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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竞争力研究介绍 

一、概念框架 

（一）城市竞争力机制 

城市竞争力可以理解为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

夺、拥有、控制、转化资源和争夺、占领、控制市场，多快好省地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

福利的能力，其中为居民提供福利是城市竞争力的最终目标。 

不同城市在要素环境的不同，引起城市间比较优势差异，导致城市区域间的产业差异和

分工，决定城市之间的价值链分工和价值创造的不同，这些又反过来影响城市之间的资源、

要素和环境。相关城市之间不仅进行分工、合作与贸易，也进行复杂多样的竞争。图 1 简化

地显示：A 城市通过吸引 B、C 的要素、产业甚至财富，通过利用 B、C 的要素环境及其与 B、

C 城市的产业合作，形成 A 城开放的要素环境体系，培育开放的产业体系，创造 A 城的价值

体系，形成 A 城的城市竞争力；A 城的价值体系、产业体系也是在全球竞争中，反过来影响

自身的要素系统。B、C亦如此。 

 

 

 

 

 

 

 

 

 

 

图 1 城市竞争力决定机制 

在城市间在要素环境、产业体系、价值收益的合作和竞争中，通过要素环境、产业体系

与价值收益的决定与反作用，众多城市的竞争力被同时共同决定，且格局不断变化。 

 

（二）城市竞争力的结果 

城市的价值收益可以成为比较城市之间竞争力大小的共同尺度。城市收益状况是多维综

合概念，包括城市的收益质量、收益规模、收益效率、收益增长率和增长可持续性。从城市

价值收益这一尺度测度城市竞争力，其指数模型如下： 

UCI=ƒ(ES, EG, EE, ED, EQ, IE) 

其中，UCI，城市竞争力指数；ES，经济规模； EE，经济效率； EG，经济增长；EQ，

经济质量；IE，对外影响，ED，经济密度。 

 

 

 

 

 

 

 

图 2 全球城市竞争力：基本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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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竞争力的过程 

一个城市的价值是通过城市企业创造的，由企业组成的产业体系的高低决定城市价值体

系的高低。每个城市的产业体系都由若干产业组成的，产业体系不仅反应出区域内部的产业

种类，还体现着区域内部产业之间，或者内外部产业之间，或者是产业不同环节之间的联系

（如图 1-3 所示）。 

 

 

 

 

 

 

 

 

 

 

 

 

 

图 3  城市内产业体系中产业联系状况 

（四）城市竞争力的投入 

借鉴国民经济循环理论模型及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力模型，本文建立了一个包括 6

个潜在变量的城市竞争力模型：UC=ƒ（EQ、LE、LD、LC、GC、PI、LI）。 

UC 是城市竞争力的投入。EQ，企业素质；LE，当地要素；LD，当地需求；LC，内部

结构；GC，全球联系；PI，公共制度；LI，当地基础设施。 

这个模型以主体素质为中心，以主体内外联系为主线，以主体交往制度为基础，以主体

供求为内容，综合了影响竞争力的：主体与环境、供给与需求、存量与增量、短期与长期、

静态与动态、软件与硬件、内部与外等多维因素。 

 

 

 

 

 

 

 

 

 

 

 

图 4 全球城市竞争力：决定因素 

二、指标体系	

2011-2012 年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包括全球城市竞争力产出指标体系、全球城市竞

争力要素指标体系和全球城市竞争力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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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指标体系由绿色 GDP、人均绿色 GDP、地均绿色 GDP、绿色 GDP 增长、专利申

请数、跨国公司指数 6 个指标构成。 

表 1 产出：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 

指标 测度对象 指标 测度对象 

O1 GDP 规模 经济规模 O4 GDP 增长 经济增长 

O2 人均 GDP 发展水平 O5 专利申请 科技创新 

O3 地均 GDP 经济聚集 O6 跨国公司指数 国际影响力 

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是在 2009-2010 年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改进，同

时考察城市的产业层次和城市 22 个产业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通过非线性加权得到城市的

产业竞争力。（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见附表 1） 

要素环境指标体系由企业素质、当地要素、当地需求、基础设施、内部环境、公共制度、

全球联系 7 个一级指标（包括 52 个二级指标）构成。（要素竞争力指标体系见附表 2） 

三、样本选择和评估方法	

（一）样本选择 

本报告所谓的城市是指在一个行政管理中心统辖下、既包含都市化区域又可能包含郊区

或乡村的居民聚居区。从这定义可以明确看出，我们所指的城市是行政概念上的城市。本次

报告在全球界范围内选择 500 个城市作样本。从空间分布上看，涉及 6 大洲、130 个国家和

地区，具体包括 181 个亚洲城市、143 个欧洲城市、100 个北美洲城市、36 个非洲城市、28

个南美洲城市、12 个大洋洲城市。这 500 个样本基本代表了当今世界不同地域和不同发展

水平的城市状况。 

（二）评估方法 

1.全球城市竞争力产出指标合成方法 

本文使用较为普遍使用的非线性加权综合法；计量模型为：  jw
jxg 来进行综合评价

的。式中 iw 为权重系数， ix ≥1， ix 分别代表城市竞争力指数指标体系的 6 项指标。 

在对 6 项显示性指标合成的时候，首先采用阀值法对指标数据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然

