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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与美国，英国和日本不同，德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并没有一个璜衄的

全球城市。对德国城市体系的分析正示．德国拥有一个由多个重要城市构成的城市体系网络，

城市间存在良好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协作，且具有高度的交通可达性。这种城市体系结构加

强了区城之同的竞争．有利于发现支好的问题解决方法。而且与单一的全球城市相比具有较

低的拥堵成本。这种城市体系并没有影响甚至是强化了德田企业在世莽高端产品生产上的优

势地位，德国企业也并没有因缺少单一的奎球城市而丧失了全球经济的控制权。因而，从威

效出发，德国城市幂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合作型的奎球城市。这样的经验为上海建设田际经

济．金船、贸易和航运中·譬提供7新思路。未来的固际经济中心城市应该突破上海行政界限。

定位为长三角地区合作共建的全球城市。寿此，长三角城市闻要合理分工和专业化协作，以

市场机制为根本实现路径．并进一步提高城市问的交通可达性。

Abstract：Unlike the US．the UIc and Japan，Germany has nO global city but remains OUC of the

most jmportant economies in the world．The study 011 German city system shows血at Germany

is characterized by a network of scvei'al strong cities of nearly the same rank．These cities are

characterized bv a welI established division of labor and funclionaI specialization 111e city network

iS highly accessible and well connected．The decentralized structure of the German city system

enhanoes competition betwecn regions and Scl"Ve8 as means to find nfw and better solutions．Another

advantage is the lower level ofcongestion costs in comparison to mega-cities．The German industry

specializes in quality production in the upper segments ofthe world market．This qualivy production

goes hand in hand witit a close cooperation bctweca industry and servw,as in close spatial mlations

(manufacturing-service-districts)．In this sel[1se the thesis iS put foi-w,ard that the German city

system could be served as a cooperative or virtual global city．The experience from Germany gives

enlightenmcnts to the dcvelopment of Shanghai toward the intemational economic，financial，trade

and shipping center．The future Shanghai should aim at acooperative global city which is based 011

the cooperation ofcities in the Yangtze-Delta．Therefore，the good division of labor and fimctional

specialization among the cities in the Yangtze—Delta should be established．the market but not the

govcrnment should work嬲the min mechanism,and the ac∞豁ibility ofthe city network should be

improv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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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关于德国有无全球城市的疑问

在国际城市体系中处于顶端地位的全球

城市都位于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如纽约．伦

敦和东京分别位于美国．英国和日本．也因而

出现了这样的认知，即世界经济大国都需要

有一个全球城市叫。德国也是世界经济强国之

一．经济总量列世界第三位．而且根据各种新

的全球化指数衡量(Kearny,2006；E11{Z嘶ch,

2007)．德国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在出口方面

居全球第一。然而．对于德国是否拥有一个全

球城市，某一个城市如柏林能否算是一个全球

城市．却存在着广泛的讨论。

萨斯基娅·萨森lSaskia Sassen)在关于

全球城市的经典著作中主要描述了纽约．东京

和伦敦三个全球城市，没有提到德国的重要城

市【Sassen，1991)。在对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

中．泰勒ITaylor)分析了大量有关世界城市

的文献．几个德国城市在不同的研究中被提到．

如柏林．斯图加特．波恩．科隆．慕尼黑．杜

塞尔多夫和法兰克福，其中法兰克福是被提名

次数最多的德国城市(Taylor,2004l。GaWC

在对全球城市的排名中，把德国城市列在全球

城市体系中的较低等级l柏林位于最低的第6

层)．仅在一些特殊的功能网络中处于较高等

级(Taylo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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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球城市目前尚无统一定叉．不同学者对全球城市的理拜及指标洲度不完全—致，但—艇可理拜为在全球范围内最具有直接影响力的中·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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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察引发了几个关于全球城市对国家经济重要性的问

