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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竞争力是学者和城市管理者十分关注和重视的问题，城市竞争力的理论多是基于经济学理

论、社会学理论、管理学理论和生态学理论等基础发展起来的，因此城市竞争力的理论有许多不同理解角度

和认识方向。本文对城市竞争力的理论国内外研究进展进行梳理，从竞争优势理论、城市区域规划理论、区

域经济发展理论、生态城市理论等四个方面初步研究了构建城市竞争力研究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础，并探讨了

城市竞争力理论发展的一些特点: 城市竞争力理论的目标性、实践性、综合性、开放性、平衡性、创新性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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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经济、环境系统，高

度集聚资本、技术、人才和信息等生产要素，并创造

丰富的国民财富。同时，城市是开放生态系统，在与

环境广泛的交流中，进行着能量和物质生产、传输、
转化、消耗，从而获得自身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资源和市场的争夺是必然的，城市之间会因为这种争

夺中产生强烈的竞争。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世

界各国的城市面临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城市竞

争力成为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门话题。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

设”，对我国城市政府管理的能力与水平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要求城市管理者要有独特的眼光、思路、知

识与水平，而城市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综

合实力和能力的体现，绝非是宽修马路，大建广场，

多做广告这么简单，必须兼顾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
因此，研究城市竞争力不仅具有理论意义，同时也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围绕城市竞争力话题，许多学者基于经济学理

论、社会学理论、管理学理论和生态环境理论等不同

的角度来研究，使得城市竞争力理论有了宽广的理论

基础和研究视角，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本文重点

梳理与城市竞争力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并试图寻找

出城市竞争力研究理论的一些特点和规律。

一、国内外城市竞争力研究进展

国外城市竞争力研究兴盛于上世纪 80 到 90 年

代。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美国的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波

特 ( Michael E. Porte) 教授，他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

理论，并且提出其理论适用于次级的经济体，即城市

或区域［1］。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或区域经济体

更适合于作为其竞争优势理论的基本单元。道格拉斯

·韦伯斯特 ( Douglas Webster ) 构 建 了 包 括 经 济 结

构、区域性禀赋、人力资源和制度环境四个要素的城

市竞争力模型［2］，并把这种模型运用到泰国等发展中

国家 的 城 市 竞 争 力 研 究 上［3］。世 界 经 合 组 织

( OECD) 在 2006 年发布了关于 《全球经济中的城市

竞争力报告》［4］，2007 年又出版了《城市竞争力: 一

个立体 发 展 的 创 业 模 式》报 告［5］。世 界 经 济 论 坛

( WEF) 在 2011 年出版的 《世界竞争力报告: 2011
－ 2012》，从机构、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高等

教育和培训、健康和初级教育、商品市场效率、劳动

力市场效率、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准备、市场规模、
商业成熟度、创新等十二个方面来测评世界各国的竞

争力［6］。
我国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开

始，而且随着我国城市的迅速发展，研究更加深入，

成果更加丰富。一方面是以建立城市竞争力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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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侧重点的研究，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每年发布的

《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上海

社科院的《城市综合竞争力———2001 年上海经济发

展蓝皮书》、《中国城市营销发展报告》等，本文重

点研究的是与城市竞争力相关的基础理论问题，因此

不对评价模型进行过多探讨。
另一方面是理论的基础性研究，如倪鹏飞博士建

立了城市竞争力弓弦箭模型［7］，他定义城市竞争力，

“是一个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

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和转化资源、争

夺、占领和控制市场，以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

利的能力”。仇保兴认为“城市竞争力是一个很难准

确界定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影响城市竞

争力的主导因素是不同的。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竞

争力，则是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

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转化人才资源以创造

价值和占领市场的能力”［8］。宁越敏教授借鉴国家竞

争力模型，提出了城市竞争力的测度指标体系［9］。北

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 “城市竞争力课题组”从城

市竞争力评价的角度，提出了城市竞争力的五要素

论，认为城市竞争力评价系统包括五个层面: 即城市

实力系统、城市能力系统、城市活力系统、城市潜力

系统和城市魅力系统［10］。《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认

为城市竞争力是指城市在国际化和市场化舞台上，在

生产力要素的综合表达上，在提升生产力水平的动力

培育上，在发展模式选择与制度创新上所表现出的比

较优势和综合潜力［11］。连玉明教授提出了 “城市价

值链”模型，强调城市 竞 争 力 必 须 以 市 场 为 目 标，

以战略为核心，以整合为导向，本质是建立高度区域

一体化的全球资源配置机制和运行模式，可以把城市

竞争力理解为一种知识体系［12］。王桂新等提出了城

市发展的三维竞争力理论［13］。而生态学家马世骏等

学者从生态学角度将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分析

与人类的社会及经济活动紧密相连［14］。
二、不同视角的城市竞争力理论基础研究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综合系统，因此城市竞争力的

