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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通过对230家“新三板”文化产业挂牌企业总部—分支机构关联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对文化产业

视角下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进行研究，比较文化产业城市网络与其他类型城市网络的差异性，并探索影

响文化产业城市网络空间格局的经济社会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文化产业挂牌企业地理分布呈现出地域分散

但数量集中的特点，城市网络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并未表现出常见的“菱形结构”；② 网络核心节点以东中部发

达城市以及少数具有特殊资源的城市为主，多数城市的对外输出能力有限；③ 城市网络扩散以核心节点城市间的

等级扩散为主，邻近城市间的扩散效应不明显，同时本地网络(即城市内部网络)对文化企业组织结构的贡献度低

于跨地域网络；④ 不同类型文化产业在网络结构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反映其市场需求和发展条件的不同；

⑤ 地方政府作用和城市产业结构是影响中国文化产业企业布局和网络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其他社会经济因素

的作用则较为不明显，反映出中国文化产业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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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

步，经济活动的组织重构和空间转移成为越来越普

遍的现象，由此带来了城市之间联系和互动的日益

加深[1-3]。在此背景下，城市网络逐渐成为地理学及

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重点。国内外学者采用多种

研究视角和方法，如基础设施[4-5]、经济联系[6-11]、交通

流[12-16]、信息流[17-18]和知识流[19-23]等，对不同地理尺度

上城市网络的结构特征、发展演变以及形成机制开

展了广泛的探索。其中，由于企业在生产组织和空

间分工中发挥最为核心的作用，基于企业网络的城

市网络研究逐渐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主流路径[24-25]。

以 GaWC(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研究小组

为代表的学者主要关注企业的内部联系，通过收

集企业总部—分支机构的关联信息来构建相应的

城市网络并加以分析。其研究范围逐渐从较为宏

观的全球尺度拓展到国家和区域等更加精细的尺

度 [3,9-10,26-30]。另外一些研究则更加强调企业间联系

在跨地区经济联系中的重要性。这类研究主要借

助反映企业间合作关系的量化数据[31-32]或者微观产

业链的调查数据[33-34]开展相应的城市网络研究，为

城市网络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和完善。基于企

业网络视角的城市网络研究不仅可以加深对城市

网络和城市体系发展规律的认识，而且也丰富了关

于劳动空间分工、价值链地域组织和经济功能专业

化等相关理论[25]。

相比于涵盖多种行业的复合型城市网络研究，

针对某一特定行业开展的城市网络研究可以揭示

该行业企业分布和空间组织的格局，同时反映不同

经济活动影响下城市网络形态的差异性，具有独特

的价值[35]。因此，基于特定行业企业联系数据的城

市网络研究近些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目前，已

经有学者对金融业[36-38]、能源和制造业[22,39-40]、奢侈品

行业[41]、物流业[42-43]、互联网[44]以及医药业[35]等行业

所构造的城市网络开展了初步探索，但是还较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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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从文化产业企业网络的角度来考察城市之间