题．其中包括：要在全球经济中处于竞争优势，一个全球城市

是，必要的吗7德国没有一个全球城市的原因是什么7德国的经

济成就是怎样达到的?德国的城市体系能否被描述为合作的或

虚拟的全球城市呢7城市间的职能分工和城市体系的分散化能

否看作是德国的优势呢7这种城市体系能否作为其他国家的发

展范例呢7本文通过对德国城市体系的研究，将对这些问题做

出探索性的回答。

2德国城市体系的发展及其在欧洲的地位

2．1德国城市体系的发展与现状

德国城市体系经历了上世纪40年代之前的极化，二战后

的分散化和两德统一之后的微弱再集中三个阶段l见图1)．

2．1，l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极化的城市体系

德国在历史上邦国．诸侯和独立城市林立．这些邦国和诸

侯拥有各自的首都，郡具有一定地域范围内的政治．文化和经

济中心功能；而独立城市则在自己的地域内起着小首都的作用。

这一结构导致了功能上的高度竞争和广阔的分布。只有在1871

年国家统一和柏林成为首都后，城市体系才开始向拍林极化发

展。直到魏玛共和国时期11919—1933年)．柏林才成为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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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中心。在第三帝国时期11933—1945年)，由于纳粹政

权的政治原因推动，城市体系向着柏林极化的趋势继续加强。

即便如此．柏林在德国城市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却从来没有达到

巴婺在法国和伦敦在英国的那种程度。

2．1。2第二次世界大战磊稆对均钠的城市体系

二战后，德国被划分成4个军事占领区：西部的美国、荚

国和法国占领区发展成为联邦德国．而东部苏联占领区发展

为民主德国。大部分东部城市丧失了许多功能lHenckeL等，

1993}。

I l J柏林丧失了作为西德政治中心的功能。联邦德国临时

首都被定位于波恩，而东柏林仍然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并且是民主德国的首都。

12)柏林丧失了作为金融中心的功能。东西德分开后．金

融中心被建在法兰克福。美国在那里为他们的占领区建立了航

空中心．之后法兰克福变成西德的航空中心．统一后则成为整

个国家的航空中心。由于法兰克福是欧洲中央银行所在地，因

此柏林重新成为德国金融中心功能是不可能的。

{3l拍林丧失了德国媒体中心的功能。广播和新闻媒体被

重新部署在汉堡．科隆．慕尼黑和其他城市．原本在柏林和莱

比锡的很多出版机构被重新部署在慕尼黑．斯图加特．法兰克

田I德国城市体系(1939—1970—1995)

注；圈中城市规模采用的指标是g_--f业从业人甄盏，孰

坐标刻覆革往寿千人

瞥料来：酥：Blotevogel，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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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和其他城市。

