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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

地位将更加重要。根据联合国公布的《2018年世界城市

化趋势》，全球城市化率从1950年的30%上升为2018年

的55%，到2050年城市化率预计将达到68%；目前全球

近一半的城市人口居住在人口不到50万的城市中，大约

1/8的人口居住在33个拥有超过1000万居民的特大城市。

因此，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多，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

战也更加严峻，一个城市能否持续性地为其居民创造财

富和福利，是决定该城市在未来竞争中能否取得成功的

关键。同时，随着全球城市化率的提高，各国城市体系

的发展也将更加成熟，此时国家间的竞争不仅仅体现为

少数顶级城市间的竞争，更体现为以城市体系为载体的

系统性竞争。因此，形成一个可持续竞争力强的城市体

系，对当前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有重要推动

作用。

全球主要经济体城市体系可持续竞争力的比较

（一）样本与测算方法

本文样本为全球总人口大于50万人的1007个城市，

城市口径使用的是大都市区（metro）口径，数据来源于

2015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为了衡量一个

城市在全球坐标上的可持续竞争力，根据倪鹏飞等《全球

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2018》构建的全球城市可持续竞

争力指数，本文利用城市青年人口占比与高收入人口规模

（年收入高于2万美元）两个指标的算术加权平均值来衡

量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一个城市青年人口占比越高，其

经济活力就越高；高收入人口反映了一个城市高素质人力

资本状况，其占比越高，城市的人力资本质量也就越高。

这两个指标越大，城市可持续性地创造福利的能力也就越

强，可持续竞争力也就越高。这两个数据都来源于经济学

人EIU数据库。

为了比较中国城市体系与主要发达国家以及新兴经济

体的可持续竞争力水平，本文还选取了美国、欧盟、巴西

与印度4个经济体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主要从以下两方

面展开比较：一是城市体系可持续竞争力的平均水平，用

不同城市体系所包含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均值来衡量，均

值越高，表明该城市体系可持续竞争力的水平越高；二是

城市体系可持续竞争力的分布特征，主要从城市体系可持

续竞争力分布的集聚度与协调度两个方面来衡量。首先，

借鉴城市规模分布研究中的指标，本文主要用首位度指数

与空间基尼系数来反映城市体系中可持续竞争力分布的集

聚度。常用的首位度指数有3城市指数、5城市指数和12城

市指数。首位度指数越高，表明城市体系中各城市可持续

竞争力的分布越不平衡，集聚度越高。空间基尼系数也是

衡量空间集聚程度的常用指标，该指标越大，表明城市体

系内部城市间可持续竞争力差距较大，仅有少数城市的可

持续竞争力水平较高。其次，协调度指的是城市体系可

持续竞争力的分布是否与理想状态一致，如果城市体系的

“可持续竞争力-位序分布”越接近城市“规模-位序分

布”的奇普夫法则，那么城市体系的协调度就越高。

（二）不同城市体系可持续竞争力的平均水平比较

中国城市体系可持续竞争力的平均水平要比全球城

市体系平均水平略低，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约1.6%。从与其

他经济体城市体系的对比来看，中国城市体系可持续竞争

力平均水平比美国低30.8%、比欧盟低22.7%、比巴西低

19%，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但是明显领先于印度，比印

度高45.5%。因此，从全球坐标上来看，中国城市体系的

平均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相对较低，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的美国、欧盟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巴

西，显著高于同属新兴经济体的印度。总体而言，在国际

比较中的优势并不明显，这意味着中国城市体系在创造福

利的持续性方面有待加强。

（三）不同城市体系可持续竞争力的分布特征比较

从不同城市体系可持续竞争力的概况来看，全球城

市体系可持续竞争力的首位城市是纽约，其他前十的城

市依次为洛杉矶、伦敦、华盛顿特区、芝加哥、阿布扎

比、达拉斯-佛尔沃斯堡、休斯敦、费城、首尔，其中美

国城市有7个，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占据了绝对主导优势；

中国城市体系的首位城市是香港，得分为0.92，在全球排

名为第22位，其他前十的城市为上海、北京、深圳、广

州、东莞、南京、台北、杭州、苏州；美国城市体系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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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城市为纽约，在全球排名第一，其他前十的城市为洛

