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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城市国际化的内涵

与特征

随着国际产业分工合作及人

才越来越集聚于国际化城市，推进

城市国际化已经成为全球重要城

市发展的趋势与选择。城市国际化

即一个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科

技、文化、交通等在国际合作与国

际竞争中快速发展，聚集力、吸引

力不断增加，并最终成为国际城市

的过程。 其主要特征包括：
（一）以开放的外向型经济为

主导

城市国际化建设必须充分利

用国外资源和生产要素， 以扩大

出口为主导发展路径， 积极参与

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合作， 在国

际市场上实现商品增值， 从而加

速城市国际化发展进程。 城市国

际化发展要参与国际产业转换循

环机制，并以此衍生出强大、持续

的国际关联性需求， 才能促进城

市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在国际经

济竞争中谋求发展。
（二）以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

业为主要业态

现代服务业运用现代科技技

术、 新型服务方式及新型经营形

态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 主要

包括现代物流、金融、信息服务、
旅游、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会展、
中介服务、创意等产业，在城市国

际化过程中发展势头迅猛。
（三）以高度密集的国际交流

为表征

国际交流密切是城市国际化

发展的直接体现。随着人、财、物、
信息、 文化等方面的跨国交流活

动与日俱增， 城市逐渐向具有较

高 知 名 度 的 国 际 会 展 活 动 承 办

地、国际旅游目的地、国际重要外

事机构驻地、 世界科技艺术文化

高地等目标迈进。
（四）以完善便捷的设施配套

为基础

设施配套是城市国际化建设

的基础保障。城市国际化建设对科

技教育、生态环境、医疗卫生、交通

旅游、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绿地等

配套设施有更高的需求，是保证资

源聚集、扩散、流动以及国际化人

才集聚的基本物质条件。

二、 国际化城市产业发

展模式

（一）先进的研发制造业

相比于传统的工业模式，大

都市在国际化发展的过程中均摒

弃了高污染、高能耗、低产出、低

附 加 值 的 重 化 工 业 和 传 统 制 造

业，而将目光投向技术密集、业态

创新、 具有产业带动性和广阔远

景的先进制造与研发领域。
1.科学与技术创新推动的新

型制造业

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因素

即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技术红利。
美国波士顿作为新英格兰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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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城市，曾经历长达 30 年的经

