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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息化社会下,
 

网络信息相较于传统信息更能准确反映出城市空间网络结构的时空变换.
 

本文基于百度

指数数据,
 

借助世界城市网络研究方法,
 

构建城市网络分析模型,
 

分析2013年、
 

2016年和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城市网络结构现状特征与演化规律.
 

研究结果表明: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间联系密切,
 

大城市的

集聚效应明显,
 

城市网络的非均衡化程度高;
 

城市网络呈
 

“1+1+3+5+6”等级分布;
 

2013-2019年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联系明显加强,
 

双核集聚效应明显;
 

宜宾等低层级城市跃迁,
 

城市层级分布日趋合理;
 

成都

是成渝双城经济圈最核心城市,
 

对其他城市影响最大;
 

但重庆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增长更快,
 

核心地位日益加

强;
 

行政边界对成渝地区双核经济圈网络联系的影响明显,
 

但跨行政区网络联系正在加强;
 

川渝地区的中部地带

“塌陷”现象依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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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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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traditional
 

data,
 

data
 

of
 

information
 

flow
 

can
 

more
 

accurately
 

reflect
 

th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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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tial
 

network
 

structure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Based
 

on
 

the
 

Baidu
 

index
 

data,
 

with
 

the
 

help
 

of
 

world
 

urban
 

network
 

research
 

method,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n
 

urban
 

network
 

a-

nalysis
 

model,
 

and
 

analyzed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the
 

urban
 

network
 

structure
 

in
 

Chengdu-

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in
 

2013,
 

2016
 

and
 

2019.
 

The
 

results
 

showed
 

thatthe
 

urban
 

networks
 

in
 

Cheng-

du-Chongqing
 

Economic
 

Circle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The
 

agglomeration
 

effect
 

of
 

large
 

cities
 

was
 

obvious.
 

The
 

degree
 

of
 

disequilibrium
 

of
 

urban
 

network
 

was
 

high.
 

The
 

urban
 

network
 

wasdistributed
 

as
 

“1+1+3+5+6”.
 

From
 

2013
 

to
 

2019,
 

the
 

connectionof
 

urban
 

network
 

in
 

dual-city
 

economic
 

circle
 

was
 

obviously
 

strengthened,
 

and
 

the
 

dual-core
 

agglomeration
 

effect
 

is
 

obvious.
 

Yibin
 

and
 

other
 

low-level
 

cities
 

are
 

in
 

transi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urban
 

hierarch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reasonable.
 

Chengdu
 

is
 

the
 

core
 

city
 

of
 

Chengdu-Chongqing
 

regional
 

economic
 

zone
 

with
 

the
 

greatest
 

impact
 

on
 

other
 

cities.
 

How-

ever,
 

the
 

significance
 

of
 

Chongqing
 

in
 

the
 

urban
 

network
 

grows
 

faster
 

and
 

its
 

core
 

position
 

is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The
 

influence
 

of
 

administrative
 

boundary
 

on
 

the
 

network
 

connection
 

of
 

the
 

dual-core
 

eco-

nomic
 

circle
 

in
 

Chengdu-Chongqing
 

region
 

is
 

obvious,
 

but
 

the
 

network
 

connection
 

across
 

administrative
 

re-

gions
 

is
 

improving.
 

The
 

central
 

part
 

of
 

Sichuan-Chongqing
 

region
 

is
 

still
 

“collap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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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世界城市化、
 

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
 

信息通信技术水平提升,
 

城市间的

交流联系愈发紧密.
 

城市间信息流逐渐由以纸质信件及飞机、
 

火车、
 

汽车等实体运载工具等一系列传

统承载媒介为主,
 

向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微信、
 

网站等新兴信息交流工具转变,
 

城市间联系交流更

快速密切[1],
 

形成一个以各个城市为节点、
 

各种流为纽带的巨大网络,
 

每座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存在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

国内外众多学者从多种角度、
 

不同尺度区域范围使用诸多方式对城市网络结构进行研究.
 

