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纽约产业结构变化体现了众多国际性大都市的共同特性。借鉴纽约的成功经验, 结合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条件, 把上

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 使其在区域、国家经济发展中起到带动作用。

纽约产业发展的历史路径对上海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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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分析了纽约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城市功能等方面的发展过程 , 同时对照上海发展现状提出了一些有利于上海经济、产业发展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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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conomic scale ,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city functionin New York were analyzed . Based on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 n S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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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纽约经济发展现状

该文所讨论的纽约是指“纽约市”, 包括所属的曼哈顿、

布朗克斯、布鲁克林、昆士和斯坦腾岛5 个区。在地理位置、

人口和面积方面, 纽约市与上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

2006 年国际城市竞争力调查结果显示, 纽约城市竞争力排名

全球第一, 是国际大都市的一个成功范例。

在经济总量方面,2005 年纽约名义 GDP 为9 634 .67 亿美

元, 是世界第十一大经济城市 ;2004 年纽约人均收入为38 624

美元, 高于同期美国人均收入水平33 050 美元 ;2004 年美国

平均工资支出为38 798 美元, 而纽约为49 221 美元。2004 年

美国总就业人数达到1 .7 亿 , 其中纽约就业人数占全国总数

的6 .21 % 。2004 年纽约市政府预算支出为14 390 亿美元, 占

美国政府总支出的6 .71 % 。纽约经济是美国经济的重要组

成部分 , 是美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

2  纽约产业结构变化

2 .1  背景 纽约是美国最早成型的大都市之一。这首先得

益于其天然的地理优势。依附哈得逊河、伊利运河纵深连向

五大湖水路和天然的深水港成就了纽约的今天。天然的地

理优势赋予纽约独特的运输成本优势, 并提供了规模经济的

客观条件。在殖民地时期, 纽约的深水港优势和位于哈得逊

河中心的位置使得它成为连接欧洲的最理想的商业中心。

1624～1790 年纽约在毛皮、面包和面粉的出口中扮演重要角

色。1790～1860 年, 作为重要的航运和移民中心纽约取得了

重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 纽约制造业包括制糖、出版和服

装业获得蓬勃发展。

20 世纪信息经济的腾飞为纽约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

关键的历史机遇。城市经济学的核心在于人群的聚集效应。

纽约的港口优势吸引了众多人员加入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中

来。他们在纽约成立公司, 并利用低运输成本优势迅速发

展。1920～2000 年纽约作为信息型大都市延续着它繁荣的

神话。20 世纪中期, 随着技术的革新, 美国80 % 大城市面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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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骤减的危机。纽约通过其在金融、商业服务和公司管理

领域的繁荣成功渡过了这次危机。

2 .2  主要产业结构变化  纽约产业经历了从以制造业为主

向以服务业为主的高级化过程。在每一个经济发展阶段, 纽

约都有相应的产业支撑着其经济快速稳定发展。

2 .2 .1 制造业。纽约最早是一个商业城市。17 世纪初商贸

的兴旺使大量资本积聚于纽约。这为其日后成为全美金融

中心奠定了基础, 同时也为发展制造业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 世纪中叶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 纽约制造业快速发展起

来。在19 世纪末纽约已成为美国一大制造业中心。由于纽

约自然资源缺乏而劳动力、资本充足, 纽约制造业以劳动密

集型、资本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 , 形成了以制糖业、出版业和

服装业为主要支柱产业的产业格局。

二战结束后, 随着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传统工业部

门的衰落, 纽约制造业也开始步入衰退期。20 世纪60、70 、80

年代纽约制造业就业人数分别减少了9 .2 万、18 .1 万、26 .7

万人, 下降率分别为9 % 、19 % 、35 % 。在这一过程中, 损失最

为惨重的是服装制造业。1950 ～1980 年该行业共有20 万人

失业, 占纽约制造业失业人口总数的1/ 5 。自1980 年以来 ,

该行业就业人数减少了60 % 。在纺织品、橡胶及塑料制品、

运输设备及多种制成品( 办公用品、工艺品、珠宝、玩具和体

育用品) 行业, 工作岗位减少约2/ 3 。有些行业部门包括纸

制品、金属加工制品、石陶及玻璃制品、家具和家居设备、食

品电子和电机设备仪器及相关产品、皮革与皮革制品和初级

金属制品, 经历了70 % 甚至更多的就业萎缩。从规模上看 ,

1969～1977 年纽约市143 个制造业行业中, 只有9 个行业就

业增长 , 共增加7 500 个工作岗位, 而其他行业同期减少

314 000个工作岗位。

但是, 纽约制造业的衰落并不等于完全的消亡, 纽约仍

保有一定份额的制造业。纽约市是时装设计中心。在流行

风尚快速变化的条件下, 设计师倾向于就近选择厂家生产其

产品。纽约的服装业就显示了近距离优势。同样 , 作为旅游

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广告咨询中心, 纽约也为相关的制造业

部门创造了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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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2 服务业。在19 世纪的早期发展阶段, 纽约就成为一

