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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和进步催生的经济发展浪潮则是推动纽

约、伦敦和东京成为世界城市的直接因素。

一、世界城市发展阶段划分

从全球范围内工业化进程推进的次序

来看，全球先后出现了三个世界城市——

即伦敦、纽约和东京，每个世界城市都以

一定区域为支撑，代表所在区域发展的最

高水平。以时间为序，从欧洲、美洲到亚

洲的工业化推进进程可分为五个阶段，而

这种阶段性的划分恰好暗合世界城市形成

和发展的五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

本阶段英国是世界技术创新的中心。

从伦敦、纽约和东京看世界城市
形成的阶段、特征与规律
◎ 陈 磊

世界城市是国际大都市的高端形态，

是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是国际活动的聚

集地和对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具有重要控制力和影响力的城市，是全球

经济系统的中枢或世界城市体系中的组织

结点。目前，全球公认的世界城市只有三

个——纽约、伦敦和东京。

根据现有的研究，我们发现，世界城

市是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产物，它们

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在西方市场化、城市

化、国际化力量的推动和工业化进程的持

续发展下，自发培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世界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工

业化进程是推动一个城市成为国家中心城

市和地区中心城市，继而成为世界城市的关

键和主导力量。除工业化进程以外，科技发

摘  要：以科技进步推动产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为主线，选取伦敦、纽约和东京

三个典型世界城市为研究对象，从这三个城市的发展历程出发，试图通过从科技进步、

工业化进程、经济发展到世界城市这一链条研究世界城市形成和发展的阶段、特征与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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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9年瓦特改进蒸汽机，标志着工业革命

的开始。1785年卡特赖特发明动力织机实

现机械化织布。1825年斯蒂文森发明蒸汽

机车。1840年开始使用邮票，标志通信业

的发端。

由于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英国成为

本时期世界经济的中心，具体表现在:1.世

界工业生产中心。1820年，英国工业生产

占世界工业生产的份额达50%。2.世界贸

易的中心。1840年，英国棉织品出口总值

达2400万英镑，毛织品出口总值达600万

英镑，其它商品出口总值约2000万英镑。

随着英国作为世界经济中心地位的逐

步确立，作为英国首都的伦敦开始成为世

界性的大都市。1800年，伦敦人口86万，

巴黎人口54.7万，两者相差不多。但到1850

年，伦敦人口232万，巴黎人口131万，伦

敦人口是巴黎人口的1.77倍。但由于当时

经济规模较小，货币流通量相对较少，伦

敦作为世界城市的作用还比较有限。

（二）第二阶段

本阶段中发明了电，但作为动力尚未

广泛使用，蒸汽机仍然是主要的动力形

式。另外，钢铁冶炼方法取得不断突破，

钢铁工业迅速发展，成为新兴主导产业，

并推动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形成现代交通

运输业的革命性发展。

本阶段前半期，英国仍然是世界经

济中心，并于1870年达到它的发展顶峰。

1860年，英国铁的产量占世界的53%，煤

产量占50%，工业生产占世界的36%。制

成品贸易额占世界的40%。1880年，英国

在世界制造业中的比重为22.9%，仍位居

第一位。但从1873-1874年的大萧条起，

英国经济开始走下坡路。

与英国经济地位逐渐下降相反，由于

美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适宜大规模的

铁路建设和钢铁工业的发展，世界经济

增长重心向美国转移，开始了“大西洋时

代”。到本阶段结束时，美国成为全世界

最大的工业国。1890年，美国铁路里程达

16.7万英里(约27万公里)，钢与铁的产量

均超过了英国。同年，美国占世界工业生

产的31%，英国仅占22%。

本阶段后期，伦敦成为名副其实的世

界城市。1875年，伦敦人口达424万，相当

于巴黎和纽约两大城市人口总和。当时，

伦敦不仅是国际贸易中心，而且还是国际

金融中心。伦敦成为世界城市的主要原因

是:1.伦敦处于英国与欧洲大陆、英国与北

美的中心位置。2.英国强大的工业基础推

动贸易的发展，并由此推动航运业、金融

保险业的发展，英镑成为世界通行货币。

3.英国最大的银行的总部多设在伦敦。

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纽约人口增长

速度很快。1900年，伦敦人口为658万，

纽约人口为505万。但由于美国国内市场

庞大，内需强烈，美国的出口贸易量和资

本输出量均较小，故本时期纽约尚未能成

为新的世界城市。

（三）第三阶段

本阶段由于电的广泛应用和内燃机

的发明，电气机械、汽车工业成为主导产

业。此外，化学工业也成为主导产业。

从19世纪末起，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

向美国和德国转移。由于德国两次发动世

界大战而战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意、日战败，英、法被削弱，使美国取

得了世界霸权。1947年，美国工业生产占

西方世界的62%，提供出口商品占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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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世界近2/3的黄金储备，在国际金融领