的联系和网络。作为一门新兴的产业门类，文化产

业近年在中国发展迅速，对促进经济转型以及人民

生活水平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文化产业相

比于其他经济部门表现出的若干独特性也使得该

行业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首先，和一般的制造业

产品相比，文化产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融入了更多

的美学或符号价值，以满足人的精神需求为主，其

生产过程往往与特定地域的社会文化背景存在密

切的联系 [45]。由于文化产业具有较高的地方嵌入

性[46]，其空间分布与其他经济活动可能会存在较为

明显的差别，需要进一步探索。其次，作为典型的

“后福特”式产业部门，文化产业经常采用基于项目

制的、垂直非一体化(vertically disintegrated)的柔性

生产组织方式 [47]。文化产业项目的产生和实施往

往涉及不同企业及个人间的合作，因此对本地和跨

地域经济社会网络都存在较高的依赖性[48]。而这2

种网络对文化产业相关企业空间组织的影响及重

要性目前学术界尚未有统一的结论。此外，由于经

济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文化产业在很多国家和

地区都受到政府的严格保护和管制[49-50]。以中国为

例，一方面，各级政府普遍重视文化产业发展。早

在 2009 年，中央政府就出台了《文化产业振兴规

划》，将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各地方

政府也纷纷制定了相应的文化产业促进或扶植政

策，大力推动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而另一方面，

文化产业在许多方面又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的严格

管控 [51]。政府相关政策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及空

间组织必然也会造成一定影响，而对于这种影响的

具体表现目前则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此，本文选取中国“新三板”挂牌文化企

业，通过对 230家企业总部—分支机构关联数据的

收集、整理和制图分析，探索文化产业视角下中国

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揭示文化产业城市网络

与其他类型城市网络的差异性，并对影响文化产业

城市网络空间格局的经济社会因素进行计量分析，

以丰富中国城市网络的相关研究，并为文化产业的

生产组织提供新的认识。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对文化产业挂牌企业总部—分支机

构联系数据的分析探索文化产业主导下中国城市

网络的结构特征。总部—分支机构联系数据被广

泛地应用于国内外城市网络相关研究 [25]。对于文

化产业而言，企业总部—分支机构间的联系一方面

反映了不同城市在文化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等价

值链不同环节的合作与互补关系，如企业通过在其

他城市设立分支机构以获取当地的资源、技术、市

场或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市间的产业影

响力和辐射关系，即总部往往对分支机构具有一定

的管理和控制职能[9]，因此大量总部集聚的城市通

常对整个行业具有较高的影响和辐射能力。通过

对文化产业企业总部—分支机构联系数据的定量

分析，可以揭示中国不同城市在文化产业生产网络

中的合作关系以及相互影响。由于文化产业类企

业规模普遍偏小，多数企业选择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即“新三板”)挂牌，因此本文将在

“新三板”挂牌的文化企业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企业

名录来源于“新三板”官方网站。选取所有行业中

属于文化产业核心部门的“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

录音制作业”“文化艺术业”“新闻和出版业”和“娱

乐业”4大行业，共计230家企业作为分析对象。企

业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地理位置数据主要来源于各

企业 2017年年报，数据统计截止时间为 2017年 12

月31日，获取渠道为“新三板”官方网站。对于少数

未提供年报或年报中未提供分支机构位置信息的

企业则通过查询“企信宝”“天眼查”等方式补充确

定相关信息。为了更真实地反映总部与分支机构

间的业务联系，本文将分支机构限定在企业下属的

分公司、全资子公司以及控股不低于50%的控股子

公司。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基本信息如表 1所示。

其中，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是企业占

比最多的部门，超过一半的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均

表1 新三板文化企业数量及行业分布

Tab.1 The number and sector distribu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firms listed on the National Equities

Exchange and Quotations

行业

广播、电视、电影和

影视录音制作业

文化艺术业

新闻和出版业

娱乐业

合计

企业总部

数量

130

53

30

17

230

占比/%

56.5

23.0

13.0

7.4

100.0

分支机构

数量

485

166

126

166

943

占比/%

51.4

17.6

13.4

17.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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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在该行业，反映出影视产业较强的商业属性以

及近些年在中国的快速发展。文化艺术业企业总

部数量排第 2名，但是分支机构数量则与企业总部

数量最少的娱乐业持平，说明文化艺术类企业规模

相对偏小。新闻和出版业则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

的数量占比较为均衡，均在13%左右。

1.2 研究方法

研究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包括计算城市与城

市间通过企业总部—分支机构关联建立的联系强

度矩阵，以及单个城市在城市网络中的功能得分。

其中，城市 a 到城市 b 的联系强度 C(a, b) 衡量所有

总部位于城市 a 的企业与其位于城市 b 的所有分

支机构建立的联系，这一指标反映城市 a 对城市 b

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影响。在具体计算时，本文结合

相关研究对企业等级的划分方法[35]以及文化创意

企业的特点，对总部与分支机构进行二级划分，将

企业总部的权重赋值为 2，分支机构权重赋值为 1。

则城市 a 到城市 b 的联系强度 C(a, b) 计算公式为：

C(a, b) =∑
i = 1

m

Via × Vib (1)

