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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al or Innovative Space?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Space in Yangtze River Delta Based on Business-to-Business E-commerce
杨  卓   罗震东   耿  磊   YANG Zhuo, LUO Zhendong, GENG Lei

近10年，随着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崛起，电子商务的区域经济空间格局已经形成，长三角地区是中国

电子商务发展水平和集聚程度最高的区域。考虑到B2B电子商务是国内电子商务的主体，且覆盖的产品门类远大于B2C及

C2C电子商务，试图通过对B2B电子商务企业网络数据的挖掘，剖析当前“大长三角”区域内电子商务经济的空间特征。发

现长三角电子商务经济空间总体上呈现高度不均衡和带状集聚的特征，“沪义集聚带”和“温台集聚带”构成了当前长

三角电子商务发展的主要空间，不同于长期以来对长三角南北两翼产业空间格局的传统描述。这一巨大的混合经济空间

的浮现显示了传统经济与互联网经济相互作用与相互依存的特征。这一借助互联网实现升级的过程在长三角的分布并不

均衡，沪宁线上以“大工业”、“重工业”为特征的城市在新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有所削弱，“沪义集聚带”悄然成为长三角

新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带。

Especially in the past ten years, with the rapid rise of e-commerce, regional economic spatial pattern of e-commerce has already been 

formed,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became the area with highest e-commerce level and agglomeration degree in China. Considering 

that Business-to-Business e-commerce is the main constituent of domestic e-commerce economy, covering more product categories 

than Business-to-Customer and Customer-to-Customer e-commer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use Business-to-Business e-commerce 

enterprise data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e-commerce economy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t finds out 

that the e-commerce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can be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as highly uneven and banded 

agglomeration. Shanghai-Yiwu agglomeration belt and Wenzhou-Taizhou agglomeration belt constitute the main space of current 

e-commerce development of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which breaks the traditional description of industry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region. The emergence of this huge mixed economic space shows that conventional economy and Internet economy are 

interdependent. Meanwhile, the upgrading process due to the Internet is not balanced. The status of cities which characterized by 

“heavy industry” on Shanghai-Nanjing Belt has been weakened, while Shanghai-Yiwu Belt becomes the core of the New Economy 

development area in Yangtze River Delta.

0　引言

21世纪以来，互联网所推动的信息化进

程正以惊人的速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

济、社会以及空间组织方式[1]。空间距离影响

的大幅度削弱推动了不同尺度的“时空压

缩”[2-4]，不断迭代更新的技术进步促使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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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持续变革。生产、交易、流通等各个

环节的创新，都重塑着城市区域的空间结构以

及演化趋势[5]。信息节点、智能走廊、智能区域

等新的空间组织模式逐渐浮现[6]，新的区域空

间格局在新经济虚拟与现实交融的影响下逐

渐清晰。尤其在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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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传统产业与新经济活动的碰撞愈发剧烈，

