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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研究

何 骏

（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上海 200433）

摘要：城市群通过区域内城市整合，强化城市间的功能互补和深度合作，能拓宽发展空间，为工业化、信息化提供高效率

的环境，挖掘区域经济更为强大的发展功能，从而加陕整个区域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我国而言，城市群发展是实施国家区域

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城市群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最快、基础最好的地区。而对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发展给

出明确的战略定位是当前的当务之急。基于此，本文在分析长三角城市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服务经济定位长三角城市群

未来的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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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又称为大城市圈、大都市连绵区，是指在具有发达的交通条件的特定区域内，由一个或少数几个核心城市（大城市

构成）、若干个中心城市（中型城市构成）和众多中小城市（包括城镇等）组成的城市群落。群落内的城市之间在自然条件、

历史发展、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等某一或几个方面有密切联系。其中，核心城市对群落内其他城市有较强的经济文化辐射和引

领作用。城市群是社会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城市空间组织形式，是高级阶段的城市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高速的信息流转和发达的交通运输使得资金、技术、人才集中在城市群，城市群成为技术创新的源泉、现代经济增长的驱动中

心。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是伴随区域内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而来的。一般说来，先是核心城市形成，带动中心城市发展，

再扩散辐射促进周边城镇形成兴起，并进一步调整各城市之间关系，从而形成大的城市群落的过程。城市群通过区域内城市整

合，强化城市间的功能互补和深度合作，能拓宽发展空间，为工业化、信息化提供高效率的环境，挖掘区域经济更为强大的发

展功能。城市群的发展将淡化行政区划色彩，强化经济区域功能，以大城市为核心带动周边地区及城市的发展，从而提升区域

综合竞争力。

从全球来看，20 世纪下半叶，美国 GDP 的主要贡献出自大纽约区、大芝加哥（五大湖）区和洛杉矶区，这三大城市群对美

国的经济整体贡献率为 67%；而日本 GDP 则主要产出于大东京区、坂神区、名古屋区，这三大城市群对日本的经济整体贡献率超

过 70%。
（1）

我国在经历了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城市体系发展已经逐渐走向成熟，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以城市，特别是大

城市发展为代表的，城市一区域空间为主体发展的新格局日益显现。一些区域具有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已经达到了较高的

城市化水平，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从目前我国正在形成雏形的三大城市群的情况看，长三角城市群 GDP 已占全国总量的

17%-19%，珠三角城市群占 9%左右，环渤海城市群占 7%-8%，这三大城市群对中国的经济整体贡献率达 35%，具有巨大的发展潜

力。
（2）

而在这其中，长三角城市群目前在观念上已实现认同，在行动上也已形成协调态势，成为我国城市群中发展最快、基础

最好的地区，加快发展长三角城市群对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而对长三角城市群给出明确的产业定位是当前的当务之急。本

文认为，长三角城市群应以服务经济引领产业发展，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服务产业群落，以一批在国际上具有相当竞争力的企

业集团为龙头的服务产业群落带动整个区域服务产业地位的提升。基于此，下文将在分析长三角城市群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以

服务经济引领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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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长三角城市群的现状

长三角城市群由苏南、上海和浙东北的 16 个城市构成，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南通、泰州、镇江、

杭州、嘉兴、宁波、绍兴、舟山、湖州，台州（2003 年 9 月加入），面积 10.02 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 1%，人口超

过 7560 万，约占全国 6%。

长三角城市群 16 城市统计数据显示：2006 年长江三角洲 16 个城市地区生产总值（GDP）逼近 4万亿元大关，达到 39526 亿

元，比 2005 年增加了 5563 亿元，逼近台湾和香港两地 GDP 之和。2006 年长三角城市群 16 个城市增速均值达到 14.7%,继续保

持拉动国内经济增长重要引擎地位，上海成为大陆首个 GDP 突破万亿元大关的城市，江苏沿江八市实现 GDP 超过 1.7 万亿元，

浙江七市也超过了 1.1 万亿元。长三角地区已经步人经济稳定发展的“快车道”。

在保持经济增长重要引擎地位的同时，长三角城市群 16 城市内部也逐渐形成了经济发展四大方阵：第一方阵是上海；第二

方阵包含超过 2000 亿元的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五市；第三方阵由南通、绍兴、常州、台州、嘉兴、扬州、镇江、泰

