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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 使得整个世界经济结构面临新的大调整。在相对较长的/ 后危机0阶段, 我

国的城市完全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经济的迟滞发展, 来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全球市场

的控制能力,将自身镶嵌到全球生产网络中去, 来实现转型发展。以服务业结构升级主导下的城市经济转型,

应着力提高城市/ 经济容积率0 ,推动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并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服务业结构升级并

重和加快建立内外贸一体化的城市商贸流通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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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后危机阶段:我国城市转型升级的战略机

遇期

  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使得整个世界产业结

构和经济结构面临新的大调整。金融危机无论对

虚拟经济、还是对实体经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世界经济在危机后也面临重大调整, / 后危机阶

段0的世界经济形势,不仅是国际金融秩序重建问

题, 还有低碳经济、新能源经济等主导下的国家、

城市之间的新一轮利益大博弈。特别是美国政府

在认识到推行清洁能源等存在着国内和国际上的

阻力,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将因受到侵害而

强烈反对后,就会从减碳排放、/碳交易0入手来先

从改变世界贸易规则。刚刚结束的/哥本哈根谈

判0, 美国和欧盟的主导世界发展话语权的思维已

经化成了具体的行动, 就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新

的严峻的现实。因此,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

家,必须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所遇

到的新挑战,即在受到碳排放约束的条件下, 着力

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创新型经济,以从根本上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 并推进城市从/制造型0向/服务

型0、从/高碳城市0向/低碳城市0的整体转型发展。

其实,即使没有世界金融危机,即使没有全球

性减碳排放的约束, 改革开放 30年的城市化进程

也逼迫中国的城市必须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

方式了。按照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到

2020年我国人均 GDP 要在 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

番,如果仍延续高投入低产出、高能耗低收益、高

污染低环保的粗放型发展方式, 不仅我国的能源

条件、世界的能源供给无法支持,由此带来的排放

和污染将引发诸多生态灾难。当然, 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于

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国内城市来说, 既要保持

高位的经济增长,又要调整产业结构,而创新型经

济的培育又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确实是一个痛苦

的抉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上, 国际金融危

机的爆发, 化危为机,转型发展、加快产业升级就

成了一种必然选择。而中国特殊的国情和中央政

府保增长、保发展的得力措施,使金融危机造成的

恐慌很快过去, 经济形势迅速企稳向好, 2009年

15



不仅顺利实现了/保八0的目标, 而且为/十二五0

定下的/调结构、促转型0的调子, 为漫长/后危机

阶段0中国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国内城市迎来
了转型发展的新机遇。再者,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

使得全球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 全球有很多

国家和城市的经济发展出现停滞甚至是倒退的趋

势,而中国的经济、政治地位都得到大大提升,国

际影响力大大增强, 这给中国的城市在全球生产

的网络或价值链上站在高端位置发展提供了新机

遇。从上个世纪 90年代开始,全球经济生产空间

就已经通过跨国公司向多国延伸。现在,全球生

产网络已经形成, 全球生产环节和劳动分工的层

次和水平日益深化。在这个全球生产网络、价值

链上, 由于受到自身发展的局限和发达国家的控

制等多方面原因, 国内的城市一直在低端的生产

环节徘徊, 无法向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的环节

延伸。在后危机阶段, 国内的城市完全可以必须

利用发达国家经济危机的迟滞发展, 通过大力发

展创新型经济、强化自主创新能力和对全球市场

的控制能力,迅速将自身镶嵌到全球生产网络中

去。因此, 国内城市, 尤其是人均 GDP 已经达到

一万美元的沿海发达城市,无论从自身的发展阶

段还是从外部的发展条件来看, 在未来的一个时

期,特别是/十二五0期间, 将是转型升级、跨越发

展的战略机遇期。

  二、充分把握城市经济转型、服务业升级的大

趋势

  城市化的进程、城市经济的转型升级,是有一

定规律可循的。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

经济发展相比, 行政主导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基

本上是以/ 摊大饼0的方式来不断扩展空间规模
的,这样必然造成城乡结合部长,生产空间与生活

空间混杂,服务业与制造业混杂,尤其是大城市的

服务业集聚度不够高, 制造业的专业化程度也很

低。¹ 国内的城市,在经历了粗放型的发展后, 伴

随着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提出和实践落实科学发展

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在/十一五0期间成为

共识。在迎来漫长的/后危机0阶段,尤其是/十二
五0期间, 充分把握城市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关

