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9 2015 Vol.30, No.4国际城市规划

Analyzing the Hong Kong 2030 Planning Vision and Strategy in the Global City Framework

全球城市视角下《香港 2030》城市发展战略解析

肖扬  杜坤  张泽
Xiao Yang, Du Kun, Zhang Ze

文章编号：1673-9493（2015）04-0029-05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1  全球城市

进入新世纪，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显著变化，呈现多级化趋势，以中国为首

的新兴经济体正在迅速崛起 [1]。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的 GDP 增速位居全球

之首，现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和出口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新常

态下的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社会的崛起可谓史无前例。在此背

景下，作为城市化的顶端形态，中国的“全球城市”发展尤为引人关注 [2, 3]。

无论从国家层面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还是地方主导的城市发展战略规

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国的“全球城市”如北京和上海等都明确提

出建设“全球城市”的目标与设计。事实上，北京和上海已成为全球经济活动重要

的参与者。据研究“世界城市网络”的彼得 · 泰勒（Peter Taylor）教授及其研究团

队 （GaWC: The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y Research Group）的研究数据显示，上海、

北京等的“世界城市”等级序位已从 2000 年的第 4 档、全球第 31 位和第 5 档、全

球第 37 位，提升至 2012 年的第 2 档、全球第 6 位和第 8 位。因此，从北京上海两

地的发展的规模与实际来看，中国已经具有建成“全球城市”的各方面条件 [4, 5]。

然而诸多研究显示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上存在显

著差异 [5-10]，因此，如何有区别地借鉴传统全球城市发展的经验值得关注。以此为背景，

本文将以全球城市理论视角深度解析全球城市的特征和类型，以香港作为案例分析

其全球城市发展战略，为上海的全球城市定位和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

2  全球城市种类

美国地理学家大卫 · 哈维著名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理论

表明，全球化已将世界联系成一个整体，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被急剧压缩 [11]。全

球化进程释放了资本、劳动力与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巨大动能，在跨国公司与金融

机构的主导下，推动了城市生活与消费模式的全面重组 [12-14]。1991 年，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教授萨森（Saskia Sassen）在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等的“世

界城市”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所谓“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概念。根据生产

性服务业来鉴别世界城市，她把全球城市定义为 ：高度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

心 [15, 16]。之后一系列学者对全球城市的定义又做了进一步修订和补充 [17-19]。虽然

目前学术界对全球城市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和界定标准，但基于诸多学者对全

摘要：建设中国的“全球城市”、发展国际城

市的高端形态是推动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战略、

全面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的主要途径。本文

将以全球城市理论视角深度解析全球城市特

征和类型，以香港作为案例剖析其全球城市发

展战略，为上海的全球城市定位和发展提供一

定的启示。

Abstract: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China’s new urbanization, and increase the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impact of China, it 
requires developing China’s own global cities and 
the apical of world cit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ecific types of global 
city, taking Hong Kong as the case study. Finally, 
it provides some insights on city orientation and 
development tactic for the global city of Shanghai. 

关键词： 全球城市；上海；香港；门户城市

Keywords:  Global City; Shanghai; HongKong; 
 Gateway city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2013-A-3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422103）和同济大学“青

年英才计划”（0100219134）共同资助

作者：  肖扬（通信作者），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讲师。yxiao@tongji.edu.cn
  杜坤，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士研究生

  张泽，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硕士研究生



30  2015 Vol.30, No.4

本期主题 

球城市的特征、职能和形成过程演变的描述，可以将其大致

概括为七个方面（表 1）：
（1）跨国公司的全球或区域总部：以世界百强企业为代

表的跨国公司总部和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地，是国际经济活动

的决策和控制中心 ；

（2）全球或区域的金融中心：具有中心枢纽地位的国际资

本市场和国际货币市场，成为各类跨国金融机构的重要集中地；

（3）高度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拥有国际一流水准的制

造技术和制造业发展水平 ；

（4）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基地：拥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大

