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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博士与美国学者彼得·卡尔·克

拉索教授牵头，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专家学者共同参与，全球城市竞争力项目组历

时两年时间完成的《2009-2010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于 2010年 6月 22

日、25日在韩国首尔和中国南京发布。 

本次报告的主题为“创新：城市竞争力不竭之源”。本报告从产出的角度，使用绿色

GDP规模、人均绿色 GDP、地均绿色 GDP、经济增长、专利申请数、跨国公司指数等 6项指

标数据，编制全球 50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指数（GUCI），从多侧面比较和分析 500个城

市的竞争力指数及其具体构成指标数据，全面了解全球城市的发展和竞争的格局，通过研

究发现： 

世界城市竞争力的格局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首先，美欧等顶尖城市依然占据着城市

竞争体系的高峰，显示无可匹敌的强劲竞争力，同时，其要素环境也表现优越，表明其未

来依然有着持续引领的潜力。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其次，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中

心区及大都市区表现突出，增长迅速，同时，其要素环境排名普遍靠前，彰显其巨大的发

展潜力，预示其将快速赶超顶尖城市，进入较高水平梯队。如，上海综合竞争力进入全球

前 50，排名 37，提升最多达 9位。且北京，上海要素排名分列全球第 8和全球第 15名。

再次，新兴工业化国家整体城市体现大幅度提升态势，在要素环境排名中表现尤为突出，

未来的发展潜力不容小觑。总之，一方面，顶尖城市实力依然抢眼，另一方面，新兴城市

追赶态势凶猛激烈，这种态势将刺激迅速变化的世界城市竞争力格局继续进行，而且愈演

愈烈。 

综合竞争力：纽约与伦敦雄踞，圣何塞与上海提升最快。排前 10位城市是：纽约、伦

敦、东京、巴黎、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新加坡、首尔和香港。 

前 50强中美国占 20个；欧盟占 16个；中国占 3个。前 100名美国占 38席，欧盟占

33席，中国占 3席。前 200名美国占 64席，欧盟占 66席，中国占 13 席。中间 100名亚

洲有 52个城市，后 200名是亚洲和其他各洲的聚集地。 

经济规模：中国城市演绎提升奇迹，欧美城市平庸稳中稍降。排前 10位城市是：东

京、巴黎、纽约、伦敦、洛杉矶、首尔、香港、大阪、墨西哥城和悉尼。 

发展水平：圣何塞、旧金山、奥克兰蝉联三甲，亚洲城市潜力巨大。排前 10位城市

是：圣何塞、旧金山、奥克兰、华盛顿、利兹、休斯敦、洛杉矶、日内瓦、波士顿、纽

约。 

经济聚集：欧洲城市独占鳌头，收入呈高度集聚化。排前 10位城市是：日内瓦、纽

约、芝加哥、巴塞罗那、都柏林、旧金山、澳门、首尔、圣安娜、名古屋。 

经济增长：中国城市持续领先，亚洲经济迅猛增长。排前 10位城市是：鄂尔多斯、

包头、烟台、呼和浩特、巴库、东莞、中山、日照、惠州和威海，中国独占 9席。 

专利申请: 人均财富助力科技创新，中国科技创新弱势明显。排前 10位城市是：辛

辛那提、威尔明顿、波特兰、温莎、西雅图、帕罗奥多、魁北克、明尼阿波利斯、斯图加

特和普利茅斯。美国占 6个，加拿大占 2个。 

国际影响力: 亚洲城市迅速提升，中低收入城市国际化趋势增强。排前 10位城市

是：纽约、东京、新加坡、伦敦、香港、北京、巴黎、上海、莫斯科和首尔。 



从投入的角度，将全球城市竞争力构成分为：企业素质、当地要素、当地需求、内部

结构、公共制度、全球联系 6个大类，利用 50个亚类指标数据，编制全球 500个城市的要

素环境指数。从而全面了解全球城市的发展和竞争格局的原因，并预测未来。 

要素环境：全球格局崎岖不平, 区域之间差异明显。排前 10位城市是：纽约、伦

敦、巴黎、东京、香港、新加坡、首尔、北京、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 

前 10名中国占据两席，上海位居第 15 位。欧盟和美国共有 30个城市处于要素环境前

