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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第一年，也是“十二五”规划实施的第一年，本次报告

继续从竞争力的视角跟踪监测和研究本年度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精彩过程。新世纪的第一个

十年是中国城市崛起的标志性十年，也是本项研究从开启到发展的十年。在这个特别的十年

里，城市竞争力研究与中国城市发展一同前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矢志不渝，十年铸

剑”。无论是中国城市的十年崛起、变革和劈荆而上，还是城市竞争力研究的十年呕心沥血

和孜孜不倦，都书写了创业的艰辛，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因此，第十次报告决定“十年回

顾”作为主题，试图从历史回顾中，总结经验，发现规律，讨论问题，研究对策。以资站在

这一个新起点上，中国城市的发展以及相关的研究都从此踏入新的征程。 

一、中国城市竞争力 2011 年度述评 

城市综合竞争力是一个综合概念，指的是一个城市多快好省地创造财富的能力。它是一

个包含城市综合增长、经济规模、经济效率、发展成本、产业层次、生活质量和幸福等多个

维度的综合指数。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高低及其变动，直接反映着城市各个方面的状况以及变

化。 

（一）2011 年最具竞争力城市比较：北京首超上海，中部城市个数显著增加 

1、2011 年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前十：五大区域分享前十，地级城市难进前十 

2011 年前 10 城市依次是：香港、台北、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杭州、青岛、

长沙（见表 2-1）。其中，来自珠三角 3 个、环渤海 3 个、长三角 2 个、台湾 1 个，中部地

区湖南省 1个。除去长沙，均为行政级别较高的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及计划单列市。 

2、2011 年相比 2010 年前十名变化：总体差距有所缩小，位序变化十分剧烈 

2011 年相比 2010 年前 10 名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数的标准差下降了 0.01，说明前 10 名城

市之间差距在逐步缩小，互相竞争呈现白热化趋势。2011 年相比 2010 年前 10 名城市格局

变化：青岛取代大连跻身前 10 位，台北升至第二，北京首超上海，上海退居第四。 

表 2-1 2011 年前 10 位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数及与 2010 年排名对比 

城市 2011 年综合竞争力指数 2011 年排名 2010 年排名 排名变化 

香港 1.000  1  1  0 

台北 0.906  2  4  2 

北京 0.896  3  3  0 

上海 0.889  4  2  ‐2 

深圳 0.877  5  5  0 

广州 0.865  6  6  0 

天津 0.840  7  7  0 

杭州 0.806  8  1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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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0.805  9  11  2 

长沙 0.804  10  9  ‐1 

3、2011 年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前 50 名现状：东部沿海占据 7 成，3 成多为地级城市 

2011 年东南地区仍保持绝对领先优势，占据了前 50 名的“半壁江山”，环渤海次之，

中部地区第三，比例分别为 52%、16%和 12%。东北、西南和西北相对较小，所占比例低于

10%（见表 2-2）。前 50 强的地级市中，佛山、苏州和无锡居前 3，分别排位为 12、14、15。 

4、2011 年相比 2010 年前 50 名变化情况：中部城市数量增加，地级城市提升较快 

表 2-2   2011 年前 50 位城市区域分布及与 2010 年区域分布对比 

区域 东南 环渤海 东北 中部 西南 西北 

2010年排名前50城市个数 26  8  5  4  3  4 

2011年排名前50城市个数 26  8  5  6  2  3 

2011 年前 50 城市比例 52%  16%  10%  12%  4%  6% 

与 2010 年相比， 2011 年西南和西北地区前 50 位城市数量相比于前一年分别减少了 1

个，而中部地区同时增加了 2 个。具体到城市，内蒙古呼和浩特、浙江温州、广西南宁跌出

前 50 名，而江西南昌、安徽芜湖、江苏镇江取代该三个城市跃进前 50 名。 

副省级城市中 2011 年相比 2010 年提升位次最多是成都，上升了 8 位，厦门下跌 8位。

省会城市中，南昌提升位次最多，为 10 位，太原下跌了 25 位；地级市中，南通提升位次最

多（+7），而温州下降 13 位，同时也跌出了前 50 强。另外从各行政级别城市 2011 年相比于

2010 年综合竞争力平均指数的增长情况来看，地级市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其他级别的城市（见

表 2-3）。 

表 2-3  2010 年与 2011 年各行政级别城市综合竞争力平均指数 

 直辖市 副省级城市及计

划单列市 

省会城市 地级市 

2010 0.722 0.713 0.704 0.698 

2011 0.754 0.748 0.737 0.733 

增长率 4.4% 4.9% 4.7% 5.0% 

5、问题与讨论 

从对以上 2011 年排名前 10 和前 50 的城市分析，有以下几大问题值得思考和讨论： 

（1）上海的竞争力相对下降。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上海常住人口比上一年增加

了 390 万，这是影响上海排名的数据方面显著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上海，特别是一些东

部城市已经进入一个结构转型新的关键时期，其相关产业的转移，造成了竞争力下降的主因。

机遇与挑战并存，上海面对这一机遇期，只有抓紧加快产业转型才能重新焕发活力，否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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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断被超越的趋势将会延续下去。 

（2）中国台北重新回到第二。2011 年，台湾逐步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宏观经济总体

好转，人均 GDP 首次突破 2 万美元。同时，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正式生效后，台

湾的外贸总额增幅明显；受内地经济高速发展的影响，台湾有效扩大内需，与两岸相关的产

业表现优异。2011 年，台北的产业转型继续领先，城市生活质量、市民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台北的城市竞争力更具优势。 

（3）东南城市可持续需关注。城市竞争力和城市发展阶段息息相关，东南沿海城市正

在经历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阵痛，同时东部地区某些城市房价过高，社会矛盾凸显等直接

影响其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这是东部城市停滞不前的主因所在。中部地区城市发展处于

上升阶段，总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中，在前 50 名城市中所占比重也不断升高。 

（二）2011 年城市竞争力总体比较：东部城市整体强，西部

城市整体弱 

1、2011 年城市竞争力的总体格局：东部城市整体强，西部城市个别强 

对于 2011 年城市竞争力总体的区域分布来看，如表 2-4 所示，前 100 位东南地区遥遥

领先，所占比例为 45%，环渤海次之（18%）。东南地区城市整体竞争力排名较高，多集中在

前 100 强。前 200 名城市中环渤海、东北、西南、西北各地区的城市个数相差不大，东南和

中部优势明显，分别为 30%和 23%。 

表 2-4   2011 年城市区域分布 

区域 东南 环渤海 东北 中部 西南 西北 

排名前 50 城市 
26  8  5  6  2  3 

52%  16%  10%  12%  4%  6% 

排名 51-100 城市 
19  10  3  7  6  5 

38%  20%  6%  14%  12%  10% 

排名 101-150 城市 
10  6  6  17  7  4 

20%  12%  12%  34%  14%  8% 

排名 151-200 城市 
5  4  10  18  8  5 

10%  8%  20%  36%  16%  10% 

前 200 名城市 60  28  24  48  23  17 

200 名以后的城市 3  2  10  33  24  22 

294 城市的分布 63  30  34  81  47  39 

2、2011 年相比 2010 年总体格局变化情况：城市间差距进一步缩小，浙江城市竞争力

进一步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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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相比 2010 年总体区域分布（见表 2-5），前 150 名排名中，各地区基本保持稳定，

