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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上海世博会 

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影响 

裴青1 赵洪进21 

（1,2，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093） 

【摘 要】：本文从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现状出发，分析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合作的现有成果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重点分析了上海世博会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并提出了利用“世博效应”推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对策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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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长三角地区强化自身国际竞争力的必要前提。长三角地区处于我国东部沿海

地区南北交汇的中心地带，自明清以来一直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地区的江、浙、沪三省市地

缘相近、经济相融、文化相近，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经济外向化等方面的利益具有趋同性，这些构成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

基础。长三角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更替以及向发达阶段的转型时期，特别是去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召开也对长三角经

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因此把握好当前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现状并

据此提出合理的对策成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合作的现状 

（一）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现有合作成果 

1、区域交通网络合作 

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在区域交通网络的合作成果最为显著。以高速公路、轨道交通以及高铁为核心的快速网络体系在建设、

管理和技术上取得一连串突破。上海与无锡、常熟等地已实行交通一卡通，杭州湾跨海大桥和长江口苏通跨江大桥相继建成完

工，以及沪宁铁路、沪杭铁路、沪宁高速、沪杭高速铁路的相继开通，从交通上把上海、江苏和浙江紧紧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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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力资源合作 

由长三角16 个城市人才中心共同参与的长三角网上人才市场建设已进入人才共享体系。沪、宁、杭、甬、苏、锡等6 个城

市签署了“长江三角洲紧缺人才培训服务中心”协议，上海和宁波实施“统一的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及“异地人才服务合作”

等。 

3、信息合作 

主要是建设由16 个城市共享的长三角权威信息资料中心，旨在整合各城市可利用的信息资源，为各城市管理部门提供有针

对性的决策咨询服务。 

4、旅游业合作 

长三角各城市纷纷推出地方旅游特色品牌，建立旅游资源信息平台，加强各地旅游公司的宣传和业务合作。 

（二）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1、区域经济缺乏统一性的战略规划 

(1)产业结构趋同问题严重 

长三角区域内各城市间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突出。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 提出的相似系数计算公式得出，上海与

江苏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 82，上海与浙江为0. 76，而浙江与江苏高达0. 97
[1]
。产业结构趋同使长三角整体联动效应的发挥

受到极大抑制，各地区不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降低地区的整体经济效益。 

(2)基础设施重复建设严重 

由于缺乏综合规划的思路，区域内基础设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尤其是在港口等重大交通设施方面。凡是有港口资源的城

市，都把水路运输枢纽和临港重型工业作为自身发展的支撑，竞相建设集装箱港口，争夺国际主枢纽港地位，导致港口建设战

线过长，资源浪费。例如上海投资300 亿元建设深水港，宁波、江苏沿江城市也不断投资建设大型集装箱码头，形成上海、宁

波和江苏三地争抢货源的局面，无形中产生了投资的巨大浪费。 

2、中心城市上海的辐射范围尚未实现对长三角区域的全覆盖 

表 1 列示了 1990~2005 年上海与长三角主要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及变化情况[2]，显示出以上海为中心的区域经济联系

不断增强，但不同地域联系强度并不均衡。可以看出与上海联系较为紧密的城市有苏州、杭州、无锡、宁波等，而这些城市同

时也作为次级区域中心城市拥有自己的辐射范围，形成了苏锡常、杭嘉湖和宁镇扬等经济体。但有些城市虽然在上海的辐射区

域内，但自身辐射能力偏弱，如南通、绍兴、常州等等，还有些城市并不在上海的辐射区域内，如台州、舟山等，这些城市联

系的薄弱问题将会阻碍长三角地区经济联动效应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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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影响 

尽管长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存在一定的问题，但合作已成为长三角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使长三角经济合

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世博会与城市群发展的相关性 

曾举办过世博会的世界各国实践证明，在强有力的大规模投资引擎拉动下，世博会能有效拉动举办国特别是举办城市及其

周边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且对举办城市的基础建设和规划设计、带动城市群整体的发展与壮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目

前世界上包括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巴黎）城市群、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和中国长三角城市群等六大城市群，都有城市在不同时候举办过世博会（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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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影响 

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使长三角地区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7000 多万中外游客的涌入，800 亿元的直接旅游收入、表现

活跃的社会商品零售市场、大笔外商项目招商的引入，这一切无不印证着世博效应的推动下，长三角经济正进入一个快速发展

时期。据测算，世博会对上海GDP 的贡献值为5%，对整个长三角的投资拉动达40%~50%
[4]
，其中对长三角的旅游及相关产业的拉

动作用尤为明显，世博会对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促进了区域基础设施网络建设 

世博会期间长三角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在跨江跨海大桥、高铁、地下轨道以及高速公路网络方面都加快了规划建设

