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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上海报告”系列中的一部，作者周振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着力于全球城市领域的研究，陆
续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本书在“崛起中全球城市”的理论框架下，主要从时间角度回答如何建设全
球城市问题，并结合近几年上海“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探索，重点研究上海“四个
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探索，重点研究上海全球城市建设的战略目标定位、重点任务、发
展路径选择等，给上海建设全球城市（或曰“崛起中全球城市”）提供了许多实践性、可操作的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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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振华，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54年生于上海，199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历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长期从事产业经济理论与产业政策研究，著有《产业政策的经济理论系统分析》（1991）、《现代经
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1991）、《产业结构优化论》（1992）、《体制变革与经济增长——中国经
验与范式分析》（1999）、《信息化与产业融合》（2003）等专著，主编《中国经济分析》系列、“
上海经济发展丛书”等。
在《经济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600余篇，曾多次获全国和省市级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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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论 当今世界体系中的全球城市
1城市：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的重要单元
2全球城市：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基本节点
3崛起中的全球城市：全球网络次节点
第一部分 重要前提：以国家战略展开全球城市建设
1世界经济中心东移及亚洲地区争夺
2全球城市建设是国家战略体现
第二部分 首要问题：明确战略目标与核心任务
1战略目标：成为主要网络节点
2核心任务：打造全球网络平台
第三部分 路径选择：探索合适有效的发展模式
1特定约束：卷入性、中转性、分散化
2全球城市发展模式的选择
第四部分 必然趋势：构建服务经济主导的产业基础
1产业基础转换是必然趋势
2把握服务经济发展条件及其问题：为产业转换奠定基础
3制定产业发展导向及其方针：促进服务经济发展
第五部分 空间调整：向多中心城市模式转变
1从单核心到多中心：调整空间结构，实施功能分解
2建设郊区新城：拓展城市容量
3调整中心城区：提升城市功能
第六部分 发展路径：寓于全球城市区域合作
1基础：全球城市建设与全球城市区域共生
2前提：推动区域合作，促进区域发展
第七部分 地方行动：坚持转型与创新
1转型发展：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2考量标准：新视角、新维度
3创新驱动：全球城市建设之灵魂
参考文献
后 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海迈向全球城市>>

章节摘录

　　（3）全球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向多中心城市模式转变　　作为全球城市，适应这种城市空间结
构变化的要求更为迫切。
这不仅是因为全球城市更加直接面对和深刻感受到科学技术新突破，新兴服务部门逐渐取代传统工业
而成为支柱产业，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全球网络体系形成等变动因素的影响，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其
处于网络主要节点的特定功能内在规定了必须与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相匹配。
　　在全球城市的崛起过程中，其能量的高度集聚势必要转化为强有力的扩散，对周边地区乃至全国
形成强大的辐射和影响力，这就要求在空间布局结构上突破行政市域的界限，而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
范围来安排。
也就是，全球城市与其周边地区（包括其城市）的联接，不能只是其中心城区与其周边地区（包括城
市）直接的单一联结，这不仅要越过广大郊区而客观上受到一定的空间阻割（当然，这可以通过城际
交通的改善来加以弥补），更主要的是严重影响其辐射扩散功能。
相反，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则能使全球城市与周边地区形成“多点”连接，即有相当部分的外部
直接联接是通过郊区的中心点来实现的，进而与中心城形成间接联结。
　　因此，这就要求中心城的功能向城市郊区拓展，不能采取蔓延式扩散，在郊区形成大范围的平面
式集聚，而是向郊区的若干节点集中，形成有重点的立体式集聚。
这样，中心城与郊区不再是简单的“核心——外围”的关系，而是“核心——次核心”的关系，即中
心城与郊区若干新城的“点射状网络”的布局结构。
这种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体现了局部与整体协调、分工与整合相统一的城市发展新理念，扩展了原有
的城市空间，可以根据地缘特点将城市整体功能分解为相互联系的不同局部的组团功能。
特别是在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支持下，不仅可以使高度集中的城市功能进行分区设置，形成明显的
分区特色，同时也不影响各分区对城市各种功能的共享，实现城市功能在大空间上的重新整合，由此
形成大空间范围内多元功能相互组合的现代化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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