后对其进行非线性加权综合求出合成值。在此基础上，对 6 项指标按照等权使用非线性加权

综合法来计算每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指数。以此为依据对 500 城市综合竞争力状况进行排

名。我们对 2007-2012 年的全球 500 城市综合竞争力采用相同的指标和合成方法，所以我们

可以对综合竞争力及其各分项进行时间和空间上的对比。 

2.全球城市竞争力要素环境指标合成方法 

在对全球城市竞争力要素环境指标进行各级合成的时候，采取简单线性平均法和非线性

加权综合法。对于各二级指标与一级指标之间的关系，采取向专家邀请进行打分，然后再用

层次分析法计算二级指标的权重，对于一级指标合成要素环境指标，我们采取了对每项指标

赋予相同的权重的办法，因为我们认为所有的要素的投入对最后的产出是现行的，而且是同

等重要的。要素环境指标共有两级指标，其中第二级指标指数化后采用简单线性平均法合成

为第一级指标，然后再将第一级指标用非线性加权综合法按照等权合成为全球城市竞争力要

素环境综合竞争力。 

3.全球城市产业竞争力指标合成方法 

全球城市产业竞争力指标采取的是非线性加权综合法。即由产业层次和产业结构非线性

加权（或“乘法”合成法）得到（方法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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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2012 年度全球最具竞争力城市 
——“世界城市”虽有下降但仍居前四，亚洲大都市继续崛起 

2011-2012 年度全球城市竞争力排名前 10 的城市依次为：纽约、伦敦、东京、巴黎、

旧金山、芝加哥、洛杉矶、新加坡、香港、首尔。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呈现美、亚、欧三

足鼎立的态势，综合竞争力排名前 50 城市中北美占 23 个，欧洲和亚洲分别有 16 和 9 个城

市入选。 

 
图 5  2011-2012 年度全球城市竞争力前 50 城市的区域分布 

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分居全球最具竞争力城市的前四位，但是，与 2009-2010 年度

相比,2011-2012 年度，纽约、伦敦、旧金山、芝加哥、洛杉矶的竞争力指数出现下降，而新

兴经济体表现活跃，亚洲的大都市新加坡和香港的竞争力得分均有所上升。 

最具竞争力城市的要素环境：内部环境和公共制度是重要因素 

 

 

 

 

 

 

 

图 6 最具竞争力城市的要素环境 

最具竞争力城市的产业环境：高科技产业、金融业、公用事业是重要支撑 

研究发现，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也具有较高的产业竞争力，这些城市产业环节和产业结构

的得分也普遍较高。 

 

 

 

 

 

 

 

图 7  最具竞争力城市的产业环境 

通过对最具竞争力城市的要素环

境比较分析发现：内部环境、公共制

度、全球联系、企业素质都是城市最

具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其中内部环境

和公共制度两个要素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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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分析：全球城市整体下降，欧美城市降幅居前 

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2011-2012 年度全球城市竞争力总体上比 2009-2010

年度有所下降。如图 2-4 所示，北美、欧洲和亚洲和其他区域城市竞争力的平均值有所下

降。 

 
图 8 全球各区域城市竞争力的均值变动 

由此可见，虽然总体而言欧美城市总体的实力仍然领先于亚洲和其他区域，但面对金

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冲击，欧美城市竞争力指数降幅远远大于其他地区。 

 

 

 

 

 

 

 

 

 

 

图 9  2011-2012 年 GDP 规模前 50 城市的全球分布 

 

要素竞争力：美欧城市经济自由度高，新兴经济体需求旺盛 

总体而言，欧美城市在要素竞争力方面还具有较大优势，尤其是如图 2-6 所示，全球

要素竞争力2011-2012年度前50城市人主要分布在欧美城市以及亚洲的几个大都市。纽约、

伦敦、巴黎的要素竞争力最强，香港、北京、新加坡、首尔的要素竞争力变现抢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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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11-2012 年度要素竞争力前 50 城市的全球分布 

 

产业竞争力：欧美大城市过度金融化，新兴经济体进入产业结构转型期 

按照每个城市在不同产业价值链环节中的角色或地位，主要分为产业结构和产业层次

两方面来进行了产业。本报告选取了 22 个产业组成的产业链指标体系，主要包括金融业、

软件、硬件、媒体、电信、半导体、耐用消费品、生物制药等产业。如图 2-7 所示，产业

竞争力排名前 50 的城市主要集中在欧美城市和亚洲的大都市，与要素环境匹配度较高。 

 

