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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长三角区域兴起和繁荣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其发展速度、创造的庞大经济总量、激发地区增长
活力的政府能力以及对经济要素的持续吸引力等，似乎都在印证戈特曼早期关于第六大城市群崛起的
预言。
作为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长三角区域的快速发展既得益于以功能为导向的上海城市转型
，也是成功捕捉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的分工机会和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结果。
当然，其内部富有活力的各种地区发展模式，以及彼此共享的交流历史、区域文化和社会资本等条件
和政府间协商与治理机制的不断演化，都为区域内部的要素流动和制度合作提供了可能。
可见，也正是受到国内外诸多重要因素的叠加影响效应，才使得长三角区域城市网络化发展这一归属
经济区域化过程的研究命题得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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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长三角城市区域内主要外向服务行业大多具有较高的专业化程度。
2001年，交通仓储邮电业、批发零售贸易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社会服务业的区位商均值都超
过了1；尤其是金融保险业，其专业化程度最高。
2006年的区位商值较2001年有所减小，但总体上还是接近于1的，住宿餐饮业和金融业还是具有专业化
程度较高的行业。
　　第二，长三角城市区域内各城市都具有较高的外向服务能力。
在长三角城市区域内，城市的外向服务能力形成了一个鲜明的等级体系。
位于最高等级的是上海，其外向服务功能量远远超过周边城市；其次是南京和杭州；其余城市位于较
低的等级，而常州、苏州、嘉兴、绍兴这些城市的服务功能非常小，2006年苏州、嘉兴、绍兴的外向
功能量处于零的水平。
　　第三，长三角城市区域内，各行业的外向服务能力也形成了一个鲜明的等级体系（如图3.1和图3.2
所示）。
2001年社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的服务能力所占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行业，这两个行业所占的比重高
达80%，而社会服务业的比重接近于50%;其余行业外向服务能力所占的比重均低于10%;等级之间落差
较大。
2006年这种鲜明的等级体系依旧存在，不过从程度上看，落差有所减小。
位于第一等级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与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的比重分别为28%和19%;金融业与科学
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位于第二等级，比重均为13%;其余行业位于第三等级。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各行业的服务能力落差趋于减小；批发零售业的外向服务能力在逐渐减弱，交通
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与金融业、房地产业的外向服务能力在逐渐增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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