学和科研机构，是文化创意的发源、传播和媒体聚焦的集中地；

（5）国际性的旅游和会展目的地：拥有国际影响力和美

誉度的旅游、会展集散地 ；

（6）精英人才的汇聚地：国内外优秀移民选择就业和居

住的目的地 ；

（7）信息、通讯、交通枢纽 ：拥有国际枢纽型的大型港

口和机场，具有国际一流的信息设施与信息技术服务。

其中发展较多跨国公司的全球或区域总部、成为全球或

区域的金融中心和引导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发达是城市发展的

核心策略 ；成为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基地、国际性的旅游和

会展目的地是城市发展的支撑策略；成为精英人才的汇聚地

和信息、通讯、交通枢纽是城市发展的基础策略。

事实上，学术界对“全球城市”的形成和演变的机理存

在两种观点，即：全球中心城市产生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经

济网络产生全球城市 [20-22]。我们称前者为中心城市，后者为

门户城市。萨森以政治地理学视角强调全球城市应该是高度

集中化的经济控制中心 [23]，因此全球城市具有绝对的首位度，

例如东京。相反，卡斯特基于他的“流动的空间”的概念，

认为世界是以网络化的方式组织一切的经济、生产活动 [24,25]。

经济网络联系的重要枢纽和节点通常会形成全球城市，称之

为“门户城市”，例如纽约。由此可初步判断，上海发展“中

心城市”类型的全球城市并不存在优势。而泰勒等认为香港

属于典型“门户城市”的全球城市类型，因为香港特殊的地

理区位和在城市经济网络中的重要职能，使得它成为连接中

国市场的国际交通和经济贸易的枢纽 [20]。因此对于理解香港

的全球主要城市发展策略对上海有积极的实际意义和价值。

3  《香港 2030》发展战略解析

总体而言，香港的发展战略是空间、经济和社会文化多

维度战略的充分融合。“香港 2030 研究”的目标是是要制定

一个发展框架，使香港迈向更持续的发展，同时巩固香港作

为亚洲国际都会和全球城市的地位。图 1 显示了这一策略的

路径。为了提供明确的路标，本文以分层的方式在不同的层

面对该策略进行阐述，包括方向、主题及措施。

“香港 2030 研究”规划策略可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提供

优质生活环境；二是提升经济竞争力；三是加强与内地的联系。

优质生活环境不仅包括社会和环境目标，更有助于吸引和挽留

经济持续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专才和技术人员。提升经济竞争

力是指结合规划策略提供的发展框架，配合香港的经济政策，

发展金融、商业、文化创意及旅游业和会展业，令香港经济可

持续并更稳健地增长，成为更繁华之都。加强香港与内地的联

系，既是手段亦是目标，包括提升香港的经济竞争力和改善生

活环境的质量，巩固香港的世界交通枢纽位置，促进更多的与

内地交流和跨界活动。尽管香港实施的具体策略与前文总结的

全球门户城市稍有不同，但香港的规划策略的三个发展方向及

具体的实施目的与之仍较为契合，因此以下将从核心战略、支

撑策略、基础策略三个方面具体解析。

3.1  核心战略
香港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和亚洲首

屈一指的股权融资市场。香港金融业独具特色，拥有综合

的金融机构及市场网络，是维持香港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

行业。政府一直积极寻找方法，致力于改善相关“软件”，

例如拓展人民币业务范围，促进市场开发，提升金融市场

表 1  全球城市特征和种类

全球城市发展定位

中心城市 门户城市

全

球

城

市

发

展

策

略

（1）跨国公司的全球或区域总部 核心策略 核心策略

（2）全球或区域的金融中心 核心策略 核心策略

（3）高度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 核心策略 核心策略

（4）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基地 支撑策略 支撑策略

（5）国际性的旅游和会展目的地 支撑策略 支撑策略

（6）精英人才的汇聚地 基础策略 基础策略

（7）信息、通讯、交通枢纽 基础策略 基础策略

资料来源：《未来 30 年世界城市体系及全球城市发展趋势及上海的地位与作用》课题研

究成果

图 1  策略结构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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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推广香港品牌等。商业服务也是香港主要经济动力之一，

