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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视角下

深圳城市竞争力变化驱动因子分析

城市竞争力反映一个城市吸引资金、

争夺市场和调配资源的效率和能力。以往

研究关注产业视角（王志球与汪治等，

2008）、流通视角（姚红，2004）、区域

视角（孙勤与董金玲等，2012；马李   ，

2013）等，而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处于出口

拉动型经济模式，比较城市竞争力还有一

个重要的视角即国际化视角。同时，城市

竞争力的研究不仅需要定量的评价以及与

其它城市的横向对比，亦需要分析某一城

市竞争力变化的内在机制，以便更加清晰

的把脉城市发展路线。

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依

托毗邻香港的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与贸

易，成为经济发达和快速城市化的一线城

市。如何进一步提高产业层次、开拓新的

发展空间，强化深圳在世界经济网络中的

竞争力成为关键命题。本文的重点是分析

深圳城市竞争力随时间纵向变化的驱动因

内容摘要：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处于出

口拉动型的经济模式，本文选择国际

化视角作为城市竞争力研究的切入点，

丰富以往关注产业视角、流通视角、区

域视角的城市竞争力研究；同时，以往

研究多数关注城市竞争力评分高低的

横向比较，本文增加对驱动城市竞争

力变化的要素的定量挖掘。具体思路

是：选取深圳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在综

合现有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的基础上，

构建国际视角下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

的针对性指标体系，选取国内开放程

度较高的 1 4 个城市作为对比，利用全

局主成分分析的方法，定量评价 2002、

2004、2006、2008、2010五个年度深圳城

市竞争力得分位序，进而分析不同因

子如何驱动其变化。在此基础上提出

提升深圳城市竞争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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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但由于竞争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本

文选择国内其它外向型经济城市与深圳市

进行对比分析。

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竞争力的概念源自企业管理，体现企

业在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中比其他竞争

者更具价格优势和产品质量的能力（宁越

敏、唐礼智，2001）。国外对城市竞争力的

研究较早，比较著名的有波特关于国家竞

争力的研究，以及丹尼斯关于大都市地区

国际竞争力的研究。目前国外城市竞争力

研究主要集中在新背景下城市竞争机制、

影响因素、定量评价和战略提升等4个方面

（于涛方，2004）。国内学术界于20世纪90

年代末开始关注城市竞争力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竞争力与城市竞争力的理论研究

（张京祥与朱喜钢等，2 0 0 2 ；张庭伟，

2004）、城市竞争力定量评价（倪鹏飞与刘

高军等，2003；袁国敏，2004）、城市竞争

力变化的影响因素（王发曾、吕金嵘，

2011）和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叶珊珊、翟

国方，2010）的关注。由于城市竞争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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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的构建一般立足特定视角，例如区

域竞争、产业发展、流通等，不同研究差异

较大，已有指标体系无法直接运用于本文。

本文立足国际化视角，指标体系项目

层考虑城市自身素质及国际经济联系两大

方面。城市自身素质用整体经济、基础设

施、社会环境、生态宜居、人力资源、科

技能力、政府能力七个目标层进行表达，这

是由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生产

性服务业在城市发展中占据关键地位，与

之相关的科技、人力资本、生态宜居水平

以及社会环境等对城市集聚效应的贡献日

益显著；国际经济联系则选取最具影响力

的国际资本联系进行表达。数据选取2002

年、2004 年、2006 年、2008 年和2010

年五个时段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共计39 个具体指标（见表1）。

为了更好反映国际化视角下深圳市与

国内其它的城市的差异，选取北京、天津、

沈阳、大连、上海、无锡、苏州、杭州、武

汉、广州、东莞、重庆和成都13个城市与

深圳市进行比较研究。选取理由为：这些

城市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或者国家战略区，

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较好；这些城市参与国

际市场的程度较高，属于外商直接投资的

重点区域；这些城市均提出建设国际城市

或者区域性国际城市的发展战略。

深圳城市竞争力得分与位序

（一）主成分选取与命名

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对各城市的竞争

力进行计算，根据特征值大于1，累积贡献

率大于80% 的原则，共选取7 个全局主成

分（见表2），累积贡献率为80.13%。其

中，KMO检验为0.717，Bartlett检验的卡

方估计值为4211.37，自由度为741，显著

表1   深圳城市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项目层 目标层 具体指标

城市自身素质 整体经济（A） A1-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A2-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A3- 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万元）；A4- 人均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商品销售总额（万元）；A5- 人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万元）