变动最多的两个地区是东北地区减少 2 位，西北地区增加 2位。东北地区高排位城市基本没

有变动，但个别城市从 150 名之前退出，说明东北城市分化严重，有些城市不进反退，竞争

力出现下降。 

表 2-5   2011 年相比 2010 年城市区域分布变化情况 

区域 

2010 年

前 150

名城市 

2011 年

前 150

名城市 

2011 相

比 2010

年变动

2011 占

各区域

所属城

市比重

2010 年

150 名

以后城

市 

2011 年

150 名

以后城

市 

2011 年

相比

2010 年

变化 

2011 占

各区域

所属城

市比重

东南  55  55  0  87%  8  8  0  13% 

环渤海  25  24  ‐1  80%  5  6  +1  20% 

东北  16  14  ‐2  41%  18  20  +2  59% 

中部  29  30  +1  37%  52  51  ‐1  63% 

西南  15  15  0  32%  32  32  0  68% 

西北  10  12  2  31%  29  27  ‐2  69% 

3、问题与讨论 

（1）中部地区核心城市优势明显。2011 年总体情况可以看出，中部地区高排位提升明

显，但其主体，该区 64%的城市仍在 150 名后。可以说中部地区核心城市，如长沙、合肥等

突飞猛进的同时，对其他地区的带动作用较弱，其他城市并未得到同比的发展。 

（2）浙江城市竞争力下滑值得关注。浙江多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为主，在劳动

力成本连年上升的背景下，其传统的微利模式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冲击。以至于浙江特别是温

州多年热衷于将资金投资于房地产，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发生与此有相当大的关系，在近些

年该问题集中爆发，致使该省城市竞争力整体下滑。 

（3）内蒙古等省的发展模式堪忧。由于能源储备丰富，内蒙古近些年大规模能源开发

加剧了生态、资源和环境的矛盾，发展成本不断攀升，这种传统耗能式的发展模式直接给其

城市竞争力带来负面的影响，未来发展堪忧。 

总体来说，2011 年中国城市间竞争力表现出主要三大特征：中国城市间竞争日益加剧，

内地城市与港、澳、台的差距在缩小；居前列的城市竞争力之间差距在不断缩小，排名稳定

性较高；城市竞争力与其发展模式息息相关，具有可持续发展模式是城市竞争力不断提升的

关键所在。 

（四）2011 年中国城市解释性竞争力分析 

1、人才本体竞争力：更新人才观念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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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强调坚定不移地走人

才强国之路，不断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的新局面。2011 年是该纲要贯彻落实的开局一

年，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和相关主管部门以及学校的认真贯彻和学习。城市人力资

本对城市竞争力提升作用明显，对实施人才强市战略意义重大。 

2011 年反映城市人力资本情况的人才本体竞争指数中，人力财富指数均值最低

（0.269），显示当前人才的薪资水平不高，知识和技术报酬仍然偏低。人力本体竞争力排名

前 10 的多为东南地区的城市，环渤海仅有北京以及东北地区的长春进入，说明中西部地区

在人才培育、人才吸引和人才运用等方面能力仍显不足。人力本体竞争力排名前 3 甲分别为

北京、香港和上海，但其中北京人才观念水平排名 34 位、香港人才技术水平排名 43 位，这

也反映了中国发达城市在人才方面两大问题，人才观念落后，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制度没有形

成；同时人才的技术能力即设计能力、创新能力和操作能力较弱，所以要创国际一流城市，

构建良好的选人用人标准是关键。 

2、企业本体竞争力：“中国创造”任重道远 

2011 年面对着美国经济复苏的脚步放缓，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凸显，中国经

济在中国企业的不懈努力下给举步维艰的世界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同时，中国企业面对世

界经济宏观面不利，国内劳动力以及燃料等价格大幅度提升的大背景，内忧外患的艰难前行。 

2011 年企业本体竞争力指数中，企业创新能力指数均值最低（0.335），标准差却最大

（0.223）。可以说中国企业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之路举步维艰，企业鲜有核心技

术的创新，创新激励机制并未完全建立，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同时可喜的是，企业本体

竞争力排名前 10 中，共有苏州、常州、东莞、绍兴、中山、无锡等东南地区 6 个地级市，

占据了前 10 强的绝大多数，说明了东南地区地级市企业活力更强。 

3、产业本体竞争力：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良性互动 

2011 年 6 月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开始实施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 年本）》

为加快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其中新能源作为单独门类，首次进入指导

目录的鼓励类。“十一五”期间无限风光的风电产业被低调处理，而距产业化尚有距离的光

伏、光热发电以及生物发电、生物燃料等子行业却被政策之手从后面狠狠推了一把。同时

2011 年央行从 1 月到 10 月连续 9 个月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其中还穿插着调整基础利率，11

月下调存款准备金 0.5 个百分点。 

2011 年产业本体竞争力指数中，消费性服务业竞争力指数和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指数

的均值分别为 0.299 和 0.340，相对偏低，说明现阶段并未形成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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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并驾齐驱的新格局，同时我国城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落后是不争的事实。在产业本体竞争力

的排名中，除了东南和环渤海地区，西部地区西安跻身前 10；同时前 10 并无一个地级市。

未来城市竞争力的提升，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以及绝大多数的地级市，最主要靠生产性服务业

要与制造业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产业聚集。 

4、公共部门竞争力：提高科研机构科技产出效率是核心 

公共部门作为城市事务的管理者和执行者，其绩效和能力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各种经济活

动的顺利进行。公共服务部门的城市竞争力反映了公共部门的效率和质量，而公共部门的竞

争力高低直接影响着城市的投资与创业环境。 

2011 年公共部门竞争力指数中，科研机构竞争力指数均值最低，为 0.282，且标准差最

大 0.238，说明我国科技机构不论是科研成果以及科研产出效率方面层次仍很低，整体滞后

于其他公共部门的发展，同时各城市科研机构竞争力差距较大。公共部门竞争力排名中，前

10 强只分布在东南和环渤海地区。从前 10 强的行政级别来看，分布较为均匀。其中文化教

育竞争力前 3 强为南京、上海和杭州，医疗卫生竞争力前 3强则为北京、香港和上海。 

5、生活环境竞争力：城市环境让生活更美好 

城市生活环境质量与城市优美的环境，以及老百姓舒适幸福的生活息息相关。“城市让

生活更美好”的理念是重视城市生活环境的最佳体现。 

2011 年生活环境竞争力排名中，前 3 甲为澳门、北京和上海，其中前 10强中部城市有

两位，分别是武汉和长沙，其他均为环渤海和东南地区的城市。行政级别来看，并无地级市。

其中居住条件最好的是武汉，购物环境最好的是香港，出行设施、保健娱乐环境最好的是澳

门，教育环境最好的是上海，生态环境最好的是深圳。 

6、商务环境竞争力：商务环境决定企业的未来 

城市商务环境是直接影响着企业运营和发展，一个城市商务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投资

者和创业者的选择和决策。 

2011 年城市商务环境排名前 10 位的城市是：香港、上海、苏州、珠海、广州、深圳、

宁波、南京、无锡和天津，全为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城市。其中，商务经营基本要素最好的是

东莞，市场需求环境、市场竞争环境和全球联系最好的是香港，商务基础设施水平最好的是

上海，营商环境最好的是澳门。 

7、创新环境竞争力：创新环境是建设创新城市的保证 

创新是城市的灵魂，创新环境是创新活动的保证。2011 年创新环境竞争力排名前 10 的

城市是：北京、香港、上海、南京、深圳、中山、东莞、杭州、南昌、长春。所属地区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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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环渤海、东北和中部地区。从行政级别来看，特区 1 个、直辖市 2 个、副省级城市 1

个、副省级省会 3 个、省会 1 个、地级市 2 个，由此可见，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创新环境

