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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博会与世博会比较看上海的 

城市发展逻辑
1
 

徐 建 

(上海市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 201203) 

【摘 要】:进博会和世博会是上海进入 21世纪以来的两个城市“大事件”｡ 两者起源相似,都处于重大而特殊

的国际时点｡ 同时,两者还存在一些差异,体现在中国和上海的角色不同,对城市的影响不一样,以及对周边区域的

定位不同｡ 进博会与世博会的举办,反映出上海城市发展的六大核心逻辑,主要包括:国家逻辑､ 开放逻辑､ 平台逻

辑､ 创新逻辑､ 协同逻辑､ 包容逻辑｡ 这些逻辑长期存在并持续影响着城市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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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1月 5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正式开幕,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强烈反响,中国的开放和包容赢得了世界性赞誉,

进博会这一创新形式无疑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新贡献｡时间倒推 8年,2010年 5月 1日—10月 31日,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成功举办,世博会也让上海更加美好｡10 年不到的时间,两大世界级盛会在同一座城市举办,这在中国乃至世

界城市发展史上并不多见,这既是城市综合实力的展现,也将有力推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对这两大国际性盛会开展比较,从中可

以发现上海城市发展的独特内在逻辑｡ 

一､两者的相同点 

(一)都处于重大而特殊的国际时点 

上海世博会筹办的关键时刻遭遇 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萧条肆虐全球,绝大部分国家遭受程度不一的损失｡与之

相对应的是,“风景这边独好”,世博会在中国上海举办,起到了展示中国力量､提振世界经济复苏信心的重要作用｡最终共有 190

个国家､56个国际组织参展,7308 万人次参观,整体达到世博会历史巅峰水平,成为国际金融危机中的一抹亮色｡ 

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则处于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抬头､多边投资贸易体系受阻的重大关头,举办进博会充分展现了中国

以开放拥抱世界的胸怀､以合作支持多边主义的决心,以及以进口推动世界分享中国机遇的诚意,这是国际宏观形势阴晴未定､走

向不明关键时刻的大国担当｡毋庸讳言,进博会也将同样振奋世界大多数国家对中国发展和全球化拨乱反正的信心｡统计显

示,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来自五大洲的 3600多家企业参展,世界 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逾 200家,各类境内外采购商

超过 40万家,成交额达 578亿美元,数据最具客观说服力,首届进博会无疑收获了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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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具有相似的起源 

与广为熟知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上海世博会主题的不同是,早期世博会聚焦的并非具体理念和特定主题,而是商

品展｡1851年 5月 1日在英国召开的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展出了引擎､高速汽轮船､厨具用品､起重机､收割机､纺织机械等工业革命

初期的杰出成果｡茅台酒在 1915 年巴拿马世博会上坛碎香溢的传说,也从侧面反映了早期世博会是产品博览会｡距首次世博会举

办近百年后,1933 年芝加哥世博会才转型为有明确主题的博览会,那一届的主题气势恢宏——一个世纪的进步(A Century 

ofProgress),但仍聚焦产品和技术｡随后的世博会逐渐超越具体的产品和技术,侧重于用各种形式来呈现不同国家对规定主题的

个性化理解和独特化阐释｡进口博览会则聚焦产品､技术和服务,在形式上与早期世博会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彰

显｡同时,两者的诞生均是国家强大之后的战略之举｡ 

尽管如此,两者仍有根本的不同｡早期世博会重在产品展示,而进博会重在采购交易;早期世博会的初衷是强国借办博览会宣

示国力,而进博会则是欢迎各国先进技术､创新产品和特色服务进入中国,分享中国发展的重大机遇;更重要的是,彼时世界地理

隔绝的状态开始打破,但全球化仍处于萌芽和初级阶段,而进博会举办的今天,国际产业分工链和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世界已连

成一体｡ 

(三)都成为城市发展史上的“大事件” 

作为概念,城市“大事件(mega-event)”往往指那些对整座城市或单个国家产生重大社会和经济影响的事件,具有稀缺性､

长远性､全局性､战略性的特征｡大事件往往成为城市发展的重大引擎和重要契机,具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城市品牌营销､