Castells提

出的“流空间理论”[2]基于网络化、
 

全球化视角,
 

以不同规模的城市为节点,
 

以城市间各种物质交换、
 

信息

交流为纽带,
 

将各个地方连接成为一个流动空间,
 

以阐释位于网络社会下的城市结构与地理空间,
 

后续学

者以此为基础展开了城市网络的研究[3-9].

除此以外,
 

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不断调整,
 

城市群地区将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区域,
 

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对于形成优势互补、
 

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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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对成渝地区开展相关研究[10-15]
 

.
 

目前,
 

尚缺乏

利用百度指数数据对成渝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研究的相关信息.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
 

信息流成为城市间交流的重要载体,
 

微博、
 

谷歌、
 

百度等网络数据也成

为用于城市网络结构定量研究的重要数据.
 

2019年全国搜索引擎用户规模达到6.95亿人,
 

大约占全国总

人口一半,
 

百度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
 

其渗透率高达90.9%[16],
 

具有一定程度的网络数据代表

性,
 

此前也有不少学者用百度指数相关数据进行研究,
 

如文献[17]验证了百度指数与股票市场的相关性,
 

证明了投资者有限关注与股票收益之间的联系;
 

文献[18]通过百度指数探究北京故宫“用户关注度”数据与

旅游实际人数之间的时空关系.
 

基于百度指数的城市网络可以反映信息技术背景下城市间的相互关切热度

和城市间的信息关联度,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市社会经济地位与城市间的社会经济联系.
 

本文将信息

流与城市网络研究结合,
 

基于百度指数相关数据,
 

构建城市网络分析模型,
 

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城市

网络结构特征与演化规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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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案例地情况与研究设计

图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范围

1.1 案例地概况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地处我国西南部,
 

其

范围包括重庆市的渝中、
 

万州等27个区(县)以
及开州区、

 

云阳县部分地区,
 

四川省的成都、
 

自贡、
 

泸州、
 

德阳、
 

绵阳(除北川县、
 

平武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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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积共计18.5万km2(图1).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2020年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内常住人口达到1.03亿人口,
 

占

四川省、
 

重庆市常住人口的88.75%,
 

占全国

总人口的7.28%;
 

GDP为6.82万亿元,
 

占四

川省、
 

重庆市 GDP总量的92.70%,
 

占全国

GDP的6.72%.
1.2 数据来源

百度指数是指处于某一城市的网民对某关键词的搜索量,
 

本文使用的百度指数指处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中的某一城市网民对经济圈内另一城市名称的搜索量.
 

百度平台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
 

具有数

据获取便利、
 

信息量大的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作城市网络研究基础数据.
本文选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涵盖的城市作为研究区域,

 

包括重庆、
 

成都、
 

绵阳、
 

宜宾、
 

南充、
 

达州、
 

泸州、
 

乐山、
 

德阳、
 

遂宁、
 

自贡、
 

内江、
 

眉山、
 

广安、
 

雅安、
 

资阳共计16个城市.
 

使用2013年1月1日至

2013年12月31日、
 

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和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3个时

段两两城市之间的百度指数.
 

因获取百度指数数值只能按市为单位,
 

因此在本文中重庆、
 

绵阳、
 

雅安和达

州这4个城市仍按整体行政区域获取相关数据.
1.3 研究方法

借助Taylor及GaWC团队提出的世界城市网络研究相关方法[19],
 

构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
1.3.1 信息流强度

利用2013年、
 

2016年和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两两城市之间的用户搜索指数分别构成2013年、
 

2016年和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百度指数矩阵.
 

两两城市之间信息流强度计算公式如下:

Si=AB*BA (1)
其中:

 

Si 为城市A 与城市B 之间的信息流强度;
 

AB 为处于城市A 的网民对城市B 的用户搜索指数日均

值;
 

BA 为处于城市B 的网民对城市A 的用户搜索指数日均值.
城市信息流总量用Q 表示,

 

表示城市A 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其他城市的信息流之和,
 

计算公

式如下:

QA =S1+S2+S3+……+Si (2)
其中:

 

QA 为城市A 在成渝双城经济圈内信息流总量;
 

Si 为城市A 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各城市之间的

信息流强度.
1.3.2 相对信息流强度计算

城市相对关注度表示某城市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信息总量的相对占比,
 

计算公式如下:

RA =QA/T (3)
其中:

 

RA 为城市A 相对关注度;
 

QA 为城市A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信息流总量;
 

T 为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中最大信息流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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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中心度计算

社会网络分析法是一种常用的分析研究社会网络及其基本结构特征的方法[20].
 

