨国城市网络。这些网络被解释为全

球治理和新的全球市民社会过程中全球范围的流

动空间的代表。作为公共事务论辩的空间，公共领

域逐渐地从国家尺度向全球尺度转移，不断地被全

球沟通网络所建构，推动了全球公民社会的显现，

尤其是全球治理形式的出现[42]。

另一个焦点是世界城市网络形成中的社会文

化机制分析。在Castells的“流动空间”构成中曾经

提到第三层面是占支配性地位的管理精英的空间

组织的存在[25]，全球经济重构中高技能职业人员和

管理阶层的全球迁移已经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重

要侧面并引起了地理学者的高度关注。技能型国

际移民在全球城市金融社区的集聚伴随着金融资

本、国际市场和放松管制的全球化过程，国际劳动

力在全球城市中的集聚是对其经济地理功能的回

应，尤其是对跨国公司总部产生的劳动力市场需求

的回应[43]。技能型劳动力的国际迁移是当前全球

化和全球城市中的重要过程，跨国精英与地方精英

的互动深深植根于工作地的商务社会中，形成了全

球—地方社会网络联系[44]。基于对伦敦、纽约和新

加坡三地金融和法律两大APS部门中的39家企业

的访谈，Beaverstock等对全球城市网络的生产主体

进行了研究 [45]，通过设计出聚焦于通过城市—企

业、国家—部门两种联系和国家中的城市、部门中

的企业等来创生网络形态的 4个主要行为主体(企

业、部门、城市和国家)的概念模型来揭示世界城市

网络的形成机制。

上述 3 种实证研究途径在世界城市研究的理

论层面和实证研究上均摒弃了静态观点而代之以

动态视角，将注意力转移到世界城市的网络联系

上。但是，这些研究者都承认，统计资料的局限性

直接影响到研究的精度和深度。

5 GaWC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方法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信息技术发展促使世界

城市研究范式发生从传统的地方空间到流动空间

的转变。高端服务业分支机构借助高度发达的全

球通讯网络而实现全球化，形成遍及全球的网络体

系，世界城市正是这个网络的节点。Taylor提出世

界城市研究中“证据问题”的重要性[46]，随后成立了

GaWC作为这项跨国研究课题的基地，以此开启了

世界城市网络的实证分析。GaWC的主要研究议

题是世界城市的外部联系，主要使命是为世界范围

内的世界/全球城市研究提供关系型数据作为分析

基础，主要目标是推动城市间关系研究从等级向网

络的转变。GaWC已经成为全世界城市间关系研

究的核心团队，正吸引着全球感兴趣的学者的广泛

参与。

5.1世界城市网络定量研究的理论模型

GaWC世界城市网络分析的方法论基础是“互

锁网络模型”，城市通过驻留其中的企业经营活动

而形成相互锁定的网络，城市间关系通过APS企业

之间的关系而描述[37]。多国公司分支机构间的信

息、知识、指示、指挥、规划、策略等的流动所塑造的

空间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将世界各地的城市纳入网

络化的服务体系，所有这些金融、创意、商贸等流质

汇集在一起，构成了世界城市网络。互锁网络的特

殊性正在于它由3层网络构成：网络层是城市间关

系的世界网，节点层是城市，此外还有一个附加的、

由企业构成的次节点层，这个附加层是最为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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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包含着网络的制造者。在“互锁网络模型”