式中：m 为总部位于城市 a 而在城市 b 设立有分支

机构的企业数量，Via 为第 i 个企业位于城市 a 的总

部权重值(常量 2)，Vib 为该企业位于城市 b 的所有

分支机构权重值之和。

城市 a 与城市 b 的总联系强度 GC(a, b) 反映2

个城市之间通过所有总部—分支机构关联建立的

双向联系，其计算公式为：

GC(a, b) = C( )a, b + C( )b, a (2)

城市 a 到城市 b 的净联系强度 NC(a, b) 则衡

量总部位于城市 a 的企业与其位于城市 b 的分支

机构的联系强度减去总部位于城市 b 的企业与其

位于城市 a 的分支机构的联系强度，该指标反映城

市 a 对城市 b 的净影响力，其计算公式为：

NC(a, b) = C(a, b)-C( )b, a (3)

城市功能得分主要计算城市对外辐射功能得

分、城市对外接收功能得分、城市对外功能净得分

和城市内部功能得分4项指标。城市对外辐射功能

得分 EoFa 衡量设立在城市 a 的文化企业总部与其

设立在其他所有城市的分支机构建立的联系强度，

该指标反映城市 a 在整个文化产业城市网络中的

对外影响和控制功能，其计算公式为：

EoFa =∑
c = 1

n

C(a, c) (4)

式中：n 为与城市 a 存在总部—分支机构联系(其中

a 为总部所在地)的城市数量，C(a, c)为城市a到第c

个城市的联系强度。

城市对外接收功能得分 EiFa 衡量设立在城市

a 的文化企业分支机构与其设立在所有其他城市的

总部建立的联系强度，该指标一方面反映城市 a 对

文化类企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该城市在

城市网络中受其他城市影响的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EiFa =∑
d = 1

j

C(d, a) (5)

式中：j为与城市a存在总部—分支机构联系(其中a

为分支机构所在地)的城市数量，C(d, a)为第d个城

市到城市a的联系强度。

城市对外功能净得分 EnFa 则衡量城市 a 对所

有其他城市的净联系强度之和。 EnFa 为正值，说

明该城市在文化产业中的对外影响力大于其他城

市对它的影响力；EnFa 为负值，说明该城市的对外

影响力小于其他城市对它的影响力。城市功能净

得分的计算公式为：

EnFa = EoFa -EiFa (6)

而城市内部功能得分 IFa 衡量总部位于城市 a

的企业与其设立在城市 a 内部的分支机构之间的

联系强度。通过比较 IFa 和 EoFa 两项指标，可以反

映出本地网络和跨地域网络在不同城市文化企业

生产网络组织结构中的重要性。城市 a 的内部功

能得分的计算公式为：

IFa = C(a, a) =∑
k = 1

p

Vka × Vkā (7)

式中：p 为总部位于城市 a 并且在城市 a 设立有分

支机构的企业数量，Vka 为第 k 个企业位于城市 a

的总部权重值(常量2)，Vkā 为该企业位于城市 a 的

所有分支机构权重值之和。

2 基于文化产业视角的中国城市网络
空间结构

2.1 文化产业挂牌企业分布

通过对“新三板”挂牌文化企业总部及分支机

构数据的制图分析，可以发现文化产业挂牌企业空

间分布呈现出地域分散但数量集中的特征(图 1)。

一方面，230所企业总部分布于 50个城市，其中包

括聊城、滨州、南平、十堰和自贡等一些级别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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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线城市，而这些企业的943所分支机构则散布