键节点,大力推进集约发展、/精明增长0,提高/经

济容积率0,提升 GDP 的绿色、低碳含量, 就必然

成为国内城市的战略性行动。

改革开放 30年来, 我国国民经济活动的主要

区域和空间载体在城市,城市经济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国民经济数量与质量的变化, 因此/后危机0

时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城市, 尤其是城

市中心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处于最前沿的位

置。当前城市经济转型的核心问题, 实际上是产

业空间布局的优化问题,即在都市区实现服务业

的集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空间集聚问题。

第一, 土地资本化提供了城市产业结构转型

的原动力。实现服务业的集聚, 就是看一座城市

在扣除了环境和生态的需要后, 在多大程度上能

够动员土地资源的能力。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

之后,通过城市土地进入一级市场、土地资本化、

住房制度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等多项改革措施,

促使工业向工业园区转移,使城市动员市区土地

资源的空间成为可能。这使得与商业地产紧密联

系的各种服务业态产生了比原有制造业利润高得

多的土地级差收益; 住房也成为居民财产保值增

值的最可靠资产, 从而创造了更高的土地级差收

益。土地资本化和土地级差收益逼迫制造业不断

从城市中心区向外转移,并不断吸引服务业填充

制造业转移遗留下的空间,成为城市经济结构转

型的最主要经济动力, 促进了服务业在城区的集

聚。

第二,经济活动要求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

都市中心区的土地价格依据土地级差地租形成,

非常高昂, 因此只有劳动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高

的服务业才能立足, 而且只有最集约地使用土地

空间才能降低成本, 由此形成了城市中央商务区

( CBD)。现代中央商务区, 它们基本上已成为人

类空间最集约的经济增长地域。在我国城市经济

的发展中, 有所谓/楼宇经济0、/ 总部经济0的提
法,就是反映了都市经济要求集约利用土地空间

的特征。

第三, /经济容积率0规律在发挥作用。都市

中心区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的经济含义并不是建

筑学中的/容积率0的概念, 建筑学/容积率0的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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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是指盖房子的密度,这里讲的/经济容积率0,是

指最集约地使用土地空间,它要求在所能承载建

房密度的空间中得到最高的经济产出。都市中心

区随着经济的发展, 非生产人口居住的下降趋势。

在现代化大都市中心区, 特别是中央商务区, 单纯

的住宅面积是受到限制的,这就导致了该区域非

生产人口的下降。我国城市经济在实践发展中已

经出现了税收/亿元楼0,就是反映了提高土地单

位产出率的要求。

第四,经济虚拟化的趋势,生产投入要求资本

与知识要素密集,产出只以价值量来衡量。在都

市中心区的生产投入中,货币资本投入固然是最

重要的,但体现为科技手段和知识要素的设备、人

力资本也同样重要。中央商务区和/楼宇经济0,
实际是要求以货币资本和科技知识来替代土地资

源的经济, 没有足够的货币资本和科技知识是难

以实现最集约使用土地空间的目的。由于城市经

济以服务经济为主, 服务产品是主要的产出内容,

服务产品往往没有物理形态, 没有实体外观, 它的

使用价值难以用数量单位来衡量, 因此,服务产出

的衡量单位只有价值量,这就使都市经济成为货

币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生产中心, 货币经济和虚拟

经济也成为都市经济的基本形态。

第五,消费的转型与升级,向生产型消费和区

外消费转化。2009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中只有 34%是居民消费, 其他消费都是企业

