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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问题! 我想简单谈一下

我所认为的全球城市的三大

特征 "未来中国的全球城市也

一定会有这三大特征 ! 第一 "

坚持全球区域的观念不动摇 !

城市发展背后必然需要依靠

区域的完整支撑 "这样的城市

才能越发展"越强大! 第二"全

球城市的生命力一定是多元

的 ! 폈其对活跃的青年而言 "

多元文化构成了青年交往的

要素之一 ! 对上海而言 "쫗先

要让全国的青年 #全世界的青

年能够在这里充分交往 "我们

要考虑的是 "如何为有才华的

青年提供发展机会 "使他们能

够在这座城市施展才华 ! 第

三 "今天谈卓越的全球城市的

建设 "要关注的不只是经济层

面的建设 "还要更加注重区域

的环境和生态建设! 越是健康

美好的生态环境 "越能吸引具

有创新能力的人才 "所以我要

强调的是生态环境的提升! 区

域环境 #活力 #青年人才 "这是

我的关注点!

짏海全球资源的配

置能力与巴黎 !얦

约!싗敦 !뚫京相比

还有较大差距

权衡 "컢教授从全球区域

的角度进一步深化全球城市

的理解 #特别想提一句 #上海

为什么现在提出全球城市的

规划之后 #톸速推进的一件事

情就是加快长三角一体化$ 这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 #就目

前发展阶段而言 #也确实需要

思考城市和区域的关系$

下面我们请上海财经大

学的蒋传海教授发言 #蒋教授

主要从事产业经济 %탅息经济

学 #以及竞争政策和创新政策

研究 #最近这几年他也在做城

市创新研究$

붯传海 "谢谢主持人和各

位专家 #学者 "非常荣幸来参

加这次会议! !"#$ 年"上海市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委托上海

财经大学开展面向未来 %& 年

的战略研究 "这个课题是由我

来牵头的 "我们从全球资源配

置能力的视角切入 "主要研究

和预测未来 %& 年上海的全球

资源配置能力 "并形成了一个

总报告! 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

一个机会 "就这个研究报告的

主要内容向各位做一个简单

介绍!

쫗先 "什么是全球资源配

置能力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

个研究的视角$ 这主要是考虑

到全球城市与全球资源配置

之间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

全球城市的本质就是提供各

类要素流动和配置的平台 "

使不同要素通过高效率的组

织 "삩散到全球 "产生集聚和

辐射效应 ! 基于全球城市的

理论 "包括萨森教授的理论 "

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内涵 "

就在于世界网络中城市网络

节点的活跃度 " 在于以供给

专业化知识和生产服务业为

实现方式的 # 对流动性的资

源与要素行使跨界配置的一

种能力! 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了

五个方面特性 ! 一是市场性 "

它是全球指向的 ! 二是实体

性 "全球城市应该是一个区域

性的战略场所 ! 三是组织性 "

有没有微观主体的跨国经营

活动! 四是功能"是否有金融#

航运等专业服务 "是否有相应

的制度安排! 五是贸易的自由

化 #营商环境等各个方面是否

有卓越的能力! 这些是全球资

源配置能力的内涵!

选择这个视角切入主要

是考虑到 "随着全球城市网络

格局和等级体系的不断清晰 "

全球城市相对于非全球城市

的地位变化体现为它拥有了

战略性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

通过掌握这样一种能力 "全球

城市的地位才能凸显出来! 所

以 "面向未来 %& 年 "我们如何

判断全球城市发展的大势 "如

何把握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演

化的规律 "更好地推动上海的

创新转型发展 "促进迈向卓越

的全球城市 "这就是我们从全

球资源配置能力的视角来切

入研究的原因!

볈然是从全球资源配置

能力来进行研究 " 我们必须

建立一个指标体系 " 来评价

全球资源配置能力 ! 这一指

标体系的主要依据是三个特

征 " 分别是 % 中心功能的综

合化和复合化 & 流量高效 "

톭环增值 " 有一种开放的回

路 & 有高度重叠而有序的空

间关系 ! 通过这三方面特征 "

结合案例研究 " 我们发现全

球城市是集合了世界范围内

各种特征的城市类型 "包括门

户城市 #金融中心 #航运中心 #

专业化制造业中心 #뿆技与创

新城市等 ! 因此它的评价维

度 "也即一级指标包括了资本

要素的配置能力 #创新资源的

配置力 #信息资源的配置力和

文化资源的配置力 ! 当然 "全

球资源配置不仅仅是要素配

置 " 还要有一些制度方面的

考量 " 所以我们又添加了一

个发展与制度的保障力 ! 这

样就构建了五个一级指标 "

솬同 #' 个二级指标和 '% 个

观测指标 " 最终形成了一个

评价指标体系!

