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中国的城市发展已经不再停留在农村人

口向城市转移的层次上，而是向着更高层次的“国

际性城市”发展[1]。城市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规

律，也是城市发展的总体趋势[2]。所以，自 1990 年代

以来中国一些城市在自身的中长期发展规划中都

陆续提出了城市国际化发展战略。从国际上看，城

市国际化或国际性城市均发生在经济规模强、人口

规模大和区位好的地方。其中发展较好的国际化城

市甚至可以成为世界城市，如纽约、伦敦、东京和香

港等。按照以上说法，中国城市国际化最可能发生

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这三大城市区

域。2010 年 5 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的《长江三角洲地

区区域规划》顺利完成，明确指出将长三角地区定

位为我国城市国际化发展的先导区、亚太地区重要

的国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

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另外，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及后世博效应对长三角城市群

城市国际化进一步提升也将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

用。可以预见，当前及今后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国际

化发展水平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其发展进程也是

国家区域经济宏观规划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既然将

长三角城市国际化定为今后长三角城市群城市整

体发展目标，就有必要了解当前长三角城市群内城

市间经济等级状况、经济联系强弱和城市国际化水

平。一方面是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文本中

空间分析的补充和完善，另一方面也为各级政府在

该规划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提供参考。

1 相关概念辨析

当前，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决策部门对城市相

关的一些核心概念运用混乱。概念的界定不清或不

统一使得研究和决策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和误

导，所以本文就研究的核心概念先作了区分和交代。
1.1 世界城市与国际城市

城市按其国际化程度和影响范围大小可划分

为国际性城市和世界城市（全球城市）两大类[3- 5]。总

体上认为，世界城市是国际化城市的高级形态，是

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高端标志，是具有世界影响力、
吸引世界高端企业总部和人才的城市，是国际活动

召集地、国际会议之城、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国际

化仅仅是世界城市的特征之一。由此可见，世界城

市必然是国际化城市，而国际化城市就不一定是世

界城市。如瑞士的日内瓦国际化程度很高，但因其

城市规模小、人口少（70 万左右），只能称之为国际

化城市而不属于世界城市。这就是为什么我国通常

将长三角的中心城市的上海称为世界城市或全球

城市，而将其内的其他城市融入全球化的过程只能

称为国际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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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竞争已经更多地表现为城市群之间的竞争，积极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国

际化，不仅对长三角地区发展，而且对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在相关概念辨析的基础上，

对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等级、经济联系、经济隶属度和国际化程度进行计量分析；发现上海仍在长三角城市群中

处于核心主导地位，但城市群内部的城市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重构，杭州、苏州、宁波、无锡等城市组团和与上海

的联系不断加强，这种趋势将不断扩大。城市国际化异军突起，中小城市国际化充分彰显，是长三角城市群城

市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及辐射区、次级核心城市和中小城市三重城

市国际化的空间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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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巨大都市带、都市连绵区与城市群

巨 大 都 市 带 （Megalopolis）、都 市 连 绵 区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MIR） 和 城 市 群

（Urban Agglomeration）都是用来表示大尺度城市化

空间组织形式的概念[6]，它们通常由一个或几个大

的中心城市以及周边与之有密切作用的区域组成。
巨大都市带是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提出的，1980 年

代初被介绍到中国国内[6- 7]，随后周一星在分析中国

城市概念和城镇人口统计口径时，借鉴西方城市不

同空间尺度单元体系，提出了都市连绵区这一与西

方巨大都市带相对应的概念[7]。一般认为，都市连绵

区与城市群的共同之处在于空间上表现为由大运

量的高速通道联结的、庞大的、多核心、多层次的城

市体系，都是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时产生的城市

空间组织形态。两者的区别在于，都市连绵区的范

围通常很大，往往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重心走

廊，有明确的人口规模，而城市群没有明确的人口

规模标准，各城市群的人口规模相差较大[8- 10]①。1990
年代，国内 8 家研究单位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