50位，且前 50位城市大多数具有多重城市功能。欧盟、美国的大部分城市处于 300位之

前，中国和印度大部分城市处于 200位之后。 

企业素质：中国核心城市优势突出，功能城市企业素质较优。排前 10位城市是：纽

约、伦敦、巴黎、东京、北京、香港、首尔、上海、莫斯科、圣保罗。 

当地要素: 欧亚城市要素实力相当，科教实力成要素领先关键。排前 10位城市是：

巴黎、东京、纽约、伦敦、都柏林、首尔、大阪、芝加哥、华盛顿、布鲁塞尔。 

当地需求：城市群推动欧洲领先，发展中国家较为落后。排前 10位城市是：巴黎、

伦敦、纽约、东京、曼彻斯特、米兰、汉堡、慕尼黑、斯图加特、不来梅。 

内部联系：大洋洲城市表现俱佳，亚非城市整体落后。排前 10位城市是：伦敦、巴

塞罗那、悉尼、墨尔本、罗马、北京、多伦多、堪培拉、上海和特拉维夫。 

公共制度：香港、新加坡全球领先，欧美城市整体实力佳。新加坡和香港最优，美国

紧随其后。 

全球联系：金融支撑突出，大城市效应明显。排前 10位城市是：纽约、伦敦、巴

黎、东京、香港、新加坡、北京、马德里、上海、莫斯科。 

从过程的角度，将全球城市竞争力细分成 19个具体产业竞争力，编制全球 500个城市

的产业价值指数，从多侧面比较和分析 500 个城市的产业价值指数，全面了解全球城市竞

争力发展格局的原因。 

产业链：纽约、东京、伦敦三足鼎立，综合与金融中心城市优势明显。排前 10位城

市是：纽约、东京、伦敦、香港、新加坡、巴黎、北京、首尔、悉尼和圣保罗。 

前 50中北美和欧洲分别占有 10席和 19 席，美国独占 8席。前 50位城市多为发达国

家以及重要发展中国家的首都，且人口规模大。前 100名中欧盟国占 31个，美国占 26

个，中国占 5个，欧美城市产业竞争力优势明显。 

表 1 全球城市竞争力各指标体系前 20 名城市分布情况 

排名 2007-

2008 全球

城市综合

竞争力 

国家 2009-

2010 全球

城市综合

竞争力 

国家 2009-2010

全球城市

要素环境 

国家 2009-

2010 全球

城市产业

链 

国家 

1 纽约 美国 纽约 美国 纽约 美国 纽约 美国 

2 东京都 日本 伦敦 英国 伦敦 英国 东京都 日本 

3 伦敦 英国 东京都 日本 巴黎 法国 伦敦 英国 

4 巴黎 法国 巴黎 法国 东京都 日本 香港 中国 

5 洛杉矶 美国 芝加哥 美国 香港 中国 新加坡 新加坡 

6 旧金山 美国 旧金山 美国 新加坡 新加坡 巴黎 法国 

7 芝加哥 美国 洛杉矶 美国 首尔 韩国 北京 中国 

8 华盛顿 美国 新加坡 新加坡 北京 中国 首尔 韩国 



9 新加坡 新加坡 首尔 韩国 阿姆斯特

丹 

荷兰 悉尼 澳大利亚 

10 首尔 韩国 香港 中国 布鲁塞尔 比利时 圣保罗 巴西 

11 香港 中国 华盛顿 美国 芝加哥 美国 台北 中国 

12 都柏林 爱尔兰 休斯敦 美国 米兰 意大利 莫斯科 俄罗斯 

13 斯德哥尔

摩 

瑞典 西雅图 美国 洛杉矶 美国 马德里 西班牙 

14 波士顿 美国 日内瓦 瑞士 马德里 西班牙 上海 中国 

15 日内瓦 瑞士 都柏林 爱尔兰 上海 中国 布宜诺斯

艾利斯 

阿根廷 

16 大阪 日本 斯德哥尔

摩 

瑞典 多伦多 加拿大 苏黎世 瑞士 

17 西雅图 美国 圣迭戈 美国 悉尼 澳大利亚 迪拜 阿联酋 

18 休斯敦 美国 波士顿 美国 华盛顿 美国 洛杉矶 美国 

19 迈阿密 美国 迈阿密 美国 法兰克福 德国 旧金山 美国 

20 圣迭戈 美国 圣何塞 美国 莫斯科 俄罗斯 曼谷 泰国 

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报告利用有关数据和计量方法，对全球 500个城市数据进行计

量研究（包括回归分析和聚类分析），发现了影响全球城市竞争力的最为关键因素：全球

联系和科技创新。 

报告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以要素竞争力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包括一级指标及关键的

二级指标）为自变量，以全球城市竞争力表现指数（GUCI）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与此

同时，报告还使用人均绿色 GDP作为因变量与城市竞争力要素指标进行回归分析。通过以

上回归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综合竞争力与一级要素指标因素分析：全球联系最为关键；

