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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分工与合作

——香港的经验与上海的挑战
＊

李超民
（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摘 要：香港从 1980 年代初人均 GDP5000 多美元开始经济转型，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运拚与航运枢纽，目

前又开始推动与珠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 文章运用区域比较方法分析了上海经济增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指出

上海应借鉴香港的经验，抓住世界制造业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和本地服务业发展实现区域分工合作的机遇，加速

建成一个
“

龙头
”

、四个
“

中心
“

，成为有影响的国际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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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香港与珠江三角洲区域分工与一体化：提高竞争力

1. 香港经济结构转型与竞争力的不断提高。 香港制造业起步千1950年代，1970年代末制造业成

为香港经济的支柱，占GDP比重达23%，解决了总就业人口的 60％以上（陈多，1 996)，香港一举成为

亚太地区轻工业品制造中心，同时带动金融、地产、保险、运输、贸易和广告、包装及印刷等行业的发展，

经济结构也发生根本性转变，由单一的转口贸易港经济转变为工业和多元化发展的自由港经济，竞争

力空前提高。

但是，香港制造业的竞争力由千土地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渐趋衰退。 为 保持竞争力，港商

先后向东南亚、非洲、南美和北美投资，但成效有限。 大陆的改革开放为香港制造业向劳动 和设

备成本很低的珠江三角洲转移带来了机遇。 到1990年代中期，大约25 000多家香港 公司在珠江

三角洲设厂，雇用当地工人500万人左右(Husain,1997)，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形成了
“

前店后场／

厂＂的格局，实现了产业自然分工，珠江三角洲也由此成为香港的制造业基地，拥有8万多家工

厂，产品出口量占全国30％以上，而香港则为 珠江三角洲提供金融、销售物流服务，当前香港的

服务业占GNP的 86%；香港的竞争力又一次得到提高。

2. 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基地的形成与香港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分工格局的形成。 制造业转

移和中国外贸的持续快速增长，促进了香港服务业尤其是贸易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也加

速了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基地的形成。 在 1980年代到1990年代早期，香港经济实现了由制造业

到服务业的结构转换，2002年，香港制造业的就业人口仅占香港总就业人口(322.5万人）的

6. 1旯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香港作为总部所在地，2002年香港以外注册公司驻港的

地区总部及地区办事处分别为 948家和2 171家，是 1991年的 157. 5％和 780. 9%。 FDI也不断

选择投资香港，2001年末香港的外来直接投资存量是 32 679亿港元。 同时，国内资金也大举进

军香港，2001年国内流入香港的资金达 385亿港元；截至2001年底，来自 内地的FDI存量是

9 581亿港元，占 2001年底香港FDI存量的 29. 3%。

香港投资推广署曾指出：香港作为设立地区总部和办事处地点的有利因素有五项，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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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简单税制及低税率，其他因素包括政治稳定及安全、资讯的自由流通、法治及司法独立和廉洁

的政府。 70％的公司认为不存在外汇管制是香港的有利因素；66％的公司认为通讯、运输及其他

基础设施是其有利的因素；另外有66％的公司则认为，自由港地位是最重要的因素。香港的不

利因素则包括居住成本及供应(43%）；工商业楼宇成本及供应(34%）；员工成本及供应(31%）。

通过经济结构的转换，香港成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和商业服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4。 目前，香港有500 多家银行，包括世界100 家大银行中的80 多家，拥有的外部资产和机构

存款超过6 000亿美元，香港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银行中心之一，银行业务的70％是外汇，外汇成

交额排名世界第四，股票市场世界排名第七，资本市场亚洲排名第二(Husain,1997)。

3. 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加强香港的国际地位，保持竞争力。董建华先

生在2001年的施政报告中说，”特区政府决心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推进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

合作，达到互惠互利的
｀

双赢 ＇ 局面。 这是我们巩固和加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运输和物

流的枢纽和重要旅游城市的一个关键部署。”此外，网络泡沫破灭后，特区政府也认识到，惟有发

展金融商贸服务业，才能振兴香港经济。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竞争巳经演化成区域竞争，香港只有融入珠江三角洲，才