洲、京津唐地区、辽中南地区等四个城市密集地区

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珠三角、长三角在若干大

都市区发展的基础上业已形成都市连绵区[10]。而我

国政府却在《十一五规划纲要》和《长江三角洲地区

区域规划》中提出了城市群的发展战略。所以，鉴于

政府和学者的不同用法，本文采用城市群的概念分

析长三角内城市的经济联系及国际化程度。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范围及数据来源

2.1.1 研究范围。本研究的主要空间范围是长三角

地区。目前对长三角地区范围的界定大致有三种空

间尺度：第一，小长三角，即通常所说的上海市、江
苏省和浙江省这两省一市中的 16 个城市②；第二，

大长三角，即通常意义上的长三角区域，包括上海

市、江苏省和浙江省这两省一市所有的空间范围；

第三，泛长三角，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是“1+3”模
式，即以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这一市三省；另外

一种是“3+2”模式，即上海、江苏和浙江的基础上再

加上安徽和江西。虽然目前并未明确泛长三角的区

域范围，但安徽占有一席已基本达成共识。本文所

研究的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范围主要是上海、江苏

和浙江两省一市的空间范围。
2.1.2 数据来源。本文主要考查的是当前长三角城

市群内城市的空间经济联系、等级和城市国际化状

况，是一种截面时点的反映，所以数据来源仅为

2009 年的《浙江省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

《上海市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
2.2 研究方法

2.2.1 城市经济等级。城市除了按行政级别可进行

高低的划分之外，还可以从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差异来划分。总体思路是先选择一些体现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依次计算各主要指标的城

市中心职能强度指数，具体公式如下[11]：

Kx = Xi
1
n

n

i = 1
Σ

式中：Xi 为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一指标 （这

里仅指其中的一个指标），Kx 为该指标的城市中心

职能强度指数，i 为研究区域中不同的城市，n 为城

市总数量。最终要得到的城市经济等级 KE 是所有

指标的城市中心职能强度指数的均值或加权平均

值，考虑到城市经济等级指标选择的非固定性和无

前期指标权重研究作为基础依据。本文假定所选指

标的权重相同，所以将各指标的城市中心职能强度

指数的平均值作为城市经济等级的 KE 得分值。
2.2.2 城市间经济联系。对于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强

度，本文运用类似物理学中万有引力定律的公式来

测度长三角城市群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强度，用以反

映城市群各级中心城市对周围城市的经济辐射能

力以及城市经济网络和城市网络的发育状况[11- 12]，

计算公式如下：

Rij = PiVi姨 × PjVj姨 Dij

式中：Rij 为城市 i 和 j 之间的经济联系度，Pi 和 Pj

为两个城市间的人口总数，Vi 和 Vj 分别为两城市

的地方生产总值，Dij 为两城市间的交通距离 （交通

方式为 2010 年区域内的铁路、国道、高速公路和航

道，没有考虑航空；城市间距离的测算是通过百度

地图网上的“测距”工具按照城市间主要交通干线

进行测量）。
2.2.3 城市经济隶属度。城市间经济联系的强度反

映的是城市的相互作用力大小，却无法反映各城市

接收城市群上级中心城市经济辐射的强度。所以，

本文用经济隶属度来反映各城市接收上级中心城

①关于城市群的具体界定标准可见《城市地理学》（2009 年版）周一星的评论。
②来自 2010 年 5 月公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16 个城市是：上海、无锡、宁波、舟山、苏州、扬州、杭州、绍兴、南京、南通、常州、

湖州、嘉兴、镇江、泰州、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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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经济辐射强度，具体公式如下：

Fij = Rij

m

j = 1
ΣRij

式中：Rij 为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m 为相对上一等

级城市的次级城市的数量。Fij 就表示经济联系隶属

度（单位为%），指各城市相对上一等级城市的经济

隶属度。

3 计量结果

3.1 城市间经济等级

测度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经济等级，本文参考

国内相关学者的研究，选取五个主要指标[13]：非农人

口数量、地方生产总值、专业技术人员数、固定资产

投资额和进出口贸易总额。其中，非农人口数量和

地方生产总值表示城市的整体经济实力，专业技术

人员表示城市创新能力的基础，固定资产投资额表

示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能力，进出口贸易总额表示

城市对外经济联系强度，将这五个主要指标综合起

来就能反映一个城市的总体发展状况。计量思路是

先计算各指标的城市中心职能强度指数，再求五类

中心职能强度指数的均值，得出长三角城市群城市

经济等级指数 KE（表 1）。
表 1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等级得分

Tab.1 Urban economy rating scores in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排序 城市 KE 值 等级 排序 城市 KE 值 等级

