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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时间为脉络，对纽约城市经济发展进行了梳理和研究。纽约经历了发展初期的城市扩张以适应制造业的发

展，19 世纪中后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发展，以及二战以来随着美国经济从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转换，纽约也经历

了制造业的衰退和生产服务业的兴起及蓬勃壮大。分析了影响纽约生产服务业发展的原因，并提出后工业化阶段生产服务

业的蓬勃发展是国际大都市的必经之路，给出了我国大都市建设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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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是公认的国际大都市，它不但是世界经

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是美国东部城市群的中心。
纽约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对区域经济有带动作用;

地域广阔，拥有可以依托的十分广阔的腹地; 交通发

达，拥有优越的区位条件; 具有优良的现代化城市基

础设施; 以贸易先行，以工业为基础，以金融为主导，

由全国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发展成为国际性的经

济、金融、贸易中心; 有发达的文化、科技、教育，是人

才荟萃之地; 具有广阔的辐射面，而且向外发展形成

一个都市圈( 带) 。这些城市功能并非纽约天生具

备的，而是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城市经济经

历了产业升级和专业化分工而逐步形成的。纽约的

发展轨迹对我国大都市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一、纽约 19 世纪中后期的经济发展历程

( 一) 初期制造业、伊利运河及重工业生产
1820 ～ 1860 年是美国工业化初期阶段。纽约

于 1825 年建成了连接哈得逊河和五大湖区的伊利

运河。运河开通前，横亘在内陆与沿海地带的 Ap-
palachian 和 Allegheny 山脉使得商品在东西方向运

输极不便利。运河开通后纽约与外界的运输的效率

提高了近 3 倍，成本节约了近 90%。随后开通的流

域中央—哈得逊河铁路又进一步方便了区域之间的

联系。运河的开通和铁路的修建使美国的贸易由南

北流向改为东西流向，纽约新奥尔良成为新的出口

贸易中心。
19 世纪 50 年代，市场对汽船、铁轨的大量需求

带动了纽约钢铁业和大型机器生产。为了制造那些

重达 30 吨的汽船引擎、铺设铁路的钢轨，制造商开

始了大型生产的尝试。纽约钢铁生产也得益于当时

大型批发仓储和零售商场的热建。为提高施工效

率，一种方便工人架设的钢框架出现。这种建筑材

料，以及同时期出现的电梯，让以后纽约建设摩天大

楼成为可能。同时期，纽约的印刷和出版业也开始

大规模的生产。铁路和运河可以把出版物大量地运

到中西部腹地，而新的蒸汽动力印刷实现了大量生

产。大型生产集中在曼哈顿也带来了负面效应，街

道拥挤，码头堵塞，还有地价飞涨，导致许多厂家搬

迁出曼哈顿。与此同时，纽约的人口也在移民潮中

迅猛增长。仅在 1854 年，美国接纳了 428000 位移

民，其中大约 319000 人选择曼哈顿作为居住地，这

个数字比 1840 年全纽约人口还要多。工业厂家对

生产空间的需求，以及人口增长对生活空间的需求，

成为推动纽约城市扩张的压力和动力。
( 二) 大纽约———行政区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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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年，布鲁克林区、皇后区、布朗克斯区和史

坦登岛纳入了纽约市行政区，和曼哈顿共同组成一

个大纽约。纽约的这次历史性扩张把当时美国第三

大城市布鲁克林以及布朗克斯、皇后、史坦登 38 个

城镇和村庄并入纽约，和曼哈顿一起成为新的大纽

约。合并后的纽约市面积 930 平方公里，成为当时

世界第二大城市，人口近 350 万，仅次于英国伦敦。
在这 5 个区中，曼哈顿是纽约的心脏，面积 57. 91 平

方公里，占纽约市总面积的 7%，该岛经由桥梁、隧

道、地铁与其他四个区以及新泽西州相连，交通四通

八达。1904 年开通的第一条地铁以及随后的桥梁、
隧道如同动脉一样赋予这 5 个区活力，成为人流、物
流的集散地。

纽约市的扩张使原本集中在曼哈顿的制造业有

了更多区位上的选择。制造业开始从曼哈顿外移到

其他区内，到 20 世纪 20 年代，曼哈顿成为金融、贸
易、广告、媒体等服务产业的聚集地。分布在布鲁克

林区的产业主要包括金属产品业、机械业、纺织成衣

业、造纸业、电器业; 布朗克斯区大多为住宅区，仅在

南部地区有食品加工、成衣制造等行业; 史坦登岛的

主要行业为运输业及炼油业。城市空间的扩大舒缓

了原本高度密集的居住人口带给曼哈顿的压力，加

上便利的交通体系，城市居民有了更多的居住选择。
在这个时期，纽约整个区域城市化水平提高，有近

2 /3 的人口从事非农产业 。
二、纽约 19 世纪中后期经济发展历程的分析

纽约在 19 世纪中后期的发展是其工业化和城

市化进程的一个阶段。如果从工业结构系统中起主

要支柱作用的产业角度进行观察，其发展表现出以

轻纺工业为主逐步转向以重化工业为主的阶段过

渡; 从社会进程来看，按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

的划分，当劳动力转移到了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纽

约从前工业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
( 一) 生产要素对经济的影响
从纽约 19 世纪中后期所具备生产要素情况看，