消费、集团消费。随着都市中心区非生产人口居

住率的下降,这里的消费形态也随之转型,与居民

生活消费相关的区内消费类型逐渐退居次要, 或

者转型为商务消费、会议消费等生产消费形态。

与/楼宇经济0功能相关的生产消费以及企业、集

团消费的类型和内容不断增加, 包括对中间投入

品的消费, 对各种相关服务产品的消费以及对知

识、信息的消费将成为都市中心区的主要消费形

态。

第六,服务产业化必然扩及传统的/非经济领

域0。现代城市的就业人群必然是以服务业从业

人员为主体,服务业的白领和蓝领职业群体基本

替代了传统意义的产业工人阶级, 成为城市经济

活动的主要劳动者, 而服务业人力资本构成的提

高,使服务业的普通劳动与管理劳动的界限日益

模糊。当现代服务业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重要

领域,服务劳动者成为社会的主要劳动者的时候,

服务产业化必然扩大到教育、医疗、健康救助、文

化传播等传统意义上的/上层建筑0领域,使这些

行业中的某一部分产业化,并可以计算入国民经

济核算体系。

总起来看,城市的发展是有周期律的,城市经

济的理想的转型升级路径,基本上是与人类的工

业化- 后工业化的进程一致的, 并从制造型经济

向服务型经济转变, 把握这种大趋势,尤其是把握

服务业结构升级的关键节点, 则需要战略眼光和

行动落实的魄力。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经验已经

表明, 利用一些重大的历史机遇期进行城市转型

发展,不仅可以降低城市转型的成本,缩短城市转

型的周期, 而且可以促使城市经济的转型更加顺

利。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美国家城市经济的转

型,既有芝加哥、鲁尔等成功的典型,也有底特律

失败的教训。国内的城市如今在科学发展观的指

导下, 针对全球现代服务业向中国大城市转移的

新机遇,理应超前进行产业空间优化,尤其是树立

制造业的服务业化、大力促进服务业结构升级,以

探索出转型发展、跨越发展的新路子。

  三、城市经济转型方向:发展先进制造业与服
务业结构升级

  城市是创新的中心和策源地, 建设创新型城

市是现代城市的共同目标。在现代城市,城市化

水平或竞争力的差别, 已不完全是城市人口的比

重,而是主要表现在吸引和集聚生产要素的能力

的差别,城市的基本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集聚和集成创新要素, 二是提供创新的软实

力。º 城市经济的转型实际上是重新配置创新资

源和确定新型运行规则的过程, 因此大力发展创

新型经济主导下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过

程,也就是现代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其中强

化以知识、智力资源为依托的现代服务业,成为重

要的发展方向。

没有创新性经济体系, 就不可能有创新型城

市。创新型经济是注重培育本国企业和 R&D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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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创新能力, 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技术

和新产品, 以自主创新为目标和主要推动力的经

济。可见, 创新型经济大多是经济发展已经达到

一定阶段, 具有较强科技综合实力的国家和地区

才能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其重要特征是形成一

个国家、城市和企业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创新

品牌,否则就无法站上微笑曲线的高端位置。因

此,从培育创新型经济体系,以及加快产业升级的

角度来看, 国内的城市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把

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大方向:

第一,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共同发展。发展

服务业不能离开先进制造业, 不能用加快服务业

的发展来取代实现新型工业化的目的。现代服务

业是指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阶段产生的那些依靠

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法、经营方式及组织形式

发展起来的,主要为生产者提供中间投入的知识、

技术、信息相对密集的服务业,以及一部分由传统

服务业通过技术改造升级和经营模式更新而形成

的现代服务部门。实际上,我们现在肩负的是双

重任务:既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又要加快现代服务

业的发展。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

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离不开工业化、特别是工业现

代化的发展。我国是大经济体, 不可能象某些小

经济体那样依托某些资源优势发展少数服务行业

来支撑国民经济; 大国发展道路的一般规律是需

要以实物经济为基础并建立比较健全的产业体

系,因此工业发展是所有产业现代化的前提。其

次,我国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从所有制改革

到产品生产与流通的市场化改革以及资本的市场

准入等各方面条件都优于和领先于服务产品的改

革和开放, 这也决定了我国工业经济必然领先以

及必须在工业现代化继续完成的条件下加快发展

服务业的即定格局, 形成了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

进的必然趋势。再次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制度的建立和保障, 既需要以价值量衡量的增加