1 上海市 7.520 1 级 14 金华市 0.578 4 级
2 苏州市 2.083 2 级 15 盐城市 0.521 4 级
3 杭州市 2.007 2 级 16 扬州市 0.424 5 级
4 宁波市 1.641 3 级 17 泰州市 0.390 5 级
5 南京市 1.240 3 级 18 湖州市 0.382 5 级
6 无锡市 1.094 3 级 19 镇江市 0.367 5 级
7 绍兴市 0.865 4 级 20 连云港市 0.337 5 级
8 嘉兴市 0.856 4 级 21 淮安市 0.329 5 级
9 台州市 0.822 4 级 22 宿迁市 0.253 5 级
10 温州市 0.794 4 级 23 衢州市 0.206 5 级
11 徐州市 0.685 4 级 24 舟山市 0.181 5 级
12 南通市 0.683 4 级 25 丽水市 0.165 5 级
13 常州市 0.608 4 级

数据来源：根据 2009 年《浙江省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
《上海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根据表 1 中的 KE 得分值，本文对长三角城市

群中的城市总体上划分为 5 个等级。上海市的 KE

值为 7.52，远远高出其他城市而划分为第一级；杭

州市和苏州市差异较小且 KE 都为 2.0 左右而被划

分为第二级；宁波市、南京市和无锡市被划分为第

三级；其他城市分别划分为四级和五级。从表 1 可

以看出，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等级呈现的总体特点

是：①上海是城市群中等级最高的城市，具有中心

城市的作用；②江浙两省的省会城市也具有较高的

等级性；③邻近中心城市上海的城市等级明显高于

外围其他城市。
然而，陈存友对长三角 16 城市的经济等级也

进行过测度[11]。本研究与之相比，方法和指标相近，

结果却不同。陈存友用的是 2000 年的统计数据，测

度结果是上海（6.79）是第一等级，南京（1.65）和杭

州（1.22）是第二等级，苏州（0.9）、无锡（0.85）和宁波

（0.79）是第三等级，其他城市是第四等级①。对比分

析发现，两次计算得分差异最大的是南京和苏州的

等级转换。这样看来，南京市由 2000 年的第二等级

城市排名第 2 位下降到 2009 年的第三等级城市排

名第 5 位。原因在于自 2000 年以后，跨国公司大量

在上海设立总部及 R&D 中心，并将生产环节布局

在周边城市的相关产业集群内，这完全符合史蒂

芬·海默（Stephen Hymer）模型②：即跨国公司在城市

区域的空间生产组织与城市地理等级及邻近性密

切相关[14]。这说明，长三角地方城市承接新国际劳动

分工的程度以及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与中心

城市上海的距离有关，而苏州恰好具有承接跨国公

司价值链工序分工的诸多生产环节的优势[15]，其经

济增长明显快于中心城市周边的其他城市，并超过

其省会城市南京。通过对比分析发现，随着时间的

推移长三角城市群内的城市经济等级在发生重组，

其原因在于各城市接收城市群中心城市上海的经

济辐射能力有所差异，后文的分析也可以进一步验

证该说法。城市经济增长分内生增长和外生增长两

种，外生力量也是决定城市经济增长和发展差异的

主要原因。就城市发展而言，城市间的空间作用力

和辐射力属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外生力量。这样，与

城市群中心城市上海市越近，其接收经济辐射能力

越强、外生作用力也越强，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就越

快。总之，近 5 年来，临近上海的杭州、苏州和宁波

城市利用了上海经济空间辐射的距离递减规律，接

受辐射的能力大于原本基础较好的南京市，这样就

使得其城市等级提升的增长速度快于南京，南京市

的等级地位就出现了相对下滑的情况。
3.2 城市间经济联系与隶属度

为科学实施后世博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国际化

的战略，除了解其内城市经济等级之外，还必须对

① 2000 年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等级得分值可参见陈存友，中国软科学，2003。
②可参见刘卫东等翻译彼得·迪肯的《全球性转变:重塑 21 世纪的全球经济地图》一书，2009。