在 116个城市。相对于较少的企业数量，文化产业

挂牌企业总体分布表现出较为分散的地理特征。

另一方面，大多数企业的总部和分支机构集中在少

数几个城市。其中，北京文化企业总部数量占所有

挂牌企业总数的比例达到了近40%，远超第二名上

海所占的份额，而这 2个城市共吸引了超过半数的

文化企业总部。而近8成的文化企业总部集中分布

在排名靠前的 12个城市。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相

比于总部略低，但是前12名城市的集中度依然超过

了 60%(表 2)。相比于电子信息和制药等其他产业

门类[35,39]，文化产业挂牌企业的数量集聚特征更为

明显。

文化产业这一分布模式的形成是市场机制和

地方政府干预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典型的“后福

特”式经济部门，文化产业的核心环节(如创意、策

划、管理等)对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敏感性相对较

低，但对独特的地方文化资源、关联企业、配套服

务、专业技能人才以及重要机构(如政府文化管理

部门、高等学校、具有影响力的媒体平台)等因素依

赖性较高。相比于普通的生产要素，大城市在提供

这些资源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文化企业在很

多国家和地区普遍表现出高度集聚的特点[45,52]。但

是另一方面，在中国独特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下，许

多城市地方政府出于促进当地文化产业发展、增加

就业岗位以及提高城市形象的目的，为相关企业提

供了大量的资金和政策支持[51]，尤其是出台了各种

补贴和税费减免办法来鼓励辖区内企业上市或挂

牌[53]。在此背景下，一些本不具备文化产业优势、

尚未形成明显产业集群的城市依然出现了在新三

板挂牌的文化企业。由于主要依赖政策支持，这些

城市的挂牌企业往往数量较少(如半数城市仅有一

个企业总部)，且影响力有限。

2.2 城市网络总体结构

根据1.2小节中公式计算城市间总联系强度矩

阵、城市对外辐射功能得分和城市对外接收功能得

分，并用ArcGIS软件进行可视化制图，结果如图 2

所示。通过分析该图及主要城市对外功能得分(表

3)，可以发现文化产业城市间联系主要呈现以下结

构特征：

(1) 中国文化产业城市网络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

主要城市间联系集中在以北京—武汉—广州

为界限的东部地区城市之间，以及东部主要城市与

新疆霍尔果斯市之间。相比之下，中西部地区城市

间存在文化企业总部—分支机构关联的数量较少，

且城市间的联系强度相对较弱。文化企业城市网

络并未表现出在其他类型城市网络中常见的“菱形

结构”[35,38]，反映出西部地区在文化产业发展，尤其

是打造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企业上存在较为明显的

劣势。

注：本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9)1697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下同。圆的大小与城市总部/

分支机构数量成正比；仅对排名前10的城市进行标注。

图1 新三板文化产业挂牌企业总部及分支机构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the headquarters and affiliations of listed cultural industry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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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络核心节点城市以东中部发达城市以及