劳动力和资本的供应充足，技术革新不断应用在生

产和生活中。源源不断的移民是纽约劳动力的重要

来源。资本方面，1790 年，纽约被确定为美国的金

融中心，纽约股票交易市场于 1792 年开市。资本在

寻求最大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

置，带来经济的增长。技术革新方面，纽约信息流通

迅速，新技术能够在这里得到有效地应用。蒸汽动

力和电能是当时两项重要技术突破: 19 世纪初第一

艘蒸汽船在曼哈顿开出; 大发明家爱迪生在银行家

J. P. 摩根的资助下，1878 年创立了爱迪生电灯公司

( 通用电气公司的前身) ，并于 1882 年建造了第一

个电厂，实现电能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
( 二) 腹地整合对经济的影响
腹地整合会影响到区域产业格局、人口空间分

布。沿海城市需要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不断开拓腹

地市场、开拓资源空间; 而内陆地区则需要通过沿海

城市群融入世界经济，最终增强整个区域的综合竞

争力，成为全球经济分工的一个成员。腹地整合过

程中需要强化区域中心城市的能级，增强其辐射能

力( 刘蓉、李津逵，2004) 。
伊利运河的通航是纽约整合腹地的关键所在。

运河的开通，实际上让纽约有能力畅通无阻地连接

当时( 19 世纪早期) 世界经济最具活力的三个地区，

即制造业霸主英格兰、盛产棉花的南部和农产品丰

富的中西部。伊利运河的通航对纽约是具有历史意

义的，它不但把纽约制造业的市场拓宽到美国广阔

的中西部，更重要的是把广袤腹地的商品通过运河

输送到纽约，之后出口到欧洲。1849 年，纽约港口

接待了来自 150 个不同地方的外国商船，完成了全

美国 1 /2 的进口业务和 1 /3 的出口交易。纽约凭借

对欧洲的贸易，以及广阔的中西部腹地经济的商业

流通，成为国际、国内商业枢纽，树立起了它无法取

代的核心地位 。
伊利运河带来的与内陆之间早期的通达性是纽

约在经济的发展中赢得首要地位的原因之一。纽约

的运河同铁路在工业化初期给制造业带来的益处

是: 运输成本降低、市场范围扩大、促进制造业的集

聚，实现规模经济。
( 三) 政府的角色
1. 铲除贸易壁垒，降低发展成本。美国自南北

战争之后，在州际经济联系加深的同时，地方保护主

义导致的各种贸易壁垒也在增加。为了能给发展势

头强劲的制造业创造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实现规模

经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 地区协调、法律

保障、市场机制、规模经营。立法方面，以 1887 年美

国国会通过的《洲际商务法》为标志，政府开始干预

地方间不平等竞争行为。以这部法律为基准，加上

此后的众多相关法律，政府有效地利用法律铲除贸

易壁垒，为各州之间低成本、大规模实现工业化提供

了可能。
2. 政府推进纽约行政区扩张。纽约市的扩张

使原本集中在曼哈顿的制造业有了更多区位上的选

择。制造业开始从曼哈顿外移到其他区内，而曼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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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作为服务业中心的雏形出现，继而带动整个区域

城市化水平提高。政府的政策安排使纽约一跃成为

当时仅次于伦敦的世界第二大城市，为它在 20 世纪

成为世界中心奠定了基础。
三、二战结束后纽约经济转型历程的分析

( 一) 纽约制造业的衰退和生产服务业的发展
纽约制造业的增长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后初

