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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城市发展的新赛道与新维度

发布时间：2023-03-20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城市蓝皮书课题组在《国际城市蓝皮书（2023）》中提出，国际城市发展长期依

托的枢纽和创新两大功能维度延伸的交汇点，成为后疫情阶段城市发展转型的新赛道。同时，国际城市在

追求“强大”与“效率”的传统路径基础上，也在不断探索未来发展方向的新功能维度。塑造包容互鉴的

城市文化、作出文明新贡献，不仅是城市发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且日益成为城市功能迭代考虑的

“第三维度”。

 

　　寻找国际城市功能提升的“破局点”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带来的重大机遇，使国际城市的发展更多关注枢纽与创新功

能两个维度的“线性”自我强化与能级提升。面对后疫情阶段国际经贸互动更趋复杂的新态势，国际城市

在重视自身发展质量与稳定性的前提下，逐渐开始关注枢纽功能与创新功能的融合机遇，即寻找二维功能

轴向交叠产生的新增长点，并以之作为城市竞争的“新赛道”。

 

　　此类新赛道是流量功能与增量功能互动的交叉领域，拓展了二维功能的边界与作用范围。“新赛道”

城市空间的结合，也将为国际城市提供新的功能区，一方面有助于城市国际功能拓展上的进一步细分与延

伸，另一方面能够提供新的城市发展活力，进而成为国际城市在新竞争格局下的功能“破局点”。综合当

前国际城市核心功能转型的态势、技术变化趋势以及未来国际城市发展的基础条件，从二维功能维度交叠

变化角度，可以推演出十四条国际城市功能重点发展的新赛道。

 

　　国际城市功能跃升的十四条“新赛道” 

 

　　新赛道一：高端制造核心区

 

　　国际城市通过技术赋能初级产品与制成品流量功能，能够有效提升所在区域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并形

成具有全球影响的新型高端制造核心区。此类区域的发展，有利于城市先进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与影响力升

级，同时能够带动周围产业融合，进而形成高端制造的产业生态链体系与产业集群。2022年3月世界经济

论坛《全球先进制造业网络枢纽》报告中就提出了“全球先进制造业网络枢纽”的概念，东京大田区与芝

加哥制造业区域的发展则反映出高端制造核心区发展的独特实践。

 

　　新赛道二：土地配置改革试验区

 

　　随着国际城市的快速发展，土地日益成为稀缺资源，如何对城市有限的土地和空间进行合理的规划和

利用，进一步提升发展效率，是相关城市普遍面临和关注的问题。旧金山湾区、伦敦等城市通过“湾区

2050”等规划在土地要素优化配置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相关城市通过推动土地优化分类、土地用途整

合，并发展混合用途空间，有效提升了城市转型的空间供给，并提升了土地要素与新经济形态的集合效

率。

 

　　新赛道三：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大宗商品交易能力是国际城市金融贸易功能的重要延伸，在当前国际能源资源价格变动剧烈的环境

下，这一功能的发展显示出独特的价值。新加坡、日内瓦等国际城市对于大宗商品交易功能发展高度重

视，利用城市地理位置优势与制度优势，充分发挥信息集聚效应，提升参与者网络的效率与作用，有效提

高了大宗商品运营主体的集聚水平。

 

　　新赛道四：金融科技高地

 

　　金融科技创新了传统金融行业的产品和服务，也成为金融中心城市重点关注的赛道之一。相关城市通

过多元化的金融科技创新激励政策，不断发展金融科技平台，吸引该领域的创新人才，同时促进企业拓宽

金融产业服务能力与场景应用，进而形成金融科技产业体系。伦敦等金融领域优势城市在该领域已有较长

时间的实践，并得到所在国的多层次支持。

 

　　新赛道五：绿色金融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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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是国际城市发展的重点领域，绿色金融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国际绿色金融枢纽，

是实现其金融行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重要途径，也是城市金融功能拓展的重要方向之一。伦敦、

深圳等国际金融中心城市通过《绿色金融条例》等法规与制度建设，明确将绿色金融市场发展与制度建设

作为新的发展点，不断推进低碳金融业务创新，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产业集聚。

 

　　新赛道六：艺术金融集聚区

 

　　艺术金融包括债务性资金融通、艺术资产资本化、艺术资产证券化等多种形式，是文化、金融、数

据、技术等多要素的融合。国际城市的艺术金融发展先行区功能，有助于城市艺术机构获取资金支持，同

时促进艺术资产资本化。纽约、广州、深圳等文化大都市已尝试通过进行艺术品质押与债券融资、建立艺

术银行、进行艺术品租赁、设立艺术品基金、进行资产证券化交易等方式，实现债务性资金融通和艺术资

产资本化。

 

　　新赛道七：离岸金融节点

 

　　国际离岸金融中心是金融中心发展的重要延伸，也成为具备金融条件与地理条件优势的国际城市着重

发展的重要功能之一。离岸金融市场有助于提升所在城市的全球资本流量配置效率，在全球化向纵深发展

的新阶段，离岸金融中心的多元区域布局的趋势更为明显。发展中区域的新开放节点新建离岸中心的需求

不断提升，新形态与新模式的全球离岸金融中心的发展也处于探索之中。

 

　　新赛道八：世界级复合功能科学城

 

