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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城市：城市化进程的高端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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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简要回顾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历史沿革的基础上．总结了世界城市发展的

普遍规律与特征，并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对其内涵进行了概述。通过研究比对，认为

世界城市职能特征相似，但细微差异体现精明增长内涵；运行机理相近，无形价值载

体体现核心功能；关注焦点相对集中，城市基本价值导向逐渐显现。认为未来世界城

市更加趋向全能型、区域化、人本性、文化化，并将最终成为世界城市未来的发展模

式。最后，从8个方面论述了世界城市的成功发展经验-9失败教训对北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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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伦敦、

东京和巴黎是国

际公认的4大世

界城市，其形成与

发展过程符合高

等级城市的普遍

规律．同时每个城

市又具有其自身

的发展个性[”。在

长期的形成与发

展过程中，逐渐形

成了主导地位突出、辐射力涵盖全球的城市

主题文化，并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创

造并集聚体现世界先进文化价值的各类载

体，达到了城市经济性、文化性、社会性成长

的高度统一。例如：

二战前。纽约凭借其有利的地理条件、

腹地条件以及轮班制航运制度的确定，极大

+收稿日期：2010年4月28日

地促进了港口贸易业的发展．并由此成为连

接欧美贸易市场的桥头堡，成为美国东北部

地区最发达的城市。二战后。通过公立大学

的建设、改善劳动力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生产服务业、复兴传统

制造业等战略举措，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

整，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娱乐业成为世界

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先导。至20世纪90年

代．民族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包容性发挥了巨

大作用，纽约成为全球先进生产要素集聚

地。技术与制度的创新中心，并逐渐由“文化

之都”向“世界城市”转变，世界多元文化成

为缔造世界纽约的核心要素。

长期以来，伦敦凭借其优越的地理区

位，集聚了“日不落帝国”最有价值的资源，

成为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的先驱．于20世

纪60一70年代率先完成工业化进入后工业

化时代[21，并依托其庞大的国际市场，在全球

化过程中通过金融资本的经营．引导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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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在全球范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31，实

现了“帝国之都”向“金融之都”的转型。转型

过程中．伦敦集聚了大量高端人才与企业总

部、构建了诸多世界著名大学，使伦敦成为

世界创意产业的集聚地，刺激了伦敦产业结

构的再调整，成为由“名牌城市”向“世界城

市”成功升级的典型城市网。

东京的快速增长集中在明治维新之后

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工业革命过程

中，由于国家战略的影响。资本、人口以及以

4大财阀为首的企业中央管理功能向东京

集中，使之具备了政治、经济双重中心的功

能。二战后，凭借全球广阔的大型工业产品

市场需求，以及东京城市群的培育，工业主

导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使东京成为世界

经济重心；1985年《广场协议》致使日本的

对外投资规模迅速扩大。资本控制市场由亚

洲逐渐扩大到欧美。并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

重要管理中心。

巴黎历史上长期作为法国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中心。是举世闻名的世界文化名城，

文化成为其主导功能之一，成为世界典型的

名牌城市。20世纪70—90年代经济发展的

持续低迷，促使其寻找在世界范围内的功能

定位，并形成了《法兰西岛地区发展指导纲

要(1990--2015)》，以多中心、区域化、整体

性城市新布局适应世界城市竞争，形成了覆

盖4个国家的40个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的巴黎都市圈。历史感带来了巨大经济和社