(4)战前．柏林和莱比锡也是商品交易中心．战后两个城

市丧失了很多举办交易会的机会，也造威了人员和技术知识的

流失。新的交易区位被选定在汉诺威．很多交易会被重新部署

在传统区位如慕尼黑．科隆和法兰克福及其他地点。

15}大量工业和服务企业离开德国东部．在不同的西德城

市寻找到新的区位，如西门子．Od01．Hauni．德累斯顿银行

和几个保险公司。

结果是西德城市功能增强．而柏林和东部德国城市则在功

能．经济动力和人力资本等方面存在严重流失。同1871年之

前相比．相对极化的城市体系开始走向分散化，重要城市的分

布逐渐均衡。

2．2德国城市系统在欧洲城市空间结构中的地位

尽管不同的欧盟国家有不同的城市体系【如德国，荷兰．

比利时．意大利的多中心城市体系．法国和英国集中式的城市

体系}．但和美国相比．一个显著的不同在于欧盟具有一个紧

密交织的城市网络．尤其是在欧洲的中心地区(见图3)．这些

城市通过各种交通方式紧密地联系起来。

2，l。3两德统一后微弱集中的城市体系

德国统一后．大多数职能并没有再度集中于柏林，而是仍

然分布在各大重要城市，如金融服务业在法兰克福．媒体业在

汉堡．科隆．慕尼黑．高技术产业在慕尼黑与斯图加特．广告

业在汉堡与杜塞尔多夫，重要公司的总部则分布于多个城市之

中《见表1)。其原因首先在于德国的联邦制度．各个州在联邦

政府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各州有其独立的首府城市．这些城

市具有各自的经济．政治．文化中，b等职能。其次．在德国城

市体系内．德国的交通系统具有高度的可达性．使长距离的交

流成为可能，因此弥补了空间分离的缺陷。

圈2僖图大都市区
表1德国主要城市的功能

骨料拳；乐=Bundesamt for Bauwesen und Ramnordnung，2005．

城市 功能

首都，媒体．创意产业．文化．教育

媒体，港口．物流

高技术产业．媒体．汽车制造．IT

媒体．保险

金融服务．咨询，化学工业．物流

柏林

汉堡

慕尼黑

科隆

法兰克福

柏林尽管再也不可能具有像战前那样的中心地位．但由于

首都重新选址在柏林而引起了许多政治团体．咨询．媒体等功

能的再次集聚．其功能和经济实力缓慢地增长。柏林若要取得

更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需依赖那些区位尚未固定的新功能的

增长．如生物科技等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的媒体．咨询部门

以及其他知识密集型活动。

长期以来．德国的空间政策致力于推进空间整合，即为包

括农村在内的所有地区提供同样的基础设施．保证均等或至少

相当的生活条件。由于逐渐加剧的竞争和公共财政困难等原因．

国家空间政策倾向于以城市和大都市区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

l见图2)。这种做法虽有可能导致极化．但考虑到全国有“

个大都市区，12个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因此这一政策还 田3欧洲的城市

远远谈不上会导致中心化。 骨料来源：Espotl．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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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4公路日可达性指数

骨料来源：Espon。2006。

田5航空日可达性

资料来泺：ESlam，2006。

按照ESPON l EI】唧Spatial Planning Ob鲋vafion Network)

分类法，德国城市可以分为三类：“)欧洲大都市增长地区

(MEGAs)，进一步可区分为全球节点和欧洲发动机；(2)跨

国或国家意义的城市功能区；13)区域性或地方性的城市功能

区。70个欧洲大都市增长地区分布在欧洲各地，但它们的实力

各不相同。大多数实力强大的欧洲大都市增长地区集中于欧洲

62 团际城市规划I 20∞V01．23．No．6

中央地区．德国有7个，在欧洲国家中数量是最多的。

欧洲版图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交通可达性．无论是公路还

是航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中央地区具有高度的可达性【见

图¨)。

2．3德国的城市系统可以看作是合作的或虚拟的全球城市

综上所述。德国并不拥有全球城市．其战略功能．经济活

动和基础设施在空间上高度均质分布。但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

德国几乎所有的区域内部和区域之间都有着非常高的可达性．

它的城市体系现状部分是有意识的人为结果．但主要还是历史

原因造成的．即缓慢而较晚的国家统一．二战后的分裂和1990

年的再统一。

德国各联邦州，地方政府和城市具有强大的自治权．加

剧了不同空间层面之间为争取企业和居民的竞争．有利于在社

会．经济．文化和空间政策等各领域找到更好的问题解决方

案。地方和区域政府出于竞争的需要，会为企业和居民提供不

同的服务供给，进而导致不同城市间的专业化分工。当然．所

有的大城市都具备容纳各种功能和服务的良好基础，但在某些

功能方面．重要城市之间还是具有相对明确的分工。国际化和

全球化使竞争的空间范围变得更加宽广．并且导致区域内的城

市和腹地之间以及城市之间和区域l城市网络)之间的合作

在不断上升。通过协调不同城市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德

国空间政策正引导建立新的空间等级层次。即所谓的大都市

区lInitiativkreis Metropolregionen in Deutsehland'2003；Adam，

2006)。

高度的交通可达性和连通性使国家内部高效率的劳动分工

成为可能。可达性替代空间临近在现实中已存在，如专业化功

能I法律咨询．金融服务．工程服务和研究等)可在至多一天

的通行圈内完成。这里强调的是城市之间大尺度的劳动或功能

分工的可能性和收益。但是，一个全球城市如伦敦．纽约或东

京．是否比紧密联系的德国城市体系具有更小的真实时空距离．

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良好的功能分工和高度的交通可达性．显著地降低了交通

堵塞和过度集聚的危险，但可能会丧失单中心极化作用下的集

聚经济效益。强调全球城市的学者认为，全球化导致控制功能

和相关服务集中．并进而促进了全球城市发展。按照这种推论．

德国城市将会丧失其竞争优势．因为他们不得不在别处获得相

关知识。然而事实是．德国工业在世界市场中高端产品的专业

化生产方面具有优势．这与德国模式，即工业和服务业在紧密

的空间关系中密切合作有关。为此．迪特尔·莱普勒(Dieter

Laepple，2006)提出了城市化模式多样化的论点．他认为目前

还难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德国公司是被迫受到全球城市

l如伦敦或纽约)的战略控制并购买它们发展的知识．还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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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空间结构具有自身的比较优势。