能应对全球化。2001年8月，香港成立了粤港合作统筹小组，统筹政府不同部门间的运作，推动

两地跨境基础设施建设、环保等的合作。 还成立了香港驻粤经贸办事处，负责经贸事务，建立了

与中央政府的联系，从高层推动两地经济一体化。实践证明，香港与广东的关系是一种长期对等

的商业伙伴关系，只有通过区际规划，才能共同建设
“

大珠江三角洲
＂

的美好未来。

4. 香港经济转型和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分工与合作的经验：共同 提高竞争力。由上分析可

知，香港的出路在于融入珠江三角洲并实现经济一体化，实现分工与合作，这些都为上海与长江

三角洲经济实现分工合作、共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1)在城市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服务业

占GDP的比例逐渐提高，可能达到60%—70％甚至更高，服务业内部也出现结构升级，金融、房

地产等的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城市经济竞争力也空前提高，服务功能更强，辐射范围更广。而由

于比较成本（即所谓商务成本）的上升，制造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加速向境外转移。同时就业结

构发生变化，第三产业雇佣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口，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大幅度减少。(2)作为国际

中心城市，随着城市聚集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城市内部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越来越多地扮演着区

域金融和服务中心的角色，会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总部、地区总部或专业总部移入，越来越多

的金融机构入驻，中心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和完善，资源聚集能力大幅度提高和增强。

尽管次等城市的商务成本略低一些，但是绝大多数大公司为了得到综合服务，依旧愿意把总部放

在主要的中心城市(Yusuf, Wu,200 1)。（3)由于制造业逐渐转移出去，出现所谓中心城市的
“

产

业空心化
”

倾向。如果把所谓
“

产业空心化
”

倾向作为中心城市崛起的成本或代价（胡坚，1997),

那么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因为这个过程推动了国际中心城市内部制造业成为科技创新和产品研

发中心。 另一方面，转移出去的制造业对服务业需求的不断上升，会加速中心城市服务功能的提

升和完善，推动中心城市成为区域融资服务中心。 (4) 随着中心城市经济腹地的不断增加，中心

城市与腹地的联系愈加密切，但分工也越来越明显，中心城市成为腹地的融资和服务中心，而腹

地则成为中心城市的生产加工基地； 同时，由于分工的不断强化，两地的生产率均得到提升。 对

于中心城市来说，服务业的制度创新是竞争力提高的源泉。(5)不同行政区域的同一个都市圈内

城市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是必然的，无论是国际或国内的区域，政府在推动区域分工与合作过程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责任。区域一体化的分工与合作也是一个自然过程。

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区域经济一体化

1.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经济概貌。 19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以来，长江三角洲经济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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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综合经济实力最强、区内产业相互关联度最高、市场一体化程度最

高的地区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具有活力和发展前景的区域之一，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已成

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该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又一个学术意义上的都市连绵带 (metropolitan—

interlocked region ，简称
“MIR”)。

一个大城市群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取决于其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综合竞

争力。 世界6大城市群中的纽约、伦敦、东京属于全球性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处于核心层面；

巴黎、芝加哥属千区域性国际城市，处于次核心层面；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属

千国家或地区中心城市，目前正处于第三层面。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凭借其经济地理区位和资源条件的优势，构成我国
“

外通大洋，内联腹地
”

的战略枢纽，包括上海和江苏、浙江的 15 个地级以上城市，土地面积 10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

积约 1%，人口约 7 534 万，占全国总人口的 5.9%。 2001 年年末 GDP 达 16 981 亿元，占全国总

量的 17. 7%，财政收入、外贸出口、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 3 350 亿元、739.4 亿元和 160. 7 亿美

元，分别占全国总量的 20.4%、27. 8％和 32.3% ；人均 GDP 达 22 577 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