 

 

 

 

 

 

 

 

 

 

 

 

 

 

图 11  2011-2012 年度产业竞争力前 50 城市的全球分布 

 

新兴经济体城市迅速崛起，科技中心城市表现出色 

图 2-8 为 2009-2012 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提升最快的 50 个城市，其中提升最快的 10 个

城市依次是圣何塞、香港、苏州、长沙、拉各斯、乔治敦、帕罗奥多、金斯顿、西安、曼

海姆。对竞争力指数提升最快的 50 个城市分析可以看出，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城市占据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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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江山，其中，中国城市独占 23 位，势头强劲；科技中心城市表现出色，虽然科技中心城

市经济总量相对较小，依然有 11 个城市进入了竞争力指数提升最快的前 50 强。其中美国“硅

谷”中心城市圣何塞是竞争力提升最快的城市，2009 人均 GDP 达 77401.91 美元，位居全球

首位，引领全球城市发展。 

 

 

 

 

 

 

 

 

 

 

 

 

 

 

 

 

 

图 12  2011-2012 年竞争力指数提升最快 50 个城市的全球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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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析：欧美城市下降明显，亚洲城市有所上升 
2012-2011 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按照区域可分为：北美、欧洲、亚洲以及其他四个部分。

2012-2011 年度的全球城市区域竞争力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影响很大，其中危机的中心区

域；北美、欧洲的情况严重，综合竞争力指数下滑明显。  

 

北美城市竞争力继续领跑全球，综合指数下滑金融危机阴霾未散 

2011-2012 年度北美城市竞争力全球排名的变化不大，但综合竞争力分项相对于

2009-2010 年度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后金融危机时代美洲地区的主要城市依然没有走出金融

危机的阴霾，从而影响了竞争力指数的走强。 

美国优势依旧渐显疲态 

美国在 2012-2011 年度全球综合竞争力排名前 10 名占有 4 个、最具有竞争力城市中占

有 37 个，仍是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国家。尽管其 2011-2012 年综合竞争力排名没有发现大的

变化，但指数已出现下滑，其中 GDP 增长指数下滑最为明显，对其竞争力指数影响最大，

而专利指数上升了 0.016，可见在美国经济总体疲软的情况下科技研发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

有加强的趋势。 

加拿大排名整体均衡，缺少有影响力城市 

2011-2012 年度加拿大全部 12 个城市中有 4 个是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城市，7 个城市是

较具有竞争力城市，整体来看加拿大城市的整体竞争力发展十分均衡。由构成综合竞争力

的产出指标来看，科研活动和对外投资、贸易等都受到了的影响，使专利指数、跨国公司

指数出现了下滑。由此可见在金融危机影响的大环境下，加拿大竞争力指数也受到了很大

的影响。 

墨西哥渐行渐远滑落途中 

墨西哥大部分城市都集中在 200-300 名的区间。其 2011-2012 年度竞争力指数为 0.308，

相对 2009-2010 年度下降了 0.008。从构成综合竞争力的产出指标来看相对于 2009-2010 年

度墨西哥的六项指标都出现了下滑，其中最低迷的是专利指数，可见墨西哥在全球的竞争

力途中掉队的主要是缺乏科技创新能力，从而在全球城市竞争中渐行渐远。 

 

欧洲城市竞争力风平浪静，指数下降欧债危机未见曙光 

 2011-2012 年度欧洲城市竞争力全球排名基本以上年持平，紧随北美是全球竞争力排名

第二的地区。由综合竞争力的指数来看，2007 年至 2012 年呈现出和北美一样的先涨后跌的

趋势。欧洲本年度综合竞争力所有分项指数都低于 2009-2010 年度，在欧洲未找到合理解

决欧债危机的办法之前，该地区的竞争力指数很难有起色。 

英国领先欧洲、仍难独善其身 

 2011-2012 年度全球城市竞争力，英国在欧洲属于竞争力最强的国家。本年度的综合竞

争力指数为 0.414，相比 2009-2010 年度下降了 0.013。英国仍然间接地受到欧债危机的影

响，难以独善其身。由组构成综合竞争力的分项来看，英国的专利指数下降最快、比上年

度下降 17%，人均 GDP 指数下降了 3.6%，是影响本年度英国综合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 

法国整体排名稳定、综合指数步履蹒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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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12 年度全球城市竞争力，法国有 2 个城市进入前 100 名。2011-2012 年度竞争

