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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经济：内涵特征、运行机制及
推进路径

◇李国政

一、枢纽经济概念缘起及主要特征

（一）枢纽及枢纽经济的概念缘起

枢纽经济是指充分发挥枢纽的要素聚流、驻流、

疏流功能，通过技术和制度创新，优化资源要素时空

配置，重塑产业分工体系，促使生产力空间布局进一

步提升和完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概而言之，枢

纽经济是在创新驱动基础上，围绕枢纽区域形成的

经济发展新模式和新形态，是地区规模经济和范围

经济的集合。

（二）国外枢纽经济发展实践及启示

国外枢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综合交通枢纽建

设，二者紧密相关。枢纽地区以运输业、物流业为先

导，注重物流业与其它产业的互动，逐步发展成商业

圈和城市功能体，带动城市及区域经济增长。在综

合交通枢纽建设过程中，枢纽与城市中心之间形成

交通廊道，不同功能的经济板块沿着交通廊道布局，

形成枢纽产业连绵带，助推产业聚集地、商务核心

区、城市功能区一体化发展。

（三）枢纽经济的主要特征分析

枢纽经济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功能聚疏性。枢纽经济是一种规模经济，

其遵循“集聚—增值—扩散”的运行模式，形成了完

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持续实现着价值

增值。

第二，空间开放性。枢纽经济不是封闭型经济

而是一种开放型、辐射型经济。在“互联网+”背景

下，“通道+枢纽+网络”的枢纽运营模式进一步强化

了枢纽经济外向发散功能，不断扩大着经济“朋友

圈”。

第三，多维融合性。枢纽经济既是交通、产业、

人口、城市多维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其必然

结果。

第四，形态多样性。枢纽经济形态经历了从单

一性向多重性的演变过程。枢纽经济最先依托铁

路、公路、机场、港口、城市TOD（公共交通导向）等交

通枢纽而发展，衍生出铁路经济、港口经济、航空经

济、轨道经济等不同类型。

第五，迭代周期性。枢纽经济规模和枢纽能级

以及产业发展密不可分，三者形成一种正向交互机

制。产业有序发展会提升枢纽地区能级，同时会壮

大枢纽经济规模；枢纽能级提升和经济规模增强会

吸引更多产业入驻，从而使枢纽经济呈现规模递进

规律。

二、枢纽经济运行机制分析

（一）枢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枢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市场和技术的共

同参与，政府统筹力、市场驱动力和技术支撑力共同

推动了枢纽经济的有序运行。

（二）枢纽经济发展的演进机制

枢纽形态由单一式交通枢纽向综合交通枢纽再

到组织平台中心演变。枢纽集聚由物流为主向物

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各类要素资源融合汇聚

演进。枢纽经济网络由单枢纽向多枢纽协同发展演

进。枢纽经济由站区经济向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演

进。产业集聚由培育产业链向打造产业集群演进。

（三）枢纽经济发展的调适机制

枢纽经济发展中会受到诸多因素制约，甚至出

现“效率背反”现象，即多种因素推进枢纽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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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推力方向不一致，出现相互抵消的情形，但总体

合力方向是指向更高层次。一旦枢纽辐射力受限，

枢纽所在地区经济就会陷入迟缓，导致竞争乏力。

当枢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需要突破现有边界

时，其内外部条件会产生调适反应，系统中主体之间

的非线性正负反馈关系不断催生枢纽经济新的形态

和结构，整体系统进而作出最优选择。在有利因素

和阻滞因素共同作用下，枢纽经济发展环境需要不

断调整，使推力大于阻力，进而突破发展桎梏，沿着

“发展—阻滞—再发展”路径向更高阶段演进。

三、当前我国枢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破解

路径

（一）我国枢纽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1.枢纽经济顶层设计不够，缺乏国家视角。从

制度设计的角度看，枢纽经济发展缺乏国家视角的

统一规划，多是基于地区实践而非国家主导。同时，

枢纽经济发展涉及多层级、多行业、跨行政区，有待

建立有机衔接、权责明晰的协调体制和机制，统筹推

进枢纽建设和区域开发。

2.枢纽经济发展与枢纽规划建设存在一定错

位。当前枢纽经济发展并未完全依托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多是基于单一枢纽形态来运行，经济发展形态

的综合性、集成性不强，枢纽建设和枢纽经济之间缺

乏支撑和协同。国内不少地区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尚

处于起步阶段，多数地区枢纽经济发展规模较小，产

业单一，未形成和现代经济体系相适应的发展格局。

3.枢纽产业体系尚未成熟，主导产业不明显。

目前国内很多枢纽地区的产业种类以传统产业居

多，产业功能比较单一，附加值较低。围绕枢纽尚未

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各产业之间

集聚融合不足，链式协同能力偏弱，发展缺乏柔性。

4.枢纽经济和区域经济联动发展效应尚需提

升。不少地区枢纽产业低端化倾向明显，导致枢纽

经济低水平循环发展的现象严重，发育程度不高。

这种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枢纽—产业—城市”未

能形成有效互动机制，产城融合度不高，使枢纽经济

对城市经济和区域发展的带动有限。

（二）推进我国枢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1.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枢纽经济规划体系。一

方面，在国家总体枢纽经济规划前提下，各地区应制

定符合本地实际的枢纽经济规划纲要，推动总体规

划和地区规划相结合；另一方面，在加强综合交通枢

纽规划的同时，强化对不同功能枢纽（海港、空港、陆

港等）的专项规划，将综合规划和专项规划协同推

进，释放国家战略集成效应。

2.以综合枢纽建设为抓手，搭建枢纽经济运行

平台。根据我国枢纽建设实际情形，制定差异化的

枢纽经济发展战略，推动单一枢纽到综合枢纽、区域

枢纽到国际枢纽的升级演进，促使枢纽由传统运输

中心向现代化组织中心转变，提高经济要素时空配

置效率。

3.培育枢纽产业，夯实枢纽经济发展基础。选

择差异化的产业发展战略，基于不同枢纽的功能定

位精准识别主导产业。打造集运输产业、电商物流、

智能制造、IT产业、城市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

台，构建枢纽产业生态圈。

在“双循环”政策组合框架规约下，枢纽经济要

立足国内大循环，以打造大产业体系为出发点，支持

关键产业链及其核心环节、链主企业的布局和发展，

提升国内区域价值链水平。

4.坚持跨界融合理念，推进枢纽经济与区域高

效协同发展。应强化枢纽、产业和城市之间的跨界

融合，以枢纽支撑产业发展，以产业推动城市建设，

以城市促进枢纽壮大。枢纽所在城市应依据城市规

划和土地总体利用规划，加强枢纽区域联动开发。

统筹协调枢纽建设和城镇空间布局以及枢纽功能区

之间、城市与枢纽功能区之间的关系，实现整体开发

与局部开发、平面开发与立体开发相结合，推进城市

经济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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