产业转型升级等多重效应,这也是奥运会､世界杯､世博会等申办竞争激烈的原因所在｡ 

世博会是上海在 21世纪第 1个 10年内最重要的“城市大事件”,它加速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催生了一大批枢纽型､

功能性和网络化的基础设施;推动城市经济高速增长,加速转型升级进程;全面提升城市美誉度,国内外知名度大幅提高;带动城

市滨水核心区的开发和建设,为城市长期发展提供了重大功能性空间;“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进

一步凝练和彰显｡在世博会的有力带动下,上海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启“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进程｡ 

进博会则是 21世纪第 2个 10年内,上海迎来的最重要的“城市大事件”,虽然仅举办了第一届,但其筹办和举办过程已经对

上海发展产生了众多效应｡虹桥商务区周边面貌焕然一新,道路交通等设施全面升级更新,众多公司争先恐后落户虹桥地区,虹桥

作为长三角 CBD的地位卓然显现;进博会赋予上海新的投资贸易平台,显著提升上海在全球网络中的节点位置;城市产业体系进一

步优化,业态和模式得以丰富;城市品牌和形象得到显著提升与传播;城市管理､市民素质也持续改善｡ 

二､两者的差异之处 

(一)中国和上海的角色不同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由中国申办并举办,虽然第一次落地中国,但距第一届世博会在英国召开相隔已近160年｡中国的角色是

一届世博会的主办方,上海则是具体的举办地,举办过程和形式不能逾越和违背向国际展览局提交并经批准的《注册报告》｡而进

博会这种以进口为主题的博览会则是中国首创､人类首次,并且明确年年在上海举办,中国上海是唯一主场｡因此,进博会深深烙

上了中国印迹和上海标签,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形式和模式等方面的调整与创新｡如果说上海世博会是中国对世博会､对城市发

展主题的重大贡献,那么进博会这种富有创意的形式,则是中国在国际投资贸易史甚至世界文明史上书写的壮丽篇章｡ 

(二)对城市的影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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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性质不一样的城市“大事件”,世博会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也不一样｡世博会的影响“更硬更软”,“更硬”体现在世博会

直接推动了上海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以及城市核心区滨水区域的开发建设;“更软”则是指世博会极大开拓了市

民眼界,涵育了市民素养,推广了志愿精神等现代文明,提升了城市品牌效应｡进博会刚举办第一届,对其影响的特点可以初步归

纳为“更实在更持久”｡“更实在”的直接受益群体包括市民和企业,进口优质商品和服务满足了市民对“美好生活”的部分需

求,进口装备和技术等则能助力企业发展;“更持久”表明年年举办的进博会､365 天不落幕的展览将对城市产生更长期和更持续

的影响,一些在举办过程中摸索和尝试的做法和经验,将能上升为常态和长效的政策与制度;一些新的产业将产生并逐步融入和

丰富城市的产业体系｡ 

(三)周边区域的定位不同 

中国“全国一盘棋”的体制优势和传统,让世界级的重大活动能在更大范围的支持下得以更加顺利地举办｡长三角地区在世

博会和进博会举办期间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两次的定位存在差别｡世博会期间,长三角作为客源地的特征更为明显,贡献了 7000

余万客流量的约 40%份额,也协助上海开展了参展方的接待工作｡当然,世博会的积极效应也或多或少辐射到长三角地区,但总体

而言,分担多于分享,责任大于机遇｡进博会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标志性空间虹桥地区举办,共办共享的意涵更为突出,特别是对整

体收入水平较高､消费升级需求更迫切的长三角居民,以及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升级需求更为迫切的长三角企业､产业而言,在家门

口便能直面全世界的优质商品､装备､技术和服务,广泛比选､现场采购､快速使用,能够大大节省时间和金钱等综合成本｡ 

三､从两者比较看上海全球城市建设的核心逻辑 

当代城市发展史清晰表明,以世界级重大活动为代表的城市“大事件”是城市发展的重大契机,对于处于世界城市网络核心

节点位置的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而言,世博会､奥运会､世界杯等盛会均对全球城市建设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已经位列顶尖

全球城市,伦敦(2012)和东京(2020)仍然热烈地拥抱奥运会,希望奥运会能助推城市新的发展｡上海在迈入 21世纪的两个 10年内,

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幸举办了不同的世界盛会,这是国家对城市的垂青,也成为上海向卓越的全球城市迈进之路上的重要