部分具有特殊资源的城市为主

在对外功能排名靠前的城市中，多数为东中部

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如北京、上海、

深圳、南京、杭州、天津等(表3)。这些城市均为区域

乃至全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具备较好的文

化产业发展条件和较强的文化产品市场需求，因此

有利于形成文化企业的集聚效应。而拥有特殊资

源的城市主要包括 2类：第一类是建设有大型影视

拍摄基地的城市，如金华、宁波以及嘉兴。这些影

视基地为影视作品的拍摄制作提供了必要的摄影

棚、场景、道具以及辅助工作人员等配套设施，因此

吸引了一些影视类企业在这些城市设立总部或分

支机构[53]。由于建设影视基地的成本较高，此类城

市多位于东部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第二类是具

备特殊税收优势的城市，最典型的为新疆的霍尔果

斯口岸。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政策优势，霍尔果

斯地方政府为在其辖区内注册的企业提供了优惠

的税收减免甚至补贴，因此吸引了大量企业在此注

册分支机构[54]，形成了文化产业城市网络中较为独

特的一类节点。但值得注意的是，此类城市极少真

正参与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仅仅与其他城市建立

了金融层面的联系，因此其较高的联系强度并不能

注：圆的大小与城市外部功能总得分成正比，仅对总得分排名

前10的城市进行标注。

图2 城市外部功能得分及联系强度

Fig.2 External function scores and connection

strengths of all cities

表3 前10名城市对外功能得分

Tab.3 Top 10 cities with the highest external function scores

城市

北京

上海

深圳

南京

金华

沈阳

杭州

天津

厦门

苏州

对外辐射功能得分

100.0

22.1

19.4

9.1

7.9

6.3

5.9

5.5

4.0

4.0

城市

霍尔果斯

上海

北京

天津

杭州

武汉

深圳

金华

宁波

广州

对外接收功能得分

100.0

67.6

59.2

53.5

35.2

32.4

29.6

26.8

23.9

16.9

城市

北京

深圳

南京

上海

沈阳

厦门

苏州

自贡

昆明

拉萨

对外功能净得分

100.0

13.3

8.1

3.8

3.3

3.3

2.8

2.8

2.4

1.9

注：所有城市得分均以排名首位城市的分值为标准进行了百分制处理。

表2 前12名城市企业总部及分支机构数量

Tab.2 Top 12 cities with the largest concentration of

headquarters and affiliations of cultural industry firms

城市

北京

上海

杭州

深圳

金华

苏州

武汉

郑州

天津

广州

西安

长沙

合计

总部数量

86

31

9

7

7

7

6

6

4

4

4

4

175

占比/%

37.4

13.5

3.9

3.0

3.0

3.0

2.6

2.6

1.7

1.7

1.7

1.7

75.8

城市

北京

上海

霍尔果斯

杭州

深圳

天津

金华

武汉

重庆

宁波

广州

沈阳

合计

分支机构数量

161

115

71

48

45

45

31

30

21

18

15

14

614

占比/%

17.1

12.2

7.5

5.1

4.8

4.8

3.3

3.2

2.2

1.9

1.6

1.5

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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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该类城市与其他城市间实际产生的文化联系，

