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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域城市竞合是一种区域内城市在创造价值与共享收益上竞争与合作共存的现象。文章以产业中的“竞

合 ( co-opetition) ”概念为基础，将“竞合”的概念应用于城市层面，探讨了城市竞合的概念与内涵，提出区域内城市

竞合的研究意义。随后，在对城市竞争力理论脉络进行了简明的梳理后，将全球化背景下单个城市的城市竞争力建

设与区域内城市间竞合相关联，将城市尺度、区域尺度与全球尺度相联接，提出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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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egional intercity co-opetition refers to a feature of co-existence of intercity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on wealth
generation as well as profit-sharing mechanism.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deliberation on“co-opetition”from business admin-
istration and urban studies，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ncept of intercity co-opeti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research significance
on regional intercity co-opetition. Secondly，the paper reviews urban competitiveness and to connect individual city’s concern
within the regional intercity strateg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Consequently，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devel-
o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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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与区域尺度上城

市间的互动无论在数量还是强度上都日益增加。很

多研究关注城市竞争，近年来，关于城市合作的研究

日益兴起，而对两者共存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全球

化时代，区域正成为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地位日益重

要。由于区域背景的相似性与区位的接近性，区域

内的城市之间互动日益紧密。本文主要从城市竞争

力的角度关注区域城市竞合 ( regional intercity co-
opetition) ——— 一种区域内城市竞争与合作共存的

现象。

1 城市竞争力与城市位序

随着全球化、城市化与分权化的进程，城市的角

色和地位越来越重要。现代城市间越发激烈的竞争

正在全球尺度上演［1 － 2］。2007 年，人类首次一半以

上的人口居住于城市之中，城市已成为人类工作和

居住的主要场所［3］。城市的竞争力决定了一个城

市在城市位序中的排名和地位，城市竞争力理论不

只吸引着学者的兴趣，还广泛的受到政府、企业家以

及公众的关注。
1. 1 城市竞争力的概念与定义

在早期的竞争力研究中，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

的竞争力受到了更多的关注［4 － 6］，之后，将竞争力的

概念应用于城市层面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Iain
Deas 等认为城市竞争力传达了“地方政治主体为了

创造、开发、补充和充实城市的资本基础，并将负债

转化为资本而进行的努力”［2］等信息。在定义城市

竞争力时，Begg 强调一个城市的经济 表 现［7］，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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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ecki 认为城市竞争力是指地方经济和社会为其

居民 提 供 一 个 不 断 提 升 的 生 活 标 准 的 能 力［8］。
Kresl 等提出了标志着一个成功的和有竞争力的城

市经济的六项特征［9］。
人们对城市竞争力的认识随着时间不断演化，

在不同阶段侧重不同。早期研究中，城市竞争力的

概念和定义更强调经济维度［9］。随后，其他要素的

地位和作用开始更多地为人所关注，例如知识和创

新、信息与通讯、自然环境、生活质量和可持续发展

等［3，8，10 － 11］。至今，在经济维度上，一个城市创造财

富和价值、提供就业的能力依然是城市竞争力所强

调的重要方面。城市竞争力强调的另一个方面是城

市吸引、控制和转化稀缺资源的能力［11］。稀缺资源

是城市竞争所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而一个城市吸

引稀缺资源的能力是城市竞争力的基础。如今，这

些稀缺资源又不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例如信息流

和人力资本等。而可持续发展与当地居民不断提升

的生活质量作为城市竞争力的终极目标则吸引着特

别的关注［12］。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尝试厘清

城市竞争力的概念并给出其定义如下: “城市竞争

力是指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维因素的影响下，一

个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而言，吸引、控制和转化有限

资源，以创造财富、提供就业，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

展、提高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能力。”
1. 2 城市竞争力理论脉络和其在解释城市位序中