　　将科技创新资源与城市建设相结合，打造共生、共融、共享的城市化创新生态群落，进而发展功能复

合型世界级科学城，是大都市发展创新枢纽的重要路径。从美国硅谷到日本筑波，世界级科学城的发展经

历了长时间的探索，在科技创新与城市化要素结合方面逐渐找到新的发展路径。这些城市在技术革新与竞

争的新背景下，响应高技术产业升级与城市功能体系化要求，逐渐成为新知识、新技术的重要发源地及科

学要素跨国流动的重要枢纽。

 

　　新赛道九：国际文化枢纽

 

　　形成国际文化要素的汇聚与辐射能力是国际城市建构“软实力”及长远影响力的重要一环。国际文化

枢纽的建设能够有效集聚高层次国际文化要素与人才群体，同时优化城市功能，促进城市经济、文化、社

会领域协调发展。新加坡、纽约等城市通过文艺复兴城市规划、文化社区融合建设创新举措，在国际文化

枢纽的建设方面已进行了先期实践。

 

　　新赛道十：国际人才枢纽

 

　　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格局下，人才不仅成为国家着力集聚的重要战略资源，更成为当下国际城市转型

发展的重要依托。全球人才枢纽功能的形成，已成为国际城市关注的重要方向之一，也对城市高层次人力

资本培养、新经济发展、城市声誉提升等多重目标的达成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悉尼、旧金山湾区等城

市与大都市圈通过全球人才中心项目（The Global Talent Hub project）等项目，利用自身在宜居、制

度方面的优势，不断提升人力资源服务水平，提供高水平的人才保障环境，着力使自身成为全球人才网络

的重要节点。

 

　　新赛道十一：数字孪生城市体系

 

　　数字化的快速发展，使诸多国际城市政府努力推进数字孪生技术，数字孪生国际标准化工作也已进入

探索阶段。城市的数字孪生功能的核心是“人”，其通过数字化方式，对城市物理实体进行虚拟映射，可

以达到全周期可追溯、动态迭代和实时反馈的效果。中国昆明、法国雷恩、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在城市

基础建设中运用数字规划决策，对基础设施进行提前规划、建设及监管，有效降低建设成本和城市维护成

本，促进城市经济发展。

 

　　新赛道十二：开放式创新城区

 

　　以纽约硅巷为代表的城区无边界创新区域和混合功能布局，有助于解决城区发展动力不足、空间有限

等问题，诸多国际城市开始探索打造自己的“硅巷”。开放式创新不仅在跨国科技型企业的发展中得到应

用，也逐步融入国际城市创新空间的规划与部署中。城市无边界创新区域的发展，有助于推动企业的研发

从封闭转向开放，突破空间限制，形成区域性的无边界科技园区，扩大创新的影响范围，并有助于优化城

区空间品质。

 

　　新赛道十三：数字文创集聚区

 

　　数字文创是数据技术与文化要素的结合，有助于推动城市沉浸式项目、文化资源数字化等新业态的发

展，并形成新的产业生态。数字文创项目与功能空间的发展，是国际城市促进数字化与创意能力空间落地

的重要形式。目前，诸多城市围绕数字文创新型业态、数字文化产业进行了积极的布局，如英国西约克郡

创意场景项目、法国巴黎凡尔赛宫文化资源数字化项目均是数字文创的重要探索。

 

　　新赛道十四：数据交易中心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深度融入现代城市经济价值创造过程，数据流动与交易也已成为国际城市

关注的重点。在《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为代表的多边数字贸易规则的影响下，数字经济国际

合作将为国际城市的流量互动带来新的机遇。美国北弗吉尼亚城市区域建设中的全球最大数据中心项目，





以及丹麦哥本哈根的城市数据交易项目，体现出城市在探索形成数据汇聚交易的节点性空间方面的尝试与

竞争态势。

 

 

　　探索国际城市功能体系发展的“第三维度” 

 

　　新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状态与外部环境特点，使主要国际城市对城市功能体系的认知逐渐深化。从当前

国际城市规划目标的变化看，相关国际城市在既有以流量-创新为核心的“效率导向”二维功能体系发展

逐渐成熟的情况下，已将视角逐渐拓展到以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平、包容性发展等具有价值引领意义的文

明贡献“第三维度”。　　

 

　　从结构上看，创新-枢纽二维体系与二维交叠“新赛道”共同构成的功能体系，为国际城市形成发展

与影响力释放的“面状”基底，而文明贡献作为“第三维度”，有助于在发展模式、效应外部性、社会效

应、文化凝聚力方面形成对城市“效率”运行基底的引领与跨空间、时间的影响力释放（图）。

 

　　图：国际城市的“三维度”功能体系

 

　　后疫情阶段国际城市发展与规划目标变化的共同特点，表明了新发展环境下城市发展路径的理念变

化，即“效率决定发展速度、公平决定发展厚度”。这一变化趋势提示，国际城市的功能拓展，在追求发

展效率的同时，应探索将社会包容性、城市韧性等新维度思想纳入城市发展的综合考量之中，着力推动城

市价值自我实现，进而成为做出文明新贡献的主体空间。（本文作者为《国际城市蓝皮书（2023）》副主

编、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苏宁，《国际城市蓝皮书（2023）》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

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屠启宇，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硕士冯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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