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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城市区域化发展和“八纵八横”高速路网的全面规划建设，城

市群和高速铁路成为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增长轴线，高铁正在重塑经济地理

空间。一方面，中国目前正是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高速路网的建设将进一步

压缩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加快城市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从而重构中国城市区域的空

间结构关系。另一方面，高铁通过促进城市区域内部的社会经济联系和产业再分工，

改变着城市群内部的社会经济联系网络。在学术研究领域，一方面，城市区域研究正

在经历一种从“地方空间”到“流动空间”的研究视角转变。在经济活动全球化的进

程中，流动空间并非简单地消灭了地方空间，而是处于一种互相作用和相互转化的过

程之中。这两种概念之间的关系，连同并存的全球化与地域化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

城市区域研究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视角，也急需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不

同角度进行深化。研究高速铁路与城市区域的空间互动作用，也许不失为我们抽丝剥

茧的一个有力切入点。另一方面，在地理学空间视角，正在逐渐从重视宏观“经济区

位”到更加关注微观“社会行为”。与此同时，地理学对空间的认知也经历了一系列

演变。城市区域的空间重构及其对高铁引发的客流、信息流的空间响应，也在这种“社

会学转向”和微观行为研究的兴起中，产生了全新的理论研究视角。在此现实背景和

理论背景下，研究分析高铁建设对城市群之间空间联系和城市群内部的空间结构变化，

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从流动空间、地方空间和行动者网络空间的角度入手，以城市区域（城市

群）为研究单元，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对高铁对区域的空间重构作用进行了研究。本文

的整体研究思路是：从城市区域的研究单元出发，结合理论演绎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

法，综合应用空间统计分析、社会网络分析、问卷访谈 logit 模型、案例分析、文本

演绎等相关分析方法，采用空间矢量数据、社会人口经济和铁路数据、问卷访谈数据



等三个层面的数据，首先绘制 GIS 时空地图和进行空间可达性分析，其次构建了城市

群内社会网络和城市间引力分析模型，最后对高铁乘客出行客流特征进行分析。从微

观高铁乘客行为到宏观空间作用表现，构建高铁影响城市区域空间重构的理论分析框

架，直观展现高铁作用下中国城市区域时空格局的演变，对比分析了高铁对城市群内

部空间重组的差异化影响，并通过乘客出行特征进一步探讨高铁行为网络空间的演变，

结合案例分析检验高铁对流动空间、地方空间和行为空间的交互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高铁通过参与流动空间、地方空间和乘客出行行为空间的相互作

用，重构了中国城市区域的时间和空间关系，加速了区域内外部的要素流动、空间集

聚和产业再分工。 

1）高铁通过改变节点的可达性和要素的流动性作用于城市区域，在国家尺度上实

现了城市区域的时空重构。高铁对城市区域的空间影响包括区域时空压缩作用、区域

融合作用与空间极化作用等方面。高铁大大缩短了区域之间的通行时间、拓展了城市

的通行范围，带来区际联系时间收缩、可达性最好区域面积增倍等高铁效应。分别采

用传统客运和高铁最短旅行时间数据得到的我国区际可达性皆呈“中心-外围模式”，

铁路网络的中心地区为中原城市群和武汉城市群，京广京沪沿线在高铁时代是中国城

市区域联系的核心轴线。 

2）高铁带来了城市区域内的空间重构，加速高铁经济圈的形成和区域内产业再分

工。总体上来看，高铁加强了城市群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城市群内部空间结构优化，