图 1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等级和依附度网络结构图
Fig.1 The economic structure with contacting and

depending in Yangtze Delta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就经济联系度而言，从表 2 和图 1 看出，虽然

苏州与杭州同属长三角城市群的第二等级城市，但

就对城市群中心城市上海的经济联系度得分看来，

苏州与上海的经济联系比杭州更紧密，前者是后者

的 2.04 倍。在第三城市等级下，无锡也是宁波的

1.46 倍，南京对上海经济联系在该城市等级中得分

最低（这也刚好解释了南京城市等级相对下滑的原

因）。表明苏南与上海的经济联系强于浙东北地区，

这与苏南城市自身经济相对发达和距离城市群中

心城市上海市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近的有关，使得苏

南城市接收城市群中心城市上海的经济辐射能力

强于浙江省其他城市。空间距离上的优势，也使得

苏南地区成为承接上海制造业转移最佳区域，因为

便捷的交通使得转移到该区域的产业可随时与布

局在中心城市上海的公司总部、研发总部、销售总

部保持快捷的交流与沟通。
就经济隶属度而言，长三角城市群中的 24 个

城市对上海的经济隶属度均在 25%以上，有 20 个

城市的隶属度大于 30%，有 7 个城市大于 40%，其

中苏州（80.0%）和杭州（69.2%）的隶属度排在前两

位。另外，距离上海较近的宁波 （54.1%）、无锡

（44.8%）、南通（42.2%）和嘉兴（41.1%）对上海的隶

属度要远远大于它们对本省中心城市的杭州和苏

州的隶属度，当然南京（52.2%）虽然其城市经济等

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间经济联系和各城市接收上

级城市经济辐射情况进行量化分析。长三角城市群

中各城市与上级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和隶属

度见表 2 和图 1。

表 2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济联系和经济依附度
Tab.2 The contacting and depending of urban economic in Yangtze Delta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上海市 杭州市 苏州市 宁波市 南京市 无锡市

Rij Fij Rij Fij Rij Fij Rij Fij Rij Fij Rij Fij

杭州市 53 223 69.2 23 699 30.8
苏州市 108 841 83.0 22 275 17.0
宁波市 37 411 54.1 17 652 25.5 14 138 20.4
南京市 26 031 52.2 9 905 19.9 13 955 28.0 5 460
无锡市 54 774 44.8 12 890 10.6 54 481 44.6 6 088
嘉兴市 42 379 41.1 14 839 14.4 24 375 23.6 7 438 7.2 4 280 4.2 9 755 9.5
湖州市 17 774 34.5 11 636 22.6 9 836 19.1 3 434 6.7 3 561 6.9 5 291 10.3
绍兴市 24 334 27.3 30 067 33.8 10 655 12.0 13 694 15.4 4 804 5.4 5 451 6.1
舟山市 4 044 30.1 1 743 13.0 1 554 11.6 4 669 34.7 692 5.2 738 5.5
温州市 14 616 35.6 6 839 16.6 5 734 14.0 7 631 18.6 3 130 7.6 3 150 7.7
金华市 13 454 34.2 8 131 20.7 5 818 14.8 5 697 14.5 3 026 7.7 3 194 8.1
衢州市 4 992 34.3 3 136 21.5 2 103 14.4 1 952 13.4 1 086 7.5 1 302 8.9
台州市 13 745 33.1 7 080 17.1 5 509 13.3 9 004 21.7 2 922 7.0 3 237 7.8
丽水市 4 328 35.9 2 276 18.9 1 790 14.9 1 585 13.2 1 008 8.4 1 063 8.8
徐州市 11 606 36.1 3 428 10.7 5 265 16.4 2 357 7.3 5 817 18.1 3 658 11.4
常州市 25 835 27.2 10 256 10.8 19 219 20.2 4 317 4.5 10 036 10.5 25 464 26.8
南通市 50 300 42.2 9 404 7.9 26 829 22.5 4 970 4.2 8 858 7.4 18 887 15.8
连云港市 6 426 37.7 1 798 10.5 2 845 16.7 1 196 7.0 2 877 16.9 1 926 11.3
淮安市 8 372 32.7 2 258 8.8 3 968 15.5 1 478 5.8 6 188 24.2 3 348 13.1
盐城市 14 954 35.1 4 764 11.2 6 932 16.3 2 931 6.9 5 958 14.0 7 104 16.7
扬州市 12 395 25.2 5 137 10.5 8 735 17.8 2 830 5.8 12 091 24.6 7 910 16.1
镇江市 12 618 26.9 4 086 8.7 7 478 15.9 2 177 4.6 13 120 27.9 7 468 15.9
泰州市 16 668 31.2 4 322 8.1 11 146 20.9 2 503 4.7 8 910 16.7 9 811 18.4
宿迁市 6 117 35.1 1 729 9.9 2 880 16.5 1 155 6.6 3 481 20.0 2 052 11.8