力指数为 0.386，虽然比 2009-2010 年度仅仅少了 0.003，欧债危机对法国城市的影响使其

结束了 4 年来的上升趋势。 

德国整体排名微升，缺少明星城市领军 

 2011-2012 年度全球城市竞争力，德国有 7 个城市进入前 100 名，但是与经济大国的地

位相比，德国没有进入全球最具竞争力前 10 的城市。由指数来看，本年度比 2009-2010 年

度下降了 0.004，可见最为欧元区的核心国家，欧债危机对其城市的影响较大也结束了上升

的趋势。 

俄罗斯莫斯科一枝独秀，后进城市快速滑落 

2011-2012 年度全球城市竞争力，俄罗斯只有首都莫斯科 1 个城市进入前 100 名。俄罗

斯城市间整体差距不断地扩大，后进城市退步较快。由指数来看，本年度比 2009-2010 年

度下降了 0.005，作为资源出口大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导致石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的走

低对其城市影响较大。 

 

亚洲核心城市竞争力增加，整体指数微幅震荡 

  2011-2012 年度亚洲城市竞争力全球排名总体没有变化，核心城市竞争力提高较快。

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中前 10 名，亚洲占有 4 名，已经和北美洲平分秋色。在前 100 名

占有 20 名，仍然落后于北美和欧洲很多，6 年来也是呈现先涨后跌的趋势。 

亚洲虽然受到了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综合指数微幅震荡下跌，但是

在分项中的 GDP 总量、人均 GDP、地均 GDP 等三项指数都相比 2009-2010 年度有小幅上

升，增长率指数、专利指数下滑较大影响了综合竞争力指数。 

中国竞争力指数逆势上升，香港再次进入前 10 

 2011-2012 年度全球城市竞争力，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继 2007-2008 年度之后再次进

入全球前 10 名，中国城市在全球前 100 名中占有 6 名，与上年度持平。中国全球城市竞争

力指数均值本年度为 0.312，比 2009-2010 年度上升了 0.001，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

重打击实现上升，实为不易。分项中 GDP 总量、人均 GDP、地均 GDP 三项指数均实现了

增长，专利、跨国公司指数两项指数停滞微跌，增长率指数下跌 0.119。本报告认为中国台

湾地区城市出现负增长对其影响较大，中国大陆地区城市继续稳定增长。 

日本竞争力排名格局不变，竞争力指数出现下滑 

2011-2012 年度全球城市竞争力，日本的首都东京进入全球最具竞争力前 10 名，前 100

名日本占有 9 名，101-200 名占有 9 名，与上年度持平基本格局没有大的变化。从指数看本

年度 0.372、2009-2010 年度 0.382、2007-2008 年度 0.312，先涨后跌的趋势明显，通过综合

竞争力分项指标来看，六项指标均出现负数增长，受金融危机和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城市

竞争的下滑也在情理之中。 

韩国竞争力指数逆势上升，竞争力排名基本稳定 

2011-2012 年度全球城市竞争力，韩国的首尔再次进入全球前 10 名，在前 100 名占有

1 名，101-200 占有 3 名排名基本稳定。从表 3 竞争力指数来看，本年度 0.338、2009-2010

年度 0.337、2007-2008 年度 0.291，呈现不断上升的格局。综合竞争力分项来看 GDP 总量、

人均 GDP、地均 GDP 三分项均实现了增长，专利指数和上年度持平，其余各项出现不同的

下降。 

印度竞争力排名稳中有进，缺少引领发展核心城市 

2011-2012 年度全球城市竞争力，印度没有进入全球前 100 名城市，在 101-200 名中，

仅有孟买排在 200 名，大部分城市排在 401-500 名。从表 3 竞争力指数来看，本年度 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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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 年度 0.239、2007-2008 年度 0.222，整体趋势先涨后微跌，虽受金融危机和欧债

危机的影响在分项中 GDP 总量、人均 GDP、地均 GDP 三分项指数均实现了小幅增长。 

 

其他区域排名落后城市减少，中间城市排名分化 

2011-2012 年度其他区域的城市竞争力全球排名基本没有城市进入前全球 10 名，排前

100 名中有 3 名被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所占，在 101-200 名占有 5 名，在 201-300 名

占有 12 名，其余城市都排在 300 名以后。 

澳大利亚全球排名稳定，指数下滑明显 

 2011-2012 年度全球城市竞争力，澳大利亚全球排名有 2 个城市进入了前 100 名，分别

是悉尼、墨尔本，101-200 名占有 1 位。澳大利亚属于资源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市场

资源商品价格下跌，使其竞争力各分项指数都出现了下降。 

巴西竞争力排名滑落，圣保罗孤军奋战前 200 

2011-2012 年度全球城市竞争力，巴西的圣保罗孤军奋战，排在 101-200 名，201-300

名占有 1 名，相对于 2007-2009 年度，巴西的竞争力排名出现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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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析：金融中心大幅下降，科技中心趁势崛起 
2011-2012 年度的主要功能中心的整体指数，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打击下