州八个经济总量在 1000 亿元-2000 亿元之间的城市组成；第四方阵是总量低于 1000 亿元的湖州和舟山。

与此同时，长三角城市群 16 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再上新台阶，16 个城市 2006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7237 元，增长 13.0%；

上海市居民人均收入则首次突破 2万元，达 20668 元，继续领跑长三角城市群。

从三次产业结构看，2006 年长三角 16 城市三次产业结构由 2005 年的 4.1:55.0:40.9 调整为 3.7:55.0:41.3。其中第一产

业比重下降了 0.4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了 0.4 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比重没有变化。2005 年以来，沪苏浙三地的产业结

构在调整中逐步优化，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16299.91 亿元，比上年增加 2424.57 亿元，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到 41.3%，比

上年提高了 0.4 个百分点。从第三产业比重来看，上海产业结构优势明显，第三产业比重超过 50%，达到 50.6%，南京第三产业

比重为 47.5%，列长三角第 2位，舟山为 46.1%，成为第 3个比重超过 45%的城市，另外，杭州（44.9%）、宁波（40.1%）均在

40%以上。16 城市中最低的是泰州，为 32.1%。尽管第二产业比重变化很小，但是内部结构正在不断优化。以介于制造业与服务

业之间的生产性服务业为例，2005 年以来，长三角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起一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

外资方面，2006 年长三角到位注册外资突破 300 亿美元，达到 314．犯亿美元，同比增长 20.1%，比上年提高 1.1 个百分点。

上海到位注册外资达到 71.07 亿美元，居首位，苏州、无锡、南通和宁波分列 2-5 位。
（3）

二、以服务经济定位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发展

加快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是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世界经济发展越来越星现出一体化的趋势，所

以必须要在经济一体化上看待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定位和发展对策。长三角城市群 16 个城市之间地域毗邻，经济相连，文化相

融，具有区域联动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厚实基础，区内既有上海这样以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为发展目标的城市，又

有江浙两省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工业基地，相互之间在产业上有很大的互补和合作空间。因此，在发挥苏浙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以服务经济重塑各地区的分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培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产业群落。结合长三角城市群的现状，围绕服

务经济定位而展开的产业发展应该从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建立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形成服务外包基地三方面入手，来引领长三

角城市群的产业发展。

1．依托制造业优势，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背景下，产业融合是大势所趋。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

服务业与其它产业，特别是和先进制造业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经济活动由以制造为中心已经转向以服务为中心，体现在制

造业部门的服务化上，表现为制造业部门生产的产品是为了提供某种服务而生产的，例如通讯和家电产品，随产品一同售出的

有知识和技术服务；服务引导制造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和产品创新等。国际经验表明，制造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附加值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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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力的提升更多靠服务业支撑。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来说，这一时期制造产业的中间投人中，服务业投人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而制造业本身投人的比重则相对降低。这样，一种为制造业生产而服务的产业就应运而生了，即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

是为生产而进行的服务业，或为其它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者用作中间投人的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依托制造业、服务制造业并实

现良胜互动。制造业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生产性服务业则是制造业提升和高端化的有机补充。随着制造业部门

经济规模的逐步扩大，它们对服务业的需求也将迅速增加，并会把这种需求渗透在现代制造业前期研发、设计，中期管理、融

资和后期物流、销售、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全过程中。如此良性互动，不仅会促使制造业企业内部会出现产业融合，而且会

在产业链上促使制造业与服务业间出现融合，还会使区域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一个特定空间上实现产业融合和集群式发展。