在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放缓的大背景下（图1），

给传统商业模式带来颠覆性改变的电子商务

连续5年呈指数式增长（图2），已然成为中国

经济增长的支柱[7]。通过对全国县域电子商务

发展的空间特征以及全国淘宝村、镇空间特征

的研究可以看到，电子商务的区域经济空间格

局已经形成[8-9]，长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电子

商务发展水平和集聚程度最高的区域。

中国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与中国庞大的

制造业基础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新经济并

非是对传统经济的革命。除了软件、数字音像

制品等“软”产品外，电子商务通常的交易

内容仍以日常消费品和工业品等“硬”产品

为主，这就使得电子商务在很大程度上依托

于传统的制造业，并在物流体系上呈现地理

空间的影响[10]。长江三角洲地区电子商务的

发达与区域制造业能力的强大是分不开的，

因此一定程度上也是传统经济与新经济竞

争、互动和融合最为激烈的区域。那么，这场

竞合所带来的空间影响是什么？电子商务经

济的区域空间格局具有怎样的特征？是否继

续沿路（沪宁、沪杭高速公路）、沿江（长江）、

环湾（杭州湾）[11]集聚，依附或强化既有的

空间结构，诸如横“V”字形结构[12]、“Z”字

形结构[13-14]以及横“M”型结构[15] ？对上述

问题的回答有赖于深入的产业空间分析，然

而研究理念的滞后和数据获取的困难使得目

前相关的探讨和研究存在较大空白[16-17]。

在中国当前的电子商务经济中，B2B电

子商务为规模最大的类型。B2B电子商务通

过商品流通环节的缩减大大降低了采购成

本，为大量传统工业企业提供了转型的方向

与动力，已成为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引擎。

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统计，2016年全

国B2B电子商务交易额高达16.7万亿元①，占

电子商务总交易额的72.7%。与此同时，由于

B2B电子商务以企业间的交易为主，因此产

品的门类远大于B2C或者C2C电子商务，从

而为观察电子商务经济活动的产业特征提供

了更加全面的视角。基于B2B电子商务较好

的代表性，本文试图采用网络数据挖掘获取

供应商相关数据，通过深入剖析供应商在长

江三角洲的空间分布格局，以及不同产品门

类的发展特征，探讨电子商务经济活动发生

的空间偏好与适宜环境，从而更加清晰地呈

现长江三角洲新经济的区域格局及其与传统

经济的复杂关系。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与获取

研究以江苏、浙江、上海和安徽所组成

的“大长三角”为空间范围，选取阿里巴巴

网站（www.1688.com）上的供应商数据作

为主要数据来源。阿里巴巴作为全球领先的

电子商务交易平台，目前已有超过1 000万家

企业在其平台上开通网上商铺，产品覆盖服

装、家居、化工、机械设备等34个二级类别。在

2016年中国B2B电子商务平台市场份额排名

中，阿里巴巴占比高达43%②，远高于第二名

7.5%的占比，是国内B2B市场最主要的电商

平台。因此，从这一平台获取的数据相对能反

映中国的情况。研究借助第三方网络爬虫平

台于2017年3月按照分地区（地级市尺度）、

分产品市场（34个二级市场）和特定企业层

级（有买家保障）的搜索方式，抓取到阿里

巴巴网站中分布在长三角41个地市的企业信

息。具体信息包括电商企业的名称、网址、地

址、经营模式、员工规模及主营产品等。在删

除重复出现和没有店铺网址的电商企业后，

最终获得89 133条有效企业信息。

1.2　数据处理与分析方法

重点分析电商企业在“大长三角”区域

内的空间分布特征。由于无法获取企业具体

的产值规模，研究采用企业数量作为替代数

据来反映企业的集聚特征。为了能够更加清

晰地展示电商企业在更细微的空间单元上的

分布，研究依据网络爬虫所获取到的企业地

址将其按照市辖区、县及县级市的单元重新

划分，最终得到201个县、市电商企业的发展

情况。

研究主要从总体特征和分产品门类特

征两个维度对长三角B2B电子商务经济的空

图1　2014—2015年我国PPI指数月度变化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2　2011—2016年我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①数据来源于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2016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

②引自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2016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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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特征进行剖析。在总体特征分析中，首先基