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

按照不同的研究方向，从不同的视角来诠释城市竞争

力的核心问题，从而构建起来一个丰富而立体的城市

竞争力研究理论体系。通过梳理各种理论，构建城市

竞争力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竞

争优势理论、城市区域规划理论、区域经济发展理

论、生态城市理论。
( 一) 竞争优势理论

1. 绝对成本 － 比较成本理论。西方古典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 ( Adam. Smiht) 提出: 资本积累是一国财

富增长的重要途径［15］。认为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

工，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有利的自然优势或后来获得的

优势，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

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这就是以绝对优势为

基础的国际分工［16］。大卫·李嘉图 ( David. Ricardo)

的比较成本理论是以他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在一个

具有充分商业自由的体制下，每个国家把它的资本和

劳动置于对自己最有利的用途”［17］。认为竞争力的强

弱取决于是否占有和控制世界上的资源产地，是否具

有生产上的高效率技术和组织方式等。
2. 集聚优势理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 Alfred

Marshall) 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

产业聚集及内部聚集和空间外部经济的概念，并阐述

了存在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条件下产业聚集产生的经

济动因［18］。提出当企业集聚时，由于大量生产要素

的集聚所产生的相互间积极影响，可以大大降低生产

成本，从而提高竞争力。后来研究表明，产业聚集的

成本优势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综合结果: 如科技创新

能力、管理水平、制度因素、人力资源素质等。
3. 技 术 差 距 理 论。美 国 学 者 M. V. 波 斯 纳

( MichaelV. Posner) 在《国际贸易与技术变化》一文

中，提出了国际贸易的技术差距模型［19］。他把国家

间的贸易与各国的技术禀赋联系起来，认为技术作为

一种生产要素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强。由于各国

的技术水平不同，技术领先国家在技术上占据比较优

势，得以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从而引发了技术贸易

这种特殊的国际贸易形式。
4. 体制性竞争优势理论。在资源禀赋意义逐渐

下降的情况下，竞争优势的研究转向更深层的体制性

层面，它们主要是以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

理开发学院的观点为代表［20］。认为竞争力是指一国

的企业或企业家在目前和未来在各自的环境中，以比

他们国内和国外的竞争者更具吸引力的价格和质量来

进行设计、生产和销售产品与劳务的能力，或认为竞

争力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均衡地生

产出比其竞争对手更多财富的能力。这些观点主要是

从现代市场竞争的基本体制性因素———国际化、政府

管理、金融体制、公共设施、企业管理、科学技术、
国民素质、服务水平等进行综合评判。

5. 产业竞争优势理论。产业竞争优势指某国或

某一地区的某个特定产业相对于他国或地区同一产业

在生产效率、满足市场需求、持续获利等方面所体现

的竞争能力。产业竞争优势最终体现于产品、企业及

产业的市场实现能力。产业竞争优势理论重在研究影

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包括产业集聚、产业转

移、区位优势等［21］。产业竞争优势理论可以综合研

究一国产业总体的国际竞争优势，一国产业总体的国

际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各行业的竞争优势，而且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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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国产业结构是否体现其国际竞争优势，即一国行

业总体的国际竞争优势是其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综

合反应。
6.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

一书中将竞争优势理论由企业上升到国家，提出了著

名的国家竞争优势分析钻石模型［22］。强调一个国家

的优势，就是企业、行业的竞争优势，一国的竞争力

的高低取决于其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高低。在国家

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中，包含了要素条件、需求状

况、关联和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机

遇和政府。在开放型经济背景下，一国产业结构状况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各国产业发展具有很强的能动性