中心度主要测量某个

城市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与其他城市之间的联系及影响力大小,
 

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出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

程度,
 

以表达某个城市在城市群网络中的地位.
 

中心度包含点入度和点出度两个部分,
 

点入度表示区域内

其他城市对某个城市的影响程度,
 

点出度表示某个城市对区域范围内其他城市的影响程度[1].
 

点入度与点

出度计算公式如下:

Ain=∑
n

i=1
DiA (4)

Aout=∑
n

i=1
DAi (5)

其中:
 

n为范围内城市数量;
 

Ain 为成渝双城经济圈内其他城市对城市A 的影响程度;
 

DiA 为城市i对城

市A 的影响程度;
 

Aout为城市A 对成渝双城经济圈内其他城市的影响程度;
 

DAi 为城市A 对城市i的影

响程度.

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结构现状特征

2.1 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明显,
 

非均衡化程度高

由公式(1)、
 

公式(2)计算得出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个地级市百度指数信息流强度,
 

并通过

ArcGIS软件进行可视化处理(图2),
 

用圆圈大小代表城市百度指数总量,
 

圆圈越大表示总量越多.
 

由图2
可以看出,

 

成都和重庆的百度指数总量明显高于其他城市,
 

占据经济圈信息流总量50.58%,
 

说明成都和

重庆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占据绝对核心地位,
 

城市双核集聚效应明显.
 

位于第3位城市信息流总量仅

有第2位城市的44.59%,
 

与前两位城市差距较大,
 

且后续第4~16位城市信息流总量在15万~45万区

间,
 

数值差距不大,
 

均与成都和重庆两座城市相差显著,
 

此数据显露出现阶段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发

展非均衡化程度较高,
 

主要集中在成都和重庆两大中心城市,
 

其城市发展极化效应远超涓滴效应,
 

两座城

市不断积累利于自身发展的积极因素,
 

形成集聚经济,
 

发展呈现两极分化.

图2 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城市百度指数示意图

2.2 城市层级呈现“1+1+3+5+6”分布

利用ArcGIS软件中的自然断点法对城市百度指数总量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
 

将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城市分为5个层级,
 

形成“1+1+3+5+6”城市网络结构(表1),
 

其中第1,2层级城市分别是成都、
 

重庆;
 

第3层级中包含绵阳、
 

宜宾、
 

南充3座城市;
 

第4层级有达州、
 

泸州、
 

自贡、
 

德阳、
 

乐山5座城市;
 

最

后第5层级涵盖了剩下6座城市(遂宁、
 

眉山、
 

内江、
 

广安、
 

资阳、
 

雅安).
 

通过比较每座城市的百度指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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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流总量,
 

每一层级的城市之间信息流总量大致相同,
 

但各个层级之间相差较大,
 

城市网络层级划分明显,
 

成都、
 

重庆处于明显领先地位,
 

是名副其实的城市群中心,
 

绵阳、
 

宜宾、
 

南充次中心城市地位也较为明显,
 

双城经济圈层级结构分布较为清晰,
 

呈现金字塔结构.
表1 2013,2016,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层级分布情况

层级
城     市

2013年 2016年 2019年

第1层级 成都 成都 成都

第2层级 重庆 重庆 重庆

第3层级 绵阳、
 

南充 绵阳、
 

南充 绵阳、
 

宜宾、
 

南充

第4层级
泸州、

 

宜宾、
 

达州、
 

乐山、
 

德阳、
 

雅安、
 

内江、
 

自贡、
 

遂宁

达州、
 

宜宾、
 

泸州、
 

乐山、
 

德阳、
 

遂宁
达州、

 

泸州、
 

自贡、
 

德阳、
 

乐山

第5层级 广安、
 

眉山、
 

资阳
自贡、

 

内江、
 

眉山、
 

广安、
 

雅安、
 

资阳

遂宁、
 

眉山、
 

内江、
 

广安、
 

资阳、
 

雅安

2.3 城市之间的信息联系程度密切,
 

而成都对其他城市的影响最明显

由公式(4),(5)计算得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城市中心度相关数据,
 

中心度可以表现出城市之间关

联性.
 