于企业数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采用空间

自相关分析方法论证并检验各地电子商务产

业是否与其相邻空间相关联。其中采用全局

Moran’s I空间自相关检验电子商务产业在

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关联程度。虽然全局空间

自相关可以说明研究对象在全部区域上的分

布模式，但通常会掩盖局部范围内的不稳定

性，因此在全局空间自相关的基础上进行局

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测度局部单元关于某一

属性的相关程度，本文采用局部Moran's I（亦

称LISA）进行计算。

为了更详尽地呈现电商企业的发展偏

好，研究基于企业主营产品信息，将企业按照

产品类型再次划分。阿里巴巴网站将产品市

场分为工业品、原材料、消费品和商业服务4

个大类和34个中类，其中原材料包含工业品

原材料和消费品原材料。为突显轻工业品与

重工业品的区别，本文将一级产品市场划分

为5个，即工业品、工业品原材料、消费品原材

料、消费品和商业服务。同时由于二级市场中

有些产品区别度不大，因此将二级产品市场

的部分日常消费品种类予以合并，这样得到

基于5个产品大类、25个产品中类划分的电

商企业类型。采用区位基尼系数和集中度指

数（CRn）两个指标，分别测度电商企业在

各地分布的均衡程度以及集聚程度。在集中

度指数测算中，选择n=1和n=4，在本文中分

别表示某一行业最大的前1位或前4位评价单

元的B2B企业数量与长三角所有地区B2B企

业总量的比值。

2　总体特征: 带状集聚

2.1　省际省内特征： 差距显著， 梯度扩散

以省域为空间单元分析长三角B2B电商

企业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到三省一市的B2B

电商企业数量存在着巨大差距（图3）。浙江

省遥遥领先，占据企业总数量近70%的份额，

而安徽省数量最少，甚至不及浙江省的5%，

并且与江苏、上海也存在较大差距。以市域为

单元进一步分析各省内部的电商企业空间分

布，发现省内同样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呈现

出沿核心区梯度扩散的格局。

浙江省电商企业以金华、温台地区分布

最为密集，浙西南区域最为稀疏（图4），呈

现出较为明显的从浙中、浙南向浙北、浙西南

逐步下降的特征。在整体较为均衡的浙北区

域，湖州是发展的洼地。江苏省电商企业主要

集聚在苏州、南通和徐州三市，在这些核心地

区周边形成了第二梯度的电商企业密集区。

在核心区依次向外圈层式分布的格局下，镇

江是被电商企业密集区包围的洼地。淮安则

是苏南电商企业聚集区和徐州聚集区向外扩

散的共同边缘区（图5）。安徽省的电商企业

主要分布在合肥、安庆、马鞍山和亳州等市，

其他区域均是电商发展的低谷（图6）。相比

于浙江和江苏省内较为明显的圈层式分布格

局，安徽B2B电商企业数量太少，尚未出现明

显的地域扩散特征。

2.2　区域总体格局： 两大集聚带凸显

以县、市为空间单元进一步分析长三角

B2B电商企业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到大量电

商企业分布在太湖以东、长江以南的沿海区

域（图7），空间上形成两条较为明显的集聚

带。通过对各个县、市电商企业进行空间聚集

能力的插值分析（图8），可以更明显地看到

“上海—苏州—杭州—义乌”组成的“沪义

集聚带”和“温州—台州”组成的“温台集

聚带”。尤其围绕义乌和苍南两个集聚中心，

分别形成了以永康、东阳、诸暨、绍兴、杭州为

图3　长三角各省市B2B电商企业数量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4　浙江B2B电商企业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6　安徽B2B电商企业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江苏B2B电商企业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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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绵区域和以瑞安、温州、乐清为连绵区域的

圈层式电商企业集聚高值区。在两大集聚带

外部，则呈现出沿核心区梯度扩散的特征。在

苏北和皖中的局部地区存在点状密集区域。

“沪义集聚带”是长江三角洲最为显著

的、呈连绵态势的电商企业密集区域。这一发

展带北起上海、南达义乌，向东延伸至宁波环

杭州湾板块，中间除了嘉兴市电商企业分布

相对较少外，均是电子商务经济发达的县市。

这一集聚带的形成与长三角传统产业空间格

局，即沪宁、沪杭、杭甬经济发展带存在紧密

的关系，但显然突破了既有的空间格局。全

球城市上海与全球小商品之都义乌的链接，

将上海、杭州、苏州、义乌4座具有不同“全

球”职能的城市串联成一个新的全球性产业

空间，似乎预示着电子商务经济对于传统空

间格局的重构。与尺度巨大的“沪义集聚带”