的3倍。

作为中心城市，上海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中位居首位，尤其是浦东

开发开放以来，上海金融、信息、技术等各方面的优势得到越来越充分的发挥，2002 年提供和创

造了全国 5.3％的 GDP,12.3％的财政收入和超过 22. 9％的口岸外贸进口额；在长江三角洲地

区，上海市土地面积和人口仅占本地区的 6.4％和 17.6%，而 2001 年的 GDP、财政收入和口岸

外贸进口额却巳分别占到本地区的 29.2%、59.6％和 44.2%。

2.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区域分工与合作态势。 当前，上海在长江三角洲的投资以工业投资

为主，商业性投资的增速也比较快。 上海与浙江的合作项目主要涉及房地产、外贸、信息、金融等

近 10 个经济领域。 上海与江苏的协作主要集中在汽车、商贸等近 10 个行业。 上海对外省市投

资总额中，江浙两地约占 63.2%，其中工业投资和商业投资分别占 77.3％和 29. 6%。 江浙两省

约占外省市对沪投资总额的 31. 1%，其中商业投资约占 35. 7%。 2002 年上海与江浙两省签订

的合作项目达 158 个，金额超过 80 亿元。 在金融合作方面，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已先后在宁波、杭

州、南京等城市设立了分支行，为当地建设融通资金数百亿元。 自 1996 年苏洲、南通、宁波、湖州

等城市成为上海产权交易所的成员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权市场已有一定规模。 在商贸流

通方面，上海工业产品的 50 ％左右销往江浙两省，江苏工业产品的 30 ％和浙江工业产品的 20%

销往上海，上海已成为江浙两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市场。 早在 1999 年上海就已经在长江三角洲

39 个县级以上城市建立了商品流通网站，覆盖率达 72.2%。 上海作为长江三角洲的外贸窗口，

在江苏的联运企业有 200 多家，提供出口货源 12 亿元，占上海从外省收购总值的 50%。 2001 年

上海技术交易所近 2 万项成交项目中，约有 40％销售给全国各地，长江三角洲占据了其中的大

头；90％左右的交易涉及各地企业，其中江浙两地的交易量名列前茅。 在政府合作方面，两省一

市也建立了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工作机制，把共同构建区域大交通、区域生态环境治

理、区域旅游客运网络、区域信息资源共享、区域天然气管道网络5大专题，作为其合作的重点和

基础。 长江三角洲 15 个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和沪、苏、浙三省市的常务副省长沟通渠道和机制也

巳初步形成。 2001 年 5 月和 2002 年 4 月先后 两次召开了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

2002 年 10 月，在杭州举行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论坛，确定了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合作的相关

问题。

但是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的分工与合作还存在着 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 首先，是由于上

海这一
“

长三角
”

核心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不尽完善所造成。 其次，行政区之间产业结构趋同，互

补性较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以两省一市为统计口径计算出来的上海与江苏的产业结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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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系数为0.82，上海与浙江的相似系数为0. 76，而浙江与江苏的相似系数竞高达o. 97，产业结

构严重趋同。 而以苏、锡、常为例，三市的支柱产业基本上都是机械、纺织、化工、冶金、食品，各行

业的比重也 十分接近。 第三，行政区经济倾向较重，地方壁垒重重，外向型经济发展存在着恶性

竞争；同时，基础设施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缺乏统筹协调。 区内除上海、南京、杭州、宁

波、温州等机场 外，其他机场年旅客吞吐量均不超过10万，最少的只有数千人。 现在个别城市不

顾实际情况，又在争上国际机场 。 而且，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发展带来对服务业的需求，

一些地方不断降低门槛，吸引外资在本地发展服务业，这些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做法，从长远

看，也不利于长江三角洲区域分工与合作的有序化推进。 有关研究表明，当前的行政区经济体制

已严重制约了城市经济区的迅速发展。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发展也正面临着行政区壁垒的严峻

挑战。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分工与合作：上海的机遇与挑战

1. 未来上海经济增长态势判断。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仍不明朗，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对上海经

