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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城市空间扩展模式

——以东京和巴黎为例

肖亦卓

(摘要) 以东京和巴黎为例，分析了其在国际化进程中采取的空间扩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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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城市，又称世界城市，即在经济、政治、文化

等多方面，对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均有重大影响的城

市。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

展，尤其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

际城市这个20世纪初产生的概念，被赋予了新的含

义，对世界资本的控制能力成为该概念的核心内涵。

世界许多城市为保持或追求国际城市地位，纷纷提

出以国际城市为战略目标的城市发展规划。本文以

两个国际城市——东京和巴黎为例，分析其在国际

化进程中采取的空间发展战略，并进行简要的评价。

一 东京：以本国企业和资本扩张

为动力的国际化策略和多中心的空间

扩展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东京作为国际城市的

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强化⋯。目前，东京拥有的世界

最大的跨国公司和银行的数量都超过了纽约和伦

敦，位列世界第一。在以欧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

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作为一个本土文化和

社会制度与西方存在一定差别的城市，东京的国际

化策略可概括为：发展建立在政府和企业紧密合作

的组织体系上的、以产业部门尤其是强大的制造业

为基础的综合经济功能(而不像传统的国际城市伦

敦、纽约那样，以金融业为基础)，建设以市场为中心

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城市(K锄o，2000；Hiu&＆m，

2000，转引自Saito&Thonllev，2001)；依赖本国跨国

公司成长为世界级企业，进入国际城市行列，但外国

资本的集聚程度相对较低(掰mmer，1986)。

东京拥有的世界1帅家最大跨国公司(按销售额排序)

裹l总部数和世界1∞家最大银行(按资产排序)总部数

1997年世界排序 1997 1990 1980 1970 1960

跨国公司数 1 18(5) 12(2) 6 5(1) 1

1996年世界排序 19916 1990 1980 1975 1969

银行数 l 13(5) 16(8) 16(4) 14(3) 11(2)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世界最大20冢跨国公司致或银行效。

资料来源：相应年份的F0rtlIm，BalIker。

在这样的国际化策略指导下，吸引国内大公司

总部成为东京都政府的首要目标之一(Machi咖m，

1992)。原先总部设在关西地区的大企业，为便于加

强与政府职能部门如通产省(MIⅡ)、财政部(MF)、

经济计划署(EPA)的联系，纷纷将总部移至东京。

如住友银行1958年明确提出以东京为重点的发展

战略，将关西地区分行移至东京重新开张，并于

1959年建成新东京住友大厦，为大阪、东京双总部

制作准备。伊藤忠商社1967年将东京分社升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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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总部，实行为大阪、东京双总部制。此外，四大

