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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今世界，日益深入的全球化进程对世界经济社会空间的重构产生巨大

影响 [1]，生产的地点和过程越来越依赖于跨国权力和资本的超级流动与结网

状况 [2]，导致全球范围内现代化国际城市的迅速崛起，并成为控制和协调世

界政治经济事务的中心 [3]。这使得作为国际城市高端形态的世界城市 [4] 成为

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形成一大批理论研究成果。然而，在 2008 年全球性金

融危机爆发之后，纽约、伦敦等城市所遭遇的发展困境使人们对世界城市未

来发展的方向产生困惑。事实证明，建立在全球金融市场之上的全球经济平

台的根基并不牢靠 [5]，这也引发了学术界对于既有的以金融资本为核心驱动

力的世界城市发展模式是否仍能无往不利的深入思考，世界城市的理论研究

也随之出现转型倾向。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将首先回顾近年来世界城市研究的主要理论观点，

阐述世界城市的主要功能内涵与形成机制；随后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切入，

对传统世界城市研究进行理论反思，提出基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世界城市体

系；最后基于以上论述，提出创新将成为认知与塑造世界城市的新维度，并

且对于世界城市竞争力的保持与提升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

1  世界城市的提出与内涵特征

1966 年，彼得 · 霍尔（Peter Hall）将世界城市定性为对全世界或大多

数国家产生全球性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一流大都市，是处于世界城

市体系顶端的城市；并论述了世界城市的主要内涵，包括国家的政治权力中

心、贸易中心与金融中心，专业人才聚集中心，信息汇集和传播中心，大规

模人口中心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以及娱乐业成为重要的产业

部门等 [6]。科恩以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为基础，提出世界城市是新的国际劳

动分工协调和控制中心的观点，并运用“跨国指数”和“跨国银行指数”两

个指标分析了若干城市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 [7]。

弗里德曼（Friedmann）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认为世界城市

是全球经济的指挥与控制中心，并主要从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集聚、国

际化组织及国家中心、第三产业的高度增长、主要制造业中心、主要交通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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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人口规模等 7个方面论述了世界城市的基本特征 [8]；随后，

弗里德曼又补充了世界城市还是国际移民集散地的观点 [9]。

沙森①（Sassen）更加关注世界城市发达的生产性服务

功能，她通过考察位居世界城市体系顶端的三大城市——纽

约、伦敦和东京，将全球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与商业服务

中心，具备四个方面的重要特征：（1）世界经济组织高度集

中的控制点；（2）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公司的主要集聚地，

二者已经替代制造生产部门成为主导经济部门；（3）高新技

术产业的生产和研发基地；（4）产品及其创新活动的市场 [2]。

基于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作用，卡斯特

（Castells）于 1989 年提出了信息化城市（information city）
的概念 [10]。他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空间的地

方性日益转化为流动性，即产生了“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而世界城市是全球信息网络的主要节点，控制着全

球信息的流动与进出。与以往对世界城市基本内涵的解释不

同，卡斯特赋予其动态和联系的内涵 [11]。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对于世界城市概念与内涵的解释都

突出了其基本属性，即是否作为一个资本积聚地和充当组织、

控制生产的分配及流通的角色 [12]，具体表现为全球城市网络

的主要节点，全球战略性资源、通道和产业的控制中心，全

球跨国公司和银行总部的集聚中心以及全球资本流、信息流、

技术流和人才流的集散中心等。

2  世界城市的主导功能与形成机制

2.1  世界城市的主导功能
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者服务是世界城市发展的主要组成部

分。生产者服务包含的内容虽然繁多，但中心只有一个，即

围绕着资本运作的金融业 [13]，因而，国际金融中心历来被认

为是位于体系顶端世界城市的首要经济功能 [14,15]。国际金融

中心既是世界城市概念的延伸，也是世界城市体系中一个特

别的分支类型。里德（Reed）在此方面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他通过指标收集与多变量分析，勾勒出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层