值和收入的持续增长, 也需要以实物为基础的经

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壮大,而这些

都离不开工业现代化的继续完成。发展先进制造

业是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和实现服务业结构优

化升级的主要途径。

第二,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与服务业结构升级

并重。要把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发展现代服务业、

实现服务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突破口。生产性服

务业是直接或间接为生产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服

务性产业,其范围主要包括仓储、物流、中介、广告

和市场研究、信息咨询、法律、会展、税务、审计、房

地产业、科学研究与综合技术服务、劳动力培训、

工程和产品维修及售后服务等方面, 但最重要的

是信息服务业、现代物流业、研发服务业、金融与

租赁服务业等。我国服务业发展不仅存在总体滞

后问题,结构也不合理,过于依赖生活性服务业的

结构,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落后已经成为产业结构

调整与优化的主要制约因素。对此, 我们可以借

鉴跨国公司的做法。在国际分工发达的制造业

中,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时间只占全部循环过程

5%不到,流通领域占 95%以上,产品在制造过程

中的增值部分不到产品价格的 40%, 60%以上发

生在服务领域。流通领域缺乏效率, 竞争力就会

受到影响。外包模式作为一种企业经营战略,在

20世纪 80年代就已经流行于发达国家。20世纪

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出现了调整,其

要旨就是把原先由内部提供的生产和服务环节转

移到外部,重组企业的生产体系,通过合约来购买

外部优质的资源, 包括原先由内部生产的产品和

服务,以达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的目的。

这种外部化的经营战略调整, 不仅促进了新的第

三方服务供应商的发育成长, 而且还使一部分制

造企业向服务企业转型,出现了服务型的制造企

业,众多的跨国企业开始了从制造商到服务供应

商的彻底转型。这是一种供应链管理的办法,即

通过生产性服务业来连接市场体系。实际上, 20

世纪 90年代以后, 国际跨国公司的已经进行了发

展战略的大调整,一方面不断剥离自己的非核心、

次要和辅助业务, 不断外包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生

产环节;另一方面不断强化和巩固以自己为核心

或为龙头的供应链体系,形成供应链体系内部市

场,对该体系市场实施供应链管理。供应链核心

竞争力来自生产性服务的质量与效率。供应链管

理的企业实践极大地影响了市场竞争的格局。现

在的市场竞争已经不是企业之间的单打独斗,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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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竞争已从企业之间的竞争演变为供应链体系之

间的竞争; 竞争优势往往不取决于个别企业的特

定优势和效率, 而取决于整个供应链体系的质量

和效率。跨国企业的影响力也往往不取决于核心

企业的资产规模和股权控制状况, 而取决于核心

企业所管理的整个供应链体系的交易规模和辐射

范围。凡是从事电子化、信息化、智能化、个性化

等硬件产品的制造商,其销售必然伴随服务化,这

类企业一般都是先进制造业, 其成长的方向也必

然是服务型制造的趋势。

第三, 建立内外贸一体化的城市商贸流通产

业体系。这是后危机时代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一

个重要选择。首先是加工贸易的产品内销,要突

破许多的政策障碍和体制障碍。海关监管方式和

征税制度都要进行改革, 即便进行了这样的改革,

这些产品要顺利进入内销市场, 也有许多的渠道

建设,流通制度、流通组织方式的改革跟进。其次

国内商贸流通还缺乏条件,目前做内外贸一体化,

是家乐福、沃尔玛这些跨国商贸集团,我们的国内

商贸集团做内贸就不做外贸, 做外贸的只做外贸,

怎么样把它连起来这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我

们国内大量的供应商很分散, 随着生产的不断扩

散,国内通过生产性的服务把他们连接起来, 在国

内形成供应链才能与国际市场接轨, 因此在国内

流通领域通过各种服务供应商把各种的生产环节

与销售环节,整个供应链体系整合起来是我们未

来要实现内外贸一体化的重要条件。还有重要的

一条,由于我们对海外市场非常不了解,也就不可

能把国内生产、流通和海外市场需求联系起来,只

有把对外贸易从过去/引进来0为主, 变成/引进

来0和/ 走出去0并重, 特别是在/引进来0的项目

中,要从以制造业为主调整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并

重,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 只有国内大量的商贸

企业走出去了, 比如我们的商品市场、商贸企业走

出去,类似于日本这样的综合商社走出去,建立海

外广泛的营销渠道, 才能培育出内外流通领域的

城市供应链体系。

总的来看, 城市经济的转型发展的过程, 是产

业结构持续升级的过程,只有奋力站在面向全球

的价值链节点上、构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主导的产业链,并整合与之配套的供应链,才能实

