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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巴黎经济尤其是工业在近

一个世纪来的发展历程，探索了巴黎工业的演变

规律，随后讨论了巴黎市政府的城市规划对产业

结构产生的影响，以及巴黎形成的特色产业。

Abst髓ct：T11is paper in廿oduces medeveIopment of

Parisian economy，especially its industries during

latest cenmry，andthen pmbes into山e eVolVement of

Parisian industrial stmcture．A1so，we discus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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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by让le PaIisian municip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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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集聚区是巴黎大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由巴黎市与临近7省的部分地区构成．

面积约1830平方公里，占巴黎大区的15％．人口为900万，占巴黎大区的84％(本文中

巴黎即指巴黎集聚区Ⅲ。

目前．现代新型工业．如电子、电器、计算机等高科技工业，已经成为了巴黎工

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巴黎的重要工业，如电子、汽车．飞机、造船和服装业等．在欧

洲乃至全世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巴黎市及其近郊是巴黎大区工业的中心．集中了汽车、航空、化学、冶金、机械、

电器和食品等部门。工业分散化使得工业布局重心西移．在远郊形成新的工业区。

1巴黎工业发展历程

1．1 20世纪以前，是法国最发达的工业区之一

19世纪初期．法国的工业地区和农业地区的界限很难辨别，到处都是小的炼铁

炉、造纸厂和皮革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业逐渐与农业分离，形成了新的工业中

心。以勒阿弗尔一塞特(LeHavre—sete)为端点的分界线从西北到东南贯穿法国．分界

线的东北部分为法国的工业发达地区，西南部分为工业欠发达地区，而巴黎属于东北

部的工业发达地区。

自工业革命爆发以来，巴黎一直是法国最重要、最完备、也是最集中的工业区之

一。1911年．巴黎工人数量达到110万，其中；台金业15，8万人．食品工业4．8万人，化学

工业3．2万人【2】。

这一时期．巴黎工业的特点是它的广泛性和多样性。除上述工业部门外，巴黎还

集中了大量的服装作坊和奢侈品生产企业．分别吸收就业23．7万人和4．4万人，以满足

在巴黎的大量上流社会富裕人们的需要㈨。

1．2 20世纪初至二战时期，工业快速发展，在法国具有重要地位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黎的电子、汽车制造和航空工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当时，

冶金工业就业70万人，产值占法国冶金工业产值的43％．是巴黎的主导工业部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国工业高度集中在巴黎等几个大城市。二战以后．由于

拥有许多发展工业的优越条件，如经济技术基础雄厚、能源原料便宜、工业项目齐

全、各行业相互促进、交通便利、劳动力市场灵活、资金雄厚、购买力强、国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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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950年代初期巴黎地区在法国的经济地位(地区指标：整个 表2 1954～1962、1962～1973年巴黎与法国其他部分地区就业

法国为100)

资料来源：布罗德尔和拉布罗斯主编：《法国社会与经济史》(50年代至今)，

谢荣康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快捷等，工业和人口进一步向巴黎地区集中，该地区工业就业占

到全国的22％，在许多重工业部门，比重更大。

1．3 20世纪50年代以来。工业集聚饱和后趋向扩散

二战后法国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由于具有优越的条件，巴

黎地区工业和人口规模急剧扩大．虽然只占国土面积的2．2％．但

集中了1000万人，占全国的19％．劳动人口占全国的25％。1954

年．工业就业占法国的23．3％，工业集聚趋向稳定，经过缓慢上升

后在1962年达到了23．6％．之后开始逐渐下降‘”。

由于工业和人口的高度集中．巴黎地区地价大幅度上涨，高

达中等城市的10至15倍．造成工业产品成本的上升，工业建筑开

始向高层发展。另外，城市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与其他地区间经

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不断扩大。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从20世纪50年

代开始，尤其是60年代之后．法国政府实施了巴黎地区的整体规

划．对巴黎地区的工业布局进行了调整。法国政府在巴黎地区实

施“工业分散”政策．严格限制巴黎中心区工业的继续集中，迫使

工业企业向周边地区扩散，但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高级服务功

能，如管理、研究、发展、计划和营销等功能在城市中心的集

中。这项政策并没有对法国工业的整体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布罗德尔和拉布罗斯主编：《法国社会与经济史》(50年代至今)