贸易商社的公司也大部分集中在东京。

战后人口的恢复性增长和大企业纷纷向东京集

中，使得东京人口、产业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提高，

过度拥挤和城市蔓延的情况相当严重。1945一1965

年东京人口年均增长率为5．8％，而日本全国的年

均增长率为1．6％；东京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由

4．8％提高到11％。其中，市区23个区占东京人口

的比重由1945年的79．6％提高到1955年的

86．7％。显然，历史形成的以日本桥、银座为核心的

单中心城市结构难以适应东京国际化策略带来的城

市规模扩张。因此，转换城市结构，由传统的单中心

城市向多中心城市转变，从而控制城市规模过度扩

张，防止人口、产业和城市功能向核心区过度集中，

成为战后东京历次城市规划的中心任务。

在1958年公布的第一次首都地区总体规划中，

仿效1944年大伦敦规划，试图通过在距东京市中心

半径16公里处，设置5—11公里宽的绿带，阻止城

市无限制地蔓延。同时计划将新宿、涩谷、池袋建成

综合性副中心。在绿带外围设立城市发展区，建设

13座卫星城。但由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东京地

区的人口及就业增长速度远超过规划估计，郊区居

住区的建设侵占了大量绿化用地，导致建设绿化带

的设想基本落空。1968年的第二次总体规划建议

将生产、周转功能和教育、研究设施向东京外围地区

疏散。继续建设新宿、涩谷、池袋等副中心，分散老

商业区丸之内、有乐町的压力。1976年的第三次总

体规划再次强调分散中枢管理功能，建设多中心城

市，提出在更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建立多中心结构。

通过向周边地区疏散工业、大学和大型综合服务机

构，合理安排功能，适度增加人口，并以此为依托建

设副中心，减轻对东京中心区的依赖。副中心一般

选择位于交通节点、有大量未利用土地、未来有发展

潜力的地区。副中心不仅是商业中心，而且应成为

高度独立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地区综合中心，尽量满

足地区的职住平衡。在最新一轮规划中，东京港滨

水区被规划成第七个副中心，面积大约为4．4平方

公里，计划建设世界最大的电讯港(Teleport)、东京

国际中心(TIC)和东京科学园(Tokyo AcadeIIlic

Park)，包括办公、休闲、会展等多种功能。

目前，大东京都市区正在形成中心——副中心

——郊区卫星城——邻县中心构成的多中心构架，

各级中心多为综合性的，但又各具特色，互为补充。

在传统中心区域，专门发展作为世界城市须具备的

国际金融功能和国内政治中心功能，并向其它次级中

心疏散次级职能。新宿、涩谷、池袋等七大副中心，位

于距中心10公里范围内，主要发展以商务办公、商

业、娱乐、信息业为主的综合服务功能。新宿经过近

30年的建设，已成为以商务办公和娱乐功能为主的东

京第一大副中心，池袋、涩谷等中心也已基本形成。

郊区卫星城以多摩地区的八王子、立川和町田为核

心，距中心约30公里，以居住功能为主。在东京外围

县确立川崎、横滨、千叶、筑波等8个邻县中心，距中

心约50公里。其中，位于茨城县，距东京约60公里

的筑波自1963年起，只接纳从东京建成区迁出的科

研教育机构，建设以研发为主的科学城。

东京多中心城市结构的形成，改变了原有的单

中心模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通过建设副中心，集中

容纳国际控制功能，扩散次级功能，控制城市规模过

度扩张，建设国际城市的设想。但是，有两种矛盾倾

向一直交替主导东京城市发展的规划。当经济景

气，就业增长带动人口向东京集中，城市发展面临的

压力增大时，主张分散功能的意见占上风，此派多为

规划人员和迫于国土均衡发展政治压力的中央政

府；而当经济不景气，市级财政紧张时，认为首要任

务是在全球化中保持东京在经济、金融领域的领导

地位，担心过度分散功能将影响东京的竞争优势，主

张强化东京国际商务功能的声音则很强，此派多为

产业界人士、房地产商、大土地所有者和东京市政

府。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着“迁都”问题，两派

展开了激烈地辩论，以至于1990年日本国会通过的

迁都决议，1996年通过的迁都决议修正案，至今仍

停留在纸上，无法实施。保持东京国际城市地位和

控制功能过度集中引起的城市规模膨胀始终是一个

两难矛盾，而中央政府及其与大企业财团的联盟在

东京国际化策略和日本经济发展中的支配性地位，

应是症结所在。

裹2 东京中心、副中心的主要功能定位

名称 主要功能定位

中心 政治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

第一大副中心，带动东京发展的
新宿

商务办公、娱乐中心

池袋 第二大副中心，商业购物、娱乐中心

涩谷 交通枢纽、信息中心、商务办公、文化娱乐中心

上野一浅草 传统文化旅游中心

大崎 高新技术研发中心

锦糸町一

龟户
商务、文化娱乐中心

滨海副中心 面向未来的国际文化、技术、信息交流中心

资料来源：晰’8 Plm，2000

城市建设与发展 ·31 ·  万方数据



《城市问题》2003年第3期 国际城市空间扩展模式

= 巴黎：轴向空闻扩展模式

巴黎传统上就是法国和欧洲的中心。20世纪

后半期，欧洲城市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欧盟东

扩后，巴黎位于由伦敦一法兰克福一米兰构成的欧

洲核心区以外，这使巴黎的欧洲中心地位受到严峻

的挑战。因此，城市发展规划调整成为保持巴黎国

际城市地位的有效措施之一。

从内部空间发展来看，1958年在市区外规划

建设了副中心拉德方斯，使巴黎城市的历史轴线向

西延伸，自卢浮宫小凯旋门(1808)——协和广场

方尖碑——凯旋门(1836)伸展到拉德方斯大拱门

(1989)，长度达8公里；从整个城市的发展方向来

看，1960年代在城市外围规划建设新城，欲对以

往无序蔓延的城市化空间进行重整。通过新城建

设，大致在已有的建成区南北外侧，沿塞纳河、马

恩河、卢瓦兹河河谷方向，形成了两条平行的城市

发展主轴，将城市空间扩张限制在这两条平行的城

市发展主轴之间，即通过轴线引导规范城市的空间

增长，通过副中心和新城的建设组织城市的功能布

局。