现城市经济的真正转型升级。

  四、城市经济转型与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路径
选择

  历史经验表明, 大的危机往往孕育着大的科

技创新,而重大科技创新也往往推动世界经济走

向复苏与繁荣。1857 年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 20

世纪 30年代大萧条前后问世的科学发现成为日

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

革命的基础; 20世纪 80年代美国的经济危机则

造就了上世纪 90年代互联网信息技术革命的飞

速发展,也造就了世界经济新一轮的繁荣。此次

金融危机发生后, 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将发展的

重心转向/新能源0、/低碳经济0、/绿色经济0, 这

将有力推动世界产业走向一条新的创新之路。国

内的城市,站在科学发展观的高起点上,经济转型

与结构调整最重要的突破,是要变原来的投资拉

动型向创新驱动的转变,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从投

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构建起政、产、学、研、金等

/五位一体0的城市创新体系, 促进创新资源的有

机互动和高效运行, 强化创新过程的系统性整合

与协同,促使体制创新、组织创新、技术创新、政策

创新等相互作用,形成创新合力。从目前来看,通

过服务业结构升级来引领城市经济转型的路径,

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求突破:

第一,以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来提高城市的/经
济容积率0。

国内的城市与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城市相

比,城市化水平很不够,如市政基础设施等还需要

大投资, 城市交通需要大力加强, 航空、地铁等基

础设施还需要进一步强化,要成为世界一流的城

市,就需要不断提升城市化水平和城市管理水平。

因此,国内城市的改造和功能提升,在追求更高的

/经济容积率0的同时,更应逐渐扩大城市规模,发

展相关服务产业。城市规划是人们按照城市经

济、社会和人文发展的要求对城市自然环境和生

态空间进行布局设计和功能配套划分的综合思维

结果。但是,一定时期制定的规划往往反映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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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认识水平, 因此, 具有历史局限性, 修编规