杉矶、华盛顿特区、芝加哥、达拉斯-佛尔沃斯堡、休斯

敦、费城、迈阿密、亚特兰大、旧金山；欧盟城市体系的

首位城市为伦敦，其可持续竞争力得分为0.97，在全球排

名第3，其他前十的城市为巴黎、斯德哥尔摩、慕尼黑、

汉堡、布鲁塞尔、哥本哈根、曼彻斯特、伯明翰、法兰克

福；巴西城市体系的首位城市是圣保罗，得分为0.91，在

全球排名第28位，其他前十的城市包括里约热内卢、贝洛

奥里藏特、坎皮纳斯、巴西利亚、库里奇巴、阿雷格里

港、萨尔瓦多、维多利亚、累西腓；印度城市体系的首位

城市为孟买，得分为0.65，在全球排名第487位，其他前

十的城市为德里、科钦、昌迪加尔、德拉敦、哥印拜陀、

班加罗尔、那格浦尔、巴特那、卢迪亚纳。从首位城市来

看，美国与欧盟城市体系首位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优势最

显著，中国城市体系首位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要高于巴西

与印度城市体系。

从集聚度来看，中国城市体系的3城市与5城市首位度

都是最低的，12城市首位度指数仅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但低于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同时，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

基尼系数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但低于其他国家和经济

体。因此，总体而言，中国城市体系可持续竞争力分布的

集聚度相对较低，这表明相对于全球平均水平以及其他样

本国家的城市体系而言，中国城市体系中高可持续竞争力

的城市仍然不够强。

从协调度来看，首先，无论是全球还是其他不同国

家的城市体系，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分布都不均匀，主要

体现为可持续竞争力低的城市数量过多。其中，美国、欧

盟以及巴西的这一特征非常明显，这三个经济体的系数都

小于0.1，明显低于1与全球平均水平。这三个经济体可持

续竞争力的集聚度都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三个经济

体城市体系内部可持续竞争力存在显著差异，属于“强者

强、弱者多”的情况。其次，中国城市体系可持续竞争力

的齐普夫系数也低于1与全球平均水平，但高于美国、欧

盟与巴西，这表明中国城市体系中低可持续竞争力的城市

也较多。中国城市体系属于可持续竞争力“强者不强、弱

者较多”的情况，这意味着中国城市体系的内部差距虽然

小，但整体水平都不高。此外，印度城市体系可持续竞争

力的齐普夫指数小于1，但与全球平均水平最接近。印度

城市体系可持续竞争力分布属于“强者强、弱者较多”的

情况。因此，从协调度来看，全球以及不同样本经济体城

市体系可持续竞争力的分布都处于失衡状态，普遍表现为

低可持续竞争力的城市数量过多，而中国城市体系的特殊

性在于，高可持续竞争力城市过少与低可持续竞争力城市

数量过多同时并存。

不同城市体系可持续竞争力的驱动因素比较

（一）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驱动因素

城市可持续竞争力与城市竞争力的概念密切相关，

根据“弓弦箭的”模型，决定城市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包括

两类：硬件因素（弓），具体包括人才、资本、科技、基

础设施、生态环境；软件因素（弦），具体包括制度、文

化、联系、社会环境等。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本文认为城

市可持续竞争力由经济活力、科技创新、环境质量、全球

联系、人力资本潜力、基础设施等要素决定，指标的具体

计算过程如下：

（1）经济活力。该指标用城市人均GDP指数与5年

GDP增量指数的加权和来表示，数据来源于经济学人EIU

数据库。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比较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的经济

活力，该指标从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速度两个层面反

映了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力，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用人

均GDP衡量）、经济增长速度越快（用5年GDP增量来表

示），该城市的经济活力就越强，其可持续竞争力就越

强。（2）科技创新。本文主要从专利与论文发表两个层

面来衡量城市的科技创新水平，具体用城市的专利数与论

文发表数的和来衡量。其中，专利数据来源于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WIPO），由该城市历史专利总数与当年专利数

合成，城市的论文发表数根据Web of Science网站整理得

到。（3）环境质量。用城市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年均

PM2.5浓度的和来表示，由于这两个指标是逆向指标，在

标准化过程中本文将其进行了转换。其中，城市人均二氧

化碳排放量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PM2.5数据

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银行。（4）全球联系度。根

据 “全球城市”理论，城市拥有跨国公司的数量是衡量

城市全球联系度的重要指标，数据来源于福布斯2000公司

网站。（5）人力资本潜力。一般而言，一个城市拥有的

青年人口越多、大学质量越高，这个城市的人力资本潜力

就越大。本文用大学指数与20—29岁青年人口比例的加权

和来衡量城市的人力资本潜力水平。其中，大学指数数据

来源于Ranking Web of Universities网站，计算方法为取该

城市最好大学排名，城市的20—29岁青年人口比例来源于

经济学人EIU数据库。（6）基础设施水平。本文主要从航

运便利度、航空便利度以及信息交流便利度三个层面来衡

量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其中，航运便利度用该城市与全

球100大港口的最短地理距离来衡量；航空便利度用城市

航线数量来衡量，数据资料来源于各城市机场网站、维基

百科以及国际航空协会网站；信息交流便利度用城市宽带

用户数来衡量，在得到各国的宽带用户数后，经城市人

口按比例折算到城市口径，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WDI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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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库。