的应用

前人对城市竞争力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两个分

支: 其一是对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其二是对

城市竞争优势理论的研究。对前者的研究更关注城

市竞争力要素的内部结构和机制［7］，以及随之进行

的城市竞争力评测与估算。而后者更关注于找出这

些关键因素的内在规律，以解释城市如何在竞争中

更具优势［4，13 － 14］。这两个理论分支并非独立，而恰

恰相互补充，城市竞争优势和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

共同解释着什么决定了一个城市在城市位序中的

位置。

2 城市竞合

城市竞争和城市合作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城

市竞合是诸多城市竞争与合作共存现象中的一种。
虽然城市竞合并非是一种新的现象，但是在学术研

究中还是一个相当新的议题。“竞合”最早起源于

商业领域，“竞合”这个单词是由美国网威公司的创

始人 Ｒay Noorda 所创造的，而“竞合”的概念则是经

由 Brandenburger 和 Nalebuff 发展而来的。Branden-
burger 和 Nalebuff 于 1996 年首次提出了商业领域

的竞合的概 念 如 下: “竞 合 是 指 为 了 创 造 更 大 的

‘饼’而合作，而为了瓜分这块‘饼’而竞争”［15］。
这里的“饼”，指的是商业利益。他们认为，竞

合是一种融合了竞争与合作的理念，“在竞争中你

可以不必置对手于死地，而同时，在合作中也不应忽

略自身的利益诉求”［15］。在竞合中，利益相关者在

创造共同利益时进行合作，而在划分这些利益时进

行竞争。因此，竞合这一概念所讨论的现象并非是

在一个领域合作、在另外一个领域竞争，而是在同一

领域上合作且竞争。所以，竞合允许市场上同时有

多个赢家的存在。Brandenburger 和 Nalebuff［15］ 在

商业领域进行了相对深入的研究，可谓这一领域的

先驱。
如今，城市越来越多地成为竞争和合作的主体。

相应地，竞合这一概念也可以被应用于城市之间。
如果说商业领域企业间的竞合是处于微观层面上

的，那么城市间的竞合则可以被认为是中观层面上

的。将 竞 合 的 概 念 应 用 于 城 市 层 面 的 研 究 较

少［16 － 19］，而对于城市竞合的概念，仍存在争议。其

中，王青给出了一个城市合作性竞争的概念［17］:“一

个城市在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时代，通过在资源

( 特别是信息、知识资源) 、市场等经济要素共享和

开发上与其他城市或竞争主体开展合作来实现城市

经济活动的良性竞争，从而达到城市间‘双赢’和

‘多赢’的战略目标。”
王青的研究突出了在当前的信息时代知识资

源、信息的共享对城市竞合的贡献，但是其研究主要

强调经济维度而忽略了其他的维度［17］。相对的，殷

杰等指出城市竞合是一种类市场状态———既包括市

场领域，也包括非市场领域［18］，本文在前人对城市

竞合研究的基础上，借鉴了 Brandenburger 和 Nale-
buff 所给出的商业领域的竞合的定义［15］，给出城市

竞合的定义如下: 城市竞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

城市在创造共同利益时合作，同时在划分这些利益

时竞争。
我们认为，城市竞合有别于企业竞合，其最终的

着眼之处应在于城市竞争力的终极目标: 实现可持

续发展以及不断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
在城市竞合的研究中，安虎森、殷杰等从经济学

视角对城市竞合进行了理论研究［20，18］; 杨晓优从政

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转型期中国的城市竞合［19］;

吴泓等基于共生理论研究跨行政区的区域旅游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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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21］; 陶伟等关注区域旅游发展的“竞合模式”探

索，并以苏南三个水乡古镇的旅游发展为例进行了

实证研究［22］; Shen 对深港都市圈的城市竞合进行

了实证研究并指出: 不应过分地强调这两个城市间

的竞争，实际上这两个城市间是合作多于竞争［16］;

还有一些其他学者也对此领域开展了研究［17，23］，但

是对于城市竞合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仍非常不足。

3 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竞争力建设与区域

城市竞合———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区域内的城市竞合，即区域城市竞合有利于构

建和谐良性的城市间关系，从而贡献于可持续的区

域发展。陆玉麟等指出，区域冲突与区域分工是区

域关系常态性的两大表现，不应过于强调区域分工，

而忽视区域竞争与冲突的合理性，而深入研究区域

竞合理论无论对构建良性的区域分工还是对科学的

区域规划都有着重要的意义［24］。本文通过将城市

竞争力建设与区域内的城市竞合相联系来理解区域

内城市竞合的内在动力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将单

个城市的城市竞争力建设与区域内的城市间战略连

结起来。
3. 1 从城市竞争优势到区域城市竞合战略

早在 17 世纪，由于在重商主义经济中的组织作

用以及在促进各项私人活动中的主动权，国家被认

为是 管 治 和 经 济 权 力 的 关 键 主 体。在 由 Adam
Smith［25］所创建的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David Ｒi-
cardo［26］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用于解释一个国家是

如何在商品生产与国际贸易中相对于其他国家具有

优势的。再近，Michael Porter［4］用竞争优势的概念

替换了比较优势的概念，用于解释什么决定了一个

国家在全球国家等级体系中的位置。相应地，城市

竞争优势决定着一个城市如何相对于其他城市在城

市竞争中更有优势［13，27］。在城市竞合中，城市竞争

与城市合作是共存的: 合作的目的是以更低成本高

效率的方式创造共同的利益与好处，而竞争则是将

这些利益与好处瓜分，以贡献于参与城市自身的竞

争力建设。区域城市间关系的一项重要特征是区域

内的城市除了本区域的其他城市外，在更大的尺度

上还存在着其他竞争对手。为了在区域甚至更大尺

度上的城市竞争中更具优势和竞争力，区域内的城

市通过竞合提升自身的城市竞争力，可以说，这些多

尺度的城市竞争孕育和促进了区域城市竞合战略的

形成。城市竞争力建设可以看作是连结区域城市竞

合与多尺度城市竞争的一道桥梁; 而区域内城市竞

合可以看作是城市竞争力建设的一种途径，作为全

球化背景下对全球性挑战的一种地方的和区域的响

应，如图 1 所示。

图 1 全球化背景下区域城市竞合战略的形成
Fig. 1 The mechanism of regional intercity co-opetition

strategy formulation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3. 2 从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到区域城市竞合的