对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也难以产生实际的带动作

用。这一特殊类型的城市联系体现了金融要素对

当前生产网络，尤其是文化产业生产网络，组织模

式和地域结构产生的重要影响[55]。

(3) 网络扩散以核心节点间的等级扩散为主，

邻近城市间的扩散效应不明显

在排名靠前的城市间联系中，多数为连接主要

节点城市间的长距离联系，如北京—霍尔果斯(总

联系强度 80)、北京—上海(64)、北京—深圳(38)、北

京—杭州(36)等(图 2)。而同一区域内邻近城市(尤

其是中小城市)间的联系强度普遍较弱，仅北京和

天津2个城市间存在较强联系(60)。这表明文化企

业在进行跨地域拓展时主要考虑城市所具备的发

展条件以及市场潜力等因素，而对城市与其总部之

间地理距离这一因素较少重视。因此，文化企业通

过其内部组织结构产生的区域尺度的外溢和扩散

效应比起制造业活动相对较弱。

(4) 多数城市以对外接收功能为主，对外辐射

功能普遍较弱

在拥有企业总部或分支机构的 116个城市中，

有107个城市具备对外接收功能，而只有36个城市

具备对外辐射功能；其中22个城市对外功能净得分

为正，仅有8个城市对外功能净得分大于10。北京

市文化企业的辐射能力最强，对外功能净得分达

422，远超排在第 2 位的深圳市的得分水平(56)，且

主要的城市间联系均以北京为起始点。而其他一

些重要的经济中心(如重庆、杭州、广州、天津等)对

外功能净得分均较低，甚至为负值。这表明在当前

的中国文化产业市场中，首都北京形成了支配性的

优势，与第二梯队的城市拉开了非常大的差距，而

多数城市的文化企业对外影响力和输出功能十分

有限。

2.3 分行业城市网络结构特征

对比 4类不同文化产业子行业的网络结构(图

3)，可以发现“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

所构造的城市网络地理覆盖范围最广，且城市间联

系强度最高。由于影视行业近些年在中国发展十

分迅速，加之影视作品对地方形象可以起到积极的

塑造和宣传作用，许多城市地方政府纷纷将该行业

作为重点发展的文化产业类型，通过各种优惠政策

培育或吸引相关企业入住，从而导致影视行业在全

国出现了“遍地开花”的现象[56]。“文化艺术业”分布

范围也相对较为广泛，并且网络特征与“广播、电

视、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表现出一定的相似

性。这一方面是由于许多“文化艺术业”类企业同

样从事影视、动画后期制作等活动，与“广播、电视、

电影和影视录音制作业”类企业存在一定的业务关

联，因此在地域分布上存在一定相似性。另一方

面，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一些城市(如安顺、凯里、

丽江等)在其独特文化资源基础上发展出了一些文

化艺术类企业，并通过其分支机构与东部主要的核

心城市建立了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也拓展了该类城

市网络的范围。相比之下，“新闻和出版业”及“娱

乐业”的城市网络分布较为集中，且主要集中在东

部地区。“新闻和出版业”的发展依赖于核心媒体平

台以及所在城市的区域影响力，而“娱乐业”则对城

市居民的文化娱乐消费能力有较高要求。因此，这

2类行业所属企业多集中在东部地区的直辖市、省

会城市以及其他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而在中西部

分布较少。可见，不同类型的文化产业由于市场需

求和发展条件的不同，在地理分布和空间组织上表

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

2.4 本地及跨地域网络特征

通过比较城市的内部功能得分和对外辐射功

能得分，可以获悉各个城市的文化企业倾向于把其

主要分支机构设立在本市还是外地，从而了解本地

网络及跨地域网络在文化企业生产组织中的重要

性。如表4所示，对于所有城市而言，内部功能得分

占内部功能和对外辐射功能总得分的比例约为 4

成，表明本地网络对文化企业组织结构的贡献度相

对跨地域网络较低。虽然本地网络的建设维护成

本较低，同时可以为文化企业提供“地理邻近”的优

势，有利于降低机构与机构间的交易成本，但是跨

地域网络则可以为企业提供总部所在地不具备的

一些互补性资源，如影视拍摄基地、专业人才、潜在

市场以及税收优惠等等 [57]。这些资源对于部分文

化企业开展相关业务具有重要的作用，相关企业可

能因此更倾向于在异地建立分支机构。此外，2种

类型网络对于不同城市文化企业的重要性同样存

在差异。对于文化产业输出能力较强的城市，如北

京、深圳、金华、南京、天津等，跨地域网络对企业生

产组织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而对于文化产业输出

能力有限的城市，如重庆和杭州，企业则更倾向于

在本地建立分支机构。因此，跨地域网络对文化产

业生产组织的作用需要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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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文化产业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影
响因素分析

在网络分析结果的基础上，选取若干反映各节

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指标与其“网络功能总

得分”(Y1)以及“总部与分支机构总数”(Y2)两个被解

释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进一步探讨影响

中国文化产业城市网络空间格局的因素。参考相

关研究经验，确定以下7个指标作为影响因子：经济

发展水平(X1)，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表示；产业结

构(X2)，以“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表示；地方政

府作用(X3)，以“地方财政支出”表示；对外开放程度

(X4)，以“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表示；人力资源水平

(X5)，以“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表示；地方消费水平

(X6)，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基础设施状况

(X7)，以“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表示。通过对各省市

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信息的收集，最终获得92个城

市 2017 年的各项统计数据，回归方法采用“输入

注：圆的大小与城市外部功能总得分成正比，仅对各图中总得分排名前10的城市进行标注。

图3 分行业城市外部功能得分及联系强度

Fig.3 External function scores and connection strengths of all cities by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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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回归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在2个模型中均只有“第三产业