促使香港进一步成为亚太地区主要的金融、商业、贸易和

运输中心。《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实施为香港的专业人

士和服务供应者在内地提供了新的商机，促进了服务业的

进一步增长。

同时，香港也在努力增强所需的“硬件”，不断提供极

具吸引力的办公环境，尤以商业金融中心区为代表。预计至

2030 年，与就业相关的楼面面积总实际需求约为 1 100 万 m2，

其中商业中心区的甲级办公室占 270 万 m2。香港政府采取综

合集中发展和分散发展两种方案。主要集中在维多利亚港范

围寻找发展机会。此外，还有西九龙、启德、鰂鱼涌三个办

公组群（图 2）。香港政府还准备利用剩余未开发的办公用地

以及空置的“政府、机构或社区”用地；腾空目前政府办公

室的空间或用地作甲级办公室，来加强现有商业中心区的功

能。此举不仅能提高业务效率，也能为顶级公司和跨国企业

提供其所追求的显赫地位。对于众多此类公司而言，坐落于

商业中心的核心地段，坐拥地标性的优质办公楼宇至为重要。

3.2  支撑策略
文化创意产业泛指一些能依托创意而增值的产业①。文

化及创意产业对增强经济基础、转型经济、培养创意人才和

创造就业机会都做出了很大贡献。文化创意产业类型众多，

不同用途对办公设施及基建支援的需求也不同。例如，文化

活动需要像“西九文化艺术区”的特殊表演场地。另一方面，

艺术和设计制作室分散于不同的土地用途，例如商业住宅区

和工业区。香港对不同使用者的独特需要进行调研分析，并

就其办公设施及基建需求做出相应的规划。

旅游业是促进香港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旅游业对

改善整体市场气氛、促进相关行业发展和就业都有良好效应。

中国旅游政策的放宽令近年来港的内地游客数目剧增，这加

速了香港自金融风暴后的经济复苏。香港政府提出在空间规

划第二条的轴线 ：从核心区西向往大屿山，布置物流及主要

旅游设施。包括香港迪士尼乐园等多个旅游设施已投入服务。

作为旅游业最基本的设施，香港对酒店业并无做出特定区划，

而是容许它在多种地带内发展，主要包括“商业”、“住宅”（甲

类、乙类及戊类）、“康乐”及大部分“综合发展区”。为了

争取新游客，延长旅客逗留时间并鼓励多次到港旅游，香港

还拓宽了旅游体验范围，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旅游景点。通

过加强新的旅游主题，如生态旅游和文化旅游等，使旅客有

机会欣赏到香港独特的文化遗产和优美的自然风光，促进旅

游业的长期发展。在畅旺的贸易环境下，香港成为各类会议

和展览活动的举办场地。香港提供了多项世界级的会议和展

览设施，进一步增强了举办大型活动的吸引力。会议和展览

活动在促进贸易的同时，也对旅游业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经济重整的过程将通过价值链上的不断攀升而持续，增

加了对高技能和高科技的投入以及高增值服务的需求。香港

政府提出在新界北部开发适度规模的新发展区（图 3），主

要为综合房屋、就业、专业教育及高增值、无污染的特殊工

业等不同用途提供土地；在空间规划（图 4）的第一条大约

沿东铁线（East Rail Line）的南北向轴线，布置社区形式房

屋和教育及知识创造设施；第三条轴线位于新界北部靠近与

深圳接壤的边界地区，布置非集约科技及商业地带。 

3.3  基础策略
为了知识经济和世界级城市发展所需，香港政府实施

了一系列人才引进政策，包括“输入内地人才计划”和“优

秀人才入境计划”。随着人才输入计划的实施，很多专业人

士、学者和研究人员移民香港。其中，高技能职位在金融

图 2  商业中心区甲级办公区建议策略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

图 3  新发展区的概略位置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

① 香港文化创意产业包括：广告、建筑、艺术、古董和手工艺、设计、电影及录像、数码娱乐、音乐、表演艺术、出版、软件及电脑、电视及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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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工商业支援和专业服务等主要行业甚为显著，同时也