基础设施（B） B1- 客运总量（万人）；B2- 货运总量（万吨）；B3- 人均邮政业务总量（万元）；B4- 人

均电信业务总量（万元）；B5- 国际互联网用户数（户）；B6- 供水总量（万吨）；B7- 全

社会用电量（万千瓦时）；B8- 煤气供气总量（万m 3）；B9- 毎万人拥有公共汽车（辆）；

B10-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m 2）

社会环境（C） C1- 普通高等学校数量（所）；C2- 每万人剧场、影剧院数（个）；C3- 每万人公共图书

馆图书总藏量（册）；C4- 每万人医院、卫生院数（所）；C5- 每万人医生数（个）

生态宜居（D） D1- 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万元）；D2-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D3- 城镇生

活污水处理率（%）；D4-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D5- 人均绿地面积（m 2/ 人）；

D6-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人力资源（E） E1- 总人口数（万人）；E2- 失业率（%）；E3- 全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E4-

地方财政教育支出（万元）；E5-职工平均工资（元/ 年）；E6-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人)

科技能力（F） F1-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从业人员比例（%）；F2- 地方财政科学支出（万元）

政府能力（G） G1-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万元）；G2-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万元）

国际经济联系 资本联系（H） H1- 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万元）；H2- 外商（不含港澳台）投资企业工业

总产值（万元）；H3- 当年人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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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Sig.=0.000。说明选取的指标体系整