期。自 20 世 60 年代中后期开始，纽约制造业提供

的就业机会减少，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进入服务业领

域工作。就业结构的升级有助于提高劳动力整体素

质，也有利于经济发展。1966 年纽约制造业就业人

口为 85. 7 万，1991 年这个数字下滑为 30 万，比

1966 年减少了 65% 。就业结构的改变折射出纽约

经济结构的转型，纽约的产业结构在这个期间经历

了调整，由制造业经济转型成为服务业经济( Ehren-
halt，S. M. ，1993) 。产业结构变动是资本寻求利益

最大化的结果，而资本收益的增加，意味着在资本既

定的情况下，产出增加，经济增长。
表 1 显示了 1960 年和 1991 年纽约就业人口分

布的变化。非常明显的一点是，按雇佣员工数来看，

1991 年纽约前十大行业中已经没有制造业的一席

之地了，服装加工业、印刷出版业、建筑业都退出了

前十位。1960 年排在第一位的批发业到 1991 年位

列第三，但是从事该行业的人数减少了 11 万。1991
年就业人数最多的是医疗服务业，有 26. 8 万人，比

1960 年增加了 17. 1 万人。商业服务业在 1991 年

从 1960 年的第五位跃居第二位，有 21. 9 万人在该

行业从事金融、商务、管理等服务，比 1960 年多出近

10 万。1991 年新上榜的行业包括社会服务业、教育

服务业以及工程和管理服务业，分别创造就业机会

12. 9 万、9. 7 万 和 9. 1 万 个 ( Ehrenhalt， S. M.
1993) 。

表 1 1960 年和 1991 年纽约市十大产业

( 以就业人数排序) 单位: 千人

1960 1991
行业 就业人数 行业 就业人数

1 批发业 315 1 医疗服务业 268
2 服装加工业 268 2 商业服务业 219
3 印刷出版业 127 3 批发业 201
4 餐饮业 125 4 银行信贷业 166
5 商业服务业 120 5 证券及商业经纪业 129
6 房地产业 104 6 社会服务业 129
7 保险业 102 7 餐饮业 119
8 银行信贷业 101 8 教育服务业 97
9 医疗服务业 97 9 房地产业 96
10 建筑业 88 10 工程和管理服务业 91

资料来源: Ehrenhalt，S. M. 1993，P 44.

二战结束后，美国整体经济结构有所调整和转

变。制造业由于传统部门的衰落和高技术产业的兴

起在地域上有了重新分布，同时比较利益驱动制造

业将生产中心转移到郊区或其他低成本地区。纽约

的制造业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开始逐步萎缩。事实

上，纽约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其劳动力成本不可避免

地要上扬。对于传统制造业而言，在纽约这种大都

市内大规模发展是不现实的。并且，随着美国工业

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便利的交通运输和接近市场已

经不再是几个城市独具的优势了，制造业在分布上

有了更多更经济的选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从二

战结束后，原本聚集在纽约的制造业企业开始离开

( 姜立杰、黄际英，2001) 。
70 和 80 年代美国周期性经济危机和产业机构

调整带来的结构性危机导致纽约制造业进一步萎

缩。1965 年，纽约有 1 /4 的就业人口，即 865000 人

从 事 制 造 业; 到 了 1988 年，制 造 业 从 业 人 口 为

355000 人，占就业人口的 10%。从 1969 ～ 1977 年

间，纽约 143 个制造业行业中，有 134 个行业或者大

幅裁员，或者未有任何新增工作岗位( 姜立杰、黄际

英，2001) 。从各行业就业人数的变化来看，1966 ～
1991 年间，纽约服装加工业雇员减少 64%，纺织业、
橡胶及塑料制品业和运输设备制造业就业人口减少

了大约 67%，而纸制品、金属加工制品、家具和家居

设备、电子和电机设备仪器等轻工业所提供工作岗

位减少 70% ( Ehrenhalt，1993) 。
在经历了 70、80 年代制造业的衰退后，尽管制

造业仍旧是纽约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已不再是

支撑点了。取而代之的新的增长动力来自服务业，

尤其是生产服务业。服务业在纽约有着悠久的历史

和雄厚的基础。纽约从 19 世纪起就是一个商贸金

融中心，到了 20 世纪，文化艺术、教育、旅游、信息等

行业在纽约的汇聚发展进一步推动它成为一个功能

齐全的大都市。在制造业持续下滑的 70、80 年代，

纽约的服务业迅速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其

中，个人服务业( 餐饮业等) 、生产服务业和社会服

务业( 医疗、教育等) 都持续增长。从事商业服务的

人口从 1960 年的 12 万增至 1991 年的 20 万; 银行

业 1991 年比 1960 年增加雇员 6. 5 万; 而从事证券

及商业经济的人员从 1960 年的不足 5 万增至 1991
年的 12. 9 万( Ehrenhalt，1993) 。

( 二) 从纽约经济转型看影响生产服务业发展
的因素

1. 制造业的规模和门类对生产服务业的影响。
从表面上看，生产服务业取代了制造业在纽约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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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地位，但是，两者之间其实并不是此消彼长的竞

争关系，而是互相促进的联动关系。只有当制造业

发达到一定程度，由于经营复杂性和多样化的要求

才开始将作为中间环节的生产服务独立出来。所以

说，对专业化生产服务业的需求来自成熟发达的制

造业。而纽约具备门类齐全并且发展成熟的制造

业，这是其生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背景因素。
对纽约而言，即便经历了 70、80 年代的衰退，纽