数据来源：根据 2009 年《浙江省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上海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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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排名下滑，但对上海的隶属度也很高。总体呈现

的空间规律是：①由近及远各城市对上海的隶属度

逐渐降低。对上海的隶属度而言，苏北高于浙南，苏

中南高于浙东北。显示了城市群中心城市上海对整

个长三角城市群经济的强大辐射力。②次级中心城

市苏州和杭州与中心城市上海有着相对较高的经

济隶属度，受空间距离影响相对较小。③城市等级

间的经济辐射差异巨大。相对一级中心上海而言，

作为二级中心城市的杭州和苏州对长三角城市群

内其他城市的经济辐射就小的多。对于杭州而言，

除绍兴（33.8%）有较高的隶属度外，其余城市对杭

州的隶属度都在 25%以下；对苏州而言，除无锡

（44.6%）有较高的隶属度，其余城市对苏州的隶属

度都在 28%以下。说明一级中心城市和二级中心城

市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差异较大。三级中心对长三角

城市群其他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就更弱，仅体现出

宁波对舟山（34.7%）和台州（21.7%）的辐射力较强，

南京仅对淮安（24.2%）、扬州（24.6%）、镇江（27.9%）

和宿迁 （20.0%） 的辐射力较强，无锡仅对常州

（26.8%）的辐射力较强。
3.3 城市国际化水平测度

城市经济联系度和隶属度只表示了城市群城

市间经济和内部城市网络的发育状况，若要反映城

市外部网络的发育状况及国际化程度还需通过构

建类似于城市外向竞争力指数来表示。因此，这里

笔者拟构建区域城市国际化指数。结合国内学者的

相关研究[16- 21]，在城市国际化指数构建中着重考虑

了如下因素：首先，城市经济和基础设施发展要较

完备，人口和经济达到一定规模；其次，城市产业结

构已经升级为服务型，即第三产业比重或金融业产

值占第三产业比重较高；第三，要有较强的外部联

系通道，即航空运输能力；第四，有一定量的科技人

员，可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第五，城市政治

外向度大小，如国际性机构驻地，或对外友好城市

数量等；第六，城市经济外向度大小；第七，现代文

化创新和传播能力大小。综合以上七大类因素再结

合薛德升关于国际城市体系指标的研究成果[22]，本

文再根据数据可获得性构建了城市经济基础（人口

数量、人均地方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第三产业强弱（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金融机构年