济的发展将产生较大影响。 而中国加入WTO后，外资的持续进人将带动国内民间投资的发展，

并由此优化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结构，在提高企业效率的同时，还将带动人力资 本结构和消费结构

的日趋向好；从国内消费看，由于大众消费能力的大幅 提升，汽车、住房、医疗保健、旅游等正成为

新的消费热点。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上海经济增长正处于人均GDP5000美元上下的关键时

期。 2002年出现了外资投 入的回落和通货紧缩的压力，以及因全球经济发展不明朗所带来的出

口压力；同样，针对中国反倾销案件的不断上升，长江三角洲地区在这方面将面临更多 挑战，在中

长期内尤其应当引起注意；
“

入世效应
”

的下降对出口也不是很有利。 有关研究预测显示，
“

十五
”

期末，上海的GDP总量将达到 7 012. 4亿元，人均GDP实现 54 096. 1元（折合 6 540美元左

右）。 如果要实现这 个目标，必须继续保持高于 10％的经济增长速度，预计2003年投资规模相

应要保持在2 350亿元左右，平增长率应达到8. 3%。 2003年的投资需求增长率、消费需求增长

率和净出口需求增长率分别要保持在10％以上，其中消费需求增长率约为12%。 “十五
”

后两

年，在不出现大的意外的情况下，为保持经济增长速度，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投资需求增

长率的下降，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率需保持稳定增长，从而使消费需求有一定幅度的跃升，预

计2004年和 2005年分别为10. 5％和 12. 7%。

2. 上海的机遇与挑战：找准定位，服务长江三角洲，服务全国。 改革开放，尤其是 1992年浦东

的开发开放，为上海的经济发展注 入了活力，一 个崭新的上海呈现在世人面前。 目前上海GDP中

的第三产业比重已超过50%，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比例达45%；第三产业内部高端

服务业也发展迅猛，尤其是金融服务业，在1978�2002年上海GDP总量增加20倍、第三产业增加

值增加60倍的情况下，其增长达70多倍，社会服务业增加值在2002年达到 326. 91亿元。 改革开

放以来，上海实际 到位外商投资金额达404.04亿美元，占全国 22年来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8.8%

左右。《财富》杂志500 强企业中，有 153家在上海共投资 513 个项目，总金额达86亿美元，22家著

名国内外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入驻浦东，他们声称，此举是由于上海对于中国内地的战略区位的重要

关系，地区总部移入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 上海已经初步形成城市能级高、资源积聚能力强、综

合服务功能不断完善、辐射范围大、投资环境日趋向好的发展格局。

当前，上海正发挥着经济中心城市的综合优势，并继续扩大服务贸易的开放。 “入世
”

后部分

服务领域率先开放的积极效应将逐步显现，以金融、电信、物流为代表的服务领域吸收外资的步

伐日益加快。

随着上海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上海制造业的发展目前巳出现下滑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由于

• 47 •



财经研究2003年第7期

竞争力下降所致。 赵晓雷等( 200 2)研究指出，上海制造业发展水平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上海
制造业30个行业的竞争力评价中，有16个行业的综合比较得分为负值，12个为正值，除了交通

运输制造业、烟草加工业有较大优势外，其他行业的竞争力均与广东持平或略逊于广东。

上海制造业的发展状况虽然有一定的下滑趋势，但是从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层面考
察，这是普遍规律。BurgessC19 25)在研究美国芝加哥城市发展规律时，用竞租曲线指出了这一点。
而且从1990年代上海的发展战略看，这个结果无疑是合理的，香港经验也说明了这一点。 一般而

言，企业选址的关键因索是要求成本最低、收益或利润最大和自我满足，而得到人力资本和融资的

难易程度问题也是必须考虑的，而且现在企业更加重视集聚经济问题。 如果上海重新回到主要依

靠吸纳制造业投资的政策着眼点，其结果可能是上海重新变为制造业基地，而综合服务功能必将衰
退，并在比较劣势的基础上与长江长三角洲地区内的其他城市争资源，其成败不言自明。