基于前面的分析．德国城市体系模式的发展前景是有理由

被看好的。这种分散化的城市系统的功能运转如果能够稳定下

来．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可以使德国城市系统被看作为一个合作

的或者虚拟的全球城市．而不需要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城市。

紧接着的问题是．德国模式是否能够作为一个可供借鉴的目标

模式。事实上．欧洲的荷兰．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城市系统非常

类似于德国。但是就如前面提到的，很多发展更多的不是有意

识的行为的结果．而是历史路径依赖的结果。因此，复制一个

城市系统是不容易的。例如，很多国家有意识的分散首都过于

臃肿的部分功能，从而实现均衡发展．却没有取得明确的成功。

这至少需要足够的政治意愿．规划努力和实施能力。

总结重要观点如下：德国没有全球城市．但是拥有由多个

几乎同等层次的实力强大的城市构成的城市体系网络；这些城

市之间存在良好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协作．城市网络具有很高

的可达性和连通性；城市体系的分散结构加强了区域之问的竞

争，有利于提高效率，而且与单一的全球城市相比具有较低的

拥堵成本。因而，尽管德国没有一个全球城市．但却通过城市

间的分工协作增强了整体竞争力．在事实上发挥了一个全球城

市的作用，从而使德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且与

世界市场高度一体化。至此可以提出这样的论点．即德国城市

系统是一个合作的或虚拟的全球城市，弥补了没有单一全球城

市的劣势。

3对于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启

示：长三角合作型的全球城市

20世纪初上海是远东地区的国际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

而由于历史原因．其国际地位一度衰落。1990年代借助于浦东

的开放开发．上海成功地重塑了全国最大经济中，D的地位，并

将其发展目标定位于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最高

层次就是全球城市。然而，上海目前与纽约．伦敦和东京等现

有全球城市的差距还很大，且根据具体国情的不同，上海应该

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全球城市。德国的经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

路．即全球城市的模式并不是唯一的。从上海和周边地区的现

实条件出发，上海未来的全球城市定位不应仅局限在上海本身，

而应该是长三角地区合作型的全球城市．

3．1建设长三角合作型的全球城市是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

抢占全球经济制高点的需要。也是整合长三角资源和提高长三

角整体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格局下．经济大国的发展需要全球城

市作为增长极的支撑。美国．日本和英国分别拥有纽约，东京

和伦敦．而德国则以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和高度交通可达性构

成另一类全球城市即合作型的全球城市。中国崛起同样需要全

球城市作为引擎，这是在国际劳动分工中不至于沦为核心发达

国家边缘地带的必然需要，因而培育我国自己的全球城市符合

国家利益，是国家战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上海虽然极具

潜力．但自身能级有限，与全球城市差距还很大．尤其是在当

前的行政体制下，上海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受限于行政界限．难

以放大上海的中心作用。而承担全球城市职能的大纽约，大伦

敦和大东京都是突破行政界限的一体化经济体．因此上海要成

为全球城市，单靠一己之力难以完成。德国合作型的全球城市

为此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即上海未来的全球城市应定位为

举长三角两省一市之力共同建设的合作型全球城市．它将与北

方的北京一天津都市圈和南方的香港一深圳都市圈在更高的层

次上加强分工协作．共同构建迎接全球竞争的区域分工新格局。

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之间存在较为突出的非正常

竞争．行政主导的区域经济发展导致产业高度同构．缺乏合理

的分工与协作．导致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弱化了区域的整体

竞争力。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城市的单兵作战已很难立

足。全球化进一步使竞争从局部市场扩展到全球市场．国家干

预空间缩小，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更多地体现为以区域为代表

的经济竞争。在这种形势下．城市问通过协作来对抗全球竞争

便成为必然之举。上海与长三角腹地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以合

作型全球城市为共同目标有利于整合资源．促进分工，实现共

赢，提高城市体系的能级，在不久的将来以一个合作的整体参

与世界分工。

3．2长三角合作型全球城市的形成需要城市之间功能互补。分

工协作．实现经济一体化

德国经验启示．合作型全球城市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是城

市之间功能上的合理分工和密切的专业化协作。德国的几个重

要城市规模接近．功能分工以横向的部门之间分工为主要特征。

而长三角地区城市规模差距悬殊，即使是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

城市也有较大的规模等级区分．例如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就接近

1 000万人．城市规模是一个一般的百万人口城市的十倍。因

而长三角作为合作型全球城市，其内部重要城市之间的分工既

有纵向的等级分工也有横向的部门分工。前者如金融服务业，

上海作为央行二部所在地．中国大陆地区的资本市场中心，毫

无疑问在长三角内部居金融业分工的最高层级。横向的部门间

分工．应以比较优势为原则．如上海以金融．贸易等现代服务

业为主导功能，杭州是国际休闲之都的主要载体，南京是举世

闻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宁波则突出航运功能．其他多数城市应

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从而在长三角形成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