体能反映14 个城市竞争力情况。

根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略），

第一主成分的特征值为12.408，贡献率为

31.816%，在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

人均邮政业务总量、每万人医生数量、人

均绿地面积、当年人均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指标上具

有较高的得分，故命名为城市经济因子；

第二主成分的特征值为9.159，贡献率为

23.486%，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全社会用电量、

教育支出、科学支出、供水总量、国际互

联网用户数等指标上具有较高的得分，故

命名为政府管理因子；第三主成分的特征

值为2.700，贡献率为6.924%，在城镇生

活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人

均地区生产总值、职工平均工资等指标上

具有较高的得分，故命名为生态民生因子；

第四主成分的特征值为2.360，贡献率为

6.051%，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

业比例，第三产业比重等指标上具有较高

的得分，故命名为科技实力因子；第五主

成分的特征值为1.760，贡献率为4.512%，

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每万人剧场、影剧

院数量、人均城市道路面积等指标上具

有较高的得分，故命名为城市文化因子；

第六主成分的特征值为1.560，贡献率为

4.001%，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具有较高

的得分，故命名为环境技术因子；第七主成

分的特征值为1.303，贡献率为3.340%，工

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率等指标上具有较高的得分，故命名为

发展潜力因子。

（二）城市竞争力得分与位序

通过旋转的载荷矩阵变换得到每个主

成分的得分系数，将主成分得分系数与原

始数值相乘可以得到每个主成分的得分值，

然后将每个主成分相加得到城市竞争力综

合值（见表3）。结果表明，2002年以来14

个城市的竞争力呈现显著的时、空间差异，

各城市的得分和位序都呈现较大的变化。

将城市各个年份的竞争力得分相加，14个

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情可况分为Ⅰ、Ⅱ、

Ⅲ三类。Ⅰ类城市

（总得分＞3.0）：深

圳、上海和北京。这

三个城市作为东部

沿海经济发达城市

和国家重要战略地区，具有极强的城市竞

争力，一直处于前三位。Ⅱ类城市（-1.0＜

总得分＜1.0）：东莞、广州、杭州和天津

市。这些城市都均有良好的区位，在经济、

社会、环境和教育等方面展现较强的竞争

力。Ⅲ类城市（总得分＜-1.0）：苏州、无

锡、沈阳、大连、武汉、成都和重庆，这

些城市竞争力较弱，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

城市竞争力的增长速度也较慢。

深圳城市竞争力变化机制

为全面分析深

圳城市竞争力变化

内在机制，将七大主

因子对深圳、北京、

上海、广州和东莞5

个城市历年贡献情

况进行全局主成分

分析，得到图1所示

结果。其中，纵坐标

的正负值代表某一

年份特定因子对不

同城市的贡献程度，

正值代表高于平均

水平，负值代表低于

平均水平，且数值越

大，贡献程度越高。

例如，深圳市2002

年城市经济因子得

分最高，该因子对深

圳市2002 年城市竞

争力的贡献度最高，而同年北京得分为负，

证明该因子对2002 年北京市城市竞争力

的贡献低于平均水平。

（一） 城市经济因子对深圳市贡献突出

五个城市的全局主成分分析结果表

明，在2002、2004、2006、2008和 2010

五个年份，深圳市城市经济因子的贡献率

均远高于其它城市，同时呈现先增后减趋

势，近几年减弱速率加快。深圳市是毗邻

香港的外向型经济城市，随着香港1997年

回归以及中国2002 年加入 WTO，深圳市

率先承接香港及东南亚地区的产业转移，

经济开始得到快速发展。但近年来伴随着

深圳市产业升级，外向型经济减速，深圳

市经济发展与上海、北京与广州等一线城

市的竞争加剧。

（二） 政府管理因子对深圳市贡献较弱

政府管理因子对深圳、东莞的贡献低

表2   全局主成分分析的特征值和累积贡献率

表3   各年份城市国际竞争力得分与位序差异

城市
2002年 2004年 2006年 2008年 2010年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得分 排序

北京 0.602 3 0.621 3 0.705 3 0.721 3 1.189 1

天津 -0.103 7 -0.196 7 -0.175 7 -0.076 6 -0.101 6

沈阳 -0.318 9 -0.370 10 -0.349 10 -0.310 11 -0.345 11

大连 -0.347 10 -0.408 11 -0.462 12 -0.289 9 -0.307 10

上海 0.819 2 0.719 2 1.229 1 0.931 1 0.671 3

无锡 -0.310 8 -0.266 8 -0.235 9 -0.304 10 -0.301 9

苏州 -0.351 12 -0.276 9 -0.221 8 -0.196 8 -0.190 8

杭州 -0.051 5 -0.075 6 0.008 6 -0.103 7 -0.139 7

武汉 -0.349 11 -0.479 13 -0.418 11 -0.418 12 -0.364 12

广州 0.268 4 0.212 5 0.141 5 0.079 5 0.083 5

深圳 1.268 1 1.326 1 0.907 2 0.774 2 0.953 2

东莞 -0.082 6 0.328 4 0.229 4 0.225 4 0.180 4

重庆 -0.667 14 -0.679 14 -0.673 14 -0.592 14 -0.550 14

成都 -0.379 13 -0.456 12 -0.487 13 -0.441 13 -0.418 13

图1   七大因子对深圳市等城市竞争力贡献情况

区域经济 Region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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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平均水平，而对上海、北京、广州的贡献