从上海外部的清况看，截至 2003年 2月底，全国累计实际使用 外资金额4 555. 09亿美元。

外商投资的85.96％分布在东部地区。 近年来，东部的外资比例都超过86％或87%，跨国公司

的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东部，而且有向长江三角洲的江苏集中的趋势。 新一轮投资热将进一步
集中到长江三角洲（王志乐，2003)。 苏州是长江三角洲吸引台资IT产业最主要地区和吸引台

资最多的内地城市，2001年吸引台资高达8 2 亿美元，占台湾地区对祖国大陆投资总额的1/5 ，其
中 2/3 是IT企业（查志强，2003)。 苏州的发展只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形态的一个缩影，该地
区正在成为有影响力的中国乃至世界制造业基地。

可以看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产业分工模式已经出现，上海以高端服务业为主，兼有较强
的高端制造业和大量研发机构，而长江三角洲其他城市依靠比较优势，吸引制造业，成为制造业
基地。而且，在上海没有竞争力的制造业，自身也在加速向市外转移。

与珠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存在的＂一国两制” 不利因素不同，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资源
流动本来就是没有障碍的，共同市场也没有边界。 对上海来说，最大的机遇就在眼前，但同时也
是挑战，即承不承认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分工与合作关系，能否抓住有利时机，抓住长江
三角洲其他城市普遍认识到接轨上海、融入

“

长三角 “难得的有利时机，利用上海和其他城市的产
业梯度差异，抓住长江三角洲自然形成的分工格局的有利形势，把握一个“龙头 ＇＼四个“

中心”建
设的定位，破除思想和行政制度的障碍，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大力完善投资的软环境，提升上海
的综合服务功能，吸引外商投资服务业，吸引跨国公司总部、地区总部、运作中心、采购中心、国际
组织总部入驻上海，强化资源配置功能，面向长江三角洲构筑服务平台，以举办2008年奥运会和
2010年世博会为契机，向外转移不具 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业，加速承接世界制造业向长江三角洲

转移，从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入手，方能成为世界有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
3.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必然性与可能路径。 上海的发展关系着 长江三角

洲的发展。上海只有与长江三角洲经济融合，加强分工与合作，才会有灿烂的明天，而长江三角
洲其他城市也只有与上海保持不同的分工，积极开展区域合作，错位竞争，才会有共同发展。上
海今后中长期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与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结合起来，而长江三角洲下一步如

何发展的关键是定位问题，是加强区域经济整合与分工合作的问题。

我们认为，未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分工与合作可做如下安排：

第一 ，以上海为核心加快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1)上海应该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

体化的综合服务中心，具体来说，包括融资及融资服务中心，现 代 化物流中心，信息中心。 (2)上
海应该尽快建成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要索市场的集散中心。 (3)上海应该成为长江三角

洲综合交通网络的主枢纽，因此，必须花大力气建设组合港式国际航运中心、亚太地区的国际航

空港和高效陆路交通中心。(4)上海应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尽快成为长江三角洲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的重要“引擎＂，应依托既有产业和基础设施等各方面的优势，成为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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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地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示范基地。

第二，上海经济发展在加强自身创新能力的同时，应倚重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

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抓紧建设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大市场，一是建设服务市场。上海

建设国际大都市，关键要发展高等级第三产业，如金融、信息等第三产业，并需要制造业的发展和

市场环境的改善。当前上海信息咨询业服务对象主要是外资和民营经济。而长江三角洲地区外

资和民营企业的比重很高，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竞争环境的日趋规范，信息咨询公司越来越有

用武之地。长江三角洲区域日益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主体可为上海服务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尤

其是在消除长江三角洲地方保护、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后，这种市场需求的拉动作用更强。香港

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例证。二是建设产品市场。未来上海工业的发展重点是技术、资本