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城市群一直有着较强的制造业基础，其较强的制造业实力成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有力支撑。而随

着长三角经济发展而扩大的投资空间，早已跳出了制造业领域，生产性服务业已经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因为制造业，特

别是先进制造业的繁荣本身就会扩大服务业的投资空间。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分制造业企业率先建立了创意产业中心和设计创意

中心，建立了包括模具设计、软件设计、工程设计、服装设计、动漫设计、玩具设计、印刷包装设计、广告设计等设计平台。

这些制造业企业将研发、设计外置，取别人所长，补自己所短，取得了巨大成果。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业企业将上述类似的非

核心生产环节外包给生产性服务企业，将极大地促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国际相比，长三角城市群的生产性服务业差距仍

然较大。在世界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 70%，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 70%。而就服务业发展领先的上海

而言，其服务业增加值在 2005 年才刚刚突破 50%。
（4）

可见，长三角城市群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潜力巨大。随着生产性服务业的

发展，将为长三角城市群制造业提供强大的支持，将进一步促进长三角城市群先进制造业的加速发展。

2．建立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区。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区是指按照现代理念统一规划设计，依托交通枢纽，将商务楼宇、星

级宾馆、商业设施以及相关的生产生活服务配套设施合理有效地集中，在一定区域内形成特色鲜明、形态美观、内外连通、生

态协调、资源节约、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具有较强现代服务产业集聚能力的区域。发展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区对拓展现代服

务业发展空间，促进现代服务性企业快速成长，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

事实上，依靠区域特色和功能，形成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区是长三角城市群发展服务经济带动区域发展的又一对策。尽管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是以市场为基础，但其产业特色的形成则取决于所在区域的特定功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依托由资源、票赋、

区位、经济和文化等因素所构成的功能，突出其区域优势和特色，建立起与区域功能相吻合的服务业产业体系，从而与周边地

区错位竞争，增强服务业的辐射效应。基于产业关联效应和社会网络效应而形成的集聚区，具有资源共享、服务网络系统和品

牌效应的特征，客观上为现代服务业发展构筑起一个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而通过品牌效应，服务企业获得更高的市场认同度

和占有率，进一步提高该区域服务产品的市场需求；集聚区内企业之间的竞合机制，又提高了服务产品的有效供给水平，为现

代服务业发展拓宽市场空间。

在长三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过程中，产业集聚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以南京为例，南京于 2007 年 4 月制定的《南京市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发展意见》指出，南京将重点发展八类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分别是：中央商务区（CBD）、软件园、创意产业

园、现代物流园、科技创业园、商贸暨产品交易市场集聚区、文化服务集聚区和旅游休闲集聚区。
（5）

目前，南京已经建立了 20

多个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如玄武区的徐庄软件园、新街口现代商务集聚区、长江路文化旅游集聚区；秦淮区的城南产品交易市

场群暨商贸集聚区、晨光创意集聚区、中华门内外秦淮河休闲集聚区；建邺区的河西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鼓楼区的江苏工业设

计园、江苏南京鼓楼高新技术产业园；另外，白下区、下关区、雨花台区、栖霞区、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漂水县、高淳

县、高新区、化工园等都有数量不等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进入上述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企业已经超过 1万家，从业人员约 20

万人。
（6）

毫无疑问，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区将吸引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现代服务企业在产业集聚区内落户，从而为长三角城市群服务

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后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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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成服务外包基地。服务外包（Service Out-sourcing）是服务业的一种新业态，即企业将信息服务、应用管理和商业

流程等业务发包给企业外第三方服务提供者，以降低成本、优化产业链、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由于全球服务外包的迅速发展

以及其所蕴藏的巨大发展潜力，长三角城市群应该把服务外包作为发展服务经济的一个新增长点。

事实上，世界产业战略转移的大趋势正从生产外包转向服务外包。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购买第三方提供的服务来完成原来