均高于平均水平。同时，该因子对深圳市的

贡献五年未发生明显变化。深圳市作为改

革开放的前沿领域和市场经济制度改革的

试点城市，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干预程度

弱于上海、北京、广州，“服务型”政府是

深圳较上海、北京、广州的优势之一。

（三）生态民生因子对深圳市贡献逐

年波动

生态民生因子对五个城市竞争力的贡

献逐年波动。其中北京与东莞先上升后下

降，广州先下降后上升，上海一直上升，而

深圳一直下降。深圳生态民生因子贡献度

持续下降揭示经济增长与生态民生之间的

矛盾日益凸出，粗放型城市化模式已严重

制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四）科技实力是深圳市的潜力因子

科技实力因子五年内对深圳的贡献均

低于平均水平，而对北京的贡献远高于平

均水平。但深圳市科技实力因子一直处于

上升状态，从2002 年的 -0.698 增长至

2010年的1.349。北京高科技产业发展具

有政策优势、规模优势和研发优势。深圳

虽在三项优势上不敌北京，但伴随着深圳

市的第三次产业转型，科技实力对深圳城

市竞争力贡献在不断增强。高新技术产业

作为深圳市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在未来深

圳参与国内、国际竞争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五）城市文化因子对深圳市贡献亟

待提高

城市文化因子对深圳和广州的贡献低

于平均水平，对北京、东莞的贡献高于平

均水平。同时，城市文化因子对深圳的贡

献呈现“下降- 上升- 下降”的波动发展

状态，从2002 年-0.659 下降为2004年

的-1.019 ，然后不断上升为2008年的-

0.260 ，2010年又下降为-1.218，达五

年内最低水平。深圳市作为新兴快速发展

的“资本型”城市，其文化底蕴和基础设

施落后于其他城市。然而，城市文化作为

城市发展的软实力，是提升吸引人才能力

的重要因素。文化产业更是现代服务业的

重要类型。

（六）环境技术因子对深圳市贡献有

待加强

环境技术因子对北京市的贡献一直

高于平均水平，对深圳市的贡献总体低

于平均水平。同时，该因子对深圳市的贡

献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数据分析结果表

明，深圳市快速城市化导致的环境生态

问题不容忽视。

（七）发展潜力因子对深圳市贡献具

有优势

发展潜力因子对位于珠三角的深圳、

广州、东莞三市的贡献程度正逐年增强，对

北京、上海的贡献整体上有减弱的趋势。其

中，该因子对深圳市的贡献从2002 年的-

0.929 上升到2010年的3.974。随着全球

联系不断增强和全球城市增长网络逐步形

成，深圳市凭借毗邻香港的优势，以外向

型经济为特征的模式发展迅速且前景乐观。

国际化视角下深圳市提升城

市竞争力策略建议

（一）保持竞争力优势，进一步融入

国际市场

深圳市应继续保持经济、科技和政府

能力方面的竞争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合

理定位，通过金融国际化、教育国际化、交

通运输体系国际化逐步提升城市国际竞争

力。一方面，深圳毗邻国际性大都市香港，

应抓住CEPA（Closer Economic Part-

nership Arrangement）合作协议和框架、

粤港澳共建优质生活圈协同发展规划的契

机，继续加强与香港在产业组织、交通需

求和文化民生等方面的紧密合作，与香港

共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国际双子城，借助

香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深化深

圳市的国际影响力。另外，深圳可通过举

办国际会议、展览，招纳国际优质资本，加

强在国际范围的城市品牌建设，积极提升

在国际资本与产品体系中的作用。

（二）巩固经济实力，提升政府服务

水平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化格局不断形

成，深圳市外向型经济实力显著；同时，

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沿地区，深圳市

服务型政府是经济增长的优势。目前，深

圳市面临第三次产业转型，应抓好金融

业、物流业、电子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四

大主导产业发展，进一步拉动内需，强化

深圳市在珠三角的区域中心地位。同时，

在经济快速流动和区域合作与竞争的背景

下，政府的执政水平和发展理念对城市发

展方向和增长潜力具有重大影响。深圳市

作为创新型城市应不断提高政府执政水

平，探索城市建设、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

等方面改革，加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进

一步巩固经济发展基础。

（三）提升科技能力，加快创新体系

培育

科学技术能力已经逐渐成为区域发展

的关键驱动要素。高新产业是深圳未来城

市发展的支柱产业，深圳应依托现有自主

创新能力的基础和载体，加强产品创新，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进而优化城市创新体

系，增强城市综合创新能力。一方面，通

过政策优惠与资金支持鼓励企业创新平台

建设，强化企业自主创新地位，推进特色

高新产业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产学

研方式，加强科技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整

合科技、教育和人才资源，进一步优化创

新环境与氛围，通过创新资金投入，建设

深圳特色产业创新基地以不断推进深圳特

色创新服务体系发展。

（四）推进宜居城市建设，城市环境

与国际接轨

深圳市长期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面

临交通拥挤、空气污染、基础设置配套不

足等问题。生态、环境、城市文化等方面

的问题逐渐成为深圳建设国际化创新城市

的制约因素。然而，宜居城市是全球先进

城市的发展方向，如温哥华地区1996年来

实施“宜居区域战略计划（LRSP）”，新加

坡实施“城市建在花园中”和“居者有其

屋”的安居计划、墨尔本加强城市繁荣与

城市风光建设。在此背景下，深圳市应逐

步推进宜居城市建设，通过营造能够吸引

先进人才的宜居环境、加强保障性住房及

人才安居工作建设、提高医疗和公共文化

设施水平、实现城市紧凑型增长等措施，强

化城市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各个

方面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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