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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资本、知识、信息、人才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
围内的流动加速，优化配置力度加大，全球产业结构因此而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服务化趋势明显。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不仅在发展速度、规模和结构上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服务质量、
服务效率整体水平也不高，服务业发展滞后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和竞争力提升的“瓶颈”。

目前，我国已经步人新一轮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结构调整升级的新阶段，服务业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
用。
国务院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中将服务业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提出了“坚
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拓宽领域、扩大规模、优化结构、增强功能、规范市场，提高服务
业的比重和水平”的总体奋斗目标。
大力发展服务业、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

上海是全国最早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城市之一。
对上海而言，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既是中央对上海的要求，也是上海落实“四个中心”建设和“两
个优先”战略方针的需要。
上海市政府在《上海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纲要》中明确了“要结合区位优势，打造现代服务业集
聚区”的建设任务，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正成为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要载体，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
型的重要举措。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什么是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它的内涵是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它是偶然的现象还是城市功能升级的必然结果？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空间分布规律是什么？
它的理论依据何在？
实践操作的步骤和规划方案如何确定？
这些都是摆在学术界、产业界和政府管理部门面前的问题。

包晓雯的这本《大都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理论与实践——以上海为例》从人文地理学和城市规划的专
业视角出发，以产业结构演变、新产业区以及CBD理论为支撑，诠释了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发生、发展
的动力机制及其空间布局规律，为丰富城市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推进其理论创新做出了
有益的尝试。

《大都市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理论与实践——以上海为例》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篇，由第一
、二、三章组成，这部分在对产业结构演替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系统评述的基础上，构建了现代
服务业集聚区的理论框架；第二部分是实证篇，由第四、五、六、七章组成，重点对上海现代服务业
集聚区的发展历程和空问演变进行了系统分析。
笔者认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是指现代服务业企业及其相关机构在一定空间范围内集聚所形成的产业
区，具有都市性、创新性、知识密集性等特点。
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第一，区域经济由工业化社会迈向后工业社会，人
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第二，市场经济体系比较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基本建立，当地市民的素
质普遍较高。

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受内生、外生要素的共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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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要素是产业区内服务业企业对知识、信息、技术扩散和共享的要求，外生要素包括规模经济、范
围经济、区域品牌效应等。
笔者认为：在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大多来自于服务企业的集体行为，主要动力来自于企业、
来自于基层，其形成过程具有“自下而上”的特征，内生要素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在我国，政府行为
在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集聚区形成过程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外生
要素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集聚和分散是现代服务业活动空间分布的两种基本模式。
通过研究，笔者发现，从空间布局来看，都市区现代服务业的空间格局经历了集中一分散一集中式分
散的发展过程，现代服务活动首先主要集中在中央商务区(CBD)，然后开始向郊区分散，最后又在大
都市区域内的特殊节点上重新集聚。
在大都市发展的初期，现代服务业主要依托CBD，呈现核心布局的形态。
尔后，随着大都市的发展和劳动地域分工的深化，现代服务业的空间格局由单核心结构开始向多核心
结构演变。
虽然CBD始终是现代服务业集聚的核心地域，但其功能越来越高级，越来越专业。
在市内的其他地方和近郊，受CBD服务功能扩散的影响，也开始出现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在本书的实证研究部分，笔者比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
在发达国家，CBD始终是现代服务业集聚的核心区域，其空间结构早期为单核心结构，后期发展为多
核心结构。
在发展中国家，受政府政策和城市规划的影响，服务业集聚区一开始就呈现出多核心的空间结构。
从地域分工来看，发达国家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产业功能的空间差异明显：依托中心城CBD的现代服务
业集聚区集中了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科技服务等付租能力较强的行业，郊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主要
位于交通干道及交会点附近，其产业功能包括综合中心和专业化办公区两种类型。
而我国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地域功能分工不甚明晰：中心城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不仅包括市级的CBD
，还包括区级的商务中心，并且各集聚区内多种产业功能类型交错混杂，缺乏西方CBD的产业专业性
、指向性。
在近郊地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专业化较为明显，与西方近郊综合中心差别较大。
此外，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城乡二元结构、地域产业分工发育程度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与发达
国家相比，我国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集中分布在中心城区，向郊区扩散的速度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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