越趋于良好。其中科技资源程度、信息基础设施最好的是北京，创新氛围、环境优美度最好

的分别是扬州、中山；科技服务体系和激励制度最好的则是香港。 

8、社会环境竞争力： 人文关怀是城市发展的精髓 

城市社会环境直接与宜居密切相关，特别是人文社会环境能够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

需求，是人类工作、生活和居住的首要考虑的因素。 

2011 年城市社会环境排名前 10 位的城市是：香港、中山、长春、芜湖、南京、杭州、

珠海、威海、东莞、南昌，其中东南地区仍独领风骚，占据 6 席，中部占 2 席、环渤海 1

席、东北 1 席。其中 5 个地级市、1 个省会、3 个副省级省会、1 个特区，说明社会环境与

行政级别关系不大。长春在社会公平、社会包容和社会秩序都排位第 1；社会协调、城乡协

调和社会保障的头名分别是芜湖、香港、中山。 

9、问题与讨论 

（1）创新环境的构建，特别是创新型城市的建设是重点。中国企业从“中国制造”到

“中国创造”步履维艰，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城市缺乏良好的创新环境，创新型城市建设步伐

落后。一个涵盖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制度创新、融资创新、营销创新等全社会创新的体系

建立是未来城市实现跳跃式发展的重要途径和关键举措。 

（2）日益多发社会事件为城市发展敲响了警钟。城市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

等一等城市环境的发展。2011 年发生的“小悦悦”等事件为城市社会发展的短板敲响了警

钟。城市的发展更多是要有人情味，必须坚定、持续地把人放在第一位，因为人创造了城市，

也只有人才能读懂城市。城市的发展至始至终应秉承一种人本主义的思想，以人为本才是发

展的归宿。 

二、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十年回顾 

21 世纪新十年，中国城市十年磨一剑，十年见证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整体迅速的提升，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之间联系不断密切，城市的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最为耀

眼的一张名片。 

（一）城市综合竞争力总体的十年回顾：内地城市竞争力提

升明显，城市间差距整体收敛局部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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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综合竞争力十年的基本变化：内地城市竞争力提升明显，中西部区域中

心快速崛起 

对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整体状况和格局，我们重点分析排名前 200 名城市的区域、行政

级别、城市规模和发展阶段等的变化情况。 

（1）区域层面：东北地区成绩斐然，中部地区区域中心快速崛起。表 2-7 可以看出，

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前 200 名的城市数量分别增加了 5 席，说明过去十年这两个地区整体发

展较快。特别是东北地区借着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契机，对资源枯竭型城市进行战略，改变过

去的单一产业结构的同时，不断完善城市的功能。另外重点需要指出的是，东北地区特别是

辽宁省“棚户区改造”的成绩斐然，不仅使得资源枯竭型城市面貌一新，而且促使城市土地

利用和规划布局得到优化，城市投资、居住环境和社会治安明显改善，使城市增殖加速，在

新一轮发展中综合竞争力大大提高。令人惊讶的是中部地区的城市，除了前 50 位城市中部

地区是稳步增长外，其他几个分段的城市数量都是不断下降，前 200 名中部地区城市下降了

11 位，这说明中部地区区域中心城市发展较快的同时，带动相关区域其他城市的发展能力

有限。 

表 2-7    城市综合竞争力十年内主要年份的区域变化 

 
 

东南 环渤海 东北 中部 西南 西北 

排名前 50 城市 
2002  28  7  5  4  4  2 

2011  26  8  5  6  2  3 

排名 51-100 城市 
2002  17  11  2  10  6  4 

2011  19  10  3  7  6  5 

排名 101-150 城市
2002  12  9  5  16  4  4 

2011  10  6  6  17  7  4 

排名 151-200 城市
2002  4  2  7  27  7  3 

2011  5  4  10  18  8  5 

前 200 名城市 
2002  61  29  19  57  21  13 

2011  60  28  24  46  24  18 

（2）行政级别层面：地级市发展领先全国。表 2-8 列出了主要年份各行政级别综合竞

争力平均指数及增长率，可以看出，地级市 2011 年相比 2002 年增长率为 33.1%，是各个级

别城市中增长最快的。以佛山为代表的地级市，曾在 2007 年排进前 10 强，并在十年间排位

相对居前。此类地级市依托直辖市以及副省级中心城市，创新精神勃发，尽显发展空间优势，

地级市发展模式凸显启示意义。 

表 2-8  十年内主要年份各行政级别城市综合竞争力平均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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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辖市 
副省级城市及计

划单列市 
省会城市 地级市 

2002  0.630  0.609  0.512  0.405 

2006  0.735  0.685  0.580  0.463 

2011  0.836  0.777  0.662  0.539 

前 5 年的增长率  16.7%  12.5%  13.3%  14.3% 

后 5 年的增长率  13.7%  13.4%  14.1%  16.4% 

10 年的增长率  32.7%  27.6%  29.3%  33.1% 

（3）城市规模：大型城市仍占主导，中小城市竞争激烈。从前 200 名的情况来看（见

表 2-9），特大型城市和大型城市基本没有变化，稍有变化的是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中等城

市 2011 年相比 2002 年前 200 名席位下降 2 席，小城市上升了 2 席。中等城市在前 50 名席

位出现下降，小城市在 2011 年首次有城市入选前 50 强。这说明，小城市船小好调头，最近

十年由于对整体城市化的规划更为合理，并且承接大城市的产业布局和产业转移，为小城市

崛起提供了契机，同时由于大城市的超出承受能力的房价和不断上升的竞争压力，中小城市

成为了不错的选择。 

表 2-9   城市综合竞争力十年内主要年份各城市规模的变化 

  前 50 强 51-100 名 101-150名 151-200名 前 200 名

特大型城市 
2002  37  13  6  3  59 

2011  37  14  6  2  59 

大城市 
2002  10  22  20  19  71 

2011  11  19  24  17  71 

中等城市 
2002  3  14  21  24  62 

2011  1  17  17  25  60 

小城市 
2002  0  1  3  4  8 

2011  1  0  3  6  10 

（4）发展阶段：工业化中期城市最具活力。从表 2-10 可以看出，各个发展阶段在前

200 名城市基本没有变化，即发展阶段越高级城市竞争力越强。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

的城市基本处于前 50 强，只有最近 2011 年的排名个别城市在 51-100 名，总体较为稳定。

变动最大的要数工业化中期的城市从 51 名到 150 名之间出现了显著的增加。这也说明了随

着城市发展阶段的提升，此类城市未来拥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可喜的是，中国绝大多数城市

处以这一发展阶段，未来内地城市赶超港澳台，以及提升在全球城市的竞争力都不再是梦想。 

表 2-10   城市综合竞争力十年内主要年份各发展阶段的变化 

  前 50 强 51-100 名 101-150名 151-200名 前 200 名

前工业化阶段 2002  0  0  4  19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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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0  0  5  13  18 

工业化初期 
2002  2  22  31  15  70 

2011  2  20  28  24  74 

工业化中期 
2002  24  17  4  4  49 

2011  21  20  7  1  49 

工业化后期 
2002  14  1  0  0  15 

2011  14  1  0  0  15 

后工业化阶段 
2002  8  0  0  0  8 

2011  7  1  0  0  8 

资源型城市 
2002  2  10  11  12  35 

2011  6  8  10  12  36 

2、城市之间竞争力差距：整体收敛，局部发散 

中国的城市千差万别，在竞争力方面表现的差距也十分明显。在此对过去十年，我们分

别从整体、区域等层面来对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差距进行回顾和总结。 

（1）整体你追我赶局面形成，出现收敛趋势。在十年城市竞争力指数数据的基础之上，

我们进一步通过计算 2002-2011 年各城市竞争力指数值的基尼系数和 系数来考察中国各

城市竞争力的差异问题(见图 2-1)。 

 