相对于 2009-2010 年度出现了全面下降，为了能更好的考察在经济衰退的时不同功能中心

的表现，本报告对主要功能中心竞争力指数的下降幅度做出了分析。具体到各个功能中心

城市，却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城市的发展方式各异而特色鲜明、精彩纷呈。 

 

 

 

 

 

 

 

 

图 14 主要功能中心竞争力指数下降幅度（%） 

综合中心城市整体指数下降、中国城市群指数升幅明显 

2011-2012 年度综合中心城市的前 10 名恰好也是全球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前 10 名。在最

具有竞争力城市中综合中心城市占了 48 名，综合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全面、结构合理、基

础设施发达、科技文化繁荣从而使其形成了强大综合竞争力和增长速度。综合中心城市综

合竞争力的各分项在 2011-2012 年度都低于 2009-2010 年度，其中衰退最明显的是增长率分

项。因此综合中心城市在经济增长放慢、投资拉动减少时，更需要加强科技创新，找到新

的内生性经济增长点来，推动城市的经济发展。 

表 2 2007-2012 综合中心城市竞争力排名分布及平均指数 

年度 前 10 1-100 101-200 201-300 301-400 401-500 平均指数 

2011-2012 10 48 24 21 7 0 0.403 

2009-2010 10 48 23 21 8 0 0.409 

2007-2008 9 49 23 20 8 0 0.343 

 

金融中心城市排名变化不大、竞争力指数跌幅居前 

2011-2012 年的金融中心城市和竞争力最强的前 10 位完全一样，并且 2007-2008、

2009-2010 年度也是完全一样，可见竞争力最强的城市本身即是金融中心城市，在前 100 名

的城市中，金融中心城市占有 65 名，表 3 的指数显示，2011-2012 年度金融中心城市受金

融危机从冲击较大。 

表 3 2007-2012 金融中心城市竞争力排名分布及平均指数 

年度 前 10 1-100 101-200 201-300 301-400 401-500 平均指数

2011-2012 10 65 18 14 3 0 0.426 

2009-2010 10 64 18 15 3 0 0.434 

2007-2008 10 65 19 12 4 0 0.360 

 

科技中心城市圣何塞光芒四射、新兴经济体表现出色 

从 2011-2012 年的全球竞争力排名来看，科技中心城市的排名前 10 与综合竞争力排名

前 10 名是完全重合的，可见竞争力最强的城市其科技必然领先，科技中心城市对经济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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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用明显，综合竞争力前 100 名中，科技中心城市占有 51 名和上年度基本持平，全球竞

争力最强的 100 城市里 50%的城市都是科技中心城市。由指数来看，2010-2012 年度 0.403

相对上年度 0.410 下降了 0.007，经济放缓后，科技中心城市整体的冲击较大。 

表 4   2007-2012 科技中心城市竞争力排名分布及平均指数 

年度 前 10 1-100 101-200 201-300 301-400 401-500 平均指数 

2011-2012 10 51 20 17 12 0 0.403 

2009-2010 10 51 21 16 12 0 0.410 

2007-2008 10 53 20 16 11 0 0.343 

 

政治中心城市整体排名相对偏弱、亚洲城市指数提升显著 

从 2011-2012 年全球竞争力排名来看，政治中心城市的前 10 名分别是，伦敦、东京、

巴黎、新加坡、首尔、华盛顿、斯德哥尔摩、都柏林、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全球排名

最强的前 10 名中，政治中心城市占有 5 个，前 100 名中占有 23 个。由此可见，政治中心

城市不一定是竞争力最强的城市。从表 5 来看，2010-2012 年度指数为 0.371，比上年度 0.375

下降了 0.004。 

表 5  2007-2012 政治中心城市竞争力排名分布及平均指数 

年度 前 10 1-100 101-200 201-300 301-400 401-500 平均指数 

2011-2012 5 23 16 23 26 28 0.371 

2009-2010 5 22 17 23 25 29 0.375 

2007-2008 5 24 17 19 23 33 0.326 

 

旅游中心城市国际都市指数下降、区域性旅游中心兴起 

从表 6 来看，2011-2012 年度全球竞争力排名，旅游中心城市在前 10 名占 6 个，前 100

名占 37 个，可见旅游中心的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也很强，体现出旅游业这一软实力对城市竞

争力的提高和帮助很大。旅游中心城市本年度指数 0.372，比 2009-2010 年度 0.378 下降了

0.006，在金融危机下旅游中心城市的竞争指数整体有所下降。 

表 6   2007-2012 旅游中心城市竞争力排名分布及平均指数 

年度 前 10 1-100 101-200 201-300 301-400 401-500 平均指数 

2011-2012 6 37 20 19 16 7 0.372 

2009-2010 7 37 19 19 17 7 0.378 

2007-2008 7 39 19 15 16 10 0.320 

	