域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上升，纽约取

代伦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1910年，

伦敦人口为725.6万人，纽约人口为705万

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纽约人口超过

了伦敦。1950年，纽约—新泽西大都市区

的人口达1230万人，大伦敦都市区人口为

1040万人。

本阶段，一些原以行政、商业功能为

主的大城市成为新兴制造业的中心。这是

由于电力的广泛使用，使工业得以离开煤

矿区向大城市转移，如伦敦、巴黎等城市

成为电气机构和汽车工业的产生中心，这

为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四）第四阶段

本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了以电子工

业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1973年爆发“石

油危机”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开始进入下

降期。本阶段电子、航空航天、石油化学

工业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1.美国的地位相对下降，但仍然是

世界经济中心。美国GNP占世界总量的

比例，1950年为36.3%，1986年下降到

25.2%，同年欧共体为18.6%，日本为

11.8%。不过，由于70年代初的“石油危

机”，使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崩

溃，美元不再享有特殊的地位。

2.“太平洋时代”来临。50年代初，

轻纺工业尚为日本的主要工业部门。从50

年代末起，日本实施重化工业战略。60年

代起，日本重点发展电子工业和汽车工

业。日本选择了推动本次经济增长的主导

产业——电子工业为重点发展对象。同

时，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快

速发展使日本经济增长率居资本主义国

家之首。60年代，日本的经济年增长率达

11.3%， 70年代仍达到5.3%。由此，日本

在一代人时间内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

国之一。80年代末起，日本的人均GNP开

始超过美国。

随着日本的经济起飞，形成了以东京

为代表的世界城市。1980年，京滨都市区

的人口达1770万，位居世界第一，超过了

纽约—新泽西都市区的1560万人。80年代

后期，东京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

至此，东京成为继伦敦和纽约之后的第三

个世界城市。

（五）第五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形成了以伦

敦、纽约和东京为三大核心的城市体系，

它们像三个引擎一样推动和引领世界经济

的发展，处于世界城市体系的顶端，是当

代三大世界城市。

现代意义的世界城市已经脱离了传

统世界城市的概念，不再单纯以经济体

量、人口和城市规模、商业交往能力作为

评判标准，而是越来越强调在全球化背景

下对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多维度的作用力和

影响力，强调能够前瞻性地引领未来城市

的发展方向。因此，当今的世界城市首先

成为综合性、多功能的国际城市，同时，

还要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重要的经济

节点、金融节点、贸易节点、国际交往节

点，在处理全球经济、社会、政治和人文

事务中具有核心地位。

因此，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是以自

身实力为基础，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

化事务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成为全球

社会经济活动的动力中枢和世界城市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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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中的核心节点。