级体系，其中，纽约、伦敦被认定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 [16]。

世界城市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全球生产的管理和控制中

心 [15]。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作用下，由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

经营活动一方面向全球范围扩散——制造工厂向边缘地带和

发展中国家转移 ；另一方面，对生产活动的管理和控制则向

大城市集中。在这种生产和管理空间分离的过程中，少数城

市凭借其完善的基础设施、发达的生产服务网络和高效的指

挥系统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总部机构，进而具备了管控与策

划全球生产经营活动的功能。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世界城市在信息网络建设中同样

领先一步，成为全球通信网络的主要节点，发挥着全球信息

中心的功能与作用。世界城市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把生

产、消费和服务中心以及这些中心的地方社会融入某个整体

网络的过程。在信息时代，全球性支配功能和过程通过网络

组织起来，新的通信技术推动城市之间的国际连接，使得世

界城市在全球信息网络中充当主要节点，支配着信息时代全

球的地理结构 [17]。

除却上述经济功能之外，世界城市还具有政治和文化中

心的功能。霍尔就将政治因素作为区别世界城市与其他类型

城市的重要依据，认为世界城市应当是全球主要的政治权力

中心以及国际性组织所在地，并在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方面

处于强势地位 [6]。

2.2  世界城市的形成机制
弗里德曼将世界城市形成的基本动力归结为由跨国公司

主导的以公司内部贸易和产品内贸易形式展开的新的国际劳

动分工 [8]。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适宜的生产区位，将

决策、资本运营等环节集中在少数城市，并以此为基点来协

调和控制全球生产和市场，进而导致世界城市的出现。在其

后续研究中，他特别强调世界城市之所以能够吸引以跨国公

司总部为代表的国际资本，是因为世界城市代表了其所影响

的区域的经济实力及其统领该区域与全球经济链接的能力 [18]。

因而，注重城市地方内部力量的内生式发展，并在此基础上

导引其进行全球性参与是构建世界城市的正确模式 [19]。

沙森认为全球城市的形成力量来自于经济全球化作用下

的控制功能在少数城市的持续集聚 [2]。在全球化推动下，世

界经济的地域分布与构成发生变化，产生了一种空间分散化

而全球一体组织的经济活动，具体表现为以制造业为主的经

济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与此同时对生产活动的

控制不断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上述过程赋予了主要城市一

种新的战略角色，即全球城市。

卡斯特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分析了世界城市形成的力量基

础。他认为信息是世界经济新的战略性资源，世界城市的发

展日益依赖于先进的通信网络服务。因此，获得世界信息空

间的进入权和对信息空间主要节点的控制权并在国际资本积

累博弈中获得最终胜利，是世界城市形成的关键所在。世界

城市产生于公司网络活动的关系以及以知识综合体和经济反

射为基础的城市之间的联系中 [10]。相应地，智能建筑、电信港、

光纤以及其他关键技术，已成为正在浮现中的信息化城市基

础设施的一部分，将对城市未来经济增长及其在世界城市体

① 即萨斯基娅 · 萨森（Saskia Sa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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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的地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0]。

国内研究方面，沈金箴以东京作为研究案例，归纳了世

界城市的形成机制，分别为：（1）以创新为源泉的雄厚综合

经济是东京成为世界城市的基础；（2）国家信息中心的角色

是东京世界城市核心功能的关键；（3）立足于国家战略高度

是东京得以发展成为世界城市的重要保证；（4）再塑全球竞

争力是东京保持其世界城市地位的主要手段 [21]。杨一博和宗

刚回顾了纽约作为世界城市的发展历程，指出地理区位优势

的发挥、高质素的人力资源以及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是纽约

成为世界城市的主要因素，并认为城市凝聚力的缺失将成为

纽约维持世界城市地位的主要障碍 [22]。杨培雷从内外动力两

个角度分析了世界城市的形成机制，其中内部动力来自于城

市分工的专业化发展以及信息化时代赋予城市在国际层面相

互联系的世界属性，外部动力则来源于城市当局的政策安排

与城市规划定位 [23]。

3  世界城市研究的理论转型

3.1  世界城市研究的理论反思
李健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传统世界城市研究进行了理论