（二）不同城市体系城市可持续竞争力主导驱动因素

的比较

经济活力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影响在印度最大，

其次是中国，而在欧盟与美国的影响相对较小。中国和

印度作为世界上排名前两位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迅

速，因此相对于其他经济体经济活力的影响要更大。科技

创新在美国以及巴西样本中显著为正。这主要是因为美国

城市科技创新的平均得分为0.48，显著高于其他经济体；

而巴西作为南美大国，其科技创新在近年也取得了明显成

效。环境质量在中国以及印度样本中都显著为正。中国与

印度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碳排放、空气质量等方面的问题

一直非常严重，环境质量的得分都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因

此环境质量是影响其城市竞争力的显著因素。人力资本潜

力在中国、印度与欧盟样本中显著为正，其中在印度的影

响最大，其次是中国，欧盟的影响最小，这主要是因为印

度和中国作为排名全球人口前两位的国家，青年人口比重

较高；同时，科教方面发展迅速，因此其人力资本潜力的

影响要更大。基础设施对中国、美国、欧盟的影响显著为

正，其中在中国的影响最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

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巨大，基础设施水平优势明显。

从全球来看，按由大到小排名，驱动城市可持续竞争

力的因素依次为环境质量、基础设施、经济活力、科技创

新以及人力资本潜力。根据本文对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指

标构造与内涵界定，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核心是人的相关

因素，因此与人类生存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环境质量、基础

设施是影响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前两大因素，这两个因素

的影响要显著大于其他因素。

不同经济体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主要驱动因素也存

在一定差异。其中，从每个经济体排名前两位的主导驱动

因素来看，基础设施在中国、美国、欧盟属于主导驱动因

素，环境质量在中国和印度属于主导驱动因素，而经济活

力在美国与欧盟属于主导驱动因素，科技创新只在巴西属

于主导驱动因素。因此，基础设施在提升城市可持续竞争

力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与其他样本相比，中国的主要问题

在于科技创新因素的影响不显著，也就是中国城市发展中

的创新驱动不足。

从中国城市体系可持续竞争力驱动因素的国际比较来

看：中国的环境质量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同时显著落后

于美国、欧盟以及巴西，仅领先于印度，属于中国的短板

领域；中国的基础设施水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以及巴西、

印度，但与欧盟和美国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总体而言，

在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具有一定优势；中国的经济活力落后

于全球平均水平，仅领先于巴西和印度，与美国和欧盟存

在显著差距，经济活力也属于中国的短板领域；中国人力

资本潜力水平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同时也落后于美国、

巴西和印度，领先于欧盟，总体上是中国的短板领域。因

此，在中国城市体系4个主要驱动因素中，除基础设施属

于优势领域外，其他都属于短板领域，这表明提升中国城

市可持续竞争力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中国城市体系的可持续竞争力与全球城市体系

以及美国、欧盟、巴西、印度等经济体城市体系进行了比

较，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体系可持续竞争力水平相

对较低，略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的美

国、欧盟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巴西，显著高于印度；（2）

从分布特征来看，中国城市体系的可持续竞争力分布处于

失衡状态，集聚度过低，表现为高可持续竞争力城市过少

与低可持续竞争力城市数量过多同时并存的状况；（3）

环境质量、基础设施、经济活力与人力资本潜力是中国城

市体系可持续竞争力的主导驱动因素，但除基础设施属于

优势领域外，环境质量、经济活力与人力资本潜力都属于

短板领域；同时，中国城市体系可持续竞争力的创新驱动

不足。

本文研究对于提升中国城市体系的可持续竞争力具有

以下启示：首先，立足全球视野，建设新型全球创新城

市，补齐城市发展中的关键短板。鉴于目前中国城市体系

可持续竞争力水平在全球优势不明显，因此中国城市发展

中要坚持对标国际标准，深刻认识到自身发展的差距，特

别是在叠加当前国内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中国城市

应该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在全球范围内集聚创新资

源，积极融入和主动布局全球创新网络，深度参与全球创

新治理，全方位提升科技创新的国际化水平，建设新型全

球创新城市。同时，要注意到提升城市的可持续竞争力是

一个系统性工程，中国城市也要补齐自身在环境质量、经

济活力与人力资本潜力等国际比较中的短板领域。其次，

要进一步提高中国城市体系的协调发展水平。尽管从城市

的经济竞争力来看，中国城市近年已经在全球迅速崛起，

出现了一批全球顶级城市，但从可持续竞争力来看，中国

目前仍缺乏一批可持续竞争力的全球顶级城市。同时，中国

低可持续竞争力的城市过多，这表明整体上中国城市持续

创造福利的能力还需要加强，培育大城市与提升小城市可

持续竞争力要两手抓，促进城市体系的协调发展。S

（曹清峰单位系天津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研究院，倪鹏飞单位系中国社

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马洪福单位系天津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研究

院；摘自《河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