二、世界城市阶段特征分析

从世界城市发展的几个阶段来看，每

个阶段都有各自鲜明的特征，并在整体上

遵循着一定的规律。

（一）第一阶段的特征

�.生产力实现了质的飞跃，加快了城

市化进程的推进。机器的发明和蒸汽动

力的使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

科学技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工业革

命使英国在世界工业、贸易、海运业中处

于垄断地位，并掌握了世界殖民地霸权，

其他国家在十九世纪中叶又落后于英国，

因而英国便成为“世界工厂”。工业革命

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英国从1750年至

1850年仅仅10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从农业

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一跃崛起为世界

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工业革命解放

了生产力，给生产关系及生产方式带来了

结构性变革，形成了工厂化的大规模、集

合式生产方式。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资

本原始积累加快，财富迅速增加，为生产

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

证。大批剩余廉价劳动力加入产业工人

大军，涌向城市地区，加速了英国都市化

的进程。城市人口急剧增长，从1800年到

1850年，伦敦人口增长了两倍，是当时欧

洲另一个大都市——巴黎的近两倍。

2.制造业居于产业主导地位，伦敦成

为世界工厂和贸易中心。1770-1840年的

70年间，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

国。1840年，英国工业生产在世界工业

生产中占45％，而法国占12％，美国占11

％。英国不仅是当时最富有的国家，而且

成为世界各国的商品供应者，世界各国

则成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地。1801-1850年

间，英国的出口额增加了6倍，并掌握了

世界贸易总额的20％。当时英国生产的棉

织品的80％销售到国外，而所消费的棉花

又全部依靠进口。英国不仅是世界各国工

业消费品的主要供应者，而且也是工业

生产资料的主要供应者。19世纪上半期，

煤、铁、机器的输出不断增加。英国作为

“世界工厂”的地位确立后，在对外经济

政策上就逐步从保护关税政策过渡到了

自由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一方面使

英国的先进技术和生产方式在世界得以传

播，另一方面也为英国进一步大规模殖民

扩张创造了条件。对外贸易的扩大和自由

贸易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提升了伦敦港的

作用，也为伦敦成为英国乃至世界的中心

城市创造了有利条件和强大动力。

（二）第二阶段的特征

�.英镑成为世界货币，伦敦成为世界

城市。英格兰银行成立之前，英国社会上

流通的货币主要是银币和金币。1694年，

英格兰银行开始发行纸币——英镑。但那

时的英镑尚不能算真正的货币。

1816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

案》，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黄金作为货币

的本位来发行纸币。1821年，英国正式启

用金本位制，英镑成为英国的标准货币单

位。金本位的确立，加之英国经济贸易的

迅猛发展，世界货币进入了英镑世纪。

金本位的确立和英国银行金融业的

兴起，极大地提高了英国在全球的霸主地

位。同时，作为英国首都的伦敦在工业制

造、航海贸易和银行金融等领域更是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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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一举奠定了伦敦在