会效益，并逐渐成为法国的企业天堂。高技

术工业、以奢侈品著名的高档商业以及金

融、文化创意等产业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1概念内涵解析

从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的发展历程

看。世界城市的形成与演变具有以下特征和

规律：

(1)世界城市均选择了工业化带动城市

化的基本成长路径。并成为世界工业革命先

锋：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发达的高技术制造业

体系是后工业化时代进行大规模的、高端技

术和制度创新的源泉：

(2)鲜明的城市主题文化是世界城市率

先在经济区层面形成初始竞争力的基础。是

保障世界城市在后工业时代体现创新活力

的载体。是保障先进生产力充分发挥集聚与

辐射作用的核心：反映时代需求的文化裂变

是保障其竞争力持续提高的基石。也是世界

城市未来的永续发展主题：

(3)世界城市均依托具有区域辐射能力

的经济区。经济区内部各节点的协调发展是

世界城市发展初期实现快速增长的引擎；集

聚和辐射是世界城市发展和演进的重要机

制，同时也是保障其持续、稳定、高效发展的

物质基础：

(4)以跨国公司为纽带，较高的国际化

程度是保障世界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内发

挥控制和管理中心职能的基础；包括资本、

人才、技术等元素在内的高端生产性要素成

为跨国公司控制世界经济体系的核心，又是

大规模的小型创新企业实现资源优化整合

的中坚力量：

(5)国际金融、文化创意等体现世界城

市主题文化精髓的现代服务业是促进世界

城市实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助力器和催

化剂；是现在和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范围内体

现世界城市全球价值的有效工具和载体。

综上所述。世界城市主要依托世界经济

网络和周边城市体系两个载体。主要体现在

管理和控制两大作用，创新是永恒的主题，

文化是持续的力量。资本、人才和技术的有

效集聚和扩散是确保世界城市两大作用高

效发挥的两大载体，而国际金融、文化创意

等持续创新的新业态，又是体现世界城市的

全球管理和控制作用的有效工具。

因此。可将世界城市定义为：依托世界

经济网络和城市经济区两大载体，通过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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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主题完善多维创新体系，以新兴业

态整合资本、人才和技术等高端资源，并在

全球范围内实现快速高效集散，以发挥其对

世界经济、社会体系的管理与控制作用的国

际第一流城市。

2既有研究比对

国内外学者对世界城市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嗍，内容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判别标

准、功能作用、等级分类、形成机理、城市网

络以及发展趋势等几个方砸。通过对比，可

以得出如下几个结论：

(1)职能特征相似，细微差异体现精明

增长内涵。研究认为，所有的世界城市都会

涉及相对核心功能与作用。不同学者往往选

择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深入研究【4】。国内学

口堂墨缝壹；蕉堕丝鲎堡塑宣塑丝查I

者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认

为世界城市主要集中在16个主体功能上啊

(见表1)。笔者认为，世界城市之间的竞争

过程就是这些功能内在指标的博弈过程．内

在指标发生背景相互制约与均衡的过程：通

过相关指标在研究案例城市之间的对比．将

有效显示世界城市已经进入城市化进程的

高端形态，并验证是否具有明显的优势。

(2)运行机理相近，无形价值载体体现

核心功能。如传统研究往往从新的国际劳动

地域分工、跨国公司的区域管理模式、体现

世界城市功能价值的核心要素在空间上的

布局结构等几个角度展开畦10l：随着数字城

市建设以及信息化技术的进步．国内外学者

开始从城市网络、先进公共服务设施(如远

表1世界城市职能体系

数据来源：陆军，宋吉涛，谷溪．世界级城市研究概观．城市问题，201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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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通讯网络)的服务方向与格局，以及从