济低迷， 后来其将发展重点放在

了生物医药领域，凭借哈佛、麻省

理工、新英格兰医学中心、怀特希

德生物医学研究所等高校和生物

技术研究机构所集聚的人才与技

术优势， 波士顿一跃成为世界医

药产业的“圣地”。 大量生物医药

方面的资金涌入， 为整座城市的

国际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

持，仅 2015 年第四季度，波士顿

就 完 成 32 项 总 额 达 到 9.5 亿 美

元的投资案， 其中 9.2 亿来自于

生物技术类公司。
2.附加值提高激活的传统制

造业

从“微笑曲线”的中间位置向

两端扩展， 减少对资源和人力的

依赖， 而将发展的基础转移到研

发、设计、市场营销、品牌控制等

高端要素上来， 从而完成全球价

值链上游的嵌套， 这是传统制造

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世界设计之

都东京的服装制造业将这一点发

挥到了极致。 20 世纪 70 年代，随

着日本产业结构调整， 高端化这

一理念开始在曾占全国出口总额

30%以 上 的 棉 纺 织 行 业 得 以 贯

彻，通过在品牌推广、名师培育、
新品开发等方面的投入， 通过创

意、设计等元素提升附加值，营造

新的时尚增长点， 东京服装形成

了大规模低端加工—高端产品的

生产—高端产品的设计开发—品

牌经营的跨越式发展。如今，东京

时装周成为亚洲最富盛名的时尚

品牌活动， 不仅每年为城市带来

经济贡献， 更作为城市名片大大

提高了东京的国际知名度。
（二）现代服务业

1.产业集聚

产业集聚是城市国际化过程

中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主要趋势。
东京通过制造业的传统改造和服

务业自身的结构优化， 形成以中

小规模为主的众多技术创新型与

金融类服务企业的高度集聚，高

技术渗透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效

应格外明显。 东京生产性服务业

产值约占服务业总产值的 85%，
广告业、金融保险业、情报信息业

辐射到整个亚洲地区， 在全球享

有重要地位。
2.服务外包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国际

分工的深入， 部分城市通过服务

外包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整合资源

和市场的平台，积极开展咨询、设

计、财务、售后服务、技术支持等

外包业务， 实现生产性服务业要

素的优化配置， 同时也极大提高

了城市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印度的班加罗尔， 随着早年低廉

人 力 成 本 和 政 策 优 惠 的 逐 渐 消

失，服务外包曾一度举步维艰，但

随后的战略调整使其凭借良好的

高 等 理 工 教 育 所 带 来 的 人 口 红

利、高度开放的市场环境、全力打

造的安全市场环境一跃成为世界

服务外包之都。
3.科技服务业

在科技创新过程中， 科技服

务业尤其是科技中介为城市创新

主 体 间 的 需 求 和 供 给 提 供 了 及

时、有效的沟通，在城市创新发展

体系内部各主体互动发展中，以

及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种

信息流的国际交互运动中发挥着

突出的服务效能。 如在硅谷所在

城市旧金山， 每年有超过 1.5 万

个专利产生， 是全球专利授予数

量最多的地方。 硅谷通过大力发

展技术转移、 人力资源、 金融资

本、管理信息咨询、财务管理、法

律等科技服务机构， 构建网络化

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 促进创新

要素整合， 进而提升了旧金山的

整体创新效率。
（三）特色产业

除综合经济实力占有绝对优

势外， 绝大部分城市会在国际化

建设过程中突出旅游、 文化、科

技、政治、宗教、贸易、交通等某一

方面的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创建

国际关联效应。
1.创意产业

阿联酋的迪拜从一个普通的

贸易港成长为当今世界发展速度

最快的城市之一， 在于其依靠一

流创意项目， 倾力打造唯一的七

星级酒店———帆船酒店、 世界最

高建筑———布尔吉迪拜等， 正是

这些创意项目成就了迪拜国际创

意城市的美名。
2.会展产业

德国城市汉诺威每年举办的

工业博览会都会吸引来自几十个

国家的 6000 多家企业参展，从手

动工具到大型起重机，新机器、新

技术、新工艺层出不穷，代表了世

界工业生产的最新技术水平，逐

步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博

览会， 汉诺威也因此成为世界知

名的国际会展城市。
3.旅游产业

新加坡在自然资源不足的情

况下，将自然风光、传统特色、现

代化设施统筹协调， 积极发展旅

游产业， 使新加坡成为亚太旅游

大区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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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