世界城市体系中的高端地位，伦敦终于成

为世界各国的中心城市，成为了“万都之

都”的第一个世界城市。

2.冶炼技术取得突破，钢铁产业飞速

发展。1709年，亚伯拉罕·达比发明了用

煤焦冶铁的方法，后又经过达比后代的不

断改进，煤焦冶铁技术日益成熟，为冶铁

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与此同时，

炼钢技术也取得重大进步。1740年，钟表

匠亨茨曼发明了坩埚炼钢法。1856年，贝

塞麦发明了酸性转炉炼钢法。60年代，法

国人马丁和德国人西门子发明了平炉炼钢

法。1878年，英国人托马斯又发明了碱性

转炉炼钢法。至此，钢铁冶炼进入了规模

化生产阶段，钢铁生产量成十倍、成百倍

的增长，钢铁冶炼方法的革新无疑是材料

科学的一次伟大革命。

3.交通革命蓬勃发展，纽约大都市区

迅速强大。随着钢铁业的飞速发展和钢产

量的大幅提升，交通运输业也迎来了革命

性的发展。19世纪初，人们开始了用蒸汽

机牵引车辆的试验。1804年，特里维西克

发明了火车头。10年后，斯蒂芬逊发明了

机车。1825年，斯蒂芬逊制成了世界上第

一台客运机车，并负责建成了从斯托克顿

到达林顿的铁路，这是世界上第一条铁

路，从而开创了铁路运输时代。

19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英国出现了

修建铁路的热潮，到1850年，已建成通车

的铁路线接近1万公里，以伦敦为枢纽和

核心的英国铁路网的主干结构初步形成。

1851年，伊利铁路全线通车了。哈德

逊铁路也延伸到了西部。纽约同时拥有

两条通向西部的铁路，大大增强了它的实

力。1815年至1840年间，纽约的人口及其对

外贸易额增大了近3倍。1840年，美国1/2的

进口货和1/3的出口货经由纽约。到1850年，

纽约已经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和全

美最大的商业中心，其商品种类齐全，可

供应国内外市场。八方货物云集于纽约，

再转运往各地市场，纽约是出口棉花的贸

易中心，纽约商人把南方的棉花和北部的

面粉运往英国，再装上英国的工业品运给

美国市场。纽约从进出口货物中收取代租

费、运费、保险费等，积累了大量财富，逐

渐成为金融中心。1841年竣工的商业交易

所成为纽约这一商业中心的权力代表，华

尔街成为美国财富与力量的集聚地。

交通运输网的完善，极大地便利了

城市间及城乡间的经济往来，使孤立的城

市结为有机联系的城市体系。东北部城市

的工商业基础已经确立，区域经济实力大

增，成为全国第一个核心区。在交通革命

时期，纽约实力大增，为它成为全国首位

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40-1870年间，纽约的人口增长速度

远远超过了英国伦敦及其中部的一批著名

工业城市。到19世纪70年代，由于纽约的兴

起，东北部城市的规模与布局趋于合理，纽

约一跃成为了美国的首位城市，而且在世

界上也成为仅次于伦敦、巴黎的大都市。

（三）第三阶段的特征

�.第二次科技革命爆发，产业结构由

轻转重。第二次科技革命，发生于19世纪

中叶，它以电机的发明为起点，以电力的

广泛应用为标志，不仅推动了生产技术由

一般的机械化到电气化、自动化的转变，

更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促使主

要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做出了重大调整，

由重视轻工业逐渐转向重视重工业。



区 域REGIONAL DEVELOPMENT

89《城市观察》2011年第4期
Urban Insight, No. 4, 2011

工业革命产生冶金、铁路运输和机器

制造等重工业，但以轻纺工业为主。第二

次科技革命诞生了电力工业（发电厂、发

电机和电动机的生产、输变电机和电缆的

生产等）、汽车工业、石油化工业、炸药

等合成化工工业等新兴工业，它们的发展

速度和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均超过传统的

轻工业。伦敦和纽约的产业结构产生了重

大变化，发展方向从轻纺工业为主转向重

工业为主，重工业的发展为伦敦和纽约等

城市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2.两次世界大战获益，纽约获得了快

速发展的良机。众所周知，两次世界大战

期间，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遭

到了空前的破坏和摧毁。战争给英国、法

国、德国、苏联、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破坏。但由于美国

参战较晚，且在战争期间为参战的盟国生

产并销售大量的战略物资，从而大大促进

了美国各个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重工

业的发展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从而带动了

整个美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积累了巨

额的贸易财富。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很大损

失，英镑地位下降，而美国借重战争带来

的机遇，由债务国变成债权国。美国成为

世界最大的工业国，而工业生产的l／3集

中在以纽约为中心的大西洋中部各州，即

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这对

纽约成为国际贸易中心有重要意义，且这

种国际贸易中心的地理和功能优势，为纽

约的发展创造了天然的优势。

3.美元成为世界货币，纽约确立了世界

城市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

世界上经济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在世

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达到了顶峰，而纽约

也进入了鼎盛时期。1946年，联合国总部设

于纽约，纽约成为国际政治中心城市。布雷

顿森林体系使美元成为与黄金等同的世界

硬通货是纽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的重

要因素，它使得纽约外汇市场的运作影响

着全球外汇市场。从此，纽约也成为了继

伦敦之后世界的首位城市——世界城市。

（四）第四阶段的特征

�.第三次科技革命促使电子工业成为

新的主导产业。第三次科技革命起源于美

国，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使用成为影响世

界发展的重要因素，电子工业成为新的主

导产业。二战后的日本紧紧抓住了第三次

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制定了完善的产业

发展规划，着力发展以电子工业为主导的

制造业。而东京是日本的首都和经济、政

治、文化中心，在此期间完成了由劳动密

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心的转变。

2.生产性服务业和商业成为支柱产

业。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金融服务业

的迅速发展，东京成为日本八大财团下属跨

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的总部所在地，成为

全国的生产要素配置中心和经营决策中心，

完成了由制造业中心向经济中心的过渡。

3.日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东京成为

世界城市。1984年，日元成为继美元和德

国马克之后的世界第三种国际储备货币。

1986年，东京建立离岸金融市场，使得日

本的经济国际化又进入了以国际信贷为

主要形式的货币资本国际化，推动了东京

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到20世纪80年代末

期，世界10大商业银行机构中，日本占有

8家。全球最大500家跨国公司中的34家的

总部设在东京，并拥有2000多家外国企

业的地区本部和办事处。1988年，东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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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市场的交易额达到288兆日元，超过纽