根据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点入度(图3),
 

成都和重庆是点入度最高的城市,
 

但与其他城市之

间差距较小,
 

经济圈内各城市都会受到其他城市影响,
 

说明城市之间沟通交流密切,
 

差距不明显;
 

依照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点出度(图4)可知,
 

成都点出度远高于其他城市,
 

重庆点出度处于第二位,
 

但仅为成都

一半.
 

说明成都对其他城市的影响程度更高,
 

与城市层级分布相符.
 

从城市点出度与点入度差值中可以发

现,
 

经济圈中仅成都、
 

重庆、
 

绵阳是正值,
 

其他城市点出度小于点入度.
 

点出度高于点入度城市与信息流强

度前三城市相吻合,
 

说明对其他城市影响力越高的城市发展水平更高,
 

城市发展程度可以通过对其他城市

的影响程度体现.

图3 2013,2016,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点入度

2.4 成都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信息网络中最核心的城市

利用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信息流强度矩阵,
 

依照信息流强度5万、
 

10万为分界,
 

形成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城市结构骨架图(>10万)、
 

主干图(5万~10万)、
 

整体网络图(<5万)(图5).
 

根据图5可以明

显看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城市网络结构骨架是以成都为中心呈放射性分布,
 

说明经济圈内其他城市

与成都的交流较多.
 

成都 重庆信息流强度最高,
 

是成渝双城经济圈中最重要的一条信息流.
 

根据城市网络

主干图可以发现,
 

网络主干是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双核心分布,
 

但与重庆有信息流连接的城市仅为发展

水平较高的城市以及距离重庆地理位置较近的城市,
 

而成都则是所有城市都与其有主干图层级的信息流强

度.
 

总之,
 

在城市网络结构图可以体现出,
 

成都与其他城市的联系较重庆而言更密切,
 

但双核城市之间仍

有差距,
 

成都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信息网络中最核心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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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3,2016,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点出度

图5 2013,2016,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示意图

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结构演化分析

3.1 城市间联系明显加强,
 

双核集聚效应增强

通过百度搜索引擎平台获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之间的网民搜索指数,
 

由公式(1)和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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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得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16座城市百度指数信息流总量,
 

以及各个城市2013年至2019年信息流

总量增长率(图6).

图6 2013,2016,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百度指数总量及2013-2019年增长率

1)
 

城市间联系明显加强,
 

相互影响增强.
 

通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城市之间百度指数总量数据,
 

可

知2013年至2019年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百度搜索总量从270万增加到764万,
 

增幅达183.08%,
 

年均

增长率达18.94%.
 

每个城市百度指数都呈现不同程度增长.
 

这一系列数据表明经济圈中城市间信息交流

水平迅速发展,
 

城市之间信息联系加强,
 

交流密切.
由公式(4),(5)计算得出中心度的点出度和点入度指标(图3、

 

图4),
 

进而分析城市网络之间的关联性.
 

2019年中心度较2013年而言有了较大程度增加,
 

各个城市对其余城市的影响程度及受其他城市影响程度

都呈上升趋势,
 

说明成渝双城经济圈内各城市之间联系加强,
 

相互影响程度加深.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城市3个时间段的点入度数据(图3)显示,

 

2013年至2016年期间,
 

16座城市

点入度均有大幅度提升,
 

各个城市受其他城市影响加大,
 

但在2016年至2019年阶段,
 

重庆、
 

成都、
 

绵阳、
 

南充点入度呈现下降现象,
 

说明这4个城市发展较其他城市而言速度较快,
 

城市发展水平较高,
 

受其他城

市影响较少.
 

宜宾市点入度一跃成为成渝地区第3名,
 

说明宜宾与其他城市的信息联系在增加,
 

其在成渝

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在增强.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各城市3个时间段的点出度数据(图4)表明,

 

城市点出度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
 

成都、
 

重庆两座城市的点出度与其他14座城市的差距增大.
 