中，城市不是网络中的主要行为主体，APS企业才

是真正的网络制造者。换言之，世界城市网络是全

球服务企业锁定城市而形成的，互锁网络模型采用

服务价值矩阵的形式使得城市间的连通性测量得

以实现。

5.2世界城市网络定量研究的方法步骤

GaWC 将个体城市与世界城市网络连接的程

度称作“全球网络连通性”，其测量程序如下：①城

市的选择。大量城市被挑选出来，以确保没有重要

的城市被遗漏并覆盖全球主要区域。在运算的过

程中，从 315个城市中挑选出 123个连通性达到最

大值城市的 1/50 的城市。②全球服务企业的选

择。最初的企业名单是按部类对全球APS企业按

规模进行排行，然后查看该企业互联网信息的质

量。为了保证所选择的企业的质量，要求该APS部

类在最终供研究的企业名单中至少有 10 家企业；

而入选企业必须至少在15个以上的城市拥有分支

机构，且其中至少有一家布局在西欧、北美和亚太3

大全球化区域之一，藉此确保所选择的企业是追求

全球化区位策略的。经过反复筛选，最终确定了

100家企业(被研究者称为“GaWC100”)，包括 18家

会计企业、15家广告企业、23家银行/金融企业，11

家保险企业，16 家法律企业和 17 家管理咨询企

业。③企业信息的收集。企业数据大多源于网络，

主要有两类，一是表征企业规模的数据，比如从业

者的数量、合作伙伴的数量或营业分支机构的数量

等；另一个是该城市网点在企业中所承担的职能，

比如管理(企业总部或区域总部)或专门业务(比如

银行的资产管理中心)等；这两种信息与城市间流

的性质和强度密切相关。④对各城市的企业服务

价值打分。城市和企业的两套数据为城市在企业

全球区位战略的重要性分析奠定了基础，可以利用

这些信息对每个企业在城市中的分支机构的服务

价值进行打分。服务价值的数值被界定在 0~5 之

间，普通办事机构的重要性赋值为2；如果缺少必要

的设施或合作伙伴就减为 1；如果企业在该城没有

分支机构则赋值为 0；如果某城的企业分支机构具

有较大的规模或较多的合作伙伴就赋值为 3，如果

该企业行使区域总部职能就赋值为 4，企业全球总

部则赋值为 5。于是构建出一个 315(城市数量)×

100(APS企业数量)的APS企业服务价值矩阵，每一

列表示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营业网点布局，每一行

表示每个城市若干行业的服务价值。⑤数据分析

方法。采取多变量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获知具

有相似的全球区位策略的企业的模式和具有相似

的服务企业矩阵的城市[34]，为全球城市的分层规律

和区域分布规律分析提供基础。

6 结论与启示

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立足于世界/全球城市和世

界城市体系中城市间关系研究的基础成果，从关系

型视角出发，经由多个研究途径，以定量化的分析

方式揭示了世界城市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世界城

市网络形成的多重动力机制，是学术界对当代交通

和通讯技术变革、企业组织变革及全球治理方式变

革等对世界城市发展所施加影响的积极回应。世

界城市网络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提

供了诸多启示：

(1) 城市间的关系秩序并非仅以等级的形式存

在，更普遍的存在形式是网络。中国的城市具有明

确的行政级别，城市之间存在严格的纵向等级，这

给城市之间的合作治理造成了诸多障碍。从网络

的视角出发，淡化城市行政级别和行政归属的影

响，采取城市网络治理的方式来应对中国城镇密集

地区区域治理的挑战，将有助于治理效率的提升。

(2) 城市空间的组织逻辑。世界城市网络研究

突破了克里斯塔勒“地方空间”城市认识的局限，突

破了Friedmann“核心—半边缘—外围”城市等级体

系认识的局限，代之以“流动空间”组织逻辑将城市

的联系从所在区域解放出来，从而识别出城市跨区

域联系的重要性。这一空间组织逻辑的变迁启发

我们，城市关系研究可以跳脱地域性的局限，寻求

跨地域的联系。

(3) 城市间关系型数据的生产和获取。中国城

市研究中同样存在城市间关系型数据匮乏的问题，

城市体系研究中大多以城市属性数据分析为主、通

过重力模型和多元回归分析等方法获得结果，但却

无法真实地反映城市间的关联程度；而从交通流、

迁移流、货运流等城市间直接联系数据的分析则受

基础数据的类别、详略、真实性等问题的困扰。应

对这一问题的方法可以采取多途径分析和多方案

比选的方式，最大程度上反映城市间的真实联系。

(4) 城市网络研究的空间尺度。就研究对象而

言，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本意在于探讨经济全球化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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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下全球尺度上城市间的关联秩序并进而探讨世

界城市网络的空间特征；就研究方法而言，世界城

市网络也可以在多个空间尺度上应用，比如跨国区

域(如欧洲、东亚和亚太区域等)、国家和城镇密集区

(如英格兰东南部)等。因此，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的

分析方法也可以应用到中国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

网络分析中。

(5) 城市经济类型对城市网络的影响。西方发

达国家的主要城市大多呈现出服务型经济的发展

特征，Friedmann、Sassen和Taylor等的经典研究大多

将世界城市看作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全球金融服

务中心以及APS集聚区等，而中国总体上尚处于工

业化中期，以APS的区位战略来描述城市间的关系

是否适用，用制造业企业的区位战略或者城市间的

社会文化联系来描述城市间的关系是否可行都还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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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Methods for World City Network and Relevant Inspirations

MA Xueguang, LI Guicai
(Schoo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Shenzhen Graduate School of Peking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55, China)

Abstract: The importance of national states as an economic unit is descending following the process of econo-

my globalization, and multinational company turns out to be the main organization carrier and the decision-mak-

ing power decentralized to city since the 1970s. International completion among states materialized to city-cen-

tered regional completion, and city became the crucial actor in global governance system. As the organization

node, world city constructed an economic control and social-economic connection network system according to

different function and status in global production process. The paper deemed that under the guide of social net-

work theory, based on the drawbacks of world city/global city and inter-city research of world city system, world

city network research started with relational perspective, and discovered the inter-city relationship and the dy-

namic of world city network formation with quantitative analysis by infrastructure approach, corporation ap-

proach and social culture approach. The paper deemed world city network research as the response of academic

studies to the effects of world city on transform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rporation

organizations and global governance patterns. In conclusion, the paper discussed some reference and inspira-

tions to related research fields in China on orders of inter-city relation, spatial organization logic, production and

collection of relational data, spatial scales and types of urban economy.