产值占 GDP 比重”和“地方财政支出”2 项指标在

1%水平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中，“地方财政支

出”回归系数最高，表明地方政府作用是影响文化

产业挂牌企业布局和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这进

一步印证了当前中国许多文化企业挂牌上市不仅

仅是企业自身的商业行为，同时也受到了所在城市

地方政府的积极鼓励和推动。地方政府的干预是

影响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极为重要的因素[51]。而“第

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的回归结果表明城市产业

结构对文化企业的布局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第三产业越发达，表明居民对服务类和精神类消费

产品的需求越高，并且相关配套产业也越完善，这

些因素均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第三产业

总体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文化产业发展也较

为迅速。其他指标均未在 5%水平通过显著性检

验，且“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等反映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回归系数均为负

值，这与一般性的理论经验并不符合。现有文献认

为，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对文化产业的发展往往具有

促进作用，因此文化产业企业和从业者倾向于在经

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和城市分布[45,52]。而本研究出现

异常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以制造业为基础

的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是其在制造业主

导下形成的地方劳动力结构和制度环境可能并不

有利于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城市的企业数量和网

络功能得分偏低；而一些具备特殊文化产业资源

(如税收优势、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以及影视拍摄

基地等)的城市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可能并不突出，

但对文化类企业却有极强的吸引力。因此，在这些

城市出现了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产业发展水平倒

挂的现象。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文

化产业发展的独特性，即企业的布局选址并非单纯

地受到经济因素的驱动，优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高

的地区，而是受到制度环境、政策和城市产业结构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新三板”文化产业挂牌企业总部

—分支机构关联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探索了

文化产业视角下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揭示了

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和不同尺度城市网络的结构特

征与影响因素，并对文化产业城市网络与其他类型

城市网络的差异性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果对

城市网络和文化产业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补

表5 文化产业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Tab.5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of the factors impact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ultural industry urban networks

影响因子

经济发展水平(X1)

产业结构(X2)

地方政府作用(X3)

对外开放程度(X4)

人力资源水平(X5)

地方消费水平(X6)

基础设施状况(X7)

指标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

地方财政支出

实际外商直接投资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标准化回归系数

城市网络功能总得分

-0.135

0.203**

0.839**

0.138

-0.096

-0.147

0.083

城市总部与分支机构总数

-0.122

0.178**

0.839**

0.139

-0.089

-0.093

0.048

注：**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表4 内部功能与对外辐射功能总得分前10名城市

Tab.4 Top 10 cities with the highest gross scores of

internal function and external radiation function

城市

北京

上海

深圳

杭州

金华

南京

重庆

天津

沈阳

苏州/厦门

所有城市

内部功能

得分

238

134

48

46

24

10

34

14

10

18

750

占比

32

54

33

61

38

18

71

24

33

47

40

对外辐射功能

得分

506

112

98

30

40

46

14

28

32

20

1136

总得分

744

246

146

76

64

56

48

42

42

38

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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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主要结论如下：