制造中心城市欧美开始衰退、中、韩两国困境中不断前进 

从表 7 来看，2011-2012 年度全球竞争力排名，制造中心城市没有一个城市进入前 10

名，前 100 名占有 28 名，由此可见制造中心并不是综合竞争力最强城市的必选项目，

2009-2010 年度休斯顿曾经进入全球前 10，随着金融危机的到来休斯顿也在本年度跌出了

前 10 名。由指数来看本年度 0.347，比 2009-2010 年度的 0.354 下跌了 0.007，在经济不景

气的寒风中制造业首当其冲受到影响。  

 

表 7  2007-2012 制造中心城市竞争力排名分布及平均指数 

年度 前 10 1-100 101-200 201-300 301-400 401-500 平均指数 

2011-2012 0 28 24 26 20 2 0.347 

2009-2010 1 28 24 28 18 2 0.354 

2007-2008 0 30 21 26 20 3 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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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1-2012 制造中心城市排名分布 

类别 前 10 1-100 101-200 201-300 301-400 401-500 

要素环境 0 28 29 24 12 5 

产业竞争力 0 33 30 16 12 7 

 

航运中心城市发达国家衰退，中国、新兴国家风暴中扬帆前行 

2011-2012 年度全球竞争力排名，航运中心城市竞争力在前 10 名占有 6 名，在前 100

名占有 34 名，对于竞争力最强的城市来说港口是重要的稀缺资源，拥有港口的城市对其竞

争力的提高帮助是很大的，港口的吞吐量也是一国国际贸易的晴雨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港口城市是受到的影响也很大。 

 

表 9  2007-2012 航运中心城市竞争力排名分布及平均指数 

年度 前 10 1-100 101-200 201-300 301-400 401-500 平均指数 

2011-2012 6 34 25 19 9 2 0.381 

2009-2010 6 33 25 20 9 2 0.387 

2007-2008 6 36 23 18 8 4 0.327 

 

表 10  2011-2012 航运中心城市排名分布 

类别 前 10 1-100 101-200 201-300 301-400 401-500 

要素环境 5 33 29 17 3 5 

产业竞争力 5 42 19 14 8 4 

 

问题讨论 

  本报告通过对全球城市七大功能类型的分析和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

重影响下，全球七大功能中心城市的整体指数都成下跌趋势。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国

家的城市，其中中国、韩国的各功能城市是表现最出色的，按照这种势头发展，亚洲的城

市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全球竞争力排行榜的前列。亚洲城市与欧美城市的差距依然很大，

主要表现在整体的差距上，欧美国家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大，整体排名都十分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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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全球大都市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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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全球大都市区综合竞争力排名 

都市区概念源于美国，是城市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它是由中心城市、边缘区、

外围地区共同组成的并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一个新的城市功能地域，是在城市扩散作用强于

集聚作用并占主导地位时，城市各要素及城市职能从中心城市向外围迁移和扩散的结果。目

前美国、日本、欧洲和澳大利亚等国均有类似大都市区的概念。对大都市区的界定标准，主

要采用 OECD 的四步法，从人口密度、核心人口、规模通勤率和总人口规模四个角度对都

市区资格进行考察。（见附图 1） 

 

全球前 10 都市区：伦敦、纽约、东京居世界前 3，美国都市区超过半数 

全球都市区综合竞争力排名前 10 名的都市区分别为：伦敦都市区、纽约都市区、东京

都市区、华盛顿都市区、旧金山都市区、芝加哥都市区、洛杉矶都市区、波士顿都市区、巴

黎都市区、香港都市区。从地理位置来看，有 7 大都市区均位于美国，进入前 10 名的东京

都市区和香港都市区位于亚洲，居首位的伦敦都市区位于欧洲。 

 

总体都市区：高人均 GDP 都市区竞争力优势明显，区域分化依然严重 

都市区核心城市人均GDP成为衡量一个都市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一般而言，

高人均 GDP 的都市区其综合竞争力越高。北美洲地区人均收入在 5 万美元的都市区大多排

在前列：前 10 名中人均 GDP 高的城市全部坐落在北美洲，前 20 名中占 12 个。 

从区域角度看，北美洲大多数都市区显示出均衡发展之势，在 50 个都市区中基本排名

均在前 20 名，并且在整体实力方面要远强于非洲及南美洲国家的都市区。亚洲地区呈现出

相对均衡现象，除日本东京都市区进入前 3 名，其余都市区排名相近。而欧洲都市区中除

伦敦都市区和巴黎都市区排名前 10 外，其余都市区居于中游。而后 10 名几乎被亚洲南部

及南美洲都市区所垄断，如曼谷都市区圣地亚哥都市区。可见区域都市区的发展极为不平

衡。 

 