相比，“温台集聚带”作为长三角地区电商企

业密集分布的另一连绵区域，则存在着明显

的区域锁定，扩散格局仅从苍南延伸至台州，

未能进一步向北、向西扩散。

2.3　空间集聚特征： 相邻区域高度集聚

长三角B2B电商企业在空间分布上具有

正相关性，呈现一定的聚类特征，各地的电子

商务发展在空间上倾向于相邻。全局空间自相

关分析结果显示，Moran's I指数为0.38，大于

0，且Z值得分大于2.58，显著性水平P值小于

0.001（99.9%的置信水平），具有统计学上的

显著性（表1）。为排除局部空间分布的不稳定

性，进一步对其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可

以明显看到电商企业呈现高度集聚的热点区

域全部分布在浙江省和江苏省的太湖以东地

区，而冷点区几乎全部分布在安徽省境内，表

明电商企业热点区与冷点区在空间上均倾向

于相邻（图9）。

高—高集聚区域基本分布在两大集聚带

中。范围包括义乌、金华、武义、东阳、诸暨、浦

江、湖州、慈溪、苍南、平阳、温岭、苏州、常熟

等地，表明该区域电商企业的集聚特征和邻

接特征均较为明显，与前述中关于围绕义乌

和苍南两个集聚中心形成B2B电商企业聚集

高值区的论断一致。高—低区域较少，且分布

零散，这类代表性区域有南京、合肥、亳州、桐

城等地。这些地区虽有一定的电商企业规模，

但周边县市电商企业较少，呈现一定的孤岛

特性。低—高区域是指地区周边县市电商企

业较多，但自身电商发展较为滞后，通常为密

集区中的发展洼地。这些地区全部分布在浙

江境内，包括兰溪、建德、桐庐、嵊州、磐安和

平湖等地，为义乌周边的第二圈层县市。

3　分产品类型分析: 混合与新生的产业

      空间

3.1　电商企业特点： 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

        的混合体

B2B电商企业中生产加工类电商企业是

发展的主体。B2B电商企业主要分为4种经

营类型，即生产加工、经销批发、招商代理和

商业服务，其中只有生产加工类既是生产商

也是贸易商。根据本研究获取的B2B电商企

业数据，生产加工类企业占比67.9%，经销批

发类占31.3%，招商代理类0.5%，商业服务

类0.3%。生产加工类电商企业的主体地位非

常清晰，它们有着自己的生产基地，既做电

商，也做生产制造，是传统经济与互联网新

经济结合最紧密的载体，是互联网不断渗透

所造就的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的混合体。这

些企业借助互联网有效地应对了产能过剩和

图7　长三角B2B电商企业分布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长三角B2B电商企业集聚强度插值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9　长三角B2B电商企业LISA聚类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数值 得分
Moran's I 0.377836

Z值 8.629
P值 0.00066

表1  全局空间自相关数据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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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欠缺等难题。比如与更远距离的上下游

商家实现信息交换，重新界定客户和供应商

之间的关系，使得交易过程更为合理[18]，一

定程度上实现了“即时生产（JIT，Just In 

Time）”、“定单生产（BTO，Build To Order） ”

或“定制生产（Customization）”等柔性生

产策略（Flexible Production），提升了生产

链的灵活性 [19]。在拥有B2B电商企业的198

个县市中，仅上海市、杭州市、东海县、亳州市

等13个县市的非生产加工类型的电商企业的

比重更高，表明长三角绝大部分城市主要以

“传统制造业企业+互联网”的形式参与到新

经济的发展中。

同时，从企业的主营产品信息可以看出，

大量的电商企业依然经营各类“硬”产品，

尤以日常生活消费品（鞋包服饰、日用百货、

工艺礼品等）以及这些消费品所需要的包装

材料居多。将电商企业按照主营产品类型进

行分类（图10），可以发现经营服务类“软”