末存款余额）、对外联系能力（航空运输量、互联网

用户数、年出入境人数、人均旅游外汇收入、国际友

好城市数）、科技创新能力（专利受理量、发明专利

受理量）、城市外向度（人均进出口贸易额、人均实

际利用外资）、文化传播影响力（剧场电影院数、公
共图书馆数）共 6 大指标 16 个二级指标，对长三角

25 个城市市区作为研究区域。之所以从市区的层面

进行分析是因为考虑到长三角城市区域空间在近

几年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地级市的经济发展

大多归功于其下的县级市的强劲发展，或者某些县

级市的经济发展对地级市贡献越来越突出，如苏州

市下辖的昆山市，绍兴市下辖的绍兴县，金华市下

辖的义乌市等。所以在长三角城市群国际化测度

中，有必要把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县级市作为一个独

立的行政单元列入分析范围，以测试长三角城市群

中经济强县的国际化情况。在此特以浙江省义乌市

为例，该市于 2006 年底实现了第四次扩权，除了规

划等 10 余项权限归属金华市之外，其他权限均具

有地级市的权限。在统计上，自 2007 年开始义乌市

已初步具备省辖市的条件而被浙江省统计局作为

一个独立的行政单元列入统计范围。考虑到数据上

的可比性，除义乌市外的其他城市数据均采用市区

的数据来进行分析。根据 2008 年官方统计数据对

以上 25 个市区和义乌市共 26 个研究区域的 6 大

类指标的 16 个二级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然后再求

出城市群各城市市区（义乌市）的综合得分。首先，

对 26 个城市的 16 个指标的矩阵数据进行 KMO 值

和 BARLETT 检验，分析结果 KMO 的值为 0.62，

BARLETT的观测值的概率为 0.0001<0.05，说明相

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的差异，各变量间的

相关性较强，比较适合做因子分析。
表 3 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市区国际化得分

Tab.3 Scoring of urban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in
Yangtze Delta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序号 市区 得分 序号 市区 得分

1 上海市区 290.46 14 徐州市区 - 25.18
2 杭州市区 94.85 15 嘉兴市区 - 26.32
3 南京市区 92.52 16 台州市区 - 28.69
4 苏州市区 50.83 17 金华市区 - 31.13
5 宁波市区 21.63 18 淮安市区 - 31.31
6 无锡市区 17.24 19 舟山市区 - 33.39
7 常州市区 - 0.68 20 泰州市区 - 34.31
8 义乌市 - 8.87 21 湖州市区 - 34.65
9 温州市区 - 13.11 22 盐城市区 - 35.61
10 镇江市区 - 21.22 23 连云港市区 - 40.38
11 南通市区 - 22.96 24 衢州市区 - 42.31
12 扬州市区 - 23.44 25 宿迁市区 - 43.63
13 绍兴市区 - 23.88 26 丽水市区 - 46.94

数据来源：根据 2009 年《浙江省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
《上海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出的 3 个主要因子发现，长

三角城市国际化主要受城市规模及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对外贸易发达程度和城市对外社会联系程度