反思，认为其在某些方面存在薄弱环节：（1）传统世界城市

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的经验基础上，强调其国

际经济枢纽的控制和服务功能，仅仅关注了金融、房地产等

高端服务业对于世界经济的统领作用；（2）更多关注了位于

世界城市体系中的高端城市，忽略了作为整体存在的全球价

值链中其他环节的空间镶嵌，尤其是忽视知识与技术控制力

在城市体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3）仅讨论了全球化过

程对于世界经济格局及全球城市体系发展的推动，却无视自

下而上的本地化过程的内生发展力量 [24]。

事实上，在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的城市发展呈现出新的

景象。不少城市逐渐认识到经济基础多元化的重要性，开始

重新支持制造业振兴，并积极寻找服务业的新增长点 [5]，这

极大撼动了既有的以 FIRE ①产业来评价与塑造世界城市的思

维基础。屠启宇和苏宁认为，在后危机时代，为了规避由单

一性服务经济结构所带来的风险，世界城市需要更加注重城

市经济结构的均衡性与多样性 [25]。同时，在社会力持续介入

到全球化过程 [5]，全球土地与水资源约束日益显著，全球气

候变化以及城市文化亟需可持续发展等背景下，世界城市的

评价标准也突破了原有的经济领域，进一步渗透至社会、文化、

生态等多个维度，呈现出世界城市价值取向的多元化特征。

其次，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日益深入，由于具备绝对

经济权力的跨国公司的投资，全球经济活动逐渐按照全球价

值链的不同环节被功能性地配置在具有不同优势的空间与地

方之中，形成全球生产网络。这一过程不仅造就了世界城市，

对其他城市也产生巨大影响 [26]，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

国家的城市都可以通过嵌入价值链中的不同价值区段（如总

部管理、品牌营销、研发设计、制造组装等）而获益，从而

被纳入世界城市体系之中 [24]。因此，在未来世界城市及其体

系研究中，将进一步体现全球价值链之空间内涵的完整性。

在关注集聚了跨国公司总部、营销、品牌等价值链高端环节

的顶层城市同时，也应将集聚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等环节，

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占据重要战略位置的城市纳入世界城市

体系之中。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尤其需要关注因集聚和控

制了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另一侧——高端的技术研发环节——

而成为全球新产品和新技术创新源、高科技产业技术标准制

定地、具有研发服务与创新功能的国际城市，如硅谷、筑波、

班加罗尔等（图 1）。
在世界城市的形成机制层面，肖亦卓指出西方学者大

多注重全球化、国际劳动分工等外部因素对世界城市形成

的决定性影响，在理论建构方面存在一定局限性，主要表

现为作为前提条件的城市内生发展水平极易被忽视，以及

存在忽视城市所在区域的历史、区位和制度特性的倾向 [27]。

张庭伟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重新厘定了跨国公司总部与世

界城市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世界城市本身的经济统

领地位才是其吸引企业总部的原因，而并非由企业总部造

就了世界城市 [28]。所以，世界城市的节点地位及其腹地的

地缘经济总量是因，公司总部迁入是果。较多的公司总部会

进一步加强世界城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链接能力，进而取得

更大的成功，两者存在互动关系。作为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

① 是金融、保险与房地产等高级服务业的英文首字母缩写（Finance, Insurance, Real Eastate）。

图 1  基于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世界城市体系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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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 制造组装 总部管理

价值链环节

高科技城市：
一组：硅谷、筑波等
二级：新竹、班加罗尔等

全球城市：
伦敦、纽约、东京

世界城市：
巴黎、芝加哥、香港、
法兰克福、新加坡等

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心城市：
北京、上海、首尔、圣保罗、
墨西哥城、中北、曼谷等