大都市区的发展趋势 

在都市区的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条件的作用力逐步减弱，经济和技术因素成为城市

空间发展的源动力。在都市区的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条件的作用力逐步减弱，经济和技

术因素成为城市空间发展的源动力。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大都市区的发展将促使各相邻

城市为谋求相互关系达到一种全新、系统的变化而不断努力，生产活动的全球扩散和管理

活动将高度集中，一方面使得主要城市功能进一步加强，形成世界城市（world city）、全

球城市（global city），另一方面也给网络城市（network city）、边缘城市体系（frontier urban 

system）提供新的发展机会。未来的大都市区发展将充满机遇与挑战，如何发挥其区域与城

市协调的优势及克服演进过程中的障碍，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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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竞争力专题研究 

专家观点 

1． Saskia Sassen 教授认为：专门化是城市竞争力的关键矢量。 

2． Banji Oyelaran-Oyeyinka 认为：社会性和技术性创新对城市竞争力很重要。 

3． 经合组织 Lamia Kamal-Chaoui 认为：绿色增长是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复苏的关键要素。 

4． 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研究小组则从营商环境角度展示了制度对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性。 

5． 彼得·泰勒认为，网络对于城市间的相互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分析这些网络关系可以揭示

出，城市之间更多是合作关系而非竞争关系。  

6． 彼得•克拉索认为：如果一个城市要抓住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潜在利益，必须塑造具有吸

引力的环境。 

7． 基于全球 500 个城市样本，倪鹏飞等研究发现，经济自由度是决定城市竞争力的首要因

素。 

分析与预测	

1． 全球城市的新现象、挑战和热点问题包括全球金融危机、能源问题，以及城市发展与市

民生活的协调问题。 

2． 经济增长和人口迁移是影响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全球化为世界城市发展创造了更多的

机遇，全球金融危机对各城市具有不同的影响。 

3． 目前，发达国家的城市有下降趋势，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正在上升，这些国家的城市发展

越来越接近。全球经济格局的转变导致世界城市格局发生变化，世界城市的重心由发达

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向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城市转移。 

4． 世界城市未来的重要和关键问题包括能源资源问题、宗教种族问题、人口流动问题等。

在当今的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等的发展使得资源流动更为便利、交往更为频繁、

竞争更加激烈，因而可能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5． 国家应当赋予本国的城市更多的管理地方事务的权利，各城市应当加强自治的组织机

制，根据各地的情况解决这一问题。 

6． 提高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加强城市综合治理，保护地方文化和改善环境等问题是世界城

市竞争力未来需要研究的问题。 

7． 技术变革和绿色经济能够加强世界城市在科技和资源能源方面的可持续竞争力，从而显

著地影响城市竞争力。 

8． 城市规划对城市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城市规划和未来发展的过程中，城市自身

的力量是很重要的，但还需要城市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 

9． 除了政治、军事、安全、自然灾害等重大意外事件，目前，世界城市重要的威胁是过度

聚集，以及部分城市缺乏变革。 

10. 各城市政府都在应对各自不同的问题，新兴城市的崛起或将改变全球城市的结构，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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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城市与金砖国家城市比较 

 

 

 

 

 

 

 

 

 

 

 

 

 

 

 

 

图 16 发达国家五城市与金砖国家五城市竞争力均值比较 

 

 

 

 

 

 

 

 

 

图 17 2011-2012 年发达五城与金砖五城综合竞争力各分项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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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2011-2012 年度纽约竞争力图表简报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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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2011-2012 年度东京竞争力图表简报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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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2011-2012 年度伦敦竞争力图表简报 

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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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11-2012 年度巴黎竞争力图表简报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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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11-2012 年度法兰克福竞争力图表简报 

法兰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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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1-2012 年度香港竞争力图表简报 

香港 



 

24 
 

 

图 23  2011-2012 年度孟买竞争力图表简报 

孟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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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2011-2012 年度圣保罗竞争力图表简报 

圣保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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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2011-2012 年度约翰内斯堡竞争力图表简报 

约翰内斯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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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2011-2012 年度莫斯科竞争力图表简报 

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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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 

 

 

 

 