(1) 受到市场机制和地方政府干预的共同作

用，中国文化产业挂牌企业地理分布呈现出地域分

散但数量集中的特点。城市网络空间分布高度不

均衡，主要城市间联系集中在以北京—武汉—广州

为界限的东部地区城市之间以及东部核心城市与

新疆霍尔果斯口岸之间，文化产业城市网络并未表

现出在其他类型城市网络中常见的“菱形结构”。

(2) 网络核心节点以东中部地区发达城市以及

少数具有特殊资源(如大型影视拍摄基地、税收优

势、独特自然人文环境)的城市为主，多数城市在文

化产业城市网络中以接收少数核心节点(如北京)的

影响为主，对外输出能力十分有限。

(3) 城市网络扩散以核心节点城市间的等级扩

散为主，邻近城市间的扩散效应不明显，文化企业

通过其内部组织结构产生的区域尺度的外溢和扩

散效应相对较弱。同时，本地网络(即城市内部网

络)对文化企业组织结构的贡献度低于跨地域网络

的贡献度，表明相比于建设成本和“地理邻近”优

势，资源和市场的互补性或许是企业在建立分支机

构时首要考虑的因素。

(4) 不同类型文化产业在地理分布和空间组织

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广播、电视、电影和影

视录音制作业”和“文化艺术业”所构造的城市网络

地理覆盖范围较为广泛，而“新闻和出版业”和“娱

乐业”的城市网络则倾向于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

以直辖市、省会城市及其他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为

主要依托。文化产业子行业网络结构的差异性反

映了其市场需求和发展条件的不同。

(5) 地方政府作用和城市产业结构是影响中国

文化产业企业布局和网络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而

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作用则较不明显，体现出文化

产业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独特的制度环境对文化产

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具有两方面的现实意义。首先，

文化产业的地理分布和网络组织与以制造业为代

表的传统行业存在很大差别，表现出以核心城市为

依托、高度集聚的特点。文化企业的布局对劳动力

成本等一般性生产要素的敏感性相对较低，而对独

特的地方文化资源、市场需求和消费水平以及城市

在区域城市体系中的作用和职能等因素要求较

高。这就意味着将旧的发展经验和措施简单地照

搬到文化产业政策中可能收效甚微，甚至会带来负

面结果。虽然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扶持打造少

数当地“明星”企业(如挂牌上市企业)，但这一过程

可能需要付出极大的成本，同时这些企业对整个城

市和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往往十分有

限。因此，文化产业发展规划需要更加重视本地的

产业结构、市场需求和资源条件，在此基础上制定

有针对性的发展目标和产业政策。其次，虽然现有

研究多强调地方产业集群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

性，但本文研究表明跨地域网络对文化企业的生产

组织发挥着同样乃至更加重要的作用。尤其对于

落后地区，企业更需要建立跨地域联系，从其他城

市获取必要的资源和市场。因此，地方政府不能仅

仅强调各类文化创意产业园的建设和地方文化产

业集群的打造，还要重视加强本地企业与区域和全

国等不同尺度文化产业从业者的联系，在更广阔的

生产网络内寻求合适的产业资源和潜在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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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structure of urban networks in China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dustry enterprise networks

ZHANG Xu, YU Fangzheng, XU Liangjia
(School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rban networks have become a focus of research in geography, urban studies,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While previous research has examined the urban networks in China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networks generated by cultural industries have remained a largely unexplored area. This article

aims to fill this gap by presenting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generated urban networks in China's mainland and compares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these networks and the

urban networks created by other types of economic activities. Data of the headquarter-affiliation connections of

230 NEEQ (National Equities Exchange and Quotations)- listed cultural firms in 2017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using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also explores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that shape the formation of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urban networks drawing on the

method of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LR). The outcomes reveal that: First, shaped by both market mechanisms

and the interventions of local government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EEQ- listed cultural firms demonstrates a

geographically dispersive, but quantitatively concentrated pattern in China.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urban networks is highly uneven, with most inter-city connections concentrated in the ea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The cultural industry urban networks do not exhibit the typical diamond-shaped structure that has been

observed in many other urban networks in China. Second, the core nodes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urban networks

are mainly economically advanced metropolises in the eastern and central areas, as well as a few minor cities

that possess some special local assets, including large film and television studios, unque natural or humanistic

environment, and preferential tax policies. Most cities are receivers instead of exporters of cultural industry

functions. Third, the expansion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urban networks is mainly between the core nodes of

different hierarchies instead of between geographically proximate cities. The contribution of local (intra-urban)

networks to the formation of intra- firm relationships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s weaker than that of trans- local

networks, which indicate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advantages of geographical proximity, the complementarity of

market or resources is the primary factor considered by cultural firms during their expansion. Fourth, the urban

networks of different subsets of cultural industries have rather diverse spatial structures, which reflect the varied

market demands and development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cultural industry activities. Fifth, according to the

outcome of MLR analysis, the function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that shape the location strategy of cultural firms and the pattern of cultural industry urban networks in

China, whereas the impacts of other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are not significant. The article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the diversity of modern urban networks. It

also sheds light on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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