“流”(包括信息、货币以及权力流等)的角度

进行实证分析。即基于集聚与辐射的实际发

生量。寻找各“指标”的空间关系以及指标间

的内在协同程度．凸显世界城市的核心地位

聊。笔者认为，无形载体在一定程度上比有形

载体更能反映城市发展的内涵，更能体现信

息化时代世界城市对全球经济社会网络的

管理与控制能力。

(3)关注焦点集聚，城市基本价值导向

逐渐显现。如世界城市论坛是联合国影响力

最广泛的3大盛会之一．该论坛关注的议题

逐渐体现出世界城市的问题与发展方向。如

前4届“论坛”的主题分别为“可持续的城市

化”、“城市——文化的十字路口。包容与综

合”、“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从理论到行

动”以及“和谐的城镇化”。第5届论坛的主

体为“Cities for all——Bridging the Urban

Divide”，将讨论城市的权利、城乡差距、社

会平等与贫困、民主参与、文化多样性以及

妇女问题等。笔者认为，世界城市探讨的问

题将逐步细化、系统化和多元化，开始服务

于一个基本诉求。即让城市更舒适、更便捷、

更宜居、更安全；世界城市应引领城市功能

向普惠、人本、公义、和谐的价值导向发展。

并成为城市环境建设的目标和本质所在。

3典型实例剖析

(1)突出城市文化主题是城市实现国际

化，迈向世界城市的保障，是城市发展的灵

魂。诸多的世界名牌城市均具有突出的文化

主题，如水上之都威尼斯、港口之都鹿特丹、

旅游之都夏威夷、建筑之都罗马、电影之都

洛杉矶以及时装之都巴黎等。在长期的发展

中，主题文化逐渐成为名牌城市的标志[81。世

界城市与名牌城市类似，即率先通过品牌打

造，形成城市发展个性，体现城市发展品质，

最终通过这种高品质的塑造，形成更强的经

济吸纳力，以及民众的整体创造力。如在旅

■圜2010年·第25卷．第3期

游之都夏威夷主题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抓住

了两个特质性资源：一是作为太平洋中部热

带海洋岛屿的自然特质．这一特质为夏威夷

提供了成为旅游胜地的地理可能；二是作为

南美岛国的历史民俗文化。这一特质为夏威

夷提供了成为旅游胜地的文化可能。在对这

两个特质的融合与升华过程中，夏威夷发挥

了原创精神。对土著文化进行了保护与加

工。同时，通过构建一系列高档的度假酒店

和与旅游主题相关的民俗公园等硬件设施。

加强了这一主题的可操作性：强化了民俗与

旅游的吸引力，使夏威夷古典主义的城市主

题文化成为了世界游客向往的中心。

(2)国家战略在世界城市培育过程中将

发挥重大作用。在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跨

国公司首先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成为世

界城市实现快速发展的核心元素。但东京作

为特殊案例。与纽约、伦敦以及巴黎等世界

级城市略有差异．是典型的规划引导型世界

城市。这主要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一是东

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主要依托国家经济

实力和日元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发展非离岸

金融业。并通过大爆炸式的金融改革。巩固

东京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发挥其对世界金

融资本的管理与控制作用；二是日本通过构

建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信息中心。强化包括

高校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在东京的高度集

聚，推动信息的生产经营，使之率先迈入信

息化时代：三是政府确立并维护东京的世界

城市定位，如由财政部控制银行体系，鼓励

公司企业向银行借贷，并由商业银行组建

Keiretsu网络监督工业的发展，通过中央集

权控制资金借贷，使作为首都的东京市在执

行政治决策中心功能的同时，强化了其在世

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

“国家冠军”嘲。

(3)城市环境建设日益成为世界城市关

注的焦点。从国家与城市发展战略的角度

万方数据



看，工业化与信息化时代，世界城市作为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先驱，成为攫取世界价值