和可选择性，固有的比较优势不应成为谋求增强国际

竞争优势的障碍［23］。
( 二) 城市区域规划理论

1. 区域空间格局理论。区域空间格局理论主要

是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探讨城市发展的空间集聚与空

间扩散的过程与模式、城镇之间相互作用的条件与模

式、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城镇等级规模的形成及其空间

分布等一般规律［24］。用于平衡城市不同区域之间的

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负荷，平衡区域之间的差别。目

前，国外对区域空间格局的研究尺度越来越大，已从

一国一地区向跨国、跨区域发展，从传统的区域城镇

空间机制的研究转向新经济因素影响下的全球范围空

间机制的研究［25］。
2. 中心地理论。中心地理论是关于三角形经济

中心 ( 市场、聚落、城市) 和正六边形市场区 ( 销

售区、商业服务区) 的企业、事业分布的区位理论。
其奠基人是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 ( W. Christall-
er) ，另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廖什 ( A. Losch) 则继承和

发展了这种理论，从而开辟了人文地理数量运动的先

河［26］。该理论在提升城市竞争力时主要用于城市政

府干预时服务机构布局决策，在许多国家政府的城市

政策和城市规划中，都反映出该理论的思想。
3. 增长极理论。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

家佩鲁 ( francois perroux) 提出，许多区域经济学者

将这种理论引入地理空间，用它来解释和预测区域经

济的 结 构 和 布 局。后 来 法 国 经 济 学 家 布 代 维 尔

( j. b. boudeville) 将增长极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理论

中［27］。增长极理论认为: 经济发展并非均衡的发生

在地理空间上，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在空间上呈点状分

布，并按各种传播途径，对整个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不

同的影响，这些点就是具有成长以及空间聚集意义的

增长极。增长极理论已经成为了区域开发工作中的流

行观点。
4. 点轴开发理论。点轴开发理论最早由波兰经

济学家萨伦巴 ( Zaremba) 等提出［28］，是增长极理论

的延伸，但在重视“点” ( 中心城镇或经济发展条件

较好的区域) 增长极作用的同时，还强调 “点”与

“点”之间的“轴”即交通干线的作用，认为城市重

要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河流航线的建立，会导致

人流和物流迅速增加，生产和运输成本降低，形成了

有利的城市区位条件和投资环境。
5. 网络开发理论。网络开发理论是点轴开发理

论的延伸。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增长极和增长轴的影响范围不断扩大，在较大的区域

内形成商品、资金、技术、信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的流动网及交通、通讯网。在此基础上，网络开发理

论强调加强增长极与整个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交流的广

度和密度，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城乡一体

化，更有利于逐步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经济协调

发展［29］。
6. 城市圈域经济理论。“城市圈” ( Megalopolis)

这一概念是法国学者简·戈特曼 ( Jean Gottman) 提

出的，城市圈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高密度的人口聚集

和城镇网络，发达的枢纽和交通通信设施，模糊的形

状和边界，有历史联系的、多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

合体，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新趋势的培育地。它是一

种城市空间布局的形态，即若干个城市、城镇相对集

中或成片集中，并且在这些城市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

功能联系的城市有机体［30］。该理论认为，城市在区

域经济发展中起核心作用，区域经济的发展应以城市

为中心，以圈域状的空间分布为特点，逐步向外发

展。
( 三)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1. 大推进理论。大推动理论是均衡发展理论中

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它是英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罗

森斯坦·罗丹 ( P. N. Rosenstein － rodan) 于 1943 年

在《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工业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

提出来的［31］。该理论的核心是国家或地区在投资方

向上，同时要针对多个产业并保持一定的规模与速

度，进而打破其发展瓶颈。城市竞争力的增加需要产

业的共同增长，而不是单个部门、行业或区域的发

展，不同的行业、产业之间彼此提供产品及市场，才

为需求提供稳定性，降低了单一市场的风险，突破市

场瓶颈，以促进各产业的平均增长，形成经济空间，

推动整个经济高速增长和全面发展。
2. 累积因果理论。累积因果理论，又有叫循环

累积因果理论。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

( Gunnar Myrdal) 提出了循环积累的因果关系原理，

描绘出了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过程［32］。对于城市经

济发展，市场的力量会倾向于扩大区域差异而不是缩

小区域差异，因此在城市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

的区域政策应优先发展那些经济基础条件好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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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效率为目标获得较高的投资回报及较快的经济增长

速度，并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当经济

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政府要防止由于循环累积的因果

关系，需要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进而缩小区域差

异。
3. 区域经济的梯度转移理论。梯度转移理论，

源于弗农雷蒙德·弗农 ( Raymond Vernon) 提出的产

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区域之间客观上存在着

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梯度差异，这是资源禀赋、地

理条件、历史基础等原因造成的。同时一个地区的经

济梯度水平取决于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劣程度，而产

业结构的优劣程度取决于区域主导产业部门在产品生

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33］。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