图 2-1  2002-2011 年十年各城市的基尼系数和 系数 

从图中可以看出，十年间城市竞争力的基尼系数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系数虽有明

显的波动，但也是表现出一种持续下行的态势。可以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城市竞

争力指数慢慢开始出现收敛趋势，即城市相互之间你追我赶的步伐在加快。 

（2）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竞争力提升明显，未来发展需警醒。2002-2011 年是十年间，

综合竞争力提升前 50 名的城市中资源型城市占到 24%，其中西部地区“遥遥领先”，占了 12

席中的 5 席（见表 2-11）。中国资源型城市发展，都有过度开发，结构偏重且单一，发展方

式粗放等问题，虽然西部地区城市资源型城市竞争力提升明显，但是在 GDP、财政收入等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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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显性指标方面增长明显，城市可持续发展机制并未完全建立，未来在衰退期和枯竭期的发

展受限。所以摒弃短期思维，谋求长效机制，才是西部城市发展的关键所在。 

表 2-11 2002-2011 年综合竞争力提升前 50 名资源型城市地域分布 

区域 东南 环渤海 东北 中部 西南 西北 总计 

资源型城市个数 1  2  2  2  0  5  12 

（3）高级别、特大城市型城市出现收敛，各发展阶段均呈现发散特征 

直辖市和副省级及计划单列市的 系数十年间是不断下降的，而省会城市和地级市该

系数呈现显著上升（见表 2-12），说明高行政级别城市收敛特征明显，而发散多出现在级别

相对较低的城市中。反观各发展阶段，2011 年和 2002 对比，发现 系数都是变大的，只有

后工业化时期是一个 V字形的态势，即各个发展阶段整体是呈现发散的趋势。从城市规模来

看，特大型城市收敛趋势明显，但是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差距是不断拉大的，中等城市呈现

倒 V 型，2006 年比 2002 年提高了 0.001，但近些年 系数开始下降，出现收敛的特征。 

表 2-12  各级别及发展阶段城市主要年份的 系数 

 2002 2006 2011 

行政级别： 

直辖市 0.110 0.097 0.081 

副省级及计划单列市 0.098 0.093 0.085 

省会城市 0.088 0.096 0.095 

地级市 0.072 0.088 0.095 

发展阶段： 

前工业化时期 0.046 0.060 0.067 

工业化初期 0.052 0.057 0.066 

工业化中期 0.068 0.071 0.079 

工业化后期 0.062 0.056 0.069 

后工业化时期 0.090 0.099 0.119 

资源型城市 0.064 0.077 0.089 

城市规模： 

特大型城市 0.122 0.103 0.103 

大城市 0.072 0.077 0.079 

中等城市 0.078 0.079 0.077 

小城市 0.051 0.070 0.091 

（二）最具竞争力城市十年回顾 

1、十年间竞争力提升最快的 50 个城市回顾 

我们对 2002-2011 年十年中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数变动幅度大小来进行排序，将排名前

50 名的城市定义为竞争力提升最快的城市，以下从区域分布、收入状况、城市规模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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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等几个层面进行分析。 

（1）区域分布：区域均衡的步伐在加快。表 2-15 列出的十年间综合竞争力提升最快

的前 50 名城市，除去三大直辖市北京、天津和重庆，其中江苏 7 席，广东、安徽、山东、

吉林、内蒙古各 4 席，广西、辽宁、陕西各 3席，河北、湖南、浙江各 2 席，湖北、海南、

江西、四川、甘肃各 1 席。排名前 50 的城市有以下比较显著的特征：一是直辖市表现良好。

除了上海市，北京、天津和重庆都位列竞争力提升最快的前 50 名。以四大直辖市为“龙头”

的环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区、长江上游经济区等“经济板块”作用日益增强，不仅

领跑中国区域经济。二是区域分布均匀。表 2-16 可以看出，从十年间综合竞争力提升最大

的前 50 名城市区域分布来看，环渤海城市提升明显，东北、西南、西北成绩斐然，城市在

区域间整合的趋势日显。三是相对落后沿海城市发展迅速。以清远为代表的相对落后的地

级市，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承接周围城市的产业转移，是竞争力提升最快 50 强中

发展的一个亮点。 

表 2-15   2011 年相对 2002 年综合竞争力指数提升最大的前 50 位 

鄂尔多斯 0.332  1  唐山  0.196  26 

包头 0.307  2  苏州  0.196  27 

三亚 0.269  3  芜湖  0.196  28 

营口 0.243  4  铜陵  0.195  29 

榆林 0.243  5  舟山  0.195  30 

东莞 0.237  6  青岛  0.194  31 

铜川 0.235  7  四平  0.194  32 

天津 0.233  8  佛山  0.192  33 

重庆 0.233  9  辽源  0.191  34 

沧州 0.232  10  日照  0.190  35 

松原 0.228  11  南通  0.189  36 

钦州 0.227  12  扬州  0.188  37 

呼和浩特 0.223  13  淮安  0.188  38 

清远 0.222  14  武汉  0.188  39 

乌海 0.220  15  常州  0.186  40 

合肥 0.220  16  延安  0.184  41 

长沙 0.218  17  成都  0.184  42 

北京 0.210  18  无锡  0.184  43 

大连 0.209  19  马鞍山  0.183  44 

东营 0.207  20  杭州  0.183  45 

烟台 0.205  21  广州  0.180  46 

沈阳 0.202  22  玉林  0.179  47 

防城港 0.202  23  泰州  0.179  48 

庆阳 0.199  24  长春  0.17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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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余 0.197  25  岳阳  0.177  50 

表 2-16   2011 年相对 2002 年综合竞争力指数提高最大的城市区域分布对比 

区域 东南 环渤海 东北 中部 西南 西北 

十年竞争力指数变动幅度

前 50 城市个数 
13  8  7  8  6  8 

各区域占所含城市的比重  20.6%  26.7%  20.6%  9.9%  12.8%  20.5% 

（2）行政级别：提升程度各级别均衡 

从表 2-17 可以看出，虽然地级市数量在提升最快的前 50 强中绝对占优，但考虑到其他

几个级别的城市数量较少这一事实，过去十年间城市竞争力提升较快的前 50 强中，各级别

分布比较均衡，每个级别的城市都不同程度的实现了发展。其中地级市鄂尔多斯、东莞、钦

州、清远等城市都呈现出迅速崛起的态势。可喜的是，直辖市除了上海，都位列提升最快的

前 50 强，说明直辖市活力依旧。 

表 2-17  2011 年相对 2002 年综合竞争力指数提高最大的城市行政级别分布 

 直辖市 
副省级及计划

单列城市 
省会 地级市 

2011 年相对 2002 年竞

争力提升最大的前50名 
3 9 3 35 

（3）收入效应：“富民”是城市竞争力提升的关键 

图 2-2 中可以看出，不论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还是人均 GDP 增长率，与城市综合竞

争力指数变动幅度是正向的线性相关。其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人均 GDP 增长率与城市

综合竞争力指数变动幅度之间相关系数分别为 0.356、0.459，说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福利的改善。只有不断的“富民”，城市的竞

争力才能乘着“富民”的东风扶摇直上。 

  

图 2-2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人均 GDP 增长率与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数变动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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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模效应：规模大的城市竞争力提升稍高 

以城市规模的四种类型来分组（见表 2-18），可以看出来，十年间城市竞争力提升幅度

的均值从特大型城市到小城市依次递减，从 0.148 减至 0.115。这在一定程度说明城市规模

越大，十年间城市竞争力提升的幅度要越多一点。从标准差结果来看，城市规模越大虽然综

合竞争力提升稍快一点，但是特大型城市离散程度要更大一点。 

表 2-18   城市规模与城市竞争力变动幅度 

城市规模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特大型城市 59 0.148 0.071 -0.160 0.310 