约，居世界第一位。东京外汇市场的交易

量在1990年达到6万亿美元，占全球外汇

交易总额的25%，仅次于伦敦居世界第二

位。至此，东京完成了由全国性经济中心

向世界城市的转型，成为继伦敦和纽约之

后的第三个世界城市。

（五）第五阶段的特征

�.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世界城市不

仅承担着国家经济中心功能，对地域经济

产生较强的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而且对

世界经济产生重要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协

调力。按照现阶段标准，世界城市的人均

GDP通常在30000美元以上。

2.人口规模大、构成多元化。世界城

市的人口数量通常达到一定规模，是所

在国家的超大型城市。来本地学习、工作

和生活的外籍居民在城市人口中占有一

定比例，具有较为明显的语言和文化的多

元性。纽约州和东京都的人口均在千万以

上，大伦敦地区的人口也达到750万，而

伦敦和纽约的语言、文化、种族的多元特

征更加突出。

3.国际金融中心，高端服务业较为发

达。世界城市的决策与控制中心地位决

定了其世界商贸中心、金融中心、资本中

心功能，第三产业发展尤为突出，其中金

融、会计、保险、法律、咨询、商务服务、

国际贸易等占据第三产业中的重要地位，

并在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份额。发达的金

融业是世界城市发挥国际经济功能的重要

条件，国际上公认的三大世界城市伦敦、

东京、纽约同时也是国际三大金融中心，

并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服务业的聚居地。

4.较高的国际化水平和开放度，较强

的世界影响力。世界城市在经济、科技、文

化交流活动领域，在国际交往和处理国际

事务上具有重要的世界影响力。不仅体现

在对全球生产运营活动进行指挥、控制和

管理，而且体现在拥有众多的国际组织总

部，经常举办国际性会议，是重要的国际旅

游目的地，文化交流频繁。同时，这种影响

力还会带来较高的城市开放度和包容度。

5.独特的城市特色与魅力、浓郁的历

史文化氛围。一个城市要在世界城市群中

凸显出来，必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特色，保

持和挖掘这些特色，是世界城市发展普遍

面临的战略选择。纽约具有相当程度的国

际政治、经济影响力。联合国和几大主要

机构总部坐落于此，以百老汇为代表的现

代文化使纽约成为举世闻名的娱乐之都，

金融业是纽约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在世

界经济链条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力。东京作

为世界城市较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创新能

力带来的雄厚经济实力以及国际金融中心

地位。伦敦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的快速

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

其艺术造诣和多元文化也异常突出，创意

已成为这座城市发展的标志。

6.较强城市群带动效应、核心辐射能

力强。世界城市对周围城市群的发展具有

较强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能够形成以世界

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均衡发展，资源有效

配置，分工合理有序，区域共同繁荣发展

的良好局面。弗里德曼曾经指出，一个世

界城市的经济能力取决于它所关联的区域

的生产力。因此，扩大城市经济的辐射范

围，加强城市间的协作，实现优势互补，

享受经济集约化发展带来的益处是世界

城市对周边城市群带来的积极影响。东京

—大阪—神户之间的东海道走廊是日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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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的重要地带。纽约—波士顿—华盛