企业内部完成的工作。“外包”并不仅是简单地将企业内部的工作和流程转移到外部，还伴随着产业分工的继续深化，并逐步

发展和开始形成多种新兴服务业，包括软件外包、物流外包和人事培训外包等。这些新兴的服务业统称为服务外包。服务外包

按承接外包的境内外地域分，包括“域内外包”和“离岸外包”；按业务领域分，主要有信息技术外包（ITO）和商务流程外包

（BPO），其中 ITO 占据超过 60%的全球市场份额，业务流程外包市场份额近 40%。由于服务外包可大大降低成本、优化产业链、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因此近年来全球服务外包发展极其迅猛。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估计，未来几年全球服务外包市

场将以 30%-40%的速度递增，2004 年、2005 年总值已经分别达到 3000 亿美元和 5850 亿美元，预计 2007 年的总值将达到 1.2 万

亿美元。
（7）

长三角城市群要以服务经济引领产业发展，除了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建立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区之外，还应积极承接

国际服务外包业务，提升服务业的规模和能级，转变城市发展模式，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事实上，发展服务外包，特别是承

接发达国家的离岸外包，是发展以服务经济为主产业结构的重要突破口，是转变对外贸易方式、推动货物贸易向服务贸易转变

的重要途径。长三角城市群 16 城市中，部分城市已经进行了积极的尝试。例如，2006 年 8 月 17 日，上海公布的《关于促进上

海服务外包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上海要紧紧抓住国际服务业加速转移的契机，重点发展国际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培育一批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增值服务能力的服务外包企业，打造以浦东新区为代表的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区，努力将上

海建成全球服务外包重要基地之一。上海服务外包主要涉及信息技术、研发设计、呼叫中心、人力资源、金融后台和管理咨询

服务等领域，其中信息技术外包（ITO）占据主导地位。2005 年上海服务贸易出口规模达 161.1 亿美元，离岸服务外包的规模超

过 10 亿美元，其中软件出口 6.81 亿美元。目前，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已集聚了 500 多家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其中包括

GE、霍尼韦尔、毕博等近 10 家国际研发中心和惠普、花旗、印孚瑟斯、SAP 等 300 多家技术中心。2006 年，浦东以软件为主的

信息服务产业经营收入突破 200 多亿元。国际知名的从事服务外包的企业纷纷落户上海，同时本地的一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也快速成长起来，形成了外资、国资和民资共同发展的格局；再如，2006 年南京成为我国第二批获得服务外包基地的 6个城市

之一。南京力争到“十一五”期末，全市服务外包总额达到 400 亿元，年均增长 40%以上。5年吸引 5万大学生就业，拥有超过

20 万服务外包从业人员，吸引 150 家海内外公司在南京建立服务外包企业。目前南京已从事或有条件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企业

共有 148 家，涌现出了摩托罗拉南京分公司、通文科技、网巨软件、南大苏福特、移软科技等一批知名企业。引进的三星、朗

讯、IBM、微软、西门子、LG、夏普、明基等 20 多家世界著名企业的外资研发机构，大多也已开展服务外包业务。从目前情况

看，发包方企业主要集中在软件业、专业服务、创意设计、商务等领域；外包业务来源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英国、奥地利、

加拿大、瑞士、法国等。148 家企业中，从事软件类服务外包企业超过 100 家，外包规模超 100 万美元的企业 13 家
（8）

；此外，

杭州也被国家认定为第二批服务外包基地 6个城市之一，2006 年杭州服务外包业务额已达 60 多亿元。
（9）

长三角城市群应该抓住国际服务业转移的大好机遇，利用自身的优势加快服务外包的发展，尽快形成更多的服务外包基地。

当今世界的实践表明，在服务外包基地周边投资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都将生产企业建在服务外包基地的周

边城市。而长三角城市群服务外包基地的形成也必将促使更多的资金来到长三角区域进行投资，从而带动长三角城市群的加快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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