在2013年至2016年期间,
 

16个城市点出度呈

现上涨趋势,
 

但2016年至2019年期间,
 

除重庆、
 

成都、
 

自贡、
 

绵阳、
 

宜宾、
 

广安上升外,
 

其他城市出现不

同程度下降,
 

城市间的影响程度差距愈发明显.
 

简言之,
 

2013年至2019年不同城市点出度变化分为3类:
 

一类是点出度增长较大(>800)城市,
 

包括重庆、
 

成都、
 

绵阳、
 

宜宾4个城市,
 

表明这些城市对经济圈内其

他城市的影响增大;
 

一类是点出度增长较小(0~800)城市,
 

包括自贡、
 

遂宁、
 

南充、
 

眉山、
 

广安、
 

资阳、
 

泸

州、
 

德阳、
 

内江、
 

乐山、
 

达州11个城市,
 

表示对其他城市也有一定影响但存在一定局限性;
 

一类是点出度

下降城市,
 

仅雅安1个城市(-171),
 

表明雅安对经济圈内其他城市的影响度下降.
2)

 

双核集聚效应得到加强,
 

进一步相向发展.
 

第一,
 

重庆和成都两个城市在双城经济圈中始终占据

主导核心地位.
 

2013年成都、
 

重庆两个城市百度指数总量占经济圈百度指数总量48.27%,
 

2016年成

都、
 

重庆的百度指数总量占经济圈百度指数总量51.94%,
 

较2013年而言总量占比增加3.67%,
 

说明

在此阶段成都、
 

重庆双核心集聚发展能力加强.
 

2019年成都、
 

重庆百度指数总量占比降至50.58%,
 

较

2016年而言,
 

百度指数总量增加10万,
 

但是占比减少1.37%,
 

说明在此阶段经济圈城市向成都、
 

重庆

双城集聚效应增速有所减缓,
 

其他城市之间联系略微增加,
 

但成都、
 

重庆仍占据核心领导地位;
 

第二,
 

重庆与成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由公式(3)计算得出,
 

重庆相对信息流强度从0.49升至0.56,
 

说明成渝

24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xbbjb.swu.edu.cn     第44卷



两城市之间信息流差距在不断缩小,
 

换言之,
 

重庆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的作用在增加,
 

双城经济圈

构建速度进一步加快,
 

进一步相向发展;
 

第三,
 

各城市百度指数总量均有不同程度增长,
 

但城市之间百

度指数差值差距增大,
 

城市之间的差距仍在加剧.
 

在2013年百度指数总量最大和最小的城市是成都和

资阳,
 

前者数据是后者的17.41倍,
 

差值为82万;
 

2016年百度指数总量最大和最小的城市是成都和资

阳,
 

前者数据是后者的17.70倍,
 

差值为230万;
 

2019年百度指数总量最大和最小的城市是成都和雅

安,
 

前者数据是后者的17.03倍,
 

差值为240万(图6).
3.2 城市网络结构发生转换,

 

层级分布日趋合理

利用ArcGIS软件中自然断点法对城市百度指数总量数据进行可视化处理(图7),
 

将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城市分为5个层级,
 

颜色越深代表城市层级越高,
 

反之城市层级越低,
 

了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部

城市层级.

图7 2013,2016,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层级

由表1可知,
 

2013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层级按“1+1+2+9+3”
 

结构分布,
 

2016年发展为

“1+1+2+6+6”结构,
 

2019年为“1+1+3+5+6”结构,
 

可以发现经济圈内第一、
 

二层级城市一直是成都

和重庆,
 

未发生变化,
 

说明成渝两座城市在双城经济圈中的核心地位无法撼动,
 

仍旧处于绝对引领地位.
 

第三层级城市增加了宜宾,
 

排行甚至超过原百度指数总量第四的南充,
 

这一变化表明在2016年前第三层级

城市主要分布于经济圈北部,
 

说明北部发展较南部更快,
 

但是在2019年,
 

第三层级城市增加了位于川渝地

区南部的宜宾市,
 

说明在2016年至2019年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南部地区发展迅速,
 

受关注程度和发

展速度甚至追赶上了老牌北部城市,
 

经济圈南北地区发展差异缩小.
 