约的制造业实力仍然在全美城市中位居前列。一定

程度上是因为纽约作为一个大都市，其自身对制造

业产品的需求就是一个大市场，即城市自身的需求

对周 边 服 务 业 起 到 一 定 的 拉 动 作 用 ( Ehrenhalt，
1993) 。另外，纽约日渐发达的生产服务业增加了

周边制造业的竞争力。制造业与生产服务业之间存

在联动关系———制造业能促进对服务业的需求，而

服务业也同样为周边的制造业生存创造条件( 姜立

杰、黄际英，2001) 。
2. 自由贸易对生产服务业的影响。自由贸易

从国家内部来说，就是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让生产服

务业能够辐射到周边制造业地区。只有这样，才能

消除因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额外成本，制造业企业

才愿意购买区域中心城市的服务。从全球范围而

言，管制的放松和贸易全球化对生产服务业而言有

非同寻常的意义，各项服务在跨地区、跨国界间的流

动要求日趋增加。
3. 城市规模对生产服务业的影响。生产服务

业能够在纽约取得长足发展，是由于该行业有很强

的地域聚集性，即城市规模越大，生产服务业的专业

化程度和聚集度越高。纽约作为一个具备综合经济

功能的大都市，其鳞次栉比的金融机构、贸易公司、
交易所、律师事务所、广告公司、房地产公司、通讯服

务公司、设计师事务所、会计审计师事务所等有着密

切的外来活动，共同促进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4. 跨国公司对生产服务业的影响。纽约生产

服务业的发展是同其成为跨国公司总部基地的进程

相辅相成。1986 年，《福布斯》根据境外收入列出的

美国 100 家最大跨国公司中，有 24 家总部设在纽

约，16 家总部在纽约郊区。在这些公司中，有将近

1 /2 的收入来自境外资本运营收入。而纽约先进的

金融服务被这些跨国公司所青睐，而金融创新也是

在这样活跃的经营环境中产生的。1970 年，纽约有

外国银行 47 家，资产 100 亿美元; 1985 年，外国银

行增至 191 家，资产为 2380 亿，雇员 2. 7 万人( 姜立

杰、黄际英，2001) 。

跨国公司规模的扩大加大了总部协调管理的复

杂程度，对中间服务环节的需求也更多。很多公司

将总部职能服务外包，譬如法律、研发、营销等。据

统计，60 年代末，跨国公司总数为 700 家，海外子公

司 2. 7 万家。到 90 年代初，全球跨国公司数为 3. 8
万家，海外子公司为 20. 7 万家 ( 姜立杰、黄际英，

2001)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分布带动各项专业化服

务在世界各地发展。
5. 产品和市场细分对生产服务业的影响。产

品细分和市场细分同样对配套服务提出越来越高的

要求。研究者从企业经营层面分析生产服务业发展

的原因: 消费者对个性产品的需求导致生产企业生

产环节的增加，以及对专业化细分的需求。生产环

节增多加大了协调管理难度，原本由企业内部提供

的服务不能满足专业化的要求，企业将这一部分中

间投入服务转向市场购买，即服务外包。1997 年，

美国年销售收入超过 8000 万美元的企业，服务开支

增加了 26%。其中信息技术服务占全部服务支出

的 30%，市场营销服务占 14%，金融服务占 11%
( 尹继佐等，2004) 。

四、大纽约发展对我国大都市规划的启示

从纽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纽约市的城市经

济发展的轨迹是在工业化阶段，城市经济以制造业

为主; 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进入后工业阶段，生

产服务业取代制造业的地位，成为主导产业。同时，

我们也看到大都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是建立在发达的

生产服务业的基础之上的，城市发展与区域经济的

密切关系。纽约的发展轨迹对我国建设中的大都市

有几点基本的启示:

首先，从纽约的城市经济发展轨迹来看，纽约经

历了制造业的大力发展，只有当制造业发达到一定

程度，由于经营复杂性和多样化的要求才开始将作

为中间环节的生产服务独立出来。我们应该遵循经

济发展的规律来发展我国的大都市经济，在城市的

辐射区域，建立工业产业园区支撑城市的生产服务

业的发展，因为，在后工业时代，生产服务业与制造

业之间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依存而且存在联动关

系; 在区位选择上，前者聚集在中心城市，后者则分

布在城市辐射区域。
其次，纽约市服务业发达不但表现为总量高，而

且内部结构也在不断优化，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服务

业( 金融保险、商业服务) 迅速发展。我国的大都市

建设中应该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服务业，以

提高我国大都市在国际分工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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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鼓励跨国公司在我国大都市把总部移到

中国北京、上海及广州。纵观纽约的城市经济发展，

跨国公司的总部对其城市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同时，

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分工和协调通过促进所在城市的

生产服务化水平提高城市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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