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世纪后半叶的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助推了资本主义

发展从“以人类劳动为主要价值来源的大规模生产系统”迈

向“以创新为媒介的生产系统”的新时代。在此背景下，“知识”

（knowledge）被认为是价值创造、生产力提升和经济增长的重

要驱动力[1]。当前，关于“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

及其与城市区域发展间关系的探讨方兴未艾[2-3]，虽然各领域学

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学者们普遍认为不能狭义地将知识经济限定

为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和/或研究与发展（R&D）所做出的

经济贡献；而应该将其视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结构”（an overall 

economic structure），涵盖当代经济的各个方面——从高科技

制造业和电子信息技术，到知识密集型服务，再到创意产业[4]。在

明晰了知识经济的广义内涵的前提下，对于城市规划工作者而言，

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如下问题：城市和区域的发展条件与特征，尤其

是重要基础设施的可及性和知识生产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基础

设施的可及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知识密集型产业在地方空间

的合理布局？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和比利时根特大学的学者们联合编著

的《知识经济中的枢纽城市：海港、空港、脑港》一书，通过解释

知识经济在新兴地域空间的表现和发展，对上述问题做出了回

应。书中重点关注了不同城市区域的空间规模和功能，在整合网

络（network）和集聚（agglomeration）这两个知识经济的重

要研究视角[5]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知识枢纽”（knowledge 

hubs）的概念[6]。书中将“知识枢纽”定义为一类相互联系的城

市区域，其特点是不仅与都市区以外的区域在功能和物理上紧密

结合，还在都市区范围内具有强烈的知识溢出效应[7-8]。如编者所

述，知识经济和知识枢纽的概念并不是传统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

主导的城市区域发展理念的对立面，而是由此发展而来的一种新

的产业价值取向，应成为政策制定者、规划师们所追求的新的城市

区域发展理念。全书共汇编了11篇研究成果，可根据研究主题分为

3个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Derudder、Bentlage、Growe、Conventz和

Wieze等5位学者的研究，聚焦城市区域中的空港和海港（airport 

and seaports）等基础设施与知识创造之间的关系。

第1章中，Derudder等从知识流动和物理连接两个视角，介绍

了全球经济发展中生产性服务业和航空客运市场的相关地理环境，

认为知识密集型服务经济的发展与大规模都市区的“物理连接”存

在多方面、密切且复杂的关系。本章作者延续了泰勒等[9]关于航空基

础设施对城市嵌入生产性服务业全球网络的影响的测度方法，构建

了更加完善的方法论框架，并通过相关系数和逐步回归模型进行比

较，证明了全球大都市区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国际航空联系度的

密切关系。

第2章中，Bentlage等综述了对知识不同维度的讨论，强调显

性（explicit）和隐性（implicit）知识对地域环境具有不同的依赖

性。前者又称符码化知识（codified knowledge），指代更加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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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关系并可以通过非物理设施（如ICT）传播的知识；后者则有

赖于特定的地域环境和面对面的交流，也被称为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10]。基于知识的二元性，本章解释了知识创造活动

的枢纽城市对地理邻近和关系邻近的双重需求，并以德国的城镇

体系为对象进行系统性分析，论证了基础设施可及性的重要性。

第3章中，Growe对枢纽的领地视角（territorial perspec-

tive）和网络视角（network perspective）进行了图视化表

达（见图1），并基于这两个视角分别选取以知识为基础的公司专

业度（knowledge-based professions, KBP）和网络联系度

（network connectivity）两个指标，分析了德国城市系统中知

识枢纽的分布和重要度的变化（change of importance）。研

究发现，德国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持续集中在有限的城市/区域里，

核心城市仍然是主要的知识枢纽。这一发现对于多中心的德国城

镇体系的广泛认知是一种挑战。

第4章中，Conventz和Thierstein也以机场为研究切入点，重点

阐释了空港如何从纯粹的基础设施演变成为备受欢迎的商业场所。

研究以欧洲的两个重要国际机场——阿姆斯特丹的史基浦机场和

法兰克福的莱茵—美茵机场为案例，分析了其周边地区的空间模式

和专业化进程。研究认为，具有“空港转换”（airport interchange）

特性[12]，即作为本地、区域、国家和全球信息交互的重叠空间载体，

是空港发挥枢纽作用的关键所在。研究指出，这类国际枢纽型空港

已经从单纯发挥交通职能的基础设施，演变成空港联系下的新兴办

公物业景观（new airport-linked office property landscape）。

第5章中，Wiese和Thierstein则将视角转向另一个承担创新

和知识交流的特殊空间——港口[13-15]，并基于德国北部多港口地

区海洋经济合作网络的详细数据，运用空间关联性概念，研究了物

理空间配置和功能发展在超区域、区域和本地3个尺度的依赖关

系。实证结果显示，汉堡为海洋经济中的其他代理人或公司提供服

务，是区域和超区域尺度上集聚高端生产性服务企业的中心城市；

威悉—埃姆斯地区（Weser-Ems Region）等其他区域集群在功

能上则更加专业化。研究提出，当代港口为货物和知识的运输提供

了便利，它们与城市的关系体现为空间和功能上的相互依存。这种关

系远超出单个港口和城市的范围。

第二部分包括了Malecki、Tranos和Mould等学者的研究，阐释

了城市区域中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与知识创造之间的

关系。

第6章中，在互联网向着用户生产内容（user-generated con-

tent, UCG）的模式演变的背景下，Malecki评估了城市位置对

公共和私人部门建设互联网数据存储和网络互连基础设施的影

响，重 点 关 注 了 苹 果（Apple）、亚 马 逊（Amazon.com）、脸 书

（Facebook）和谷歌（Google）这4家管理内容的网络巨头。研究

发现，互联网具有独特的地理特征，不同于人们常认为的分散、无处

不在的特征[16]，互联网中的“对等设施”（peering facilities）一般

集聚在极少数的关键枢纽型城市中，谷歌等互联网行业先驱正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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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枢纽的概念化示意
Fig.1  Conceptual diagram of hubs