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巴黎保持着单中

心的城市空间结构。19世纪，巴黎成为仅次于伦敦

的欧洲第二大金融中心，中心商务区位于第一、第

八、第九区。到20世纪前半期，由于老城区出现物

质性衰落，高收入阶层离开市中心向西迁移，在城市

西侧形成高级住宅区，商务活动也随之向西移动。

战后经济恢复，尤其是以商务办公为主的新兴第三

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商务写字楼需求增长迅速，推动

了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转换。从1954年到1974

年，以建筑面积论，巴黎工业所占面积减少了近三分

之一，而商务商业用房面积增长了22％，整个巴黎

有变成商务中心的倾向(Nom，1979)。为满足迅
速增长的商务办公活动对空间的需求，保护旧城区

的历史风貌，1958年规划部门对商务办公活动“西

移”倾向加以确认，决定在城市轴线西端紧邻巴黎城

的近郊区拉德方斯建设新的商务区。拉德方斯的规

划、建设由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开发机构负责。在开

发建设的前十多年中，主要资金来源是政府财政资

金，这使得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为增加开

发收入，政府在后续的开发中对已有的规划方案进

行了调整，将开发密度提高了一倍。经过30多年

的开发建设，拉德方斯已入驻公司1500余家，可

容纳15万人就业，成为以商务办公为主，兼有会

展、政府办公、商业、娱乐、居住功能的欧洲最大

的商务办公区之一。同时，在紧邻巴黎城外形成了

一个风貌与城区截然不同的现代化的副中心，其标

志性建筑拉德方斯大拱门的建成，使得巴黎的历史

轴线得到了延续和升华。

1950年代末，为解决战后的房荒，在巴黎郊区

匆忙建起的高层公寓楼群，虽然满足了居民的住房

需求，改善了居住条件，但由于配套设施不完善，社

区生活单调，被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所诟病。1965

年，巴黎在区域规划中首次提出建设新城，“解除快

速城市化和城市蔓延对巴黎形成的制约”(Dresch，

1993)，向外围地区疏散中心区过于集中的人口，并

对自发形成的郊区进行重整，新城作为郊区的“中

心”，为周边居住区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商业娱乐

设施。这一计划最初规划了九座新城，由于1970年

代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人口增长变慢等诸多因素，减

少为五座，并且调低了新城的人口规模，从原先乐观

估计的50万人调整为10万人。目前，在巴黎城的

外围地区，沿塞纳河、马恩河、卢瓦兹河河谷方向的

城市扩展轴向，形成了五座新城。这些新城的共同

特点有：(1)新城中心距离城市中心(巴黎圣母院)较

近，平均距离为25公里左右。(2)新城都有良好的

公共换乘系统，通过轨道交通与市区相联，快捷方

便，但新城内部结构较为松散，内部交通主要依赖私

人小轿车。(3)强调新城的就业功能，新城集聚了众

多的商务、服务业、研发和轻工业等产业活动，成为

巴黎大区新的增长中心。例如，在圣康坦一昂一伊

夫林，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的就业人数占了总就业

人数的三分之一强，服务业就业更接近70％。(4)

为保证职住平衡，增强新城吸引力，就近满足郊区居

民工作需求和生活需求，新城功能较为综合，包括娱

乐功能，如马恩拉瓦莱建有欧洲迪斯尼乐园，为其直

接提供了1万多个就业岗位；研发功能，如在埃夫

里，建有欧洲著名的生物科技园；高等教育和职业教

育功能，每座新城都有自己的大学和众多职业技术

学院。(5)新规划的社区都以低层、低密度为特点，

在规划建设中注重与自然环境结合，将天然水系或

人工湖泊巧妙地组织进来，外围有绿带环绕，并与原

有的城市化区域隔离开。

巴黎的轴向空间发展战略既保持了中心区的繁

荣，较完整地保护了老城区的历史风貌，又为经济发

展提供了组织有序的增长空间，但是郊区各县之间，

新城之间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相当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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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3 19如年巴黎新城的发展概况

圣康坦一 塞日一蓬 默伦～ 马恩拉

昂一伊夫林 图瓦斯
埃夫里

色纳 瓦莱

人口(万) 12．8 15．9 7．4 8．0 21．O

人口密度

(人，英亩)
49．4 50．4 61．5 17．1 34．6

距巴黎中心

(公里)
20 25 28 30 13

区域铁路线

(条)
2 3 2 2 l

轨道交通站

(个)
3 3 5 4 5

资料来源：c咖Jpe c∞n由D∞vjⅡ∞N∞ve】l∞，转引自cenrem，

1995：1150。

表4 19鲫年巴黎新城圣康坦一昂一伊夫林的就业结构

行业 占总就业的比重％

农业、制造业 19．5

建筑、公用事业 4．2

商业、汽车维修业、家庭服务业 14．8

旅馆饭店业 3．5

交通通讯业 4．9

金融业 4．3

房地产、管理咨询、商务服务业 28．9

政府机构 lO．O

教育 4．O

保健、社会保障及社区服务业 5．9

资料来源：hc￡p：，，ww．“lles—nⅧveⅡ∞．equjpemn￡．伊uy．矗

注 释

[1] 日本在金融自由化改革后，确立和强化了东京的国际金融中心

地位。1985年日本成为纯债权国，对外净资产名列世界第一，

1988年对外总资产也成为世界第一，日本作为世界最大债权国

地位确立。1985年日元在各国官方外汇储备总额中所占比例

上升到7．6％，成为仅次于美元和德国马克的世界第三大货

币。1986年日本长期国债期货交易规模超过称雄世界10年之

久的芝加哥交易所。1987年日本股票市场规模超过了纽约股

票市场，东京证券交易所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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