密集型产业，如装备和高科技、耐用消费品工业以及重化工业等。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最大的综合

性工业基地，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层次都比较高，这为上海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生

产资料市场和消费品市场。(2) 上海产业调整应倚重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提供的广阔空间。

进行结构优化，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和竞争力，是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而建设国际经济、

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则要求其他产业向周边地区作梯度转移和扩散，形成支柱产业配套、新兴

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补的分工协作关系。长江三角洲地区良好的经济基础，坚实的产业基础，

密切的区内联系，有利于上海经济的集聚与扩散，进而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3) 上海发展外向

型经济同样应倚重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崛起和发展过程，是不断参

与国际分工并同国际经济大循环接轨的过程。上海要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必须要使自身经

济循环丛依赖国内资源和市场，转向主要依靠世界资源和市场，而且必须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

环。从1990年代起，在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
“

本土化“趋势推动下，跨国公司越来

越多地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及研究开发中心，而在长江三角洲其他城市布局生产、加工中心，上

海与长江三角洲其他城市形成配套上的水平分工和技术上的垂直分工，长江三角洲区域也提高

了经济水平，跨国公司从中赢得低成本和大市场，提高了运营效率；上海提高了产业结构水平和

综合服务功能，这是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和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重要步骤。上海必须正视

这一发展趋势和历史机遇。(4) 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应当考虑与长江三角洲基础设施建设的

衔接配套。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以上海为中心、洋山深水港为枢纽、浙江和江苏沿海沿江港口为

两翼的组合港。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必须建立在各港功能互补、合理分工的基础上，形成与国际

运作惯例相衔接的组合港管理机制。 目前，世界上国际大都市拥有的大港口都呈网络带发展态

势，而上海港还处于港口功能辐射区阶段。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需要有港口、码头、港务设施、陆路

集疏运等，以及货源基地培育、市场规范管理等软硬件支撑。所有这些都有赖于长江三角洲地区

率先打破条块分割，实现基础设施的衔接配套和经济的一体化。

四、结束语

国际大都市崛起的过程，是资源加速集聚和服务业加速发展的过程。1970年代到1980年

代，香港抓住机遇，通过制造业发展，完善了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在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利

用新的机遇，向大陆转移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同时加速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香港

经济的国际竞争力；19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香港进一步认识到，香港的未来只有和珠江三角

洲发展区域合作，进行更高层次的分工，才能在竞争中继续保持不败。现在，从特区政府到民间，

无不为全面推进珠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而努力。但需要指出的是，香港和上海之间也存在着不

可比因素，首先，香港的崛起是由于特定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环境造就的；其次，香港的制度因素是

上海所不可比拟的，如低税率制度等。

在成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服务长江三角洲，服务全国的战略定位实现过程中，上海具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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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所不具备的许多优势，而且长江三角洲经济很早就开展一体化了，只是由于行政分割才束缚了

其应有的发展。 然而，上海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主要是观念和体制上的挑战，如不能突破这一点，

并根据自身优势参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分工与合作，将不利于一个
“

龙头
＂

、四个
“

中心
”

的建设

发展，甚至有可能将被其他城市部分取代上海在长江三角洲的地位。

＊ 本文写作过程中，香港上海实业公司钱世政先生提出了具有参考意义的建议，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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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i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Experience of Hong Kong and Challenges for Shanghai 

LI Chao-min 
(Research Center of Regional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Since Hong Kong began its economic transition with per capita $ 5000 GDP in 

the 1980s,it has changed into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a hub of transportation and ship

ping. Presently,promo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Hong Kong with Zhujiang River Delta economy 

has started. The paper, by employing the economic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re

gions, analyses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economic growth of Shanghai. It 

points out that Shanghai shoul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Hong Kong, catch the emerging 

opportunities of global trend of the investment move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to Yan

gtze River Delta and local service industry, to promote regional division and cooperation, and 

construct Shanghai into one of the four international centers and an influential cosmopolis. 

Key words: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division; cooperation; experience; chall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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