产品（网店装修、进出口代理、物流、培训等）

的电商企业仅占企业总量的0.2%。由此可见，

中国当前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雄厚的制造

业基础，同时更靠近消费端的轻工业产品在

电子商务市场中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和更强

劲的链接能力。传统的轻工业较为突出的城

市在这一轮新经济的发展中显得更为活跃。

3.2　产业关联特征： 与地方产业发育程度

        高度相关

不同产品类型的电商企业在空间分布上

有着不同的地方偏好，呈现出与地方产业特

征较为明显的关联现象。进一步对5个一级产

品类型的电商企业分别进行空间集聚能力的

插值分析（图11-图14），可以明显看到，大量

工业品原材料和工业品企业集聚在苏南和上

海地区，从常州至上海形成了一条连续的集

聚带，并在上海达到集聚峰值，而在其他地区

则是点状的孤岛式分布，如南京、兴化、杭州、

余姚、慈溪、乐清等地。虽然工业品企业在杭

州至永康也形成了电商企业密集区，但与常

州至上海的集聚带相比，集聚程度较弱（图

11-图12）。消费品电商企业的分布则以浙中

地区为主，义乌是该类企业集聚的峰值区域，

并形成了围绕义乌逐步向义乌周边的永康、

诸暨等区域圈层式扩散的格局（图13）。消费

品原材料和商业服务企业均呈现出显著的点状

分布特征。商业服务企业几乎仅在上海、杭州、

苏州、义乌、宁波和温州分布，绝大部分地区呈

现空白（图14）。消费品原材料电商企业在上

海、苏州、绍兴、义乌和苍南之外，还出现了徐

州、睢宁、沭阳和桐城密集区域（图15）。总体

上，上海市、浙江省和江苏省苏南地区是各类电

商企业集聚的主要区域。

产业地方关联的形成与长三角各地的产

业特征有着紧密的关系。长期以来，注重“以

商为先”的浙江城市[20]，一直重视内生发展

动力的培育，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形成了较强

的轻工业优势和各类专业市场，城市间呈现

出以产品分工为特征的产业特点[21]，小商品

经济发育程度更是全国领先[22]。江苏的发展

路径则是通过乡镇企业产生的原始积累，与

外资紧密嫁接[20]，不断增加重工业、投入品工

业的投入，从而在长三角南北两翼形成了“北

重南轻”的特征[11]。江苏仅有苏州、常州、南

通等地的部分县市的轻工业仍在长三角地区

保有一定优势地位。由于小商品经济更容易

与靠近消费端的电子商务相结合，因此浙江

经济迅速实现了互联网经济的爆发式成长。

图10　长三角分产品类别的电商企业统计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2　长三角工业品电商企业集聚强度插值
示意图④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长三角工业品原材料电商企业集聚强度插值
示意图③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③工业品原材料企业包括化工、橡塑、复合材料及冶金矿产企业。

④工业品材料企业包括安全防护、机械及设备、仪器仪表、照明、电子电气、五金工具及医疗器材企业。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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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长三角消费品电商企业集聚强度插值
示意图⑤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4　长三角商业服务电商企业集聚强度插值
示意图⑥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5　长三角消费品原材料电商企业集聚强度插值
示意图⑦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6　不同产品类型电商企业地区分布集中程度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行业 区位基尼系数 集中度 包含县市

原材料 0.85
CR1 24.13% 上海市

CR4 35.34% 上 海 市 、 无 锡 市 、 苏 州
市、义乌市

工业品 0.82
CR1 16.58% 上海市

CR4 27.95% 上 海 市 、 乐 清 市 、 义 乌
市、苏州市

行业材料 0.87
CR1 23.57% 苍南县

CR4 54.32% 苍 南 县 、 义 乌 市 、 绍 兴
市、上海市

消费品 0.84
CR1 30.42% 义乌市

CR4 45.37% 义 乌 市 、 苍 南 县 、 上 海
市、杭州市

商业服务 0.93
CR1 43.24% 上海市

CR4 69.19% 上 海 市 、 杭 州 市 、 义 乌
市、宁波市

表2  不同类别电商企业区域集聚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苏南地区虽然一直是长三角北翼经济发展的