大城市 81 0.137 0.043 -0.030 0.240 

中等城市 113 0.129 0.051 -0.120 0.270 

小城市 41 0.115 0.066 -0.050 0.330 

（5）发展阶段：城市竞争力随着工业化阶段的演进不断提升 

从表 2-19 可以看出，随着发展阶段的越来越成熟，城市竞争力的提升越来越多。这就

意味着随着中国工业化阶段的演进，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不断推进工业化进程，城市竞争力将

会随之提升。同时有一个反常的现象，即后工业化阶段的城市综合竞争力不升反降，其中台

湾省的诸多城市处于后工业化阶段，而台湾十年间行政区划的改变以及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

响造成了其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下降。但这一异常状态并不影响我们分析的结论：城市竞争力

将随着工业化阶段的演进不断提升。 

另外，对于资源型城市均值提升位于工业化初期和中期之间，这代表了我国资源型城市

的发展阶段。在十年间城市竞争力提升幅度的最大值在资源型城市，但这并意味着资源型城

市的发展模式是健康良性的，探索资源型城市合理的经济结构，实现发展与环境和谐统一仍

是重难点。 

表 2-19  城市发展阶段与城市竞争力变动幅度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前工业化阶段 80 0.112 0.047 -0.060 0.230 

工业化初期 88 0.138 0.041 0.050 0.270 

工业化中期 51 0.153 0.040 0.040 0.240 

工业化后期 15 0.173 0.043 0.100 0.240 

后工业化阶段 8 -0.036 0.077 -0.160 0.090 

资源型城市 52 0.151 0.053 0.050 0.330 

2、最具竞争力城市：整体差距变小，局部差距变化有别 

考察十年间排名居前的城市之间的差距，我们同样将它们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数的 系

数算出， 系数越大说明城市之间差距越大，反之亦然。然后进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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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 50 名较前 10 竞争更为激烈 

图 2-3 可以看出，不论是排名前 10 的城市还是排名前 50 的城市，从 2002 到 2006 年再

到 2011 年， 系数都是稳步下降的，说明前 10 强和前 50 强城市在综合竞争力方面差距越

来越小。另外，前 10 强 系数 2011 年相比 2002 年下降了 36.2%，前 50 强下降了 37.6%，

即进入前 50 名的竞争激烈程度要远甚于进入前 10 名。 

 

图 2-3   排名前 10 和前 50 的主要年份城市综合力的 系数 

（2）东南地区差距是唯一缩小的地区，副省级城市发展趋同 

从表 2-20 可以看出，首先是区域层面，前 50 名中东南地区差距是越来越小，从 2002

年的 0.127 持续下降到 2011 年的 0.062，说明竞争力较强的东南地区高排位的城市之间趋

同性越来越明显。反观其他地区，2011 年相较 2002 年 系数都是持续往上走的趋势，即其

他地区城市之间这种呈现扩大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相比于东南地区“集团优势”不明显。 

从行政级别来看，直辖市城市之间的差距表现出一种先升后降的趋势，总体来说，重庆

在不断提升自身追赶京津沪的脚步。排名靠前的副省级城市之间在不断缩小，从 0.06 降到

0.049，此类城市依托级别优势在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同时，落后城市追赶发展城市的步伐加

快。其他省会城市和地级市在前 50 名之间的差距不是缩小，反而再不断拉大。 

表 2-20  十年间主要年份前 50 名城市综合竞争力的 系数 

 2002 2006 2011 

区域： 

东南 0.127 0.086 0.062 

环渤海 0.056 0.059 0.075 

东北 0.019 0.027 0.045 

中部 0.029 0.028 0.050 

西南 0.028 0.032 0.040 

西北 0.019 -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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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级别： 

直辖市 0.067 0.097 0.081 

副省级城市 0.060 0.059 0.049 

省会 0.025 0.024 0.044 

地级市 0.026 0.041 0.038 

（三）问题与讨论 

1、中国城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十年回顾 

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十字路口，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对外经济

规模迅速扩大造成的贸易保护和跨国兼并阻力等已经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增加了新的不确

定性。在中国城市层面，城市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且能不断提高其综合竞争力，唯一可选

的现实路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过去的十年 286 个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考察，

发现 286 个城市中全要素生产率显著的提高占比为 41.6%，其中技术进步呈现上升状态的近

8 成，但综合技术效率显著提升仅有 3 成，这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城市的增长方式转变在

过去十年收效甚微。 

2、创新环境是城市的重要标志 

创新是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同样创新环境对一个城市发展至关重要。对于创新过去十

年的考察，我们对 286 个城市 R&D 占 GDP 比重的均值可以看出，2011 年相对 2002 年仅提

高了 0.6%；对 54 个重点城市考察，还将人均专利授权量作为衡量创新的基本指标，该指标

表现良好，均值从 2002年的 5.481 提高到 13.499，但 R&D 占比均值也仅是提高了 0.8%，远

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可以说中国城市在营造创新环境方面的步伐缓慢，以科技进步为

动力、以自主创新为主导、以创新文化为基础的城市形态并未建立。未来如何使整个城市具

有浓郁的自主创新的文化氛围是持续要关注和解决的重点问题。 

3、城市发展民生优先的理念深入人心 

民生优先，以人为本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城市的发展概莫能外。城市的方方面面都关系

着居民对幸福感的体会。286 个被调查城市，居民幸福满意度从 2002 年的 69.197%提高到

2011 年的 75.961%；54 个重点城市，这一数字在十年间增长了 4 个百分比。可以说十年城

市的高速发展，特别是相关服务和设施的不断完善，居民生活便利度越来越高，幸福满意度

也随之升高，但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传统“唯 GDP 是从”的观念，对居民

的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所以未来城市的发展，惠民的理念上升到“民生优先”的

高度是不变的共识。 

4、城市房价的十年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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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房地产市场发展速度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一直是讨论的重点。对于房地产真实价格

十年的考察困难度较高，运用可获得数据，采取房地产投资额与居民购买力的比例来考察。

286 个城市整体层面看，这一指标从 2002 年的 0.185 提高到 2011 年的 0.530；54 个重点层

面的该指标同样提高了 0.272，说明十年城市的发展，房子问题成为了“头等大事”。过去

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城市的繁荣都是由“较低层次的人”劳动创造的，如果一个城市不

包容“较低层次的人”，高房价以及由此带来的高生活成本将其淘汰出城市，那么这些城市

的竞争力将荡然无存。所以各城市能持续处理好高房价问题，摁住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

野马笼头，那么城市的未来将更美好。 

5、生态环境是城市居民的关注之重 

城市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没有现代化的环境保护体系，就没有健康的城市。过

去十年，城市单位能耗特别是单位 GDP电耗，286 个城市均值增加了 3.048，54 个重点城市

增加更多，为 4.851，传统靠高消耗的粗放式增长方式不转变，能耗降低则是“水中月”。可

喜的是，近些年对环境的关注和加大环保的力度，单位 GDP 二氧化硫排放量不论整体 286

个城市还是 54 个重点城市的均值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下降。回顾十年，重大环境污染事件

在城市时有发生，垃圾围城、噪声污染、水污染、空气质量下降等环境问题突出，直接影响

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所以未来如何运用市场和政策“双管齐下”的手段去保护和改善城市环

境，从而促进城市发展，是持续不懈努力要解决的问题。 

（四）十年最具可持续竞争力的城市：10 个案例城市 

城市可持续竞争力是指能够长期保持竞争力不断提升的城市，也是经济、社会、环境等

协调发展、互动共进的城市。一个具有可持续竞争力的城市是一个知识型城市、生态型城市、

个性化的城市、一体化的城市、和谐型的城市、多样性的城市、人性化的城市。 

本报告发现过去十年十个最具可持续竞争力的城市：“世界城市，多元发展”的香港，

“亚太枢纽、知识经济”台北，“服务主导，文化发展”广州，“蓝色制造，绿色发展”青

岛，“制造之都，创意之城”长沙，“花园之城，软件之都”大连，“开放之城，创新之都”