制造业城市：昆山、东莞、
胡志明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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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其全球搜寻与各国各地区的区域差异有关，反映出经济

活动本地化的特点 [29]。由此可见，世界城市的形成实质上是

全球化与本地化共同作用的结果，累积地方竞争优势的内生

式发展和在此基础上导引其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内外两方面

的融合发展才是构建世界城市的正确路径选择。

3.2  创新 ：世界城市塑造的新维度
早在 1994 年，宁越敏就撰文分析了世界城市崛起的客观

规律，他认为以技术革命为标志的周期性经济长波引发主导

产业的更替，使得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发生转移，进而推动

了世界城市在新的区域内形成 [30]（表 1）。可见，世界城市的

崛起依赖于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济与科技力量的推动 [31]。

199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整体复兴主要是依靠硅谷、

波士顿 128 公路等地高科技产业经济的崛起。以电子信息产

业为代表的“新经济”逐步成为国际劳动分工的产业主体 [24]。

到了 21 世纪，城市经济在从以制造业为中心向结构轻型化

和经济服务化转变的同时，日益表现出显著的以知识信息为

中心的创新经济特点 [33]。创新资源加速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

使得全球经济进入创新竞争阶段。在新一轮经济长波与技术

革命正在酝酿的关键时期，哪座城市能够掌握新一轮产业兴

起的核心技术与创意环节，开发出新的具有竞争力的产品与

服务模式，哪座城市就能占据新兴主导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控制全球经济、文化与政治发展的脉搏，从而确立以及进一

步保持其世界城市的地位与优势。因此，建设世界城市，首

当其冲就是要发展创新经济、建设创新型城市，在继续强调

世界城市资本控制力的同时，更加重视向以科学、技术、教

育及各种艺术家为中心的提升人类创造性的城市经济与社会

系统转变 [33]，使创新成为推动世界城市功能转型与可持续发

展的主要动力。

另外，在新经济下，创新已成为城市的主要职能或功能。

而世界城市之所以在世界上地位凸显也正是得益于其拥有突

出的创新职能，具体表现为提供新产品和新服务，老产品及

服务的新方式，新标准及操作方法 ；涵盖了金融工具衍生、

多媒体应用、信息技术、电子商务、生物科技、环境保护以

及文化创意、产权保护制度等包括技术创新和非技术创新在

内的诸多方面 ；而世界城市的创新职能也将极大地强化其在

全球城市体系的中心性以及领导地位。

纽约、伦敦、新加坡、首尔等不同层级的世界城市近

来相继出台了 2030 规划，对城市的长期发展实施战略部署，

规划中所呈现的产业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未来世界城市

的产业选择趋势（表 2）。可以明显看出，为了应对全球气候

① 金砖四国的概念由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 · 奥尼尔（Jim O'Neill）于 2001 年首次提出，指四个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分别为巴西、俄罗

斯、印度、中国，其人口和国土面积在全球占有重要份额，并且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BRIC 由这四个国家英文国名首字母所组成。