目标诉求

许多研究已经证明，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

其竞争力的关键影响因素不同［11，13，27 － 28］，而这将相

应地反映在其竞争优势中。对于国家竞争力，Por-
ter［4］提出其竞争优势的演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参考 Porter 对国家竞争优势阶段的划分，城市竞争

优势的演化也可以类似的分为三个阶段 ( 图 2) : 基

本生产要素驱动的竞争优势处于最低层次的阶段，

投资驱动的竞争优势处于中间层次，创新驱动的竞

争优势处于最高层次［13，27］。

图 2 城市竞争优势演化的三个阶段
Fig. 2 The three-tier stages of
urban competitive advantage

一般地，处于不同竞争优势驱动阶段的城市其

竞争力的关键影响因素不同，于是它们在为了实现

自身竞争力建设的区域城市竞合中往往有不同的目

标诉求，即这些不同的目标诉求是倾向于与城市所

处的竞争优势驱动阶段和竞争力关键影响因素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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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29］。
3. 3 城市竞争力建设与区域城市竞合中的关键角

色及其互动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关键主

体的系统研究较缺乏，大多是将对关键主体的分析

暗含在对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分析之中。我们认

为，影响城市竞争力建设的关键主体可以分为两个

层面: 城市层面和微观层面。城市层面上的关键主

体为参与城市。微观层面上的参与主体一般包括:

各级政府、企业、居民、学术科研机构、媒体、非政府

组织等［30 － 31］。参与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之间的互动

是通过微观层面上主体之间的互动来实现的。

图 3 影响城市竞争力建设与区域城市竞合的主体
及其互动: 一个理解的框架

Fig. 3 Key players in urban competitiveness
building and regional intercity co-opetition
—a f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通过研究回顾与分析，并参考了 Shen 对于转型

期中国政治经济关键主体的分析［32］，我们确定了在

中国的本土语境下影响城市竞争力建设的三大类关

键主体。第一类主体是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与

地方政府。作为制度的制定者和城市资源的管理

者，各级政府是影响城市竞争力建设最为关键的一

类主体。第二类主体是企业，作为创造城市财富的

关键主体之一，城市中企业的运作不仅影响着一个

城市的实力与潜力，企业本身作为一个城市所要吸

引的稀缺资源之一，其质量和数量还彰显着一个城

市的吸引力，是城市竞争力的一个表征。第三类主

体是个人居民: 个人居民是创造城市财富的另一类

关键主体，这类主体通过影响劳动力资源、创新发明

活动等因素影响着城市竞争力和城市运作。此外，

作为个人居民集合的公众参与影响着城市运作，且

其生活质量也是城市竞争力的一项重要表征。这几

类影响城市竞争力建设的关键主体与 Shen［32］所分

析的城市政治经济学的关键主体相同，这不是巧合，

因为在中国这几类主体不仅仅是影响城市竞争力建

设的关键主体，也是在城市运作中影响城市各维度

发展的关键主体［29］。所以，可以说他们既是影响城

市竞争力的关键主体，也是影响城市竞合的关键主

体。其他影响主体则包括媒体、非政府组织、高校及

科研机构等［30 － 31］，这些主体及其之间的互动将城市

竞争力建设与区域城市竞合连结起来。
于是，基于上文的分析，我们建立了一个连结城

市竞争 力 建 设 与 区 域 城 市 竞 合 的 理 论 分 析 框 架

( 图 4) 。

图 4 城市竞争力建设与区域城市竞合
———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

Fig. 4 Urban competitiveness building and regional
intercity co-opetiton—a theoretical framework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以产业中的“竞合”概念为基础，将“竞合”
的概念应用于城市层面，探讨了城市竞合的概念与

内涵，明确了区域城市竞合的研究意义。通过将全

球化背景下单个城市的城市竞争力建设与区域内城

市竞合相关联，建立了一个理论的分析框架，揭示区

域城市竞合的内在机制。在这个理论框架中，首先，

通过将城市竞争优势理论与区域城市竞合战略相连

结，提出城市竞争力建设可以看作是连结区域城市

竞合与多尺度城市竞争的一道桥梁，而区域城市竞

合可视为城市竞争力建设的一个途径，并作为全球

化背景下对全球性挑战的一种地方的和区域的响

应。随后，通过将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与城市竞争

优势理论与区域城市竞合中参与城市的目标诉求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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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本文指出: 由于处于不同竞争优势阶段的城市

其竞争力的关键影响因素不同，它们在区域城市竞

合中往往有不同的目标诉求以实现自身的竞争力建

设，即不同城市的这些不同的目标诉求是倾向于与

其所处的竞争优势驱动阶段和竞争力关键影响因素

相对应的。其后，本文明确了城市竞争力和区域城

市竞合领域均较少论述的关键主体，且将其划分为

城市层面与微观层面，通过参与主体及其之间的互

动将城市竞争力建设与区域竞合相连结。城市竞合

为全球化下激烈的城市竞争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与出

路，本文所建立的连结城市竞争力建设与区域城市

竞合的理论框架及分析，为这一方向的后续研究提

供了方向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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