苏州，“城乡一体，从容发展”成都，“生态引领，创新驱动”合肥，“自然之城，和谐之

都”南通。 

三、城市解释性竞争力的十年回顾 

（一）城市解释性竞争力十年格局与趋势 

1、人才竞争力：整体呈跳跃式上升，倾斜提升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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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才竞争力的整体变化趋势是跳跃式发展，但整体呈上升趋势；东强西弱的空间布

局、行政级别高与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占优的特点随时间变化继续得到强化。北京、上海、天

津、广东、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河北和山东城市人才总体竞争力位居全国前十位，福

建是唯一一个非省会城市人才竞争力指数高于省会城市的特例。 

2、资本竞争力：中心城市显著提升，内地中心提升较快 

2001‐2010 年 54 个城市资本竞争力变化，首先资本竞争力的提高存在向行政中心集中

的发展趋势。在竞争力增长“最快”的 10 个城市中，属于直辖市、副省级和省会城市的共

计有 7 个城市；而在竞争力增长“慢”的 14 个城市中，有 9 个为地级市，其余 5 个城市均

为绝对得分较高、排名靠前的副省级（或以上）城市，故而增长幅度有限。这显示在“中心”

城市比“外围”城市更具竞争优势，资本竞争格局存在“中心加强、外围弱化”的发展趋势。

资本竞争力的提升在地域分布上相对均衡，但南部沿海提升速度整体落后。城市资本竞争力

整体提升，但优势城市提升更快，且其相互间竞争更加激烈，在有利于“多中心”格局形成

的同时，可能扩大“中心”与“外围”城市的差距。 

3、科学技术竞争力：北京上海领跑全国的格局，中西部省会城市活力不强 

分析我国 54个城市科技竞争力指数的十年平均值，可以看到现今已逐渐形成了以北京、

上海等高校、科研院所集聚地以其高科技实力领跑全国的科技竞争力格局。其中 2011 年相

对 2002 年的科学技术竞争力变动情况，温州、淄博、苏州、宁波、常州、惠州、青岛、威

海、南通、无锡、东莞、台州排名上升居全国前十位，这些城市基本都位于珠三角、长三角、

山东半岛城市群，特别是过去科技实力不强的城市，通过吸引国内外著名科研机构在本地驻

扎，还具有较强的科技成果转变能力，在全国的科技竞争力不断提高。反观十年下降居前的

城市则为昆明、长沙、哈尔滨、南昌、西安、南宁、合肥、郑州、太原、成都、武汉、重庆

等，此些城市基本特征是中西部省会城市，城市经济活力不够，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相对滞后；

对外开放程度不高，不利于吸引国际技术，科技效率往往不高。 

4、基础设施竞争力：改善幅度比较明显，中西部中心城市最为突出 

2002‐2011 年十年来基础设施竞争力指数平均值由 0.46 上升到 0.59，说明整天来说，各

个城市的基础设施都日趋完备。特别值得指出的是，2011年相比 2002年提升最快的前列城

市有郑州和西安，说明乘着“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的东西，中西部地区城市基础社

会得到明显改善，在基础设施完善方面成绩斐然。 

5、经济结构竞争力：东南城市明显占优，地级城市起伏变化大 

        2001‐2010 年间，结构竞争力上升最快的城市有 10 个，即唐山、烟台、南通、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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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泉州、天津、珠海、惠州和呼和浩特。这些城市中除了天津和呼和浩特，其他 8 个城

市均为地级城市。结构竞争力下降最明显的城市依次为东莞、深圳、温州、柳州、中山、济

南和扬州（下降幅度超过 15 位），其中大部分城市仍为地级城市，副省级城市的深圳和副

省级省会城市的济南分别下降了 26位和 16 位。 

6、生态环境竞争力：南方优于北方，沿海优于内陆 

通过对十年城市生态环境综合竞争力比较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南方城市普遍优于北

方城市，沿海城市普遍优于内陆城市。生态环境竞争力最具竞争力的十个城市依次是深圳、

苏州、厦门、杭州、威海、珠海、青岛、大连、中山和绍兴。较具竞争力的城市是无锡、烟

台、昆明、南京、广州、扬州、宁波、柳州、上海、南京。除山东的青岛、威海、大连其他

城市都位于长江以南地区。其中生态环境竞争力提高最快的城市有南昌、郑州、东莞、厦门、

长沙、包头、威海、惠州、扬州、杭州。北京、上海和广州一线大城市生态环境竞争力提升

最慢。从 2001 年到 2010 年，北京，上海，广州分别下降了 40 名，27 名和 29 名。 

7、商业文化竞争力：地级市的商业文化构建的脚步在加快 

根据 2001-2010 年我国 54 个城市的商业文化竞争力指数平均值，将我国现有城市商业

文化竞争力格局可划分为最具有竞争力、较具竞争力、竞争力一般、竞争力较差、竞争力差，

共五个级别。过去 10 年间，商业文化竞争力上升最快的城市为烟台、郑州、芜湖等，石家

庄、大连、淄博等。从地域分布来看，东南地区城市在商业文化竞争力上具有明显领先优势，

而上升势头最猛的当属环渤海地区和中部地区。从城市行政级别和规模来看，直辖市和副省

级城市的商业文化竞争力占据明显优势，以烟台、芜湖为代表的地级市上升势头强劲。 

8、经济制度竞争力：长三角二三线城市进步显著，珠三角有减弱态势 

从 2001 到 2010 年整体来看，各个地区制度竞争力都有了提升，但考虑到各个城市变化

态势的差异制度竞争力区域变化仍非常明显。在 2001 年珠三角的中山、深圳和佛山位居 1、

3、5 位这说明珠三角在制度竞争力方面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而在 2003 后的几年年长三角

制度竞争力提升明显，像上海在 2003 和 2004 两年分局第一位，杭州、宁波、温州等浙江城

市则在 2006 和 2007 年达到较高水平。到了 2008 年后可以看出，一些内陆经济发展较快的

城市其制度竞争力提升更为显著，像无锡、长沙和扬州在 2010 年分列前三位。整体来看，

在这十年中，长三角二、三线城市和长沙、东莞和包头进步最为显著，而珠三角城市竞争力

则有减弱态势。 

9、政府管理竞争力：十年改进成绩有限，地区中心城市有明显上升 

54 个城市十年政府管理竞争力指数平均值来看，2011 年相对 2002 年政府管理竞争力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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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幅度不大，仅增长了 0.03，且多数年份都在 0.55，说明十年间城市政府管理方面几乎没

有任何改进。纵观十年变化，以北京，上海，深圳为龙头的繁荣经济体政府管理竞争力处于

平衡发展，受到政府的强烈影响，该地区政府的管理能力水平在以前就处于高位，发展空间

并不是很大。另外，2011 年相对 2002 年，政府管理竞争力提升最快的前五位为长沙、杭州、

成都、合肥、大连，可见相比于一线大城市，此类城市的政府管理能力则有明显的上升空间。 

10、企业管理竞争力：管理竞争力不平衡，新兴经济体发展优势明显 

我国企业管理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大部分分布在东部、南部沿海城市，而且聚集在胶州半

