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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空间结构一直是城市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
虽然对城市的人口空间结构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但对于企业分布的研究却有不足。
秦波所著的《企业区位选择与城市空间重构—
—以上海为例》基于上海的企业空间数据库，综合运用GIS、空间统计、计量模型以及案例访谈等方
法，揭示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并阐释其背后的区位选择因素和博弈过程；与国内外其他城市进行对比
，从而展示了上海城市空间重构与其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

《企业区位选择与城市空间重构——以上海为例》适合从事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和城市管理学相
关专业的研究人员以及从事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实践工作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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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然而，通过详细分析区位（再）选择过程，企业自身的特征也十分重要，尤其是企业战略。
例如，当瓦克集团最初进军上海却并没有清晰战略时候，企业仅是要试着扩张中国市场。
因此，企业租下了办公中心外的一个孵化器中的办公室。
在瓦克集团确定市场能够盈利之时，企业在上海的中央商务区设立了总部办公室，并租下了上海最贵
的办公楼之一中一层多的楼层。
　　另一方面，对比仲量联行和伊顿，虽然二者均属于生产者服务业，但其区位选择过程也有明显不
同。
仲量联行战略定位是建立该领域一流的、引领发展的企业，而伊顿并没有如此定位，而是在市场中生
存并赚取利润。
因此，仲量联行一直位于主要的上海的办公中心中最高质量／最昂贵的办公楼内，即便企业处于困难
时期。
而伊顿则从办公中心搬迁到租金更便宜的地区。
同时，在伊顿这个案例中企业所有者的偏好也将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
　　而申安纺织企业却不同寻常。
作为国有企业，申安在第一次从陆家嘴至花木镇搬迁时的区位选择由政府决定而不是企业本身决定。
而在第二次搬迁中，企业在决定新区位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权，尽管其依然归政府管辖。
2005年，上海国有企业占全市GDP的49.1 %，国有企业将在企业空间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毫无疑问
，这也反映了政府的影响。
　　2）开发商　　开发商是参与到地产开发以及并为企业提供运营区域的公有或私营企业。
总体来说，上述五个案例中的开发商也在影响企业区位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类型来说，地产包括孵化器（例如：瓦克所在的德国中心）、工业园（例如：瓦克所在的张江高科
技园区、申安企业所在的枫泾工业园、办公楼（例如：仲量联行所在的恒隆广场、伊顿所在的芙蓉中
心）以及自建的大型购物商场（例如：麦德龙集团）。
　　在这五个案例中，张江科技园开发商和丰京园开发区是典型的公有开发商，二者均由当地政府建
立运营；恒隆集团（仲量联行案例）和芙蓉中心开发商（伊顿案例）是典型的私营开发企业；而长征
镇的麦德龙商场是长征镇政府和麦德龙集团共同投资的合资企业，属于国有与私营混合所有的开发商
。
在所有的案例中，开发商既开发项目，同时也是风险承担者，因为即便有部分为国有企业，项目依然
以市场为导向。
事实上，开发园区和工业园区的国有开发商也同样面临着园区推进和市场化的巨大压力。
他们之间竞争激烈，有时免费或是以名义租金出租，正如申安企业的案例。
　　随着竞争的激烈和市场的不确定，私营和公有开发商都尽量规避市场风险，尤其是当房地产市场
不景气的时候。
在困难时期，他们处于较弱的博弈地位，而当房地产市场繁荣之时，他们则享有更高的博弈能力。
这点在仲量联行的案例中十分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成功的地产开发不仅可以给开发商创造利润，还可改变相关企业的整体区位
选择格局。
恒隆广场正说明了这点。
在广场启动之前，南京西路仅仅是著名的商业街，很少有办公企业在此坐落。
如今，广场一跃成为最主要的办公中心，也是上海最贵的区位（Collier，2006）。
在某种程度上，南京西路在境外生产者服务业企业和总部已经超越了上海的CBD-外滩（Ning，2000）
。
张江工业园也说明了这点。
园区从农田发展成为上海高科技产业（例如：电子信息、医药、通信设备制造等）集群，从根本上改
变了上海的制造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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