资源的工具。随着世界城市的深度发展，各

国开始关注宜居环境的建设。如东京早在

21世纪初便将环境建设与维护作为战略性

产业，包括废弃物处理业、再生利用产业、环

境修复名日新产业和环境关联服务业。其中

后者涉及环境经营系统构建、ESCo事业顾

问、排放权交易活动援助等，环境教育、环境

广告、环境旅游等环境信息产业也得到快速

发展，与此同时。环境综合评价制度在东京

都范围内全面实施。此外，伦敦迫于城市环

境压力．21世纪初也提出了构建“世界可持

续发展的示范性城市”的目标。旨在实现“持

续高速地、多样化地经济发展”、“社会内涵

的提升”、“环境和基础设施的改善”3大主

题的平衡．广义的城市环境建设的概念日益

提上日程，并制定环境规划草案。该草案涉

及生物多样性、文化多元化、环境噪声以及

空间发展战略等诸多内容．并融入一系列社

会性活动，如获取绿色代码、鼓励商家使用

可循环材料、推行无汽车日、反垃圾运动、建

立零碳释放能源以及为城市农田提供资金

援助等，以保障规划草案的有效落实嗣。

(4)科学合理的空间组织结构成为保障

其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这种所谓的空间结

构表现为两个层面，即都市区层面和城市建

口堂墨塑壹；缝壹丝鲞堡笪壹塑墅查I

成区层面。例如，就都市区层面。巴黎的《法

兰西岛地区发展指导纲要》(1990～2015)提

出打破行政边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以及

调整区域空间、构建多中心的巴黎地区的思

路。一方面可以整合周边地区优势资源，通

过建立伙伴关系，提高区域整体的吸引力和

竞争力：另一方面，强调不同层次城市集合

在规模、功能和区位上的多样性及相互之间

的联系与协作．作为加强区域整体性的重要

手段。同样，《东京规划2025))对空间组织结

构和各功能主体的职能定位也进行了明确

的设计(表2)。就城市建设区范围。各世界

城市也进行了相应的规划设计，如伦敦的几

个分区相对具有较为明显的功能分工。其中

伦敦城是金融资本和贸易中心；西伦敦是英

国王宫、首相官邸、议会和政府各部所在地；

东伦敦是工业区和工人住宅区；南伦敦是工

商业和住宅混合区；北伦敦是主要居住区；

港口区指伦敦塔桥至泰晤士河河口之间的

地区，以港口经济为核心，兼顾一部分商务

和居住功能。

4发展模式展望

2008年金融危机使世界城市的发展受

到重创．这导致各个领域对世界城市的发展

模式开始反思。例如美国加州推进“去国家

化”和“超国家化”的全球化进程，却在危机

后成为首个濒临破产的联邦州。另外，关于

表2东京都中心城区和副中心的基本职能定位

区域 职能定位

中心城区

新宿

池袋

涩谷

上野浅草

大崎

浅锦系盯

滨海副中心

主要为行政、景荣、信息、教育文化等职能．主导产业如服务业、金融保险业、

批发零售业、印刷工业等。

第一大副中心。国际金融中心

第二大副中心。商业购物、娱乐中心

交通枢纽、信息中心、商务办公、文化娱乐中心

传统文化旅游中心

高新技术研发中心

商务、文化娱乐中心

面向未来的国际文化、技术信息交流中心

资料来源：东京规划。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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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世界城市发展的负面社会效应、文化的全球

化与地方化的交锋、都市文化与邻里社区文

化、草根文化的博弈、世界城市闪耀的全球

化光环与区域及城市层面的深层次矛盾日

益凸显等。

因此，危机后的全球化走势成为决定世

界城市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据研究，金融危

机将导致国际资本流动与直接投资持续下

行，金融全球化将因管制加强而显颓势；全

球贸易将触底反弹．进而改变贸易地缘格局

与贸易空间结构，从而加速区域一体化；制

造业产业梯度转移趋势仍将继续．甚至扩

大。传统世界城市在冲击下丧失标杆作用，

世界各国的区域性城市(如北京、迪拜、圣保

罗、孟买等)正在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实现

“后发争先”的竞争优势。

(1)坚持经济体系的完整性，即在保障

专业功能突出的基础上，凭借其强大的人力

技术资源和创新优势，强化城市发展的综合

性，塑造全能型的社会经济实体，并不失时

机地加强工业体系的构建，发展高技术产

业。夯实技术创新能力，保持经济增长活力。

(2)着力打造经济一体化区域。即在发

挥城市个体在世界经济网络中重要地位的

同时。一方面要求以区域性核心城市为龙

头，构建相对稳定的全球经济分区。如亚太

经济区、东北亚经济区；另一方面，要立足区

域性城市群，有重点地培育二级节点城市，

使之形成一体化的区域经济与社会实体．强

调基于实际工作人口通勤流量来识别城市

实际经济能量的边界．并防止把本土意识和

腹地概念泛化，以化解世界经济波动的风

险，提高城市群范围内各节点的空间运行效

率。

(3)积极创造一种符合世界城市功能定

位的城市环境，即在缔造与改善优越的自然

环境外，更多地要创造一种轻松、自由、能够

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欲的人文环境，塑造

优美的居住环境、方便的购物消费环境、现

代化的办公环境、高品质的商务服务环境、

轻松的交往环境⋯⋯，形成一种积极向上

的、阳光、勇于开拓进取的时代创新精神。代

表着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

(4)重视、培育本土文化．并竭力发挥其

固有价值。即在弘扬国际先进文化的基础

上。弘扬立足本地资源的城市精神文化、物

质文化、建筑文化、自然文化、管理文化、制

度文化、行为文化等，深入挖掘与培植本土

文化，使之成为一种特质文化．加速主题特

质化认同进程，消除城市文化与城市经济之

间存在的扭力。在发展中城市各个体系中形

成一种系统合力。防止城市发展内耗。

5对北京未来启示

瞄准建设世界城市、启动大国崛起的城

市发展战略逐渐成为首都北京下一步的发

展目标。北京市在某些领域已经具备了世界

城市发展的基本条件。如2009年金融业对

北京市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6．7％．成为经济

增长重要推动力量，位居世界第15位：拥有

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居全球第3位。仅次于

东京和巴黎；人均GDP首破l万美元，位居

中等富裕城市行列，标志着北京发展阶段的

升级，跨人国际城市门槛；第三产业的比重

预期将达到75％左右，已接近国际公认世界

城市标准的底线：国际航空港年旅客吞吐量

超过6 500万人次，成为世界第4大机场；

规划到2015年。轨道交通将达560公里。位

居世界前列唧。另外，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展

示了北京和中国的实力。也提升了首都城市

的国际影响力。

虽如此。北京市距离世界城市的目标尚

有一定的差距。如l万美元的人均GDP距

离世界城市公认的1．5万一2．5万美元的标

准尚有差距：目前北京的国际组织总部只有

国际竹藤组织、联合国亚太农业工程等少数

几个，且缺少具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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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有57个：目前文化影响力主要集中在

