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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上海的城市综合竞争力

谭 琴

2000 年，上海人均 GDP 超过四千美元。按照国际普遍经验，人均 GDP 超过 4千美元后的发展过程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从发

展阶段走向发达阶段的过程，是从小康走向中等发达水平的过程。上海正在经历这“两个过程”。

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已经被明确为上海“十五”发展的主线。“综合竞争力”也因此成了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一个热门词语。

国际竞争力比较研究始于八十年代。

比较知名的当属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世界竞争力年报》，其评价指标体系包括 8大要素、40 个领域、224

个指标。该年报现已成为世界各国政界、经济界人士的重要决策依据。我国于 1995 年正式加入世界竞争力评价体系。

不过，目前关于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研究是以国家为对象的，针对城市竞争力的国际比较研究尚属空白。因此，上海提出城

市综合竞争力的概念，是一种创新。这一创新的概念既借用了国际竞争力的若干评价指标，同时又能够反映城市的特征。

一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是指该城市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集散资源、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是城市经济、社会、科技、环境

等综合发展能力的集中体现。上海有关方面总结的城市综合竞争力包含六大要素：

第一、综合经济实力。该要素反映的是一个国际中心城市参与竞争的经济实力，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主要体现

在经济总量、发展速度、人均水平、经济结构等方面；

第二、综合服务功能。综合服务功能的强弱是决定城市集聚辐射能力的重要因素，反映了城市经济的特点。衡量指标包括

资金流、货物流、信息流等的密集程度等；

第三、综合发展环境。良好的发展环境是城市吸引力的可靠保证。因此，它首先包含了城市的硬件环境——如基础设施的

完备程度，绿化覆盖率，空气质量，居住条件等等。同时，它也包含了软环境——如社会治安状况，市场信用制度，社会保障

体系等；

第四、综合创新能力。一个具有创新能力的城市才是有竞争力的城市，这一点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其重要衡量指标是研

究与开发的费用投入占 GDP 的比重，此外还有专利授权量，从事研究与发展的人数、科技成果转换率等；

第五、综合管理水平。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体现了一座城市的效率，也是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包括政府政策的透明度、政策贯彻的有效程度、失业率等；

第六、市民综合素质。该要素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包括市民的受教育水平、健康水平、精神风貌、思想道德水

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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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最强？

《城市综合竞争力——2001 年上海经济发展蓝皮书》中，对城市竞争力比较研究的指标体系的设置主要从集聚和扩散功能

比较上着手，并把城市综合竞争力划分为总量、质量和流量三个一级指标，下列 14 个二级指标及 78 个三级指标，来基本涵盖

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丰富内容。

现选取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代表中国的特大型城市及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领先城市）以及重庆、西安（代表具

有明显西部特色的大城市）竞争力比较数据结果如下：

一、城市综合竞争力比较的总体排序

城市：上海、深圳、北京、广州、重庆、西安

分值：176．01、175．26、171．64、135．51、119．63、59．55

上海、北京、广州这三个是中国的特大型城市，主要特点是经济总量大、经济质量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服务水平

等方面指标在国内领先。而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中型城市，甚至具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

增长潜力，只是由于客观地理原因在总量指标方面具有较大差距，制约了其综合竞争力、城市经济的集聚和扩散进一步发挥。

上海的领先优势并不明显。

二、总量指标方面（经济实力、金融实力、科技实力、政府实力）的排序

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重庆、西安

分值：208．79、183．05、135．72、112．20、46．24、45．44

上海在经济实力和政府实力方面排名第一，在金融实力方面排序第二，科技实力则排第五，在科技实力方面指标明显不足，

如每 10 万人专利申请数、拥有科技人员数均位居第五。

三、质量指标方面（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经济效益、城市服务设施、社会环境、）的排序

城市：深圳、广州、上海、北京、西安、重庆

分值：154．25、129．86、122．66114．26、101．88、96．64

上海在城市服务设施方面排名第一，经济效益排名第二，产业结构排序第三，发展水平排名第四，社会环境排序第七。

在第三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不断提高、第二产业处于良性发展轨道的情况下，上海第二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在排序中最低，

这反映了上海城市经济正从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加工型城市转向科技、服务和贸易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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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量指标方面（GDP 流量、人口流量、资金流量、实物流量、信息流量）的排序

城市：深圳、上海、广州、重庆、北京、西安

分值：224．89、222．73、216．94、204．10、150．86、23．61

上海在资金流量上位居第一，信息流量名列第二，人口流量排序第三，实物流量排名第五。上海在股票市场交易额、国外

对本地直接投资总额、国外对本地直接投资增长率、年货物量、年集箱运输量、转口贸易量等指标方面遥遥领先，但在年客运

量上明显落后。

通过总体分析，对上海在国内的城市综合竞争力水平的评价是：总量方面，经济基础扎实，总体实力强劲；质量方面，效

益水平较高，科技实力相对不足；流量方面，资金融通领先，集散功能增强。由于加大了产业结构和转换经济增长方式，上海

在经济效益、产业结构的相关指标方面得分较高，进步明显。同时上海在城市服务设施、实物流量、信息化程度等指标方面也

比较领先，这些因素将进一步扩张上海的综合竞争力优势。

采用城市综合竞争力这一评价指标体系，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有助于加快上海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

心的进程。要成为国际中心城市，光有经济实力，光有美丽的城市景观都是不够的，而必须从多方面修炼内功。因此用综合竞

争力来评价，将使上海的发展更平衡、更健康、更可持续；同时，提出综合竞争力的概念也有利于改变政府单纯以 GDP 挂帅促

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实现政府的工作重心从直接抓经济转移到改善发展环境上来。

上海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体现何方？

据分析：一是综合经济实力提高，到 2005 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达到 7300 亿元，人均 GDP 总值达到 5．4万元；二是综合服

务功能增强，成为全国的资本运作中心和资金营运中心；三是综合发展环境改善，成为国内外适宜发展创业和生活居住的城市；

四是综合创新能力增强，构建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综合创新体系；五是综合管理水平提高，走出城市现代化管理的新路；六是

市民综合素质提高，接受教育程度、人均期望寿命、外语运用能力等都有提高。

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伍贻康、上海铁道大学国际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彭运鹗等认为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必须加强上海产业

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充分利用国际国内资本市场，重视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同时借助国际分工的深化，通过“引进来”和“走

出去”，充分发挥上海作为世界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国际化之间的联接点的地位和作用，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市政

协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彭镇秋提出，以发挥上海口岸功能、发展高层次服务贸易，以及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等途径，加快

上海“走出去”的步伐。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左学金认为，上海在推进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同时，应该着力建设第五个

中心——教育研发中心，以改善人力资源缺乏、教育研发投资力量较弱的状况。徐匡迪市长曾说：“真正的人才高地，不应只

是以有多少教授级高工、博士生导师、院士及占人口数的比例来静态地衡量，应该是所有年轻人愿意去创业的地方。加强竞争

力的核心是提高人的综合素质。”

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发展”依然是上海在新世纪的主题，“经济”始终是上海发展目标的中心。

上海过去 10 年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惊人，达 12%。如果未来增长速度不变，预计 10 年后，上海基本实现现代化。15 年后，

上海的 GDP 会超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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