包括贸易、物流及运输业。上述行业都是促进本地生产总

值增长的主要行业。优秀人才改善了香港人力资源的素质，

还因为多值壮年，有助于舒缓人口的老化速度并提高香港

整体的生育水平。香港政府提出在新界预留土地发展专项

教育设施，吸引内地和国际学生以及专业人才。空间层面上，

为了吸引高素质人才并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需求，香港政府

还确保适时提供充足的土地和基建配套供房屋及社区设施

的发展。香港政府认为完善的城市基建包括社区设施、休

憩用地、有效而环保的能源供应及污水和废物处理系统等。

住房用地建设兼有综合集中发展和分散发展两种方案，在

充分利用已开发的土地和现有的基础设施的同时，加速部

分新发展区的兴建。

香港作为国际物流枢纽，主要依托于机场和港口。作为

全球航空中心，香港拥有世界最大的国际货物吞吐量。随着

机场前往内地旅游车站和海天客运码头的启用，香港国际机

场已转变成为一个海陆空多式联运的交通枢纽。与内地的社

会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促使跨界旅客和车辆激增。《更紧密经

贸关系安排》的实施进一步加强了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关系。

香港与内地有关当局正合力改善过境设施（包括出入境、海

关）及简化货物清关手续，将大大提高边境管制站的效率。

深港西部通道竣工和落马洲支线的落成进一步促进了经济活

动。珠江东岸的主要城市与葵涌货柜码头的运输时间可缩短

两小时。此外，广东省内外高速公路网络迅速扩张，将可连

接更偏远的地区。

综上所述，香港的发展战略中，物质空间规划与社会经

济发展策略、长远与近期规划均体现出了有机结合的特点。以

金融服务、商业服务、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业为主要代表的经

济产业巩固了香港全球城市的地位。对土地使用的严格控制使

香港的城市经济和环境效益得到了平衡。产业集聚和宜人环境

吸引了高素质人才不断涌入。香港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

与内地的贸易合作，更好地分享内地经济增长的成果。随着社

会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以及广东、香港和澳门政府积极的政策

推动，大珠三角地区已逐步迈向一个多核心城市群的发展模式。

香港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如何充分利用城市群的优势，并在“一

国两制”的框架下，发挥自身独特的角色。

4  结论

综上所述，本文运用唐子来老师《未来 30 年世界城市体

系及全球城市发展趋势及上海的地位与作用》的分析框架，通

过深入了解全球城市的类型及特征，试图揭示中国的全球城市

未来发展定位和途径。以上海为例，我们发现，作为跨国公司

分支机构集聚地，上海是长三角区域的“门户城市”；长三角

区域作为世界级的制造业基地，上海发挥向外联结全球网络和

向内辐射区域腹地的“两个扇面”作用。但比较来看，上海外

向度很低、内向度较高。因此定位上海为中国的“门户城市”，

强调经济、文化、信息、贸易等交流的效益和效率，将是上海

迈向全球城市之列的主要途径。

另外，我们发现依靠市场的门户城市，同时需要政策和

制度的支撑。香港的产业制度发展创新以及与内地的紧密联

系等策略为上海提供了借鉴。而上海在政府和市场的制度创

新关系方面表现较弱。上海正处于由工业化时期向以知识经

济和创新经济为主导的后工业化时期迈进的阶段，创新将成

为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主要动力。上海要成为有国际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全球科技与文化创新的重要策源地，

需要促进产业向高端化、服务化、低碳化、集聚化、融合化

方向发展 [27]。结合香港的发展经验，上海还要主动顺应新技

术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加强第三产业布局的规划引导，高

度关注互联网经济时代下的商业布局和办公楼宇。上海当前

面临两个机遇，一是上海自贸区提供了参与制定国际贸易规

则、提供示范性 PPP 协作关系的机遇；二是利用上海的科技

潜力，建立开放的大数据体系，共享城市数据，构筑新型的

城市管制。

最后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条件下，中国的全球

城市需要特别重视自身生产和服务能力和水平，需要有效地

组织国内网络中的城市和腹地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只有具

备了国内、区域联系和服务职能，才能吸引国际要素的涌入。

以上海为例，未来要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主要节点，实现

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的交流汇聚、辐射和流通中心，就

应该借着全球信息化的浪潮，建设世界级的信息枢纽，高度

关注物联网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集

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信息机构和信息平台，从而进一步巩固图 4  香港策略性概念发展规划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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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上海亚太地区门户枢纽的地位，加强航空港对区域的辐

射和服务能力，增强航运中心资源要素的集聚和服务能力。

此外，上海与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已呈现一体化、网络化发展

的趋势。上海需要周边地区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

集约型”的区域空间发展格局，并与周边城市共建区域城镇、

交通、生态、产业一体化网络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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