三大因素的影响。从表 3 看出，长三角城市群城市

国际化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城市国际化差异大。得分最高的城市群

中心城市上海市区为 290.46 分，分别是杭州市区的

3.06 倍、南京市区的 3.13 倍、苏州市区 5.71 倍、宁
波市区的 13.4 倍和无锡市区的 16.8 倍，宿迁市区

和丽水市区值最低分别为 - 43.63 和 - 46.94。总体

得分差异说明了与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联系程

度、自身地理区位和距离城市群中心城市上海市的

远近有关。
第二，城市国际化水平与城市行政等级有关。

根据上文分析南京市与其他城市或与上海市经济

联系强度相对一般，并未表现出对周边城市较强的

辐射功能，但其国际化程度却位居第三，与第二位

的杭州仅相差 2.33，比江苏省内经济相对发达、接
收 上 海 大 都 市 辐 射 能 力 强 的 苏 州 市 区 要 高 出

41.69。这说明城市国际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还受行

政等级的影响，因为相当数量的国际政治、经济、社
会交流首先考虑发生在省会城市。

第三，国际化城市异军突起，中小城市国际化

现象不容忽视。义乌市国际化得分为 - 8.87，在长三

角 26 个城市市区中排名第 8 位（在没有考虑其他县

级市的前提下），而其上级行政管辖市金华市区排

名则在第 17 位，说明中小城市在长三角城市群国

际化中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就国际化城市类型分

为综合性国际化城市和专业性国际化城市而言，上

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应属于综合性国际化城市，而

义乌市这样的中小城市则属于专业性国际化城市，

在长三角中的像这样专业性国际化城市还有昆山

市、江阴市、张家港市、诸暨市、绍兴县、嵊州市等。

4 结论及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国际化空间战略

本文以定量分析为主，对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经

济等级、经济联系、经济隶属度和国际化四个方面

进行了测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长三角城市群中城

市间关系、作用力和参与全球劳动分工后城市空间

的新近特点。分析得出，长三角城市群经济联系仍

是围绕上海市为中心的空间辐射圈层，其周边的杭

州、苏州、宁波、无锡城市组团联系不断加强，这种

趋势将不断扩大。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国际化异军突

起，中小城市国际化充分彰显，是长三角城市国际

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是中小城市对外联系中越过上

级中心城市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

图 2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国际化空间战略
Fig.2 The space strategy of urban international in Yangtze

Delta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从长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新近变动来看，要实

现其城市国际化应采取以下空间发展战略[11- 12，23]。
第一，形成以上海为核心并辐射次中心城市的

长三角城市群国际化圈层战略，即初步构建形成长

三角、沪苏锡、沪宁杭、沪甬四个城市群的全方位、
一体化、开放式总体框架。以带动长三角城市群城

市国际化总体提升，该圈层的外围可以外溢到苏北

的盐城、淮安和连云港，浙江的金华、衢州和丽水。
第二，形成以杭州、苏—锡、南京、宁波为次中

心的城市国际化圈层战略。从空间格局上看，长三

角城市群城市国际化战略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其

内部格局还有待继续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应形成杭

州带动湖州、嘉兴、绍兴、金华为主体的杭—嘉—
湖—绍—金的次核心圈层；苏州和无锡带动常州、
南通主体的苏—锡—常—通为次核心圈层；以南京

带动扬州、镇江和泰州为主体的宁—镇—扬—泰次

级核心圈层；以宁波带动的舟山、台州为主体的

波—舟—台次级核心圈层。
第三，形成以昆山、江阴、义乌、绍兴等 15 个

2010 年全国百强县前 20 名①为代表的长三角城市

群中小城市国际化的节点提升战略。长三角城市群

城市国际化的顺利实现和提升，不仅仅是大都市的

国际化，更是诸多中小城市的国际化。可以充分利

用江苏和浙江两省全国百强县市前 20 名作为长三

角城市群城市国际化的重要节点。具体包括江苏省

的江阴市、昆山市、张家港市、常熟市、吴江市、宜兴

①第九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市)[EB/OL].[2010- 08- 21](2010- 08- 23).http://tieba.baidu.com/f?kz=86713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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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ECONOMIC CONTACTING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APATIAL DEVELOPMENT STRATEGEY IN YANGTZE DELTA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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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has appeared more characteristic on the competition of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metropolis region under the present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ctively implementing urba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Yangtze Delta Area (YDA) urban agglomeration will have an evident promoting effect on
not only for itself, but also having the obviously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overal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the discrimination of relative conception, such as international city and world city,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Metropolitan Interlocking Region and so on, the paper has finished some quantitative analysis form the
following respects in YDA urban agglomeration, such as urban level, urban economic contacting, urban economic
subordinate degrees, urban internationalization. Finding Shanghai city is still in the leading status in YDA urban
agglomeration. However, urban economic structure in YDA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happened spatial
reconstructing. City groups which are Hangzhou，Suzhou，Ningbo and Wuxi are reinforcing, and will be
presenting the expending trend. Moreover,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y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YDA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sprung up everywhere, and they are the important power for the growth of YDA urban
agglomer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analysis, the paper put forward the spatial developing strategies from
three aspects for YDA urban agglomeration.
Key words: Yangtze Delta Area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c contacting; urban internationalization; spatial
develop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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