造业之间密不可分的专业化分工协作；即未来的上海将是一个

既包括创新服务中心又具有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合作型全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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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与德国的全球城市体系类似．而不同于纽约．伦敦和东京

以服务业占主导的特征。

但应当注意的是．上海以服务业为主并不排除制造业的发

展．也绝不否定其他城市发展服务业，如杭州和南京等。不过．

产业的能级是有区别的．为了在全球经济中赢得竞争优势．上

海所应培育的第一位专业化主导功能还是现代服务业，而江浙

多数城市的专业化主导功能应定位为先进制造业中的某一部门．

3．3长三角合作型全球城市实现内部分工协作的根本路径，是

让公平的市场竞争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德国经验表明．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是历史事件和市场竞

争双重作用的结果．例如。柏林并未因首都原因而得到联邦的

太多照顾。长三角建设全球城市的根本路径是发挥市场竞争的

作用。城市间的功能分工与专业化协作既不是行政协商的计划

分工．更不是讳言竞争和互相谦让．而是市场竞争下的协作分

工．市场规则是主脉络，只有经过竞争形成的功能协作与分工，

全球城市才真正具有竞争力。前述的上海与其他城市间的分工

模式是比较优势原则指导下的一种目标导向．而比较优势的实

现则是有效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上海发展壮大服务业．不

能指望其他城市不发展服务业．而应当在公平竞争中脱颖而出；

同样．江浙多数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也绝不是上海谦让的结果。

基于此．首先要改革城市政府政绩考核体系．淡化地方政

府的经济职能．让资源在市场机制下自由流动。政府作用应体

现在维护统一的市场规则．促进建立有效的市场体系．消除城

市问阻碍产品和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通过市场的完善来促进

城市问的经济分工；同时，在公共设施．公用事业．生态环保

等传统的非市场领域发挥作用。

其次．要发挥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作用。企

业作为最活跃的市场主体，应该在市场竞争，经济一体化和城

市问的功能分工协作中扮演主要角色。要改变过去区域协调发

展中政府雷声大．企业雨点小的局面．政府应放手让企业以市

场动力去发展．去兼并。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非国有企业与

国有企业相比，不受行政约束．而且对于市场信号的反应更敏

感，也更具市场竞争力．因而应该注意让非国有经济发挥更大

作用。

在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之前的当前阶段．关键是形成

各城市自愿协作的多赢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以此来促进全球

城市内的协调分工。除了联合构建区域产权交易共同市场．区

域牲实业公司等经济联合体之外．还可通过税收谓节等手段实

现城市之问的利益合理补偿。要成立相应的协调机构统一行使

跨行政界线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协调城市间的利益。更根本的

做法是建立有利于跨行政区建设和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

区域的共同立法和执法来规范长三角区域经济～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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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长三角合作型全球城市的功能运转需要以城市网络高度的

交通可达性为依托

按照德国经验．合作型全球城市中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协

作．是以城市问便捷的交通为基础的．高度的交通可达性可以

弥补空间上的分离。长三角两省～市行政区域面积为2l万平

方公里．小于德国35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因而实现高度的交

通可达性是完全可能的，具备交通一体化的潜力。目前长三角

地区城市之间已经具有良好的交通基础．如上海与苏州之间无

论是高速公路还是铁路，行程都在1，J、时以内．甚至低于上海

市区内部两点之间通常的通勤时间。但要成为合作型全球城市．

交通可达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必须打造重要城市之间的1日

交通圈，实现商务活动可以在1天内完成往返。借鉴德国交通

体系，长三角地区实现交通1日往返的交通基础设施应包括高

速公路，高速城际轨道交通和支线航空运输三部分．目前各省

市都在自身行政区域内建设高速公路，而从构建全球城市的目

标出发．长三角地区的高速公路体系应统一规划建设；城际轨

道交通也应尽快规划实施：德国经验表明．城市之间的航空运

输也是必要的，在避免国际机场重复建设的同时，应在重要城

市建设支线航空机场，构建长三角城市之间便捷的航空联系。

此外，在变通管理上也要走向区域一体化，城际轨道交通运行．

高速公路收费．车辆年检等全面实现无障碍和同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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