个经济功能齐全的大城市。它不仅是制造业中心, 而且是商

贸金融中心。进入20 世纪, 纽约已成为文化艺术中心、保健

中心、教育中心、室内设计中心、时装中心、旅游中心、信息中

心。可以说 , 服务业在纽约一直有着雄厚的基础及稳定的发

展态势。

纽约服务业的崛起是伴随着制造业的衰退而发生的。

1959～1969 年, 就业于纽约“FIRE”( 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 的

人口增长22 .8 % , 占纽约就业总人口的比例由 1959 年的

10 .8 % 上升到1969 年的12 .3 % 。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服

务业中除个人服务业( 宾馆、餐饮业、娱乐业、家庭服务业等)

外, 生产服务业及社会服务业( 政策部门、教育、医疗卫生服

务等) 都出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1969 ～1989 年 , 生产服务

业就业人数从95 万增至114 万, 占就业人口的比例从25 % 增

至31 .6 % ; 社会服务业就业人数从76 万增至93 万, 占就业人

口的比例从20 % 增至26 .3 % 。生产服务业在创造就业机会

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关键的带动作用。20 世纪90 年

代, 纽约GDP 产业结构变动表现为金融、保险、房地产业所占

比例大幅上升, 由1990 年的26 % 上升到2000 年的37 % ; 服务

业所占比例有所下降 , 从1990 年的15 % 下降到11 % ; 零售批

发业基本保持不变; 交通、公用事业占 GDP 的比例由9 % 下

降到8 % 。1990 年金融保险房地产、服务业所占比例为56 % ,

到2000 年为62 % , 增加了6 个百分点。即使是服务业, 在不

同的发展时期经济的支柱产业也是不断变化的, 与当时的技

术水平、比较成本优势等有着必然联系。

3  上海市经济发展现状

2005 年, 上海市生产总值为9 143 .95 亿元, 按可比价格

计算, 比2004 年增长11 .1 % , 是自1992 年以来连续第14 年

保持两位数增长。2005 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182 321 亿元 ,

增速9 .9 % , 上海市生产总值占全国总量的5 % , 增速比全国

高1 .2 个百分点。但是从绝对水平来看, 折合美元上海 GDP

只有1 142 .99 亿美元, 相当于同期纽约的13 % 。

从城市功能来看 , 上海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贸易中心 ,

城市功能以集聚为主。目前上海六大支柱产业, 即信息产

业、金融业、商贸流通业、汽车制造业、成套设备制造业和房

地产业, 已经初具规模, 并且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不断提升。

上海在服务业领域的优势还未被完全发掘。与纽约相比, 一

些体现国际大都市特色的贸易服务、信息服务、医疗服务、法

律服务、设计咨询等服务业所占比例仍然较低 , 服务贸易还

没有成为带动上海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4  启示

(1) 从纽约的历史产业构成来看, 重工业所占比例一直

较低, 主要以服装、皮革制品、印刷、食品等轻工业为主。随

着城市经济发展和功能属性转变 , 制造业从城市中的退出是

必然趋势,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生产性服务业和知识服务业的

快速发展。它们在解决制造业缩减后的就业等问题的同时 ,

提升整个城市的集聚和辐射功能。上海要坚持“三、二、一”

的产业发展方向, 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 2) 不论是从就业结构还是从 GDP 贡献率来看, 纽约服

务业都起到绝对主导作用。在 GDP 贡献率和劳动力分布上,

上海市服务业已经与制造业平分秋色, 但是与主导产业还有

很大距离。2003、2004 年上海市服务业对 GDP 贡献率出现了

波动。与纽约支柱产业相比, 上海要形成以服务业为支柱产

业的产业结构。目前上海市的六大支柱产业中只有4 个属

于服务业, 即房地产业、商贸流通业、金融业、信息产业。在

大力发展服务产业的同时, 上海市应促进城市工业向都市型

工业过渡。

( 3) 在“十一五”期间, 上海市发展目标是到2010 年基本

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要着力于疏通外省市和国际上的人力资

源、资本和技术、信息等要素资源流入渠道, 适当加大接纳外

来人口的力度。纽约市发展情况表明, 外来人口形成的信息

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是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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