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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上海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对浙江的影响 

蒋旭灿 

摘要：上海经济的实力深刻影响周边地区的发展速度和最终发展面貌，给浙江地区接轨上海战略、接受上海辐

射与产业转移、参与国际分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上海的发展及其调整也给浙江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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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沪两地地域相连、人缘相亲、经济相融、人文相通，联系和交往十分密切。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金融和国际贸易中心，

大批跨国公司云集于此，现代化的港口，发达的物流，使得整个长三角由此通往世界。以上海为龙头，以江浙为两翼的长江三

角洲地区群龙起舞，当仁不让地成为地区发展极。浙江作为我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具有“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

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文优势。本文分析上海经济发展的扩散效应对浙江经济的影响，从而阐明浙江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定

位。 

一、上海发展的扩散效应及其对浙江的影响 

上海经济的实力深刻影响周边地区的发展速度和最终发展面貌，给浙江地区深化接轨上海战略、接受上海辐射与产业转移、

参与国际分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上海的发展及其调整也给浙江地区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 

1.“中心———外围”理论中的负效果在浙北出现。苏南与浙北城市在接受上海辐射的能力上由于本身规模的差异而存在

着较大的差距。在上海前一轮产业转移中，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出现了“北重南轻”的局面，苏南形成了“经济高脊带”，

而浙北嘉湖地区形成了“经济掌心区”。在新一轮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中，如不采取有效措施，这种“北重南轻”的局面仍

有可能持续下去。相对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核心区域上海，北边的苏南以正效果为主，大量的资金、信息、技术和人才从

上海或经过上海进入苏南；而南边的浙北嘉湖地区出现了负效果，外资流入受阻，要素特别是企业人才反流上海的情况较为明

显。 

2.上海郊区一批中小城市的出现将对上海的“溢出效应”起到“截流”作用，不利于江浙两省接受上海辐射。上海把“一

城九镇”中的大多数试点城镇布置在江浙边界，其战略意图就在于一方面对向上海中心城集聚的要素进行“截流”，以减轻中心

城的压力；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让其发挥对上海中心城“溢出效应”的“截流”作用，将流向江浙两省的要素截留在上海行政

区域内。对上海推进郊区城市化进程给浙江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已引起了高度重视。 

3.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对宁波———舟山等港口影响巨大。在上海城市定位的“四个中心”中，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尤

为突出。而上海城市发展战略调整对浙江发展影响的最大变数，无疑就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宁波城市定位是现代化国

际港口城市，舟山也是港口城市。一般而言，世界级大都市带都有一个集装箱枢纽港。上海建成启用洋山深水港，对宁波的影

响尤为突出，而宁波在浙江整体发展战略中又占据了重要地位。宁波实现其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城市定位面临着严峻挑战。 

4.上海发展的极化效应短期内可能引起部分地区产生“回浪效应”。据浙江企业在沪协会统计显示，浙江在上海兴办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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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有 5 万家左右，总投资规模达 500 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民营资本。与其他兄弟省市相比，浙江在沪投资和创办企业均

居于首位，在沪销售额约占上海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10％。单是宁波一地，至到 2004 年 6 月底，在沪投资创业的宁波

籍企业总共有 5700 多家，其中私营企业近 3000 多家，注册资金在 100万元以上的达到 1236 家，注册资本计 116.8亿元，

投资行业涉及建筑、金融、家具、服装、房地产、外贸等领域，宁波的杉杉集团、“天一证券”总部等企业把总部也迁到了上海。 

二、浙江充分利用上海发展带来的机遇 

1. 主动接轨大上海，利用好其扩散效应。随着上海逐渐确立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的地位，上海与国际经济接轨程度

愈来愈高，联系愈来愈规范，愈来愈多的跨国公司和国际著名的中介机构以上海为基地开拓中国业务；上海要强化大都市的综

合服务功能，也必然要从商品加工中心转向信息处理中心，并把周边地区作为最重要的服务对象，增强对外幅射能力；上海强

大的教育和科研实力，使它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技术创新和扩散中心之一。因此，为了迎接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浙江应甘当配

角，利用好其扩散效应所带来的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主动接轨上海，把它作为融入全球经济的最主要渠道，通过与上海的

全面合作来增强国际竞争力。 

2.要实现优势互补，实现错位竞争。长江三角洲两省一市的工业化程度不同，但区域内很多城市产业结构雷同，产业关联

度高。这表明，区域内产业内部竞争相当激烈，而浙江总体上不具有优势。因此，浙江需总体上避开与上海、苏南的正面竞争，

更多地着眼于互补发展。当前，浙江与上海在产业上存在明显差距，因此主要是垂直分工，同时在较高产业层次上实行行业细

分和产品的水平分工。因而，浙江应全面利用自身的优势，利用上海发展产业转移的机遇，改造传统工业，提升第二产业，大

力发展第三产业。 

3.要正确认识上海发展的极化、扩散效应。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自由转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和必然结果，从短期

内看，大批资金、人才向上海转移会给浙江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看，企业走出去有利于浙江经济的健康发展，浙江

省委提出的“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的战略是正确的。目前上海有外资企业两万多家，世界 500 强的一半已进驻上海，外商机

构 1000 多家，外国金融机构 200 多家，外国驻上海总领事馆 300 多家，这对急于“走出去”和扩展中的浙江企业来说，有

很大的吸引力。德力西集团进沪两年，先后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多家外国企业接触，寻求国际合作，集团总裁胡成中说，这

在它的总部浙江乐清是做不到的。上海还为浙江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锻炼的舞台。目前，上海市的 4000 多幢高层建筑中，

有 1/3 是由浙江建筑企业建造的，这些工程既促进了上海的繁荣，也为浙江造就了一大批有实力的企业和集团。 

4.要摆正政府的位置。历史经验证明，政府的不恰当干预是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

产业结构的趋同化就是明证。政府应遵循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真正实行政企分开，尊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致力于弥补市场的缺陷。要努力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为资源自由流动和区域经济合作扫除障碍。指望改变长江三角洲的行政区

划或建立一个居于中央和两省一市之间的行政机构是不现实的，地区利益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及其对政府行为的影响也是不可避

免的，只能随着政企分开的进展和上级考核指标、考核方法的科学化而逐步淡化。因此，需要在承认这一客观现实的基础上，

通过政府的协调和政府间的沟通、谈判，从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相互协商，实现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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