发展，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

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 四) 生态城市建设理论

1. 生态城市规划理论。生态城市 ( Ecopolis) 作

为城市未来发展模式，旨在建设一种人类理想的聚居

环境。联合国 MAB 计划 ( 人与生物圈计划) 最早提

出从生态学的角度用综合性的生态方法来研究城市问

题和城市生态系统，并提出生态城市规划的五项原

则，即“生态保护战略，生态基础设施，居民的生

活标准，文化历史保护，将自然融入城市”［34］。强

调“生态城市规划，要从自然生态和社会心理两方

面去创造一种能充分融合技术和自然的人类活动的最

优环境，诱发人的创造性和生产力，提供高水平的物

质和生活方式”。生态城市规划理论将城市建设与实

现社会、经济、自然可持续发展，居民满意、经济高

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建设融入一体。
2. 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城市复合生态系统

理论研究的核心是生态结构的合理组合，将自然环境

系统、建设环境系统、运转保障系统作为支撑着城市

最基本的三个功能系统，对此综合系统进行生态因素

整合、系 统 结 构 整 合 以 及 过 程 功 能 整 合，从 新 的

“生态”视角来理解城市生长和发展的动力、机制和

系统关系。并希望通过对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模型

的建构，来揭示城市生长、发育的过程及其动力机制

的本质，搭建起生态学和城市学之间的桥梁［35］。
三、城市竞争力研究理论基础的特点

城市竞争力研究是在不同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综合

发展、综合应用的研究模式，研究的目的是解决城市

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矛盾，提升城市管理的能力与水

平，提高城市发展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因此利用某

一种理论是难以解决存在的复杂问题，必须在基础理

论之上形成综合运用各种理论的能力。通过重点梳理

与城市竞争力研究相关的理论基础，可以看出城市竞

争力研究理论基础的一些特点和规律。

( 一) 目标性

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既不是由主外的行为主义，也

不是主内的认知主义，而是内外兼修的建构主义，城

市竞争力理论作为解决城市发展矛盾和管理问题的重

要基础对研究者来说具有很强的目标性和指向性，明

确了指导的理论才会头脑更加清醒，眼光更加明亮，

成果也会更显著。反之，则只会亦步亦趋，事倍功

半。
( 二) 实践性

城市竞争力的理论研究有很强的实际需求，特别

是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管理实践即对理论研究

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又为理论提供了更多的实践案

例，创造了很多的实践机会。目前城市竞争力研究还

多停留在测算排名等操作层面方面，对符合城市竞争

力研究自身规律的核心理论还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 三) 综合性

城市竞争力是由各种因素组成的有机整体，不同

的城市以及城市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运用的理论是不同

的。而目前我们研究城市竞争力的理论中更偏重于经

济和区域发展领域，对于城市生态环境以及和谐环境

建设的理论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只有各种理论综合运用，调整好各因素的强弱时段，

从整体出发，全面考虑，始终把握系统的整体特性和

功能，从而达到在整体上增强城市竞争力的目的。
( 四) 开放性

城市是一个开放系统。而研究城市竞争力的理论

同样是来自各种不同的理论，无论是经济、社会、管

理、区域发展还是生态建设，都逐渐融入到城市竞争

力理论中来，成为了城市竞争力研究理论的一个有机

组成部分。同时随着城市竞争力研究的不断深入，更

多研究领域的理论会融合到城市竞争力理论中来。因

此，城市竞争力的理论体系也是一个博采众长、优化

组合的开放性系统。
( 五) 平衡性

城市竞争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研究城市竞争

力的时候需要强调各种因素的相对平衡，目前的城市

竞争力研究中强调了城市硬实力的建设和比较测评，

对城市软实力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在进行城市间横

向比较的时候，也要注意指标的均衡性，才能体现出

竞争力的大小。同一城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竞争力水

平也各不相同，对城市发展不同阶段的研究也需要相

应的平衡性。
( 六) 创新性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给了城市竞争力理论创新的源

泉，而其他学科理论的创新发展，也为城市竞争力理

论的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城市管理实践的不

断创新以及对其内在规律的深入研究，将不断推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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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研究创新，观念更新，为城市提出新的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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