顿大都市带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和

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包括大伦敦地

区、伯明翰、谢菲尔德、利物浦、曼彻斯

特等大城市的英国英格兰地区也是具有雄

厚全球控制能力的区域。

7.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水

平。一是信息化程度高，信息设备、通讯

网络完善，能够确保信息流、资金流在国

内和国际顺畅流通，是地区的开放度和对

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标志。二是快捷的

交通体系，成为国际航线的中心，拥有覆

盖范围广的地面和地下轨道交通、高速公

路、港口，能够提供多元化的运输模式，

能够确保物质流畅通。三是具有一流的生

活环境和基础设施，具有国际化服务的产

业功能，如具备经常性地举办国际会议的

设施和能力，经常性地开展文化、体育、

科技交流活动的能力，为吸引外来游客、

投资和相关移民提供支撑。

三、世界城市发展规律探析

纵观伦敦、纽约和东京成为世界城

市的历史及几个阶段的特征，我们不难发

现，世界城市的形成、发展和存在整体上

遵循着一定的规律。换句话说，在这些规

律性的特征的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今天世

界上的三个顶级世界城市。

（一）科技革命对世界城市的形成
起到了推动作用

世界城市是城市间动态竞争过程的一

部分，而科技是国际城市竞争的核心。每

一次新技术革命都会推动一些在科技革命

中抢占先机的国家快速发展，成为引领世

界经济发展的先进国家，而这些国家规模

最大、实力最强的中心城市，将发展成为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城市。迄今为止，

人类历史上经历的三次科技革命都诞生了

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世界城市。第一次

科技革命（蒸汽机革命）使伦敦成为人类

历史上第一座世界城市，第二次科技革命

（内燃机和电力技术革命）造就了纽约这

个世界城市，第三次科技革命（信息技术

革命）造就了东京这个世界城市。同时，

随着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一些原来的世

界城市未能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先机，影

响到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进而被挤

出世界城市之列。

（二）世界城市的主导产业遵循相
应规律

从伦敦、纽约和东京从一个港口或

者小城市成为世界城市的路径来看，主导

产业的发展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在第一阶

段，采煤和纺织等轻工业为主导产业；在

第二阶段，钢铁的冶炼、生产和应用为主

导产业；在第三阶段，电气机械、汽车、化

学等成为主导产业；在第四阶段，电子、航

空航天等新兴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在第五

阶段，金融、文化和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

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

（三）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是世界城
市形成的条件和标志

从伦敦、纽约和东京成为世界城市的

历程来看，英镑、美元和日元成为世界货

币是这三个城市成为世界城市的条件和

标志。金本位的确立，加上英国在当时经

济贸易的迅猛发展，很快也确立了英镑的

霸主地位，世界货币进入了英镑世纪。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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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英国银行金融业的兴起，极大地提高

了英国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布雷顿森林体

系使美元成为与黄金等同的世界硬通货是

纽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的重要因素，

它使得纽约外汇市场的运作影响着全球

外汇市场。从1980年开始，日本推行金融

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1984年，日元成为

国际储备货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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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东京建立离岸金融市场，使得日本的

经济国际化又进入了以国际信贷为主要形

式的货币资本国际化，推动了东京国际金

融中心的形成。

（四）世界城市产生于世界经济增
长的重心区域

世界城市都是世界经济中心，因而世

界经济发展变化与世界经济重心转移必将

导致世界城市的兴起、发展与衰退。伴随

着世界经济重心从欧洲转为北美、从大西

洋沿岸逐步转向亚太地区，世界顶级城市

格局从伦敦一枝独秀，到伦敦、纽约并驾

齐驱，再到伦敦、纽约和东京三足鼎立。

不同的是，纽约和伦敦世界城市的形成是

长期以来通过贸易确立，经历了一个漫长

的过程，是强化国际化和依靠市场力量的

“自然发育模式”；东京世界城市地位确

立的背后则有明显国家战略的意图，国家

为有意识地推动优质资源向首都圈集聚，

使其以“国家冠军”的身份参与国际竞

争，是典型的“规划推进模式”。

（五）国家和区域发展是世界城市
的重要依托

国家和区域是世界城市的经济、文

化、政治载体和区域基础，区域兴则城市

兴，区域衰则城市衰。从国家层面看，全

球级的世界城市产生必须有全球级的综合

国力来支撑。处于全球等级体系顶层国家

的主要城市，将作为全球城市等级体系的

高层并发挥全球影响力，而处于其他层次

国家的城市，仅能作为区域或局部意义上

的城市发挥作用。伦敦、纽约、东京的崛

起，无不依靠其背后英国、美国和日本的

国家综合实力强大支撑。从区域层面看，

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无不以某一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区域为基础，依托的是以中

心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比

如，纽约所依托的美国东北部区域、伦敦

所依托的英国英格兰区域以及东京所依托

的日本东海道区域，都是具有雄厚全球影

响力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内，都形成了以

其为核心的城市群或大都市带。

（六）世界城市的功能定位演变过
程相同

从世界城市功能定位的演变过程来

看，都是从国家中心城市到区域中心城

市，再发展成为世界城市。纽约、伦敦和

东京都是各自国家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形

成的首要中心城市，经济规模和人口增长

都很迅速，一般兼为各国主要海港或航空

港口，是各自国家的首都或本国的政治、

经济、文化学术中心，联系外部世界的窗

口，也是带动国内各类城市融入世界城市

格局的前卫力量。区域中心城市是指经济

实力雄厚，功能相对齐全，能够在世界上

几个主要地区和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

及社会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城市。纽

约、伦敦和东京都曾经是各自国家和地区

的国际资本和商品集散中心，国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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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信息中心，同时也是国内经

济与国际经济的结合点。纽约、伦敦和东

京都是指在世界城市格局中处于最高层

次、能发挥全球性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

的国际一流城市，集中了远远超出常规比

例的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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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rases, Features and Rules of World City Formation: A Case Study of London, 
New York and Tokyo
Chen Lei

Abstract: The paper centers on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ive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takes three world cities, namely, London, New York and Tokyo, as ex-

amples,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phrases, features and rules of world city formation through their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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