然后 "我们根据评价指标

的体系对标了四个城市 "把纽

约 #싗敦 #냍黎 #东京作为上海

的对标城市 " 收集了从 !&&(

年到 !&#% 年的数据 " 来测算

这 $ 个城市的全球资源配置

能力! 综合测评的结果" 这 $

个城市可以分为三个梯队 "냍

黎 #纽约处于第一梯队 "这两

个城市差不多 "싗敦 #东京是

第二梯队 "上海虽然上升幅度

比较大 "떫是得分是排在最后

的 "位居第三梯队 ! 从收集到

的 !&&( 年到 !&#% 年的这些

数据来看 "上海全球资源的配

置能力与世界公认的四大全

球城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根

据我们的计算 " 냍黎得分是

!')&$"而上海只有 #()#("差距

还比较大! 这是一个总体的评

价! 如果对五个一级指标分别

对标进行评价 "从对标的结果

来看 "第一方面 "资本要素配

置能力 "上海在五个城市当中

排在第二位 "这主要是因为上

海作为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 "

发展得比较迅速 "而金融要素

的配置力发展则相对滞后! 第

二个方面 "从创新资源配置力

来看 " 上海位于中间水平 "排

在第三位 "上海的创新投入和

创新主体发展水平相对比较

落后 ! 第三个方面 "从信息资

源配置力来看 " 上海就比较

弱了 "排在最后一位 "其中媒

介资源和民间资源的配置力

是严重滞后的 ! 第四个方面

是文化配置力 " 上海和其他

四个城市比 " 差距就非常大

了 ! 第五方面 "从发展和制度

保障力的配置来看 " 上海的

人力资本和制度环境的水平

也比较滞后 ! 这是一个大致

结果 !

我们又对今后 %& 年全球

城市资源配置能力进行了一

个预测分析 " 主要是对接上

海 '卓越全球城市 (这样一个

战略定位 " 我们把五个城市

放在一起观照 ! 我们发现 "뺡

管随着中国的崛起 " 世界重

心向东转移 " 上海全球资源

配置力与四大全球城市的差

距呈不断缩小的趋势 " 떫是

由于四个城市起步较早 "发

展历史悠久 " 全球资源配置

的能力已经形成体系 " 虽然

它们的上升动力比上海弱 "

떫是总体的走势仍然领先于

上海 !也就是说 "!&$& 年五个

全球城市配置力的预测中 "

上海仍然是排在最后一位 !

我们感觉到这种预测法有它

的局限 " 뇣使用情景分析的

方法进行了补充 " 내照基准

情形 #乐观情形 #놯观情形进

行预测 ! 在乐观情形下 "我们

发现上海差不多到 !&(! 年 "

能在这五个城市当中排得比

较靠前 !

最后 "我们根据分析的结

果提出了上海提升全球资源

配置能力的战略重点 #政策建

议! 提升上海全球资源配置不

能光看机遇 "我们还看到它面

临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 "主要

有五个方面 %一是全球资源配

置的动力机制现在衰竭 "二是

缺乏具有全球联系的本土跨

国企业 "三是城市的主流文化

趋于模糊 "四是城市治理碎片

化 "五是生态环境的压力持续

加大 ! 在这种挑战面前 "我们

提出未来上海提升全球资源

配置的战略重点是七个维度 %

第一 "要坚持内向度与外向度

并举 "发挥中心城市和门户城

市的作用 "从两个界面拓展全

球资源配置的空间范围 &二是

坚持本土化与国际化并重 "쮫

轮驱动" 功能性机构契据 "쟀

占全球价值链高端 & 三是构

建创新的生态体系 " 加强创

新要素的集聚 & 四是拓展城

市的社会资本 " 服务于国家

治理地位的提升 " 提高在全

球治理体系中的参与度与话

语权 &五是不拘一格降人才 "

推动城市创新创意人才的崛

起 &쇹是以系统化 #法治化的

思维来提高公共政策对全球

城市资源配置能力的支撑保

障作用 & 七是努力实现经济

发 展 与 生 态 保 护 之 间 的 平

衡 ! 我的汇报就到这里 "谢谢

大家 !

权衡"谢谢蒋教授#这是当

时我们做全球城市系列研究时

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춨过指标

体系%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些结

论和判断$ 我记得当时牵头做

的是一个子课题 &全球城市财

富管理和运营中心'#这个课题

做下来的结论是比较悲观的 $

悲观在哪里( 죧果一个城市没

有创新驱动的环节# 횱接走向

财富管理运营中心 !也就是财

富驱动"#쓇么这个城市的泡沫

会越来越多# 城市便开始走向

衰落%衰竭$쯹以这个研究最后

得出来的结论是# 上海不能太

早走财富管理运营中心的道

路#而应该思考#在全球资源配

置能力提升的同时# 上海的创

新驱动能力能不能提升$ 有了

创新驱动# 퓙加上财富管理运

营# 这就是财富驱动和创新驱

动双轮驱动#횻有这样#这个城

市才有活力$ 죧果我们单一地

把金融中心理解为财富驱动 #

쓇么可能就是财富的泡沫$ 我

们看到# 国际上很多城市早期

就是这样由盛转衰$

最后我们邀请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周其仁教

授发言$ 最近几年他也特别注

重经济学决策咨询的运用 #大

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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