岛、珠江、长江三角洲，这些城市的企业管理竞争力得分均分布在 8.5分以上。相对来说，

竞争力较弱的城市分布在中部和西部，以及东北部。纵观十年变化，发现变化幅度较大的城

市有以下类型：省会，如武汉、合肥。排名下降比较快的城市有哈尔滨、芜湖、广州、宁波、

惠州、北京、深圳等城市。按我国一二三线城市划分，将其分成三类，得到 10 年一二三线

城市每年该指标得分均值。从中可以发现：相对来说，一线城市的企业管理综合竞争力在不

断下降，而三线城市该指标竞争力在不断增强，二线城市稳中有升。 

11、对外开放竞争力：集聚效应势头良好、内陆城市有待提高 

在 2011 年城市开放竞争力时，苏州位列第一。从区域分布特点来看，最具开放竞争力

的 10 个城市中，分布范围涵盖了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但从行政级别上来看，

开放竞争力排名与行政级别并无太大关联。在考量经济国际化程度时，苏州仍雄踞榜首；中

西部则有待加强，郑州、武汉和西安等作为可能的引领中西部发展的重要增长极。经济区域

化程度排名中，南京位列第一，成为经济区域化程度最高的城市。而在此项测度中，存在着

行政级别分化的特征，部分行政级别较低、经济规模总量较小的城市排名反而靠前。厦门取

得人文国际化指数排名榜首，深圳作为我国第一个经济特区则拥有最高的对外社会交流程

度。回顾十年开放竞争力指数呈现出沿海城市崭露头角、集聚效应势头良好、内陆城市有待

提高、各项指标提升空间巨大的特征。 

（二）问题讨论：研究新发现 

1、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由传统硬条件向软实力转变 

以 54 个重点城市十年的数据为考察蓝本发现，十年间政府管理、科技、人才、资本等

对城市综合竞争力贡献度进一步提高，说明此类因素在提升城市竞争力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

越大。相反的，基础设施和开放对城市竞争力贡献呈下降趋势，这反映出来传统城市依靠硬

环境和外部因素改善来提升竞争力的方式在转变，对软环境的重视，和对自己内力的修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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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竞争力提升的关键所在。除此之外经济结构调整的缓慢，导致对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

升作用有限。另外，长期需要关注的经济制度、企业管理和生态环境，对城市综合竞争力贡

献度仍然较低，说明对城市竞争力提高的长期机制探索有待加强。 

2、人才竞争力是城市竞争力提升的最大动力 

基于十年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水平变化和差异的主要影

响因素为基础竞争力变化率，重要性位居第二位的是人才竞争力变化率。同时可以发现，基

础竞争力变化率是城市竞争力综合水平变化率提升最大的消极因素，人才竞争力变化率则是

城市竞争力综合水平变化率提升最大的积极因素。换言之，人才竞争力是 2001-2010 年城市

竞争力提升变化的最大拉动力。 

3、金融集聚对本地和周边地区经济影响效应 

以东部、南部和北部沿海经济区为例，发现我国各地区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集聚并未对

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形成明显的促进作用。除广州对省内周边城市（不含深圳）、海南和福建

的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之外，北京、天津（除对山东）、上海、南京‐杭州‐苏州“3 市”以

及深圳的金融集聚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均为“负向影响”。相对而言，各地区中地区

性金融中心（如天津、南京‐杭州‐苏州“3 市”、广州）的发展比全国性金融中心（北京、上

海、深圳）更能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4、城市科技转换能力和创新能力对城市效率影响更大 

运用 2001‐2010 年 54 个样本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总体上，科技实力指

数（科技投入）、创新能力指数（科技产出）和科技转化能力指数都有利于提高城市科技竞

争力，不过科技实力指数的效果相对较小，而后两者的效应更明显。其中最为城市科技竞争

力，最为重要的是科技成果转换能力才是影响竞争力提升的最大因素。 

5、产业层次与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关系 

通过对中国 294 个城市的整体以及六大区域的分析，可以得出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

的关系随着区域的变化而变化。从总体看，全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

且存在长期因果关系，而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并不存在长期因果关系。从区域看，西南和中

部地区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也表现出正向作用，东南地区为反向关系，其他两个区域作用尚

未显现出来。这表明，产业结构作为经济增长的结果和持续增长的起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已很大程度上显现，而经济增长对产业结构并未表现出一定的效果。 

6、城市环境与收入之间的库兹涅茨倒 U型关系 

运用 286个城市 2001‐2010年的数据，得到在城市层面也存在明显的环境‐收入之间倒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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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曲线关系。通过城市环境 EKC曲线，我们得到二氧化硫随收入变化的转折点在 46000 元左

右。全国绝大部分城市仍然处于库兹涅茨拐点左侧，只有少数收入城市向结构效应阶段转变。

环境污染指数随收入变化表现出中心外围结构。结构效应在一些大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的

表现较为明显。 

7、商业文化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机理 

探寻文化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作用机理并通过实证分析进行检验时发现，从 54 个城市

总体来看，创新氛围与科技创新的正相关最多，接近一半的城市数据显示两者是显著的正相

关，这说明创新氛围对于科技创新有强烈的推动作用。由于中国目前创新的阶段带有模仿形

式的创新制度，使得交往操守与科技创新的负向关最多，54 个城市中有 29 个城市是负相关

的。 

8、体制创新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 

单纯的体制变迁综合指数只能反映经济环境的总体状况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体制

变迁指数进行分解，发现对外开放度、城乡要素自由流动、金融制度市场化改革、非国有化

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而经济管制、税收负担与地方政府干预等与市场经济相悖的体制因素

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实证结果符合预期。同时发现体制创新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关系。体制

创新能为市场交易的参与者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

同时，经济增长也有利于体制变迁环境的形成提供有利的条件，更高的经济增长水平必然要

求更高的体制变迁环境与之相适应。 

9、城市领导任期和城市竞争力关系 

一般来说，城市领导一项重要的重要就是将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推向一个新的台阶，而在

短期内实现这一目标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则是通过增加投资来刺激地方经济增长。同时城市领

导任期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应该是倒 V 型的关系，在拐点任期之前，城市领导人会不断推

动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但越过拐点后，城市领导人过长的任期将不利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

升。 

10、企业在推动城市竞争力方面做出的成绩 

首先通过统计发现，2011‐2010 年期间，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和企业管理竞争力均有较

大幅度的提升，说明了中国城市和企业在推动竞争力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成绩，尤其是在

10 年期间企业对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所做出的改进。进一步以城市竞争力为被解释变量，

发现城市综合竞争力与管理应用水平、管理技术和经验、产品和服务质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

正相关性，意味着一个城市企业管理应用水平、管理技术、产品服务质量的提升对城市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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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的改善是存在显著作用的。 

11、城市国际化与城市联系度的关系 

探讨城市国际化与城市联系度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城市之间的差异较大。苏州、深圳、

上海城市联系度对其自身国际化进程影响最大，南通、杭州、惠州次之，其他地方比较小。

在城市开放竞争力上具有东强西弱的特点，大多分部在东部沿海地区，北部除环渤海经济圈

外，其余城市弱势格局已经初显。另外我国城市联系度发展不平衡，且城市联系度对城市国

际化影响地区之间差异显著，其中城市的区位因素影响最为显著。但就长期关系而言，城市

联系度与城市国际化之间又具有动态平衡、共同变化的关系。 

四、主题的主题：城市化是过去十年的主旋律 

（一）十年城市：竞争、集聚、崛起与城市化 

进入新世纪，全球化、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使得城市更加在全球和国家地位更加

重要，城市竞争更加激烈。在一个日益激烈竞争世界，城市要想持续发展竞争制胜，必须向

企业那样实施战略管理，准确城市定位，塑造城市品牌，开展城市营销。《中国城市竞争力

报告》No.1、No.2 和 No.5 的主题分别为：竞争：“推销：让中国城市沸腾”、“定位：让中

国城市共赢”、“品牌：城市最美的风景”。深入讨论了这些方面的理论方法和战略对策。 

集聚是人类发展中不老的经济神话，也是城市最本质的特征。当全球化和信息化为聚集

创造更大条件时，集群化和全球化、信息化一起成为重要的城市时代的发展特征。《中国城

市竞争力报告》No.3 和 No.6 的主题确定为：“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和“城市：群起群