2、综合竞争力与二级要素指标因素分析：全球企业品牌最重要；3、人均绿色 GDP与一级

要素指标因素分析：公共制度最为关键；4、人均绿色 GDP与二级要素指标因素分析：全球

企业品牌最重要。 

通过对全球城市综合竞争力的聚类分析，发现：在全球城市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影响

城市的因素越来越多，除了经济发展之外，科技创新和国际影响力对于提升一个城市的综

合竞争力越来越重要。有很多城市的经济规模并不大，但是这些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国

际影响力提升很快，这就加速了这些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同时，每个城市的要素环境

的升级配置，也越来越重要的制约着城市综合能力的提升，要素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

城市的内外部需求与供给、提供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能力，而且要素环境的好坏也会深

刻的影响到城市的科技资源的吸引与利用，影响到国际资源在世界城市中的选择与流动。

只有自身的要素环境建设完善，才可能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源，也才能深刻的融入到全球城

市化飞速发展的潮流。 

同时，聚类分析还显示出一个积极的信号，全球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国际顶级城

市，诸如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等，仍然在不断的加强自身的要素环境建设，提高自身

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而与此同时，国际上新兴国家的很多城市也在发生着天翻

地覆的变化，尤其是中国、墨西哥、印度、巴西等四个国家的很多城市迅速崛起，不少城

市正在逐步向着世界顶级城市的标准发展，他们正在无形之中向传统的世界顶级城市发起

了挑战。 



报告从区域角度对全球五个区域进行分别研究分析，得到：北美地区是一家独大，欧

洲是列强割据，亚洲潜力无限崛起指日可待，其他洲表现层次不齐。北美综合竞争力美国

有绝对实力，而且北美的各项指标在全球均领先。欧洲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在世界范围内显

示出了较强的实力，但是表现出诸侯割据态势。另外，由于亚洲等地区的快速崛起，更多

的资源逐渐开始向亚洲及南美等新兴经济体的中心城市聚集，亚洲城市潜力巨大，崛起指

日可待。其中中国城市上升最快；经济规模、经济增长、跨国公司指数等中国城市上升都

非常迅速。 

另外，本报告从全球 500个城市中遴选出综合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旅游城

市、科技中心、制造中心、政治中心城市各 100个左右，从全球的视角展望功能中心城市

的竞争力消长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从全球范围来看，在功能中心城市规模和质量

上，欧美发达国家占据绝对优势，亚洲新兴城市最近几年发展迅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但在质量上还有待提高。非洲目前还比较落后，但是发展潜力巨大。 

综合中心城市：在全球 500城市中实力超群，其中纽约、伦敦、东京继续领先，新加

坡、首尔等异军突起；综合中心城市的总体要素环境竞争力突出，其中北京在要素环境中

进入前十。 

金融中心城市：美国无论是在质量还是在数量均高人一筹，亚洲新兴城市后来居上发

展迅速。 

航运中心城市：美国领跑全球，亚洲新兴城市发展后劲十足，非洲国家城市整体相对

落后。 

制造中心城市：欧美日全球领先，美国制造业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中国制造业

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世人瞩目；亚洲制造业正在飞速发展，亚非的制造业还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 

政治中心城市：优势城市位次依然稳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其综合竞争力相对较

高，但在全球 500 城市中，政治中心城市的优势并不明显。 

科技城市：欧美总体实力较强，亚洲科技城市在某些单项指标上占据相对优势，中国

科技城市仍在创造着中国增长奇迹。 

旅游城市：仍是以欧美城市为首，亚非地区的整体表现并不如意，洲际间和不同国家

城市间、同一国家城市的差异明显。 

最后，报告利用案例研究方法，调研全球城市的发展实践，进行案例研究，发现全球

城市竞争力提升的最佳经验。这些经验为全球其他城市的竞争力提升提供借鉴。在国际专

家的推荐下，课题组遴选出 24个城市为最佳案例城市，他们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城市快速提

升城市竞争力提供了参考借鉴。这 24个城市分别为：芝加哥、慕尼黑、米兰、奥斯汀、大

阪、仁川、 墨尔本、爱丁堡、福冈、哥本哈根、蒙特利尔、圣保罗、海德拉巴、南京、

广州、成都、合肥、青岛、苏州、南通、南昌、无锡、宁波、台中 。 

这份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爱德华-艾格尔出版社出版的《2009-2010全球城市竞争

力报告》是全球城市竞争力项目组的第三次双年度报告，报告由总体报告、区域报告、功

能报告、最佳案例城市和城市统计报告等组成，尤其对政府部门、国内外企业、有关研究

机构、社会公众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意义和研究借鉴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