的进程。在轨道交通方面，上海铁路枢纽的布局由通道式向网络式发展。预计到2020 年，苏、浙、沪、皖境内铁路营运里程将

达到9206 公里，区域每万人拥有铁路长度将实现0.63 公里，可以大大缓解运力紧张的现状
[5]
。在公路方面，江、浙、沪三地联

手打造了“长三角都市圈高速公路网”，杭州湾跨海大桥的建成使上海至宁波的陆路距离缩短了120 多公里，形成以上海为中

心的两小时经济圈。后世博时代，城市群沿沪杭高铁、沪宁高铁、跨海大桥均匀密集分布形成网状结构，增强了城市的区位优

势，有利于连绵都市区的发展。 

2、推动了长三角区域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世博会使得长三角生产要素跨地区流动性明显增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地区经济的封闭性逐渐弱化，有利于在更

广范围和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生产要素与产品跨地区自由流动与整合，形成以资源有效配置

和整体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区域专业化格局。进而改变当前的产业同构现象，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竞争优势，加快区域内第

三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整合，形成良性循环。此外，世博会期间新技术、新能源的推广与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长三角产

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推动长三角经济一体化。 

3、有利于长三角旅游一体化 

世博会举办期间，大量客流集中而至，释放出巨大的消费能力，直接刺激旅游、会展、宾馆、餐饮、物流、交通等行业的

发展。旅游一体化一直是长三角区域合作的重点，合作成效也比较显著。通过举办世博会，可以让一些基于预期投资的商务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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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真实体验到上海作为区域门户沟通全球经济的便利性和投资长三角的广阔前景，对于吸引增量投资、拓展商务交流机会等都

将起到促进作用。 

三、更好发挥“世博效应”，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长三角区域政府层面的合作 

长三角区域内各地方政府应以上海世博会为契机，加强合作，突破区域间障碍。各地方政府应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依靠各种经济手段，优化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
[6]
。此外还应在现有合作基础上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

和广度，切实加强合作的能力和水平，这样才能够有效降低和消除影响后世博效应溢出的空间阻隔、行政壁垒和能量损耗，切

实强化对后世博效应的放大、吸收与转化，从而保证长三角各地更加充分地参与后世博效应的共享
[7]
。 

（二）以区域规划为导向，合理优化产业布局结构 

长三角各地区要以上海世博会为契机，积极培育大都市圈的优势产业，放眼全国乃至世界的特色产业。区域内城市应主动

进行产业分工，减少产业同质、同构现象。各地区应该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深化产业分工，加强互补合作。在金融业和保险

业方面，上海要强化综合服务功能并实现其向长三角其他地区的辐射功能；在制造业方面，上海和其他城市要实行错位竞争，

避免产业重构和恶性竞争，上海应着重发展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高新技术产业，培育拥有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企

业和行业，起到促进区域产业改造和结构升级的作用。区域间各地要打破行政分割，在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强化分工。分工的

深化将促进全区生产和贸易的一体化，从而大大提高全区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三）构建基于城市全面转型的区域竞争优势 

2010 年上海世博会首次以“城市”为主题，倡导“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主题理念，高度契合了全球城市化发展的趋势

特点，并将城市命运与世博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速度经济时代，城市与区域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它们在时间上拥

有的创新领先优势。增强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和技术扩散的能力（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与创意产业（内容创新）、

纵深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路径创新）等，都有助于驱动上海为谋求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城市转型
[8]
。世博会后新型建筑环保技术

的推广应用、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城市现代文明观念的传播和社会创新意识的增强等，将直接或间接对长三角城市和区域

经济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推动农村现代化进程和缩小城乡二元差距、构建全球城市区域及网络联系等也将发挥积极的作

用。 

参考文献： 

[1] 纪晓岚.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战略研究[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 

[2] 朱舜，高丽娜.泛长三角经济区空间结构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3] 陈信康主编.上海世博经济研究专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4] 网易. 世博会将拉动上海GDP 增长5%.http:/ / expo.163.com/ 10/ 1029/ 07/ 6K58LTIG00943RJS.html，2010- 10- 29. 

[5] 严宽，于江川.长三角同城化的后世博效应研究[J].城市管理，2010，(08). 



 

 6 

[6] 谷永芬，龙小羽.世博会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路径选择——以合作博弈为视角[J].江西社会科学，2010，

(07). 

[7] 徐长乐，刘天晓.温哥华世博会效应对长三角区域联动发展的启示[J].江南论坛，2011，(01). 

[8] 胡彬. 世博会对长三角区域联动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促进作用[J].当代财经，2009，(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