Key worlds: world city network; research methods; relevant inspi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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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评介

郭 涛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武汉 430072)

“景观”是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话语，在人文地理学领域，常被用于解读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现
阶段已被广泛引介到自然科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中，代表了地理学深度和广度的扩展。部分学者喜
欢称之为“风景”，因为 landscape一词最早来源于荷兰的风景画。《风景与认同：英国民族与阶级地理》
一书的翻译者就采用了“风景”这一语汇。本书由译林出版社于2011年1月出版，是目前“风景”话语
在人类学领域成功运用的典范之一，深获学界好评。作者美国人类学者温迪·J.达比女士，具有新旧大陆
的双重背景，深谙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理路，参与风景研究有年，涉及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区
域。本书即是她以“风景”为文本，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以英国为个案展开的研究，通过透视“风景”
背后赋予的文化内涵及其变化，阐明今日英国民族认同和阶级地理的形成过程。

全书正文分导论、主体和结论3个版块。导论是对文章内容的介绍，结论是对研究主题的展望。主
体分为3个部分8个章节。第一部分“再现性的风景”，包括第一至三章。其中，第一章论证“风景”视
角的合理性，从4组对应关系揭示“风景”的阶级属性和文化内涵，并提出18世纪英国文化精英拥有一
种普遍的“无人风景”观的观点；第二章揭示了“风景”文化内涵的赋予过程；第三章阐释了工业革命
和浪漫主义运动所缔造的 19世纪的“风景”，及其在建构民族认同中的作用。第二部分，“政治性的风
景”，包括第四至六章。第四章讲述“风景”是如何扮演阶级对立、政治斗争场所的角色；第五章是以

“进入湖区”为个案的细致考察；第六章论述了与“国家公园”有关的立法和诸多对抗。第三部分，“民
族志的风景”，包括第七、第八两章。第七章以人类学的方法对山地徒步者群体展开阶级、身份、行为
等多方面的解构；第八章是三位女性徒步者的口述史和作者的简要分析。反复读来，本书大致可以归纳
为以下几大优点。

(1) 跨学科研究的视野。不拘一格地使用各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最新研究成果，打破学科壁垒，包
含的信息量极大。如历史学实证研究的应用，网罗并辨析所见的史料；“长时段”理论的采纳，综合考
察“风景”在200多年来英国阶级关系和民族认同形成中的作用。对地理学的“语言”地图的分析，“风
景”、“地方”、“空间”等概念的使用，并涉及到民族地理学、性别地理学等诸多领域。人类学田野考察
方式和“口述史”的运用。借用政治学行为主义的分析理路，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
的概念，引入众多诗歌类文学作品、报纸文摘，进行词汇学的分析等等，可以极大地扩展读者的知识面
和学术视野。(2) 结构清晰，条理分明。全书体系严整，前言、导论、主体、结论、附录、参考文献，
一应俱全。每部分有一个或长或短、承上启下的简介，每章大致头有引言、尾有结语。环环相扣，逐层
深化。总体上，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反映英国历史进程中“风景”的文化赋值的变化。正文第一
部分，分析“风景”从自然属性到被赋予文化内涵，再到形塑民族认同意识的过程。第二部分，是对第
一部分的深化，从政治行为、阶级斗争角度，分析对抗与联系是促使阶级地理和民族认同成型的原因。
第三部分，在前文“峰区”和“湖区”个案“风景”考察的基础上，以人类学视角为切入点，对徒步者
群体进行细致分析，尽显作者的学术擅长。章节之间，不论在时间延续上，还是表述文化内涵的发展方
面，莫不更进一层。第八章，以3个女性徒步者的口述史对前七章所讲主题作出回应，殊为巧妙。(3) 资
料翔实。每章后附有大量的注释，书末也列有详细的参考数目。尾注也是作者的得意之处，她认为，

“尾注具有支撑全文的重要性”。资料的形式多样，不仅包括报告、研究性论著，更大量引用诗歌类文学
作品；以及图画、访谈、媒体报道等常为中国学者忽视的材料。(4) 图文并茂。全书共收录 13张黑白
图，6张彩图。彩图均匀地分布在各个章节，而黑白图主要集中在第一章。文字叙述生动，娓娓道来。
特别是引入大量的诗歌，使读者在阅读时多有新鲜感。(5) 关注边缘，关照现实。书中对地方人文保护
的关怀，对乡村的关注，对女性群体的注目，都体现了一个正义的学者风貌。书末附录的调查问卷，虽
然内容于我们比较陌生，但这种现实关怀和学术展望的理念是值得学习的。书中对“国家公园”的立法
和与之相关诸多对抗，对现阶段中国的景区规划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或许因为本人习惯于“景观”概
念，思来想去，landscape似乎应译为“景观”为妥。当然，这并不妨碍本书学术性和译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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