但高铁可达性提高对同一城市群内不同城市的作用是不平等的。在增强城市群整体经

济联系强度的同时，也可能会加剧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现象。同时，高铁可达性提

高对不同类型、不同发展水平城市群的内部空间重组作用也有所差别。根据城市群的

等级和发展水平，高铁对初级培育阶段的中原城市群，主要表现出增进区内不均衡化

和提升中心城市首位度的作用；对加速发展阶段的京津冀城市群，表现出促进区域均

衡化发展和双中心形成的作用；而对于发展已经比较成熟的长三角城市群，则同时表

现出区域不均衡化和组团化等作用特征。 

3）高铁通过增强要素流动性，作用于城市区域的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带来流的

改变和节点的变化。在微观视角下，高铁出行行为在城市区域之间和城市区域内部具

有差异性，高铁乘客空间出行行为可被归纳为城际周期性通勤出行、跨城镇群期商务

出行、场所趋向的旅游消费出行、交通换乘网的中转出行，以及基于社会联系的探亲

访友出行5种模式。高铁流动空间和枢纽地方空间聚合成为关系型的行动者网络空间。

以地方政府、高铁、企业、商务人士、游客、旅游景点等为主体的行动者，通过个体

行为与高铁流空间产生关联，并与地方空间相互作用，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空间

关系网——高铁行为网络空间。 

4）高铁对地方空间的作用机制是改变了其流动性和通达性， 



高铁改善了城市空间网络的流动性和节点的可达性，并通过高铁枢纽将流动空间

与企业空间组织网络相连接。通过高铁网络与企业空间活动网络的耦合，流动空间中

的空间“节点”表现为实体空间中的高铁枢纽城市，且不同等级的高铁枢纽地方发展

模式也因融入不同等级的企业空间网络而有所不同。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跨国公

司成为国际性高铁枢纽城市发展的新生力量，在产业转移和城市群内部产业再分工的

过程中，区域性高铁枢纽城市同样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的间接影响。城市网络中的“流

动网络”和“节点”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各种要素的流动交织形成了各种流动网络，

而要素与地方相依附后形成了网络中的节点。网的组织特点决定了节点的功能和地位，

但没有节点，要素流动无法实现地方化。全球化时代，要素的流动发生在全球尺度之

内，作为节点的地方必须参与到全球要素的流动网络，才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会。

高铁枢纽为企业空间组织在地方结网提供了载体，高铁成为连接全球化经济体和区域

经济体的重要桥梁。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 

1）构建了高铁影响城市区域空间重构的理论分析框架。 

基于流动空间和行动者网络空间的高铁空间作用、基于高铁网络和企业空间组织

网络耦合的高铁枢纽等研究，为高铁的空间作用研究提供了新视角。目前的高铁研究

多是就高铁论高铁，仅将其作为一种交通基础设施来进行探讨。从区域联系层面，高

铁带来区域流动要素的变化和乘客出行活动的变化；从地方发展层面，高铁通过融入

全球生产网络和地方生产系统打造了流空间中的新“节点”。本文从流动空间和行动者

网络空间、企业空间组织网络为高铁乘客“流”和高铁枢纽“节点”的相关研究提供

了一种理论基础和新的视角。 

2）以城市群为基本研究单元，通过建立基于高铁时间距离和城市经济联系的社会

网络分析模型，对比分析了三个不同类型城市群的内部空间重组特征。 

目前，国内外对高铁影响区域空间演变的研究多数是在小尺度区域层面进行的，

近年来偶有部分全国尺度较为宏观的研究也多以单个城市为研究单元，较少涉及以城

市群、城市集聚区等城市区域为研究单元的研究。本文则尝试从区域研究层面取得突

破，以城市群为基本研究单元，选取京广京沪沿线几个比较重要的中东部城市区域为

主要研究对象，探索高铁影响下的城市群内外部空间联系的变化。从城市群外部联系

和内部重构两个角度，比较系统地分析高铁时代带给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变化，扩展

了研究的空间层次和范围。 

3）结合问卷和访谈数据，从微观行为视角出发，提出高铁行为网络空间的概念和

发展模式。 

通过实地调研和网络问卷，获得京广京沪沿线城市群内外联系的客流特征一手数

据，分别构建跨城市群和城市群内部的商务出行模型和旅游出行模型，对比分析了跨



城市群和城市群内部的商务出行和旅游出行行为特征。同时，采用案例分析和访谈文

本演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基于商务、旅游、中转、探亲访友等出行目的总结了高铁

出行空间行为的五种模式，并提出高铁行为空间网络的概念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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