核心地带，然而由于产品以工业品居多，且城

市重工业化程度较高，产品的在线交易和物

流配送难度系数相对较大，因此难以迅速与

电子商务相结合，这一特征在电商企业的分

布格局中已经凸显出来。至于安徽、苏北和浙

西地区，虽然承接了上海、浙江和苏南地区大

量的制造业转移[23]，但制造业基础与长三角

核心区域仍存在较大差距，电商企业的发展

差距更大。

B2B电商企业的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

极小部分的县市集聚了绝大多数的电商企

业。根据各县市5大产品类型电商企业的数量

绘制洛伦兹曲线（图16），其所对应的区位基

尼系数和集中度指数如表2所示。一般认为，

当区位基尼系数超过0.4时，行业分布差距偏

大，当超过0.6时，区域分布高度不均衡。参照

该标准，工业品原材料、消费品原材料、工业

品、消费品和商业服务5大类B2B电商企业均

处在分布高度不均衡状态。仅从数量观察，义

乌、上海、苍南、杭州、永康、苏州、温州和台州

等8县市集聚了长三角201个县市超过半数的

电商企业。在5大类电商企业的分布上，商业

服务类的不均衡程度最高，近50%的商业服

务电商企业集聚在上海。其次为消费品原材

料企业，大量分布在苍南、义乌、绍兴和上海

等地。仅工业品电商企业在前4位城市的集聚

相对较少，空间分布上相对分散。

进一步聚焦分析5大产品类型下的25个

二级产品市场以及某一产品类型高度集聚的

“专业化城市”（图17），可以看到集群效应异

常显著，大量电商企业集聚在传统专业化产

业集群中。其中不乏较少在传统长三角产业

研究中出现的苏北和皖南的产业集群。分析

分产品类型产业集群的分布，可以更为明显

地观察到前文提出的两大电商企业集聚带。

⑤消费品企业包括鞋包服饰、工艺礼品、日用百货、医药保养、文体用品、食品饮料、汽车用品、钟表饰品、家纺家饰等企业。

⑥商业服务企业包括网店装修、物流代理、广告设计等企业。

⑦消费品原材料企业包括包装、纺织皮革、家装建材等企业。

注释



城市研究 | 103 

“沪义集聚带”是长三角电商企业的核心发

展带，这一集聚带几乎囊括了全产品门类的

电商企业，小到水晶工艺品，大到机械设备，

“轻”到旗袍礼服，“重”到冶金矿产，庞大的

企业数量，丰富、多元的产品，支撑起链接全

球的销售网络，形成了上海至义乌间面向消

费端的完整产业空间。这一产业空间内部，大

量产品的集散形成了庞大的物流、人流、信息

流和资金流网络，使得该空间同时也是高密

度的网络化空间、新经济空间。从苍南至台州

的聚集带相对单一，一方面串联的城市数量、

能级有限，另一方面，产品门类也不如沪义

集聚带齐全，然而这一集聚带充分展示了温

台地区传统经济与电子商务结合后的巨大活

力。在上述两条集聚带外，苏中、苏北、皖中等

地区还分布着一些孤立的产业集群，同样地，

图17　长三角电商企业相应类别产业集群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这些集群在与电子商务结合的过程中释放出

巨大潜力，使得诸如亳州市、桐城市、徐州市、

睢宁县、沭阳县、东海县、新沂市等地成为电

商企业聚集的高值区，成为长三角新经济空

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这其中不乏如睢宁

家具（沙集）、宿迁家具（耿车）这样的“互

联网+”催生的产业集群，但大部分都是既有

产业“+互联网”后升级的产业集群。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B2B电商企业数据分析“大长三角”

电子商务经济的空间格局和特征，发现长三

角电子商务经济空间呈现高度不均衡和带状

集聚特征。大量电商企业分布的“沪义集聚

带”和“温台集聚带”构成了当前长三角电

子商务经济的主要发展空间，突破了长期以

来学界对长三角南北两翼产业空间格局的传

统描述。在电子商务经济的空间格局中，作为

长三角经济发展大动脉的“沪宁”、“沪杭”、

“杭甬”轴带的集聚优势并不突出。而从上海

至义乌这条走廊上的企业通过互联网转型升

级，逐渐强化了“沪义集聚带”的优势，悄然

成为长三角新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带。集聚带

中的核心城市上海、杭州、苏州和义乌，分别

具有不同的“全球”职能，它们的串联似乎

正在塑造一个新的全球性产业空间，一个互

联网与区域强大制造能力、深厚人才储备相

结合的混合经济空间。

“沪义集聚带”这一巨大的混合经济空

间的浮现，显示了传统经济与互联网经济相

互作用与相互依存的特征。这一空间虽然重

新刻画了长三角的产业空间格局，但它的形

成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在传统产业空间上的

重新着墨。大量作为制造业与电子商务混合

体存在的企业实现的是互联网在传统经济中

的渗透，因此电子商务经济并不是完全新生

的经济，它们依托着传统产业集群快速生长。

在这一轮电子商务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

的是，借助互联网实现转型升级的企业的分

布并不均匀，甚至高度不均衡。当前电子商

务解决的主要是企业交易渠道有限、交易成

本较高等问题，企业之间交易的产品仍然以

“硬”产品为主。不同企业面向电子商务、面

向消费端的能力大小有别，必然导致不同地

方的产业集群特征和电子商务经济的匹配程

度存在差异。由于适宜物流配送的产品是当

前B2B电子商务的主流产品，这就导致B2B

电子商务在重工业企业中的应用较少，于是

沪宁线上以“大工业”、“重工业”为特征的

城市在新经济格局中的比重被大大压低。

互联网虽然大大削弱了地理距离的影

响，但并未消解地理邻近的空间效应。地方发

展的关键在于默会知识，但默会知识一般由

人具体化，高度依赖于地方环境，且只能通过

直接物理交互才能获取[24]。这就决定了经济

活动更迭创新形成的新一轮产业空间将主要

通过上一轮产业空间的物理近域扩散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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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具体化的人的日常生产生活依然无法摆

脱地理距离的影响。长三角电子商务经济空

间的集聚特征再次证明了这一相邻集聚的趋

势。由此可以预见，随着长三角新经济发育程

度的不断提升，“沪义集聚带”的集群效应

将会更加突出，专业化程度更高，升级能力更

强，对长三角空间组织的作用也会更显著。因

此，新一轮的长三角区域规划应当充分重视

“沪义集聚带”的发展趋势，高度重视这一走

廊上的交通、产业以及空间的组织与协同，进

一步促进沪义集聚带在长三角新经济发展中

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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