资料来源：本书第三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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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新空间的开发，以求重塑互联网地理。此外，互联网不仅能促进

数据和显性知识的流动，还能通过电子邮件、信息和虚拟会议等

促进隐性知识传播；但作者也明确指出，这种“虚拟”流动的增

长并没有导致实体联系的消亡，互联网只是线下联系的补充而非

替代。

第7章中，Tranos和Nijkamp的研究同样专注于数字经济的

发展带来的技术革命，但更多地探讨了其对城市—区域层面的影

响。分析发现，无形的数字基础设施对有形的空间发展的影响往

往难以理解和想象，因此也呼吁更多的空间发展学者关注数字化

革命，并建议将“数字化发展”元素纳入区域发展政策框架或地

方政策议程的制定中。

第8章中，Mould将视角转向了同样在全球引发热议的“媒

体之都”（Media City）和“创意产业集群”（creative industry 

clusters），研究了城市治理中专注于创造拥有高吸引力的生活、

工作和娱乐场所的城市环境，以集聚创意人才并激发其创造力的

做法，重点分析了不同地区的城市政府对极其昂贵的媒体城市及

房地产项目的追逐，如风靡全球的SOHO和孵化器（incubator 

space）。研究谨慎且批判性地指出，尽管这些政策是创新导向

的，但能否维持创意/知识创造集群的活力和氛围尚不明确，同时

也难以确保高额的投入能真正转化为对当地创意人才的激励和

创意劳动力的传承；事实上，依靠高投入建立的“媒体城市”已

逐渐成为财政资源充足的城市才能追求的“特权”。

第三部分包括了Dogaru、Neal、Mayer与Cowell等学者的

研究，涵盖了对“知识枢纽”的分类尝试及其对所在区域、国家的

影响分析。

第9章中，Dogaru等 研 究 了 集 聚 经 济（agglomeration 

economy） 和 知 识 禀 赋（knowledge endowment） 对 欧

洲区域增长的贡献。作者通过比较欧洲获得与未获得“目标一基

金”（objective-one funds）的地区的就业和劳动生产率，发现

集聚经济的类型与当地经济的知识结构相结合，对于区域长期发展

的前景和竞争力至关重要。也就是说，与本土增长方式息息相关、嵌

入当地知识经济环境，并以富有成效的方式转化知识的集聚经济类

型（专业化或多样化），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进而有利于其发

挥作为知识中心的作用。这一结论也支持了欧盟提倡的基于地方的

发展（place-based development），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

了参考。

第10章中，Neal尝试用一种更加精确的新型语言来讨论枢纽城

市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他将全书的核心概念——“知识枢纽”类型

化和理论化。为响应Freeman关于网络中心性（network centrality）

的3种 论 述，即 点 度 中 心 性（degree centrality）、中 介 中 心 性

（betweenness centrality）和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

作者以航空连接对城市创意经济的影响为例，进一步细化了枢纽城市

的3种概念：作为乘客最终目的地的城市、作为乘客主要中转站的城

市，以及为其他城市提供直接服务的城市。基于美国128个城市的145

个机场的航空交通和创意产业就业的数据，比较上述3类枢纽城市的

中心性（hubness），发现不同类型的枢纽享受的经济收益是有差异

的，作为乘客最终目的地的城市是这场竞争中的赢家。因此，研究呼吁

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应该瞄准收益更高的枢纽城市。

第11章中，Mayer和Cowell讨论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枢纽城市——

首都，认为首都在形成和巩固一个国家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身份方面的

特殊作用，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经济类型。研究分析了2001—2004年美

国联邦采购国土安全产品和服务的经济地理特征，研究重点关注美国

首都华盛顿特区，发现得益于政府、行政部门、非营利部门和私营部门

之间的密切互动。该地区占据了美国国土安全采购合同的一半以上，

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中心——政治决策中的枢纽和政治权力的

执行地。

综上，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是科学发现和技术革新的基础，知

识经济则是促进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源泉。在我国，2012年召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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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知

识经济的培育和增长将逐渐成为我国实现城市区域可持续发展，

乃至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手段。《知识经济中的枢纽城市：海港、空

港、脑港》一书中汇编的多项研究从全球、区域、本地等多尺度，运

用定量方法对知识枢纽的网络属性和集聚属性进行了多学科的视

角实证分析，系统地剖析了知识经济中的枢纽城市及其物理空间

载体（如海港、空港等）和非物理空间载体（如脑港等）的作用。

虽然本书所涉及主题的广度和篇幅有限，不同章节的研究仅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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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提供了一个局部的视角和窗口，但研究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概

念论证、计量分析、案例探讨等），涵盖各种区域基础设施（机场、火

车站、港口、互联网基础设施等），关注各类型知识经济行业（知识

密集型商业服务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高科技产业等），总结了一

整套探索城市区域基础设施可及性与知识经济间关系的前沿分析

方法和实证案例。因此，本书将有助于经济地理、城乡规划领域的学

者充分理解知识经济的特征和发展规律，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

了一定的方法论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