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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都市圈发展与管理已经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所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首先，都市圈正在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核心区域；其次，都市圈正在成为各国竞争的
关键载体；第三，都市圈研究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领域；第四，我国都市圈的发展正面临着产业结
构转型、内部的过度竞争、缺乏协调机制等问题的困惑。
对于我国都市圈发展出现的一系列亟待解决的诸多问题和现象，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但无论是传统的理论，还是发达国家的成熟的经济管理理论，都无法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而单个学
科因为其理论方法的局限，以及视角的片面也难以解决这一问题。
因此，有必要对都市圈发展与管理领域的问题进行全方位、跨学科的研究。
　　国际学术界对大都市圈的研究首先集中在都市圈的类型、形态特征与功能特征。
其次是对大都市圈不同演化阶段的划分及其演化规律的研究，一方面是从更加抽象的高度将大都市圈
的几何特征（空间投影）与经济生态特征结合起来，揭示其深层次的演化规律；另一方面是对大都市
圈内部的资源配置方式等进行实证研究和总结，以期为实践服务。
　　国内对大都市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比较研究；二是对大都市圈形成与演化过
程中的城市之间关系进行广泛的研究；三是对大都市圈基础设施、环境、产业发展的协同效应和途径
进行研究，直接为区域经济决策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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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都市圈发展与管理研究中心从2005年开始对中国发育中的18个都市圈进行综
合竞争力的全面评估和跟踪研究的继续。
本书写作之际，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因而作者以“比较”为主题，对中国都市圈的发展状况进
行纵向、横向以及国内外的比较，以期发现都市圈发育发展的规律性因素，特别是考察影响中国都市
圈发展的主要因素。
　　《2007中国都市圈评价报告》是从2005年开始对中国发育中的18个都市圈进行综合竞争力的全面
评估和跟踪研究的继续，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在已有竞争力排名结果基础上进行分析，对近三
年(2002－2005)18个都市圈综合竞争力的变化进行分析和总结；以“比较”为主题，对中国都市圈的发
展状况进行纵向、横向以及国内外的比较，以期进一步发现、验证影响都市圈发育发展的规律性因素
。
评价报告以基于大量数据的实证研究为特色，形成了一些鲜明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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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2．3 小结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是三大都市圈地区经济结构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期，见
证了一个农业比重迅速下降，工业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历史阶段。
　　珠三角都市圈的发展以工业化进程的突飞猛进为标志，使其以惊人的速度由一个在20世纪80年代
农业经济还占重要位置的社会状态进入到现在以工业为绝对主导的社会状态。
而这个进程的展开与香港制造业向珠三角的扩散是同步进行的，20世纪90年代后期又叠加了台湾等地
区的产业转移，形成了目前的轻型制造业基础，并由此加入到全球制造业的供应链中，成为跨国公司
生产体系的重要一环，目前已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与此同时，也决定了珠三角都市圈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外向经济的特征，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一度
成为珠三角产业特征的代名词。
由于珠三角工业的起步与香港的产业扩散和转移关系密切，因此，珠三角工业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集
中在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的发展上，至今仍是全球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基地之一；90年代中期以后
由于土地和劳动成本的上升，在深圳等珠三角城市开始着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逐渐成长为全国首
屈一指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创业型城市，培养出了华为、中兴通讯等中国顶尖的高科技企业。
尽管90年代之后，珠三角重工业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但总的来讲，珠三角的工业结构依然以轻工业为
主，在全国的IT产品和家用电器方面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这与长三角和京津冀明显不同。
　　长三角都市圈是三大都市圈中工业基础最为强大的地区，上海和南京、无锡等地在建国初期就是
现代工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到90年代初，长三角都市圈第二产业的比重已经高达51．77％。
浦东开发之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长三角都市圈已经形成了一批全国乃至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
如南京是我国十大制造业基地之一，电子和化工生产能力在全国各城市排列第二；苏州是我国重要的
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常州和无锡是我国重要的工业设备制造基地，南通、绍兴、嘉兴等城市则是我国
重要的纺织业基地。
相比珠三角，其产业门类更多，产业体系更为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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