C 产业门类指标 C 产业环节指标 

C3.1.1 国防航空产业门类指数 C3.2.1 国防航空产业环节指数 

C3.1.2 银行业产业门类指数 C3.2.2 银行业产业环节指数 

C3.1.3 商业服务产业门类指数 C3.2.3 商业服务产业环节指数 

C3.1.4 金融资本产业门类指数 C3.2.4 金融资本产业环节指数 

C3.1.5 化学产业门类指数 C3.2.5 化学产业环节指数 

C3.1.6 耐用消费品产业门类指数 C3.2.6 耐用消费品产业环节指数 

C3.1.7 多功能金融产业门类指数 C3.2.7 多功能金融产业环节指数 

C3.1.8 制药和生物产业门类指数 C3.2.8 制药和生物产业环节指数 

C3.1.9 健康医疗器械产业门类指数 C3.2.9 健康医疗器械产业环节指数 

C3.1.10 家具用品产业门类指数 C3.2.10 家具用品产业环节指数 

C3.1.11 保险产业门类指数 C3.2.11 保险产业环节指数 

C3.1.12 新闻产业门类指数 C3.2.12 新闻产业环节指数 

C3.1.13 零售产业门类指数 C3.2.13 零售产业环节指数 

C3.1.14 半导体产业门类指数 C3.2.14 半导体产业环节指数 

C3.1.15 软件产业门类指数 C3.2.15 软件产业环节指数 

C3.1.16 硬件级装备制造产业门类指数 C3.2.16 硬件级装备制造产业环节指数 

C3.1.17 电信产业门类指数 C3.2.17 电信产业环节指数 

C3.1.18 贸易产业门类指数 C3.2.18 贸易产业环节指数 

C3.1.19 市政设施产业门类指数 C3.2.19 市政设施产业环节指数 

C3.1.20 材料产业门类指数 C3.2.20 材料产业环节指数 

C3.1.21 物流运输产业门类指数 C3.2.21 物流运输产业环节指数 

C3.1.22 能源产业门类指数 C3.2.22 能源产业环节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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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要素竞争力指标体系 

 

指标 测度对象 指标 测度对象 

I1 企业素质 I4.6 万人医院床位数 医疗设施 

I1.跨国公司总数 企业层次 I4.7 娱乐设施指数 娱乐设施 

I2.跨国公司增长 企业潜力 I4.8 宾馆指数 住房设施 

I3.企业指数 企业数量 I4.9 基准宾馆价格 商务成本 

I4.企业品牌 企业质量 I4.10 基准住房租价 生活成本 

I2 当地要素 I5.内部环境 

I2.1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 I5.1 通货膨胀率 经济波动 

I2.2 最低工资 劳动力成本 I5.2 失业率 失业率 

I2.3 大学指数 高等教育 I5.3 政治稳定性 政治安全 

I2.4 学校指数 教育设施 I5.4 犯罪率 社会治安 

I2.5 证券指数 金融服务 I5.5 气候指数 气候环境 

I2.6 银行指数 金融服务 I5.6 人均 CO₂排放 环境质量 

I2.7 银行密度指数 金融服务 I5.7 PM2.5 环境质量 

I2.8 专利指数 科学产出 I5.8 历史文化指数 历史文化 

I2.9 R&D 中心数与科技区数 科技设施 I5.9 现代文化指数 现代文化 

I2.10 科研机构指数 科技设施 I5.10 语言多国性指数 多元文化 

I3 当地需求 I6 公共制度 

I3.1 人口总量 当地需求规模 I6.1 经商便利度 政府商业监管 

I3.2 富人指数 需求层次 I6.2 自由度指数 经济自由 

I3.2 人口增长潜力 当地需求增长 I6.3 中央与地方财税比例 地方财政自主 

I3.3 一小时飞行圈 GDP 区域背景 I6.4 政府公共治理指数 政府治理 

I3.4 一小时飞行圈人口 区域背景 I7 全球联系 

I3.5 国家人均收入 国家背景 I7.1 跨国公司联系度 经济联系度 

I3.6 国家经济增长 国家背景 I7.2 国际组织指数 政治联系度 

I4.基础设施 I7.3 国际会展指数 知识文化 

I4.1 道路便利度 市政设施便捷 I7.4 国际知名度指数 城市知名度 

I4.2 供水能力 供水设施 I7.5 距海距离 自然区位 

I4.3 供电质量 供电设施 I7.6 航空线数 对外基础设施 

I4.4 千人移动电话数 通讯设施 I7.7 公路线数 对外基础设施 

I4.5 千人互联网用户数 网络设施 I7.8 互联网服务器 对外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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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能是否满足低于 15％的地区人口，且地区人

口密度低于每平方公里 150 个居民 

满足 TL3 地区条件的候选城市 

主要城市人口总量是否达到 100 万 

增加邻近地区到核心城市区中，而则相应

地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重新计算，直到通

勤率低于 1.10 

核心区域的通勤率是低于 1.10 

所有区域的总人口规模是否达到 150 万 

是大都市区 

是 

否 

是 

否 

不满足主要城市人口密度要求 

是 

否 

不满足人口总量要求 

不满足总人口规模要求 

否 

附图 1 大都市区界定标准 OECD 的四步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