第378页，谢荣康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业结构单一的地区．也因为发展缓慢，就业量在原水平徘徊。而

巴黎则因为多元的产业结构和良好的经济优势，保持了对就业的

吸引力。1962-1973年巴黎地区就业年均增长率降到O．83％．不足

全国平均水平(O．51％)的2倍。其他地区也减少了与巴黎之间的差

距，有的地区甚至还大幅超过。

1954年巴黎地区工业专业化程度[51为1．334．并且在1975年以

前都大于1．但在1975年降到O．976，在这之后下降趋势不断加速。

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地区工业疏散思想的影响(部分人士认为，这

种工业疏散政策没有考虑其长期影响吲)。值得注意的是．1975年

巴黎地区的生产资料工业专业化程度却是高于l的，达到了1．370。

而从1954—1975年，消费资料工业的劳动力人口在不断下降。

1978～2001年全国工业产值一直趋于上升．而同时期，法国 1．4巴黎的经济现状

的工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一直呈下降趋势。

在引导工业企业扩散的过程中，也加强了对产业布局的调

整，留在市区的主要是那些生产时尚、易变产品的工业部门和手

工业，如时装、衣服、室内装饰等．而传统的资本、劳动密集型

工业部门向郊区转移，如汽车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印刷出版

业、电力和电子工业等。

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业扩散的同时，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80

年代，第三产业也开始从市中心向郊区扩散。在实施工业分散政

策后，城市人口向郊区转移，引起第三产业在城市中心的衰退。

通过对1954～1962年．1962～1973年两个时期就业变化情况

的分析可以发现两个阶段存在的重要差别(见表2)。1954～1962

年，巴黎地区就业年均增长1．41％．将近10倍于全国平均水平(0．

15％)，而巴黎周边地区的就业增长率很少有超过1％的，许多地

区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因此就业向巴黎集中的趋势明显。就业增

长速度的差异主要是由各地工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引起的。在此期

间，许多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发展起来的工业地区因为自然

资源的枯竭，工业发展受到制约，从而影响了就业。另外一些产

巴黎的城市经济在法国的整个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根据1990年的统计，巴黎大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的26％．1999

年占全国的29％【7]．而巴黎市区又占巴黎大区的50％：巴黎大区的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0美元以上，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2．

9％，工业产值占全国的1／4，职工人数占全国的20％．商业额占全

国的1／3，进出口贸易占全国的24％。巴黎是法国名副其实的经济

中心。

2城市规划对工业发展和工业就业的影响

1960年．以促进国际化为目标．巴黎制定了《巴黎地区总体规

划方案》的中期规划，试图解决日益严重的人口问题。1965年，该

方案被修订为《大巴黎地区整治和城市规划总体方案》．1976年又

对方案进行了第二次修改，这两次的修改着眼于下一世纪的长期

规划，主要解决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战略性问题。《规划》中涉及工

业的措施主要包括：调整产业结构和工业布局．扭转地区经济发

展的不平衡．为此决定在一些卫星城市和郊区城市优先发展经济

和工商企业。这些城市包括在塞纳河谷东西轴线上建立的5个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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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以及扩建和改造好的8个已有郊区城市：控制巴黎市区工业发