但遂宁、
 

资阳、
 

内江等位于成渝双城

经济圈中部地区的城市等级依然较低,
 

“中部塌陷”现象依然存在;
 

低层级城市等级跃迁,
 

使得中层级城市

数量增加,
 

促进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日趋合理.
3.3 跨行政界线的城市联系增多,

 

城市网络雏形初显

骨架网络联系演化图(图5a,5b,5c)显示,
 

2013年仅成都 重庆一条信息流,
 

2019年发展成为以成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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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呈放射状分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网络骨架.
 

说明成渝经济圈中多个城市与成都的联系强度达到

重庆与成都的联系级别,
 

说明在成渝地区双核经济圈网络联系中,
 

受行政边界影响较大,
 

成都处于核心发

展地位,
 

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影响更显著,
 

重庆发展较成都而言存在一定差距.
主干网络联系演化图(图5d,5e,5f)显示,

 

2013年至2019年主干网络中涉及城市数量及范围均增加,
 

表明城市之间信息交流联系更加频繁.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中,
 

重庆的发展突破行政区划的限

制,
 

与距重庆地理位置较近的四川城市建立密切联系,
 

重庆在双城经济圈中地位上升,
 

与成都差距缩小.
 

位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南部的城市宜宾、
 

自贡与成渝两核心均有较强联系,
 

得到更多发展机遇,
 

但还未

发展成等级较高能作为网络主干中心点的次中心城市.
整体网络联系演化图(图5g,5h,5i)显示,

 

2013至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城市间联系增加,
 

信

息交流强度明显提升.
 

城市网络分布更加均衡,
 

南部次中心城市得到发展,
 

城市网络雏形开始显露.

4 结论

在信息化时代,
 

网络联系数据对于全面理解城市群网络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采用2013年、
 

2016年和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百度指数数据,
 

构建网络分析模型,
 

分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

网络结构特征与演化规律.
 

研究发现:

1)
 

2019年基于百度指数数据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结构呈现如下特征:
 

城市网络间联系密

切,
 

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明显,
 

城市网络的非均衡化程度高;
 

城市网络呈
 

“1+1+3+5+6”等级分布;
 

成都是

成渝双城经济圈最核心城市,
 

对其他城市影响最大,
 

重庆为次核心城市.
2)

 

2013年至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网络联系明显加强,
 

双核集聚效应明显;
 

城市层级

由“1+1+2+9+3”转换为“1+1+3+5+6”5层级分布,
 

宜宾等多个低层级城市实现跃迁,
 

层级分

布日趋合理;
 

网络中南部城市增长速度较快,
 

南北区域城市适当均衡,
 

但川渝地区的中部地带
 

“塌
陷”现象仍然明显.
3)

 

城市网络结构方面,
 

成都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的优势地位明显,
 

但重庆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增

长更快,
 

核心地位日益加强;
 

行政边界在成渝地区双核经济圈网络联系的影响明显,
 

但以重庆为核心的跨

行政区网络联系正在加强;
 

位于双城经济圈南部的宜宾、
 

自贡与成渝两核心均有较强联系,
 

提升明显;
 

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网络结构雏形初现.
基于百度指数分析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信息网络案例为中国城市网络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研究发现,
 

区别于以往基于多元城际客流与可达性的“双核心”城市网络结论,
 

基于百度指数的城市网络

中,
 

成都相对于重庆的核心优势更为突出,
 

但重庆的网络地位提升速度更快;
 

三片区中南遂广城镇密集区

稳定发展,
 

川南地区发展速度更快,
 

已经初步建设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核心城市要素扩散区域,
 

但

是成渝主轴的中间地带发展还有待加强,
 

要培育建立能承载两个核心城市要素扩散的次中心城市,
 

才能进

一步促进城市间交流联系.
 

所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能只重视双核的集聚发展,
 

要发挥

区域中心增长极的辐射带动作用,
 

注重次中心城市培育,
 

强化区域网络化结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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