飞襄中华”，从理论和实证地角度研究了集群的问题，提出了促进集群的理论方法和战略对

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过去十年以城市为载体的中国崛起成为全球最重大的事件。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7 和 No.8 的主题分别确定为：“城市：中国迈向全球中”和“竞

争力：城市与国家同进退”。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研究和分析中国城市崛起的现象，展望

了城市发展的未来。 

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状况关系着中国甚至世界经济、社会、环境的发展，过去十年是中

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4 和 No.9将主题确定为： “楼

市：城市中国晴雨表”和“城市：让世界倾斜而平坦”。深入讨论城市化、城市化问题及其

产生的影响。 

自 2002 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发表以来，十次报告每年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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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贯穿始终的主旋律，“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综合以上主题，报告最后试图

对过去十年的中国城市化进行简要回溯和分析。 

（二）过去十年中国演绎了波澜壮阔的城市化史诗 

过去十年中国城市化的规模之大、速度之快，是历史上任何国家和地区无法比拟和想象

的。 

城市人口规模和增速异常迅猛。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00 年居住在城镇的人口

4.5594 亿人，占总人口的 36.09%；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 年城镇人口 6.6557

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 49.68%，比 2000 年提高了 13.59个百分点，十年城市人口总量

增加 2.10963亿，过去十年增长接近全部城市人口的 0.5 倍。 

城市用地规模和增速更为迅猛。2001 年地级以上城市市区面积，489421平方公里，建

成区面积 17605 平方公里；2010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行政区域土地面积 628573 平方公里，其

中，建成区面积达 31766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增长接近一倍。许多城市周围的若干县区，

均已建设成为城市新区。 

城市体系和空间分布急剧变化。2001 年城镇数量增长比较明显 362 个其中，地级市 269

个，县级城市 393 个。2010 年城镇数量增长 660，地级以上城市 287 个，县级城市。以大

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带）逐渐形成、壮大。在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形成以特大城市

为中心、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市群，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的基地，是 20 多年来国

民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增长极。 

（三）过去十年中国城市化的模式难以持续性 

1、城市化问题的主要表现 

尽管过去十年的城市取得极大的进展，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十分明显的推动作用，但

是过去十年的城市化无论从自身表现还是产生的影响方面，都是不太健康的。 

人口不完全城市化。由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体系仍然是与相应的户籍绑在一起，因此，

尽管按照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达 50%，但是完整意义上即在城市就业又在城市生活的城市人

口（城市非农人口 4.4 亿）仅仅达到 33%。一方面大量的外来农民工无法享受政府为当地城

镇居民所提供的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另一方面由于推行“地改市”、

“县改市”、“乡改镇”体制等行政区划调整而已被计算为城镇人口，但仍从事农业生产，也

无法享受政府为当地城镇居民所提供的教育培训、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 

土地过度的城市化。过去十年人口增长 0.5 倍，但是建成区面积增加了接近 1 倍。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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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地区相似，中国也是人多地少，但是日本的城市容积率为 2，中国台湾为 1.2，香港为 1.6，

中国内地平均只有 0.78（2006 年）。同时，土地浪费严重，征用规模大，速度快，耕地锐减。

这充分说明，中国土地城镇化速度太快，城镇土地边际效益大大下降，而且耕地资源的大量

占用，直接威胁着中国粮食安全。 

城市体系的失衡。过去 10 年，大量人口向行政级别高的中心城市聚集，但是行政性分

割使得很难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中等城市发展相对缓慢，中等城市的作用在下滑，

中小城市功能不完善。小城镇集聚数量减少虽有所减少，但仍然比较分散，难以发挥应有的

辐射带动作用。 

2、城市化问题的主要影响 

空间结构的失衡。尽管从省区数据反映区域之间的差距在过去十年有所缩小，但是在一

个自然经济区内，中心与边缘发展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产业结构的失衡。尽管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产业结构明显提升了。但事实上，房地产业的

过度繁荣一方面制造了第三产业比例提升的假象，另一方面导致了制造业的停滞和产业的空

心化。 

需求结构的失衡。只在城市生产和服务，不在城市生活消费的发展方式，创造了中国对

外贸易的比较优势，也使得消费需求始终难有改善，加剧需求结构的失衡。 

3、城市化问题的主要原因 

粗放的城市化方式。尽管教育、科技、人才等在过去十年取得较大的发展，但是过去十

年的城市化主要还是依靠单纯的土地、劳动、资源的大规模的投入，这不仅导致了大量的资

源的消耗，而且导致严重环境的污染。 

过度的土地经营。在中央和地方财税体制没有理顺的情况，地方政府缺乏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资金来源的情况下，利用现存的制度和政策，通过经营土地和发展房地产，推进城市

化和城市发展，不仅导致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也导致收入结构和社会结构的严重问题。 

过度倾斜的规划。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已经严重倾斜向大城市的情况下，过去十年出

台的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区域层面的区域规划和政策，都是将优惠政策和发展的重点放在大

城市和中心城市，主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在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小城镇、农村之间严重失

衡。 

城乡分割的制度。过去虽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养老保险制度、教育制度等几项制度

有所松动，但并未动及根本，这是导致人口不完全城市化以及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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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促进健康的、可持续的城市化的对策与建议 

1、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因素 

时代背景：要求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全球一体化、科技信息化、交通高速化、生态低碳

化、资源稀缺性，以及世界半发达状态，要求中国的城市化应该走不同以前的发展道路。 

基本国情：决定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中国作为地域辽阔和人口众多的大国，中国特殊

的制度背景，已经中国人口多资源稀缺的现实条件，都决定和要求中国的城市必须不同于此

前的城市化。 

2、中国新型城市化的新目标 

基于以上背景和国情：未来中国城市化以达到 75%为基本目标，较优的空间分布格局为：

25%为居住在农村，25%居住在小城镇，25%居住在中等城市里,25%居住在大都市区里。 

中国将形成多层次的城市体系：从城市规模看，未来中国将形成城市带、城市群、巨型

城市、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居民点协调发展的城市

发展空间格局；从空间影响看，未来中国城市发展自成体系，既有世界城市和国际化城市，

也有国家级城市和区域城市。 

就一个具体城市而言：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实业发达的活力城市，多元包容的和谐城

市，环境友好的生态城市，城乡一体的田园城市，自由开放的国际城市，古今交融的文化城

市，交流便捷的信息城市。 

3、中国新型城市化的新路径 

为实现以上目标：必须走新型城市化之路即：绿色发展的城市化，创新驱动的城市化，

开放带动的城市化，文化传承的城市化，集群集聚的城市化，人文关怀的城市化，倾斜平坦

的城市化，城乡统筹的城市化，新型产业的城市化。 

在国家层面上，实现中国新型城市化，首先要实施均衡发展的经济社会战略，推动城市化与

工业化均衡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均衡发展、区域均衡发展、城乡均衡发展、城市经济、

社会、生态的均衡发展；第二要全面协调推进城市化，支持东部地区要走向世界，援助中西

部地区城市竞争能力建设，支持中等城市带动力提升；第三制定面向 2030 年的城市体系发

展规划。制定全国城市发展综合性总体规划以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类专项规划。第四改

善城市发展的制度环境。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

等的改革。第五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扩大地方自主权、推行行政区划改革、完善绩效考核体

系及区域协调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