足迹和精彩缩影｡抛开万千人流和璀璨展品,从世博会到进博会,不变的是上海这座城市发展的核心逻辑,这些逻辑塑造了现今的

上海,也将推动上海真正实现“卓越的全球城市”愿景｡ 

(一)国家逻辑 

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前沿,上海始终在国家战略框架下发展前行,20世纪 90年代以来上海快速发展的背后,

有着清晰且不变的国家逻辑｡国家逻辑对城市定位和发展的意义更为独特与重要｡这一逻辑的核心在于中央与地方的长期上下良

性互动,在持续的正向循环中履行国家赋予的使命､加速地方的发展｡世博会与奥运会､世界杯共同被称为“世界三大盛会”,世界

瞩目､任务艰巨,但上海很圆满地实现了申办承诺,代表国家给了世界一个惊喜｡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以及积累的经验､形成的机制,

为上海举办进博会这一中国首创､以进口为主题的世界性展会奠定了扎实基础｡8 年之内,两大世界规模的､国家名义的盛会于同

一地区举办,在国内城市发展史上屈指可数｡这既是上海城市发展中国家逻辑的鲜明体现,也预示着这条逻辑线将继续存在并得

到强化｡所以,当前及未来较长时期上海全面迈向全球城市,背后一定是中国的崛起,换言之,上海演化为全球城市,本质是中华民

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城市表达”｡ 

(二)开放逻辑 

开放是上海的先天基因和最大优势｡上海自开埠伊始即呈现出全方位开放格局,来自境内外的人口和产业大规模集聚,迅速

从普通沿海县城崛起为“东方巴黎”｡改革开放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后,上海又站在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线,“五个中心”建

设有力推动着上海持续面向国际､融入全球｡开放倒逼改革,开放也是改革,开放逻辑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核心逻辑之一,这一逻

辑始终牵引着上海面向国际国内两个扇面发挥集聚和辐射作用｡世博会天然具备开放的精神内涵,展示对不同文明的尊重和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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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会在筹办过程中,甚至向未建交国敞开怀抱｡进博会筹备之时,世界正面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挑战､全球化进程遭遇阻碍

的关键时刻,在上海这一中国开放的窗口举办进博会,本身就是向世界宣示中国对外开放无止境､中国将继续高举投资贸易自由

化和便利化的大旗｡这些开放属性强烈的国际性“大事件”,深刻塑造和强化了上海本身的开放品格｡全球城市没有封闭建成,也

没有封闭运行的,在世界城市网络中,全球城市保持着最大的开放性,也唯其开放,才能确保全球资源配置核心功能的释放｡因此,

开放逻辑成就了今日上海,也将继续形塑未来作为卓越全球城市的上海｡ 

(三)平台逻辑 

全球城市的能级和核心竞争力,集中体现为城市对全球要素资源的配置,卓越的全球城市更应对全球高端要素资源进行关键

性控制｡资源配置的载体是各类要素平台,无平台,不配置;大平台,强配置,只有顶级的平台才能匹配卓越的全球城市｡上海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全力建设证券､债券､期货等门类齐全的要素市场,形成了上海依托要素平台塑造城市核心功能的战略逻辑｡世

博会和进博会的举办,延续了上海发展的平台逻辑,丰富和繁荣了上海的平台体系｡世博会本身即是人类文明汇聚､沟通和交流的

大平台,它也直接促进了上海会展行业平台的能级提升;推动设立的“世界城市日”使得上海能够长久引领世界城市文明发展;

后续成立的世博会博物馆则让上海成为世博研究的重镇｡尽管如此,上海缺乏全球性高能级平台从而严重制约全球城市建设的现

状没有根本性改变,一方面,现有的平台属于传统门类且尚未足够成熟;另一方面,作为后来者在全球范围内发挥功能,往往受到

国外其他同类平台的激烈竞争甚至恶意打压｡进博会是上海主场､全球性的交易平台,更重要的是进口国特别是进口大国和“世

界市场”对价格､对资源配置有强大的主导权,因而上海有巨大潜力打造全球顶级的世界规模要素资源配置平台｡ 

(四)创新逻辑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从更为宏观的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等角度看,上海是从不缺乏创新的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上