传统领域，缺少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团体和

文化活动。另外，科技孵化能力、创新能力、

环境质量等与世界城市也存在较大差距。

通过世界城市基本特征与规律的研究。

对比北京市与世界城市的差异翻。北京市迈

向世界城市需要强化以下几个方面的攻关：

(1)加强投资环境与创业环境建设，积

极培育具有国际影响的生产性和经营性跨

国企业，尤其是生产性跨国集团，提高其在

全球的经济管理与控制能力：另外，积极引

进跨国企业。加速其国际化进程，使之成为

迈向世界城市的有力支撑。

(2)创建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国际化程

度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

系：积极培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金融机

构体系，形成门类齐全、结构合理的金融人

力资源体系。以及符合发展需要和国际惯例

的法律法规体系和软硬并举、开放多元的金

融环境体系。使之成为迈向世界城市的第一

平台。

(3)加强技术和制度创新，即一方面通

过技术创新提高高新技术制造业的地位，淘

汰落后产能，加速制造业结构的调整，促进

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通过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模式的调整，整合北京

市及其周边城市的优势资源，构建区域性技

术孵化平台。提高知识密集度，使之成为提

高城市自我创新能力的基础保障。

(4)加强新型服务业的发展，积极开拓

文化创意产业、信息服务，以及投资咨询、决

策咨询等咨询服务；为专利、商标、版权、软

件等提供的代理、转让、登记、鉴定等知识产

权服务。支持总集成总承包、融资租赁、科技

研发服务、设计创意等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推进技术推广、技术转

移、技术经纪、科技交流、科研支撑条件共建

共享。以及产品质量认证和质量监督检验检

口堂墨塑壹；堡壹丝鲎堡塑壹塑矍查I

测服务。

(5)加强北京市与天津、唐山、大连、青

岛等地区的分工协作，率先构建融京津冀、

辽东半岛、胶东半岛诸中心城市一体发展的

环渤海湾经济共同体。在构建一体化交通网

络体系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企业生产与管理

层面的合作。使技术孵化、生产营销、后勤保

障实现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远期，则需要

加强北京与亚太地区、东北亚地区的合作，

建立国际化的区域发展联盟。

(6)加强北京市城市运行环境建设，即

结合“数字奥运”的建设成果。加强环境信息

化建设，构建物联网体系，将北京市建设成

为“感知北京”和“智慧北京”。另外，通过城

市环境建设指数、城市运行指数等城市运行

与发展关键指数的构建．实现运行环境的数

字化和智能化管理，使之成为提高城市运行

效率的环境保障。

(7)围绕“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

京”的战略目标。重整北京市人文资源，有侧

重地建设文化北京、创意北京、创新型北京，

形成便于各民族文化之间对话、交流、沟通

的现实平台。以及北京触摸世界、世界感知

中国的大国文化基地．使之成为世界文化之

一脉，与古罗马文化、古希腊文化等特色文

化并驾齐驱．促进北京走向国际化。

(8)加强北京市城市空间的优化与协调

管理。如加强行政资源整合，缓解产业增长

与用地限制的关系；实现创新园区的空间协

调。发挥创新资源优势，以及优化金融空间

体系、通过空间整合协调创建宜居空间、协

调城乡经济社会空间分异。尤其是加强城乡

统筹发展战略规划等．为创建世界城市奠定

空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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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cities：the Top Morphology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Chen Rui Song Jitao

(Institute ofPolicy and management，CAS 100190 Beijing)

On the basis of the brief review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New York，London，Tokyo and Paris，the

present paper summarizes the universal law and characteristics ofthe development ofworld cities，and defines its

co口c印￡and makes an overview of its connotation．By research and comparison，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func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world cities are similar，but mlances embody smart growth connotation；operation

mechanism is similar,intangible value carrier embodies core function；the concemed focuses are relatively

concentrated，basic value orientation of cities is gradually emerging．The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world cities in

the future will more tend to be versatile type，regionalization，human nature，cultttralization and will eventually

become the future development model of world cities．Finally，from 8 aspects，the paper briefly discusses the

enlightenment to Beijing from successful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failures ofworl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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