划是正常的。修编规划要处理的主要是两个关键

问题: 第一处理好商业地产与居民住宅的关系。

应正确认识和反映都市中心区人口居住率下降的

规律性与经济产出空间增长的规律性, 这是大都

市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从地产形态上看, 是住

宅形态的用地空间减少,商业地产形态的用地空

间增加。一方面要有经济产出,要发展服务业,另

一方面还要宜居, 这往往是修编规划要考虑的第

一个问题。其次是, 空间经济产出的集约化趋势

对行业的选择和对生产、消费方式的选择。规划

要尽可能反映出单位空间产出的最大化要求对行

业的选择, 因此必然是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回报率

最高的那些行业或企业成为新规划落地的对象,

其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特点也应在规划中得到反

映。接着还要考虑的问题是要素密集化的要求,

承载技术与知识要素的物品和劳动力对生产、消

费的需求要在规划中反映。

在做好城市产业空间的优化布局的同时, 还

要注意衔接好中心区规划与产业空间的衔接与联

系。如果我们把都市中心区形容为服务经济的

/工厂区0, 那么它与整个城市地域的规划关系就

是生产区与生活区以及其他功能区域的关系, 二

者之间需要紧密地衔接。特别是城市的交通与基

础设施发展的现状与未来,对中心区规划有重大

影响,也对各种功能区域的规划有重大影响, 区域

规划的修编要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在处理土地集

约与资本投入的关系上,都市中心区应该是资本

要素密集的区域,其土地利用要求愈集约,资本替

代要求就愈高。因为资本替代要求实际成为中心

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决定因素, 城市的中心区

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高, 就必然意味着资本投入强

度的提高。因此, 必须积极培育基于空间价值集

约的增长动能, 调整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使城市

在同样的增长情况下, 减少基础设施和服务方面

的成本。同时要规划与确定合理的功能分区,促

进功能性集群效应的发挥,进一步整合城市的开

发园区资源,提高园区的集约化程度.极培育和发

展低碳产业,过使用混合能源、节能材料和替代性

能源产品, 减少对石油、煤炭等的使用量, 间接的

碳排放。

第二, 通过培育和发展服务型制造企业来优

化城市服务业的结构。

在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

发展现代服务业不仅仅是商务部门的事情,实际

上也是制造部门的事情。即一部分制造业通过专

业分工和外包、再通过供应链整合生产组织体系,

构建新的商业模式, 这是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

又一个重要途径。组织供应链通常是核心企业,

它依靠优势资源成为核心企业, 这种优势资源不

一定是资本或技术, 它可以是品牌、甚至可以是最

终用户的认可和信任。我国的城市必须将调整结

构与发展先进制造业相结合, 发展服务型制造业,

把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起来, 发展其中相结合的

产业。一方面可以先发展先进制造业, 通过产品

的电子化、信息化、智能化、个性化特征促进服务

业务发展, 然后使一部分先进制造企业成长为服

务型制造企业; 另一方面, 通过改革企业组织结

构, 发展外包业务、扩大分工和服务交换的机遇,

促进第三方服务供应商组织的成长。这里存在着

做大做强和做专做强的选择, 做专做强不比做大

做强差,做专做强可以实行供应链管理,可以将内

部市场做的很大, 但自己不一定拥有很多的实物

资产。

第三,以集约的理念大力发展社区服务业,推

动城市的商业空间网络与社区服务的有机融合。

城市商业空间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的网状空

间,由不同等级的商业设施构成的点,连接起来才

形成了功能多元的商业服务体系, 这种服务体系

实际上是城市功能的直接显现。当前国内的城

市,正在迎来一个结构升级的消费社会,消费理念

和消费结构以及生活方式都将实现大的飞跃, 城

市提供的商业空间、经营的商业业态,必须超前考

虑自身的/定位0。尤其是伴随着城市空间布局的

社区化, 社区商业的功能, 在城市商业空间、整体

空间的变革、优化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而社区

管理是城市管理的新课题,从居民委员会向社区

组织的转变,是城市经济社会转型的最基层和草

根性变化,对它的研究和关注都不够,为了社区服

务的便利性和效率提高,社区服务空间完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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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同等级的城市商业空间进行有机的对接和融

合。从现代商业业态的/适应性0来看, 按当前中

国城市家庭的消费半径来测算,基本可以分为/邻
里消费圈0、/社区消费圈0以及/城市区域型0三

种,与其对应的商业设施分别是便利店、社区超市

以及大卖场或 MALL。属于社区商业范畴的/邻

里消费圈0和/社区消费圈0,将是中国城市商业发
展的重点,因为只有社区商业繁荣了,城市的功能

才真正体现出来。/社区消费圈0的范围完全可以

设定为社区服务业的范围,社区的商圈中心周围

则可同步规划建设社区的政务中心、综合服务中

心,发挥对城市社区肌理的优化、修补功能。

后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给国内城

市的转型发展、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但

是,机遇到来并不等于城市自身可以自动实现突

破和跨越的。在全球城市体系重新洗牌的后危机

时期,我国的城市,需要抓住机遇奋力争先,寻求

新的发展动力, 节约城市转型的成本和代价, 发展

创新型经济、追求更高质量的城市化目前国内城

市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转型发展, 而转型发展的

动力则来自创新型经济。我们期待以创新型经济

的发展来促进创新型城市的建设, 促使一批国内

城市在/十二五0期间实现真正的转型, 并成为国

际上从制造性向服务性、从高碳向低碳城市的转

型的示范城市, 在世界范围内树立可持续发展的

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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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hina Urban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Structure of Service Industry

Pei Changhong & Li Chenghu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makes big changes for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ll

over the world. After the relative long stage of pos-t crisis, Chinese cities can develop innovative economy

and strengthen the ability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control for global market by using sluggish deve-l

opment of developed countries, which will be embe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in order to realize

transformat ional development. To upgrade the structure of urban economic transit ion should focus on en-

hancing / city plot ratio0, promoting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ervice industry in coordina-
tion, developing the structure upgrade of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and service industry, and accelerat-

ing establishment and integration of foreign urban commerce circulating industry system.

Key words: pos-t crisis; urban economy; structure of service industry; transition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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