IEC, NO. 11, 2016

化旅游城市。
（四）国际贸易中心

拥有强大的国际贸易要素集

聚和辐射能力， 直接关系到所在

城市国际化的长效稳定发展。 历

史地看， 贸易中心在功能与贸易

内容层面上主要可以分为层级水

平依次递升的三大类。
1.商品与货物集散型贸易中心

依 托 临 港 或 临 轨 的 交 通 优

势，作为物流网络体系的结点，进

行转口贸易或多边贸易， 作为中

间收发货方将国际交易的商品和

货物进行分包、 整合和转运。 50
年代后，随着中国大陆需求激增，
刺激了香港对大陆贸易的进一步

提升， 确立了香港转口贸易中心

的地位， 并逐渐发展成为远东贸

易转口港。
2.加工贸易增值型贸易中心

以制造和与制造相关的专业

性服务为中心， 以加工制造业为

支撑， 形成相对较低附加值的加

工贸易中心。 20 世纪 70 年代，香

港大力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

业， 贸易模式也从以转口业务为

主转变为以加工贸易产品出口为

主， 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达

到 81%。
3.综合资源配置与高端型贸

易中心

随着生产性服务业及其引发

的服务、 技术等综合资源配置与

高端贸易方面实现空前聚集，国

际化城市开始提供产业价值链中

的高端服务和制造， 形成高级专

业性服务贸易中心。纽约、伦敦两

大世界贸易中心在控制全球贸易

网络、 实施全球价值链管理等方

面的资源禀赋优势明显， 贸易的

核 心 功 能 更 为 强 调 全 球 运 营 功

能，从而实现对全球贸易的控制。
（五）总部中心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背景

下，作为母体的跨国公司总部，其

全球性的生产投资活动往往会带

来东道国城市国际竞争力的迅速

提升。
1. 政府引导型总部中心

这种模式是指总部中心的建

设投资由政府主导， 政府通过规

划、 投资、 运营全面涉足开发建

设，引导其适应城市发展需要。在

金融和商业服务业发展过程中，
新加坡政府为产业发展、 产业集

聚提供良好环境， 根据企业总部

类别采取针对性的亲商政策和优

惠 措 施， 如 特 准 国 际 贸 易 计 划

(AITS)、商业总部(BHQ)、营业总

部地位(OHS)以及跨国营业总部

奖励(HQS for MUCS)等。 新加坡

现有的 7000 多家跨国公司中，共

设立 4200 家全球或区域总部，总

部中心建设较好地协调了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实现综

合效益的最大化。
2.市场主导型总部中心

这种模式以市场为导向，以

城 市 的 特 殊 资 源 禀 赋 如 区 位 优

势、自然资源优势等为契机，借以

实现总部经济发展的突破。 香港

自开埠以来就确定自由港地位，
政府也始终较少干预， 无关税壁

垒、低税制，成为全球经济最自由

地区， 奠定其作为全球总部中心

的地位。香港至今共有 1300 多家

全球或区域总部， 是亚洲仅次于

新加坡吸引海外公司投资和设立

区域性总部最多的地方。

三、 我国城市国际化进

程中产业发展评估

2015 年 11 月， 国家 “十三

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超大城

市要加快提高国际化水平” 的要

求。本文选取 5 个超大城市北京、
上海、广州、深圳、天津进行对比，
分析城市国际化进程中产业发展

特征与问题。
从经济规模来看， 北京、天

表 1：国内主要超大城市的经济规模与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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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上海、广州、深圳的经济总量

与较高能级的国际城市差距在逐

步缩小（见表 1）。 从经济结构来

看，北京、上海、广州的第三产业

比重均达到国际城市初级水平，
分别为 77.95%、64.34%、65.23%，
而深圳、 天津尚低于国际化城市

60%的初级标准。
从 国 际 投 资 来 看 ，2015 年 ，

天 津 实 际 直 接 利 用 外 资 额 达 到

211.34 亿美元，高于北京（129.96
亿美元）、上海（184.59 亿美元）、
广州（54.16 亿美元）、深圳（64.97
亿美元），体现了天津目前具有较

大的外资吸引能力，在请外资“走

进来” 方面位居前列。 但在资金

“走出去”方面，2015 年上海对外

投资额 398.97 亿美元，远高于其

他城市；而北京、天津的对外投资

额分别为 95.55 亿美元、74.61 亿

美元，均较低；这也说明城市国际

投资的双向发展还不够均衡，尤

其是在本土企业走出国门、 本土

资金投向海外市场上还有很大的

上升空间。
从 国 际 贸 易 来 看 ，2014 年 ，

深圳出口额占 GDP 的比重高居

榜首，达到 109.16%，远高于其他

城市；上海紧随其后，出口额占比

为 54.81%；其他城市均尚未达到

国 际 化 城 市 初 级 水 平 40%的 标

准。 在对外依存度方面，深圳、上

海 、 北 京 分 别 为 187.23% 、
121.63%和 119.67%， 而天津、广

州对外依存度均较低， 这也说明

我国大部分城市在国际货物贸易

方面的整体参与度和影响力均比

较低。
与 特 色 产 业 国 际 化 城 市 相

比， 国内超大城市拥有较为全面

的国际化产业分工与合作的资源

要素，且综合经济实力雄厚，配套

服务能力强劲， 为城市融入全球

产业链发展提供了潜在动力。 以

北京、上海、深圳为首的我国超大

城市几乎拥有产业研发、制造、销

售、应用以及要素配置能力、资源

整合能力、 利益整合能力等全球

价值链上的所有功能。
北京、 天津位于环渤海城市

群的中心， 上海依托长三角制造

业基地，广州、深圳位于珠三角产

业基地的中心， 五个超大城市均

以制造业基地为依托， 产业技术

实力雄厚， 科技研发能力增长迅

速， 城市具备发达的商贸物流业

与高端服务业， 完善的科技市场

与服务环境， 从而为城市国际化

进程提供了良好的产业依托与发

展机遇。

五大城市具有与国际高端资

源的融合基础。 2015 年，北京拥

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268 家；其

中在京的世界 500 强企业总部达

到52 家，其业务扩散辐射力指数

达到 36，即京外活动总量约为京

内经济活动总量的 36 倍，意味着

具有较强的对外辐射能力。 上海

拥有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535 家，
且约有15%为亚太级别以上的总

部， 是我国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

户最多的城市， 核心技术集聚优

势明显。 以北京、上海为首的超大

城市已经具备基于跨国公司区域

总 部 的 全 球 产 业 链 网 络 节 点 功

能。
我国超大城市在国际化进程

中， 自身产业基础还有待于优化

升级， 投资与贸易便利化还需要

极大加强， 具有跨国影响力的龙

头企业数量较少， 支柱产业关键

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仍然偏高，
国际化服务能力和国际化城市运

营生态系统迫切需要进一步营造

与提升。
[作者单位：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国际发展研究院。基金项目：
天 津 市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规 划 项 目

“基于金融功能视角的互联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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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国内主要超大城市的国际贸易

数据来源：五大城市 2015 年统计年鉴，外贸依存度为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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