展．重点采取自然淘汰、外迁等方式减少工业。

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市区50年代的老企业关闭了l／4，外迁

项目达到3000多个。在1963．1973年期间．巴黎地区百人以上的工

业企业从1726家减少到1 347家．减少了22％(整个法国减少了

11％)。1954一1962年．巴黎工业就业(不包括建筑和公共工程)年平

均增长0．9％，1962一1975年间(工业疏散政策实施后)平均每年下降

1％。1954年．巴黎地区工业就业占全部就业的38．2％．1975年这

一比重降到29．5％。

按照Eurostat在2000年的统计，从1990年到1998年之间．巴黎

地区的服务业增加值平均每年增长35％．而工业(不含建筑业)增加

值每年只增长4％；同一时期．建筑业增加值每年则减少15％。可

见，巴黎地区实施的工业疏散政策效果明显。

由上可知，自上世纪初以来，法国巴黎的工业就业人口在占

有全国工业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上经历了一个“倒u型”的发展轨迹。

二战之前．巴黎地区的工业就业人口占全国的22％，而在二战结束

后这一比例提高到了23．3％；之后在1962年增加到23．6％。但是．

在巴黎地区实施工业疏散政策之后，工业就业的比重开始下滑，

到1990年降至20％，1999年略有回升，将近2l％[”。

3工业布局的变化与规划及郊区化后的工业布局特征

在上述总体规划的指导下，在巴黎大区初步形成了以市区为

核心的多级分层布局．在市区边缘建成了8个副中心和60个地区中

心。由于鼓励在上述地区优先发展经济和工商企业，因而带动了

整个巴黎地区工业布局的调整，均匀分布在巴黎市区周围的5座新

城，不仅保持了与市区的联系，而且相互独立，自成体系。埃夫

里新城甚至已经成为巴黎南部经济技术发展的中心．而赛尔克新

城则拥有了雷诺、标致汽车公司．汤姆逊电气公司等一批国内外

知名企业。

历史上．巴黎市及其近郊是巴黎大区工业的中心，集中了汽

车、航空、化学、冶金、机械、电器和食品等部门。工业分散化

使得工业布局重心西移，在远郊形成新的工业区。地理上的表现

是，形成了从巴黎西郊到西部的工业轴心，其两侧组成了西北一

东南方向的工业带。在工业郊区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两个重要

的特征，一是工业在远郊的进一步专业化，如西部郊区的汽车工

业，南部的航空、电子工业，东北的基础化学、制药工业；二是

工业部门中非生产人员(主要是行政．管理、贸易．工业服务等)

的比例从市区向近郊、远郊、外省不断降低．但相对于全国而

言，郊区新工业区和临近外省非生产人员的比例仍然很高。非生

产人员主要集中在巴黎市区的中部、西部和市区近郊．其次是西

南近郊和东北以及西北近郊的新城[9]。

巴黎计划在周边的8个副中心和60个地区中心为企业提供全欧

洲最现代化而且布局合理的多样化企业用房和办公设施，这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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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安排85万个就业岗位．确立巴黎大区的工业化地位。同时发

挥巴黎地区的经济优势以及就业人员素质高的优势．吸纳更多的

国际型企业进入巴黎。

4巴黎地区特色产业的转变

19世纪初．巴黎的工业就已得到较快发展．先是化工、冶金工

业．随后是电子、汽车制造和航空工业。二战结束后，巴黎工业就

业的37％在生产资料部门，高于法国全国平均水平(21．3％)。服装

业是巴黎最具代表性的消费品工业，就业人数占法国行业全部就业

人数的32．5％；另一个是新闻出版业，就业人数占全国的50．3％。

目前．现代新型工业，如电子、电器、计算机等高科技工

业．已经成为了巴黎工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巴黎的重要工业，如

电子、汽车、飞机、造船和服装业等，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具有

重要的地位。著名的雷诺和雪铁龙汽车公司都在巴黎，他们生产

的汽车半数以上供应全球市场。巴黎还是世界服装业的首都，有

2280家服装店(包括皮尔·卡丹在内的23家高级时装公司)，每年

设计生产3500多种新式服装，大部分出口到国外。另外，巴黎还

是世界化妆品生产中心。

如今，巴黎地区仍然是以服务业为主，就业人口占整个地区

就业总数的79％．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71％)。按照工业疏散政

策，巴黎中心区主要是高附加值工业和高成长的服务性行业，而

在外环郊区，则分布着大量工业、零售网点以及物流配送机构。

注释

[1】20世纪90年代初数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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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同2。

[4布罗德尔和拉布罗斯主编：《法国社会与经济史》(50年代至今)，第358

页，谢荣康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5]巴黎地区工业就业百分比与法国全国工业就业百分比的比值。

[6】布罗德尔和拉布罗斯主编：《法国社会与经济史》(50年代至今)，第378

页，谢荣康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7]资料来源：Eumstat 2000。

[8]资料来源：Eumstat．2000。

[9]黄威义：《试析国际大城市巴黎郊区的发展》(世界地理研究)，1998年6

月，第7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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