海在土地批租､“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城区管理体制､海关特殊监管区等众多领域开风气之先｡尽管在互联网创新浪潮中,上海曾

陷入保守､落后的争议,但创新逻辑的确贯穿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仅限于科技领域｡上海世博会在形式､内容和技术等

诸方面均体现了浓厚的创新意识,比如城市最佳实践区的创设､新能源交通工具的大规模使用､志愿者作用的全面发挥､网上世博

会的建设,等等｡进博会的诞生本身就是全球化时代前所未有的一大创举,汇聚了全球顶尖的新产品､新技术,展现了上海对科技

创新的全面拥抱｡近年来,上海对创新的理解与追求,越来越呈现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理论创新融合互促､系统集成

的良性局面,并且上海全面综合的要素禀赋和功能体系,能赋予创新更大的潜在空间｡当前,既有的全球城市基于充沛多元的要素

资源,纷纷强化创新功能,创新已成为全球城市功能体系中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后发追赶型的全球城市新兵,在科技革命大幕迅速

开启的时代背景下,迈向卓越的道路,必然是创新逻辑全面展开的创新之路｡ 

(五)协同逻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在资源匮乏情况下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城市,离不开中央计划体制下生产要素的跨区域配

置,离不开其他省区市的协同｡改革开放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上海步入发展快车道后,协同逻辑越来越以市场化的形式展开,成

为上海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支撑｡上海与周边长三角区域的市场合作与要素流通日益深化,尽管产业重合度高､竞争一直存续,但市

场导向的协同与政府推动的协作始终在推进,并最终升华到一体化阶段｡世博会举办期间,长三角承担了护城河使命,并在游客住

宿､环境保护等方面给予上海很大支持｡而世博会后,随着上海全球城市建设加速､城市功能高端化提升,以及土地劳动力等资源

约束日显,上海开启了集聚与辐射并行的新转型,上海都市圈和长三角城市群随之呈现蓬勃生机,基于平等分工､竞合有序的协同

发展､协同治理逐渐破题｡进博会选择虹桥这一长三角核心地点,正内含了长三角一体化的深义｡习近平总书记在进博会开幕式上

正式宣布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也标志着这一进程步入关键阶段｡放眼世界,要素流动总会超越有形边界的约束,全球城

市早已不是一个城市的单打独斗,其全球资源配置等核心功能须臾不能离开周边地区的战略性支撑,跨行政边界的“全球城市区

域”已成为国际竞争新的单元,因此协同逻辑历久弥新,并在上海城市发展逻辑体系中的作用愈发重要｡显然,只有在长三角一体

化进程中,上海才能真正实现卓越的全球城市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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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包容逻辑 

作为一座移民城市,现代上海本身即是包容发展的产物｡境外文明与境内各地､各民族的文化,在上海长期和谐相处､交相辉

映,是上海城市魅力的重要来源｡同时,上海在全国率先构建“9073”养老格局,在应对老龄社会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对残疾人等

特殊人群也长期善待｡上海世博会的生命阳光馆,是世博会历史上第一次为残疾人所设的展馆,展现了城市文明所应具备的包容

内涵;上海世博会专门为不发达的非洲国家出资建设了联合馆,是世博园区内最大的联合馆,供 40余个非洲国家联合展出｡习近平

主席在进博会开幕式上的演讲明确指出,“包容普惠､互利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脚

步不会停滞!”这一宣示,把包容上升到全人类发展的高度,也让举办地上海成为人类文明包容理念的集中绽放之地｡由此,上海

城市发展的包容逻辑更加具备了全球格局和世界情怀,这也与卓越的全球城市愿景不谋而合｡古往今来,没有一个国际大都市奠

基于狭隘与排斥之上｡当今顶尖的全球城市,无不闪耀着包容的光辉,为不同肤色､宗教信仰､文明､年龄和身体状况人们的平等幸

福栖居营造最宽松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讲,包容度决定了城市发展的限度和温度｡只有包容才能拥抱开放､与周边共享发展机遇,

才能在世界范围配置资源､自由开展创新活动,才能真正代表国家向全世界展现文明发展的新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