表 2  不同层级世界城市的 2030 战略规划产业目标

层级 城市 规划名称 2030 产业发展目标导向

首要

层级

纽约 更绿更美

好的纽约

注重绿色环保，开发绿色能源，发展低碳经济；新

能源产业（风能、太阳能等）、节能环保产业（电动

汽车、节能楼宇等）、绿色产业（绿色食品等）等将

得到快速发展

伦敦 更宜居的

城市

强化金融业、航运旅游业、商业、文化创意产业、

咨询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未来产业发展和布局走

集约化、复合化、融合化道路

东京 首都圈巨

型城市群

重点扶持和培育支撑大都市发展的产业，如城市机

能活用型产业，社会问题解决型产业，信息传播产

业和信息家电等产业，以创新城市型产业带动日本

整体经济发展

次要

层级

巴黎 确 保 21
世纪全球

吸引力

强化巴黎大区的服务经济支柱产业；在具有世界规

模的第三产业市场中集聚总部选址，并形成强有力

的科技研究能力

法兰

克福

网络城市 通过企业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投资促进生物技术产

业发展 ；发展金融、企业服务、通信技术和媒体、

贸易物流和交通管理服务业；广告、公关、软件和

游戏等创新经济将获得巨大发展机会；利用博览业

带动酒店、商业、旅游等产业发展

首尔 全球气候

友好城市

投资 450 亿美元用于削减温室气体排放 ；重点发展

氢燃料电池、太阳能电池、绿色建筑、LED 照明等

10 大绿色技术，建立规模 1 700 亿美元的绿色市场，

具备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新加

坡

挑战稀缺

土地

鼓励和支持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产业的发展 ；依

靠尖端技术，实现高附加值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

驱动，将新加坡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都市

香港 亚洲国际

都会

改善相关软件，拓展人民币业务范围，提升金融市

场质素 ；提供极具吸引力的办公环境 ；利用亚太航

运中心地位，大力推进贸易、物流和航空服务业发展；

发展旅游会展业，推动贸易、零售等商业快速发展；

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创造适宜人才发展环境

台北 生态城市 重点发展绿色环保、文化、信息、商业、医疗服务

产业，其中绿色环保为重中之重；充分利用地下空间，

尤其是地铁周边地下空间，发展地铁商业街，形成

集约化发展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12] 整理

表 1  经济长波与世界城市的形成

长波周期 时间（年） 主导产业 新的经济增长重心 世界城市

第一次 1782—1845 采煤、纺织 英国 伦敦

第二次 1845—1892 钢铁、铁路 英国、美国 伦敦

第三次 1892—1948 电气机械、汽

车、化学

美国、德国 纽约、伦敦

第四次 1948—1990 电 子、 航 空 

航天

美国西部、日本 纽约、伦敦、

东京等

第五次 1990 至今 网络、生物工

程、新能源

美国、金砖四国①

等

大批国际城

市崛起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参考文献 [32]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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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以及突破资源瓶颈，低碳绿色化的环保、新能源、纳米、

生物技术等高科技产业成为世界城市未来主要的产业选择方

向。与此同时，城市科技研究能力的培育以及附加值较高的

金融、咨询服务、商业以及文化创意等服务性产业发展亦得

到高度重视。可见，打造具有高度创新能力的世界城市，正

成为各国占领新一轮产业制高点进而控制全球政治、经济和

文化的主要方式 [34]。

4  结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以 FIRE 产业和金融资本为

核心的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出现了难以为继的现象，引发了本

文对于世界城市发展与研究转型的理论思考。在对世界城市

的内涵特征、主要功能和形成机制等理论成果进行简单回顾

之后，笔者着重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视角对传统世界城市研

究进行了理论反思。

笔者认为，未来世界城市及其体系研究将更多体现全球

价值链之空间内涵的完整性，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应当重

点关注因集聚了价值链另一侧高端研发环节而成为国际技术

标准制定地和知识生产中心的具有研发与创新功能的国际城

市；同时，要重视城市实体经济的发展，推动经济结构多元

化以规避由单一服务业经济所带来的风险。世界城市并非一

个值得夸耀的头衔，而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具备一定优势的城

市发展的高级阶段 ；世界城市的建成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

要长期的积淀，尤其需要大力发展以高科技制造业为主体的

实体经济以及附加值较高的文化创意产业等，以夯实世界城

市的成长基础。另外，要注重发挥城市本地化特性，保持与

彰显城市个性与文化传统；确定累积地方竞争优势的内生式

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导引其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坚持内外融

合发展的世界城市成长路径。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创新

将成为认知、评价与塑造世界城市的新维度，建设创新型城

市成为建设世界城市的重要内容，在强调世界城市金融资本

控制力的同时，应当重视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与创新功能的

培育，使创新成为推动世界城市功能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主

要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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