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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距国际大都市还有多远？

由中国《经济日报》社主办的《经济》杂誌七月号引述专家指出，自满和自大使部分上海人飘飘然，在追求成为世界级大

城市的发展中，忽略了一系列的隐患。

专家指出上海目前发展的隐患包括：1.高估民众对世博的热情，2.与周边地区发展不均衡，3.富人区和平民区有巨大反差，

4.传统古镇和文化活动衰落，5.“趋富厌贫”的浮躁心态，6.经济周期及地产泡沫崩溃，7.没有作为长三角龙头的胸襟，8.经

济增长未能令市民受益，9.引入专才令本地人没出路，10.缺乏对政府决策和行政的监督。

除了以上问题，专家还论述了上海仍与世界级大都市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多个城市质疑上海实力

最早质疑上海不具备国际大都市素质的是香港经济学家和媒体精英，他们比较后的结论是，香港仍是全球最自由竞争的城

市，上海在短期内无法超过香港。

另一种质疑来自北京的文化界。北京具有对外文化交流的先天优势，北京比中国任何城市都具有文化积淀，所以北京的不

少学者认为，上海缺少国际大都市的文化品味。

还有一种尖锐的批评源自上海的竞争对手，台北市和神户港就是其中的例子。

目前，台湾的 6万多家客商已有 5万多人移师大陆，并且视上海为新一轮的发展基地。於是来自台北的批评就骤然升温，

包括龙应台在内的文化界名人，都能指出上海的浅薄之处。与此同时，日本的神户港也面临着经济衰退的危险，要想恢复昔日

东北亚枢纽港霸主地位的希望已极其渺茫，而上海港的吞吐量正在与日俱增。因此，对上海港不具备国际素质的批评往往来自

於神户。

与国际大都市有四方面差距

那么，上海离客观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有多远呢？就东亚地区而言，国际社会公认东京、香港、新加坡目前的综合竞争力

高於上海，汉城则与上海相当，而其馀城市则与上海有差距。从全球范围来看，伦敦、巴黎、纽约等世界级城市又明显在上海

之上。对於这种差距，上海社科院的《上海经济发展蓝皮书》课题组做过具体的研究，其结论是差距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均 GDP 的水准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据 2002 年统计，上海人均 GDP 仅为 4909 美元，离人均 GDP10000 美元的发达水准相距甚远。假设上海经济保持年均两位数

的增长率，那么上海达到人均 GDP10000 美元（相当於汉城）的时间最快也要在 2010 年，而这一年正好是世博会的举办之年。

2、上海目前还处於货币兑换的管制时期，与国际大都市通常拥有的货币自由兑换有着鲜明的反差。货币的自由兑换以及由

市场来决定汇率的升降幅度，都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对外交流活跃的一个基本前提，而上海何时成为货币自由兑换的金融中心城

市尚无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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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海目前还没有对海外的直接投资。

近几年来，上海一直力图使自己成为外商的发展福地，这种能力，城市经济学上往往把它称为“集聚”，而一个城市要成

为国际大都市就必须具备“辐射”能力，即强大的对外投资能力。目前，上海正实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今年的对外投资

金额已达 5亿美元，预计上海的“集聚”与“辐射”能够达到对称的地位，才是上海赢得国际社会普遍尊敬的时候。

4、上海尚缺少世界一流大学。

拥有几所世界一流大学是上海提升核心竞争力、谋求自主知识产权成果、促进研发与产业交融以及集聚一流人才的关键。

这一过程和上海成为国际大都市的进程应该是同步的。专家判断，上海出现一流大学的时间表在 2020 年左右，而此时，上海应

全面建成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

责任编辑：杨玉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