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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对周边区域经济辐射能力的比较研究 

黄露1 

（重庆大学，重庆400040） 

【摘 要】北京和上海分别作为长三角、京津冀经济圈的核心城市，近年来对两大城市经济辐射作用的争议日益

突出。通过统计数据分析，得出上海对长三角的经济辐射作用强于北京对京津冀的辐射作用。对此结果从地理位置、

产业结构等方面进行了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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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区位临近的地区会逐渐形成联系紧密的经济圈，经济圈内的中心城市对其他城市产生正向或反向的经

济辐射，形成极化或扩散效应。近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都市圈，成为我国经济增长

的主要推动力。北京作为京津冀经济中心，其周边城市发展却严重失衡。河北紧邻京津两大直辖市，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辐射，

反而被吸走了人才资源等，发展缓慢。上海是全国经济贸易中心，G D P 稳居中国城市之首，同时把长三角城市一同带入高速

发展的轨道，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成为我国最繁荣的经济圈。北京、上海两大城

市对各自周边地区的影响大有差异，其经济辐射效应究竟是极化还是扩散，空吸或是反哺，本文将在理论回顾的基础上，实证

结合现状分析得出结论。 

二、理论回顾 

（一）增长极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雷最早提出经济增长极：经济增长总是首先由少数区位条件优越的点发展成为经济增长极。增

长极的辐射表现为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使资金、能量、信息、人才等向发达地区集中，之后再通过扩散效应把经济动力与创

新成果传导到广大的腹地。 

（二）经济梯度推移理论 

经济梯度是指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的差异。根据该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处在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每出

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由高梯度区向低梯度区逐步传递。 

（三）循环累积因果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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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缪尔达尔曾提出过循环累积因果理论：在经济循环累积过程中，同时存在着回流和扩散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是回流

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不发达区域向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二是扩散效应，表现为各生产要素从发达

区域向不发达区域流动，使区域发展差异得到缩小。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流效应远大于扩散效应，即发达区域更发达，落

后区域更落后。 

（四）中心—外围论 

弗里德曼将经济系统划分为中心和外围两部分，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二元结构明显，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效益

较高，处于支配地位，而外围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效益较低，处于被支配地位。经济发展必然伴随各生产要素从外围区向中

心区的净转移。当经济持续增长一定阶段后，政府平稳发展政策干预加强，中心和外围界限会逐渐消失，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实

现一体化，各区域优势充分发挥，经济获得全面发展。 

三、京沪经济圈的界定和基本情况 

京津冀经济圈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省的石家庄、廊坊、保定等八市，面积近 7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4500 多万人。长江

三角洲包括上海，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等八个城市和浙江的杭州、宁波等七个城市，是我国经济实力最强劲的地区之一。

长三角的 16 座城市面积约占全国的 1% ，但对全国经济的贡献却举足轻重。在具体的比重上，北京、天津的 G D P 比重均上升

了近 10 个百分点，而河北的 G D P份额从 54.63% 下降到 35.6% ，降了近 20 个百分点。而在长三角地区，三个省市的比重相

对稳定，江苏、浙江的 G D P 份额还有所增加。由此我们初步得出，北京、上海作为京津冀、长三角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其对

周围城市的影响有很大差异，北京使得河北等城市经济发展缓慢，而上海却促进了江、浙的经济发展。 

四、北京、上海经济辐射能力差异的实证分析 

（一）经济首位度 

经济首位度代表一个城市在所属区域的实力和地位，通常反映该国或地区的城市规模结构和人口集中程度。经济首位度越

高，说明该城市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地位越高。本文主要分析北京、上海两地的经济辐射差异，故采用以经济总量衡量的

经济首位度。 

P=G1/G2          （1） 

其中，P 表示经济首位度，G 1 和G 2 分别表示第一位城市和第二位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圈的核心城市首位度越高，

其凝聚力和集聚功能越强，整个经济圈的发展也越好。 

基于公式（1），对长三角经济圈和京津冀经济圈进行经济首位度分析得出，长三角经济圈首位城市与次位城市分别为上海、

杭州；京津冀经济圈首位城市与次位城市分别为北京、天津。上海的经济首位度高于北京，因此，上海在长三角的集聚及辐射

能力强于北京。 

（二）相对经济比 

都市圈相对经济比是以都市圈内、除核心城市以外其他城市的G D P 总量为被解释变量，以核心城市的G D P 为解释变量，

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系数即为都市圈相对经济比，所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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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DPm 表示都市圈的G D P 总量，GDPc 表示核心城市的GDP，回归系数β 值越大，表明核心城市对经济圈内其他城

市的经济影响力越大。基于公式（２），对1997 年—2014 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以上回归方程P 值均显著，且都通过F 检验和t检验，表明核心城市对经济圈的经济辐射能力是显著的。上海在长三角经济

圈的相对经济比为4.47，即上海G D P 每增长1% ，将会带动长三角经济圈G D P 增长4.47% ；北京在京津冀经济圈的相对经济

比为2.16，即北京的G D P 每增长1% ，京津冀经济圈G D P 增长2.16%。以上结果表明，上海对长三角其他城市的经济辐射强

于北京队敬静吉其他城市的辐射。 

五、北京、上海对周边地区经济辐射差异的原因分析 

第一，从地理位置来看，北京多面环山，与河北接壤的地方交通远不及沪苏浙顺畅，且没有港口，货物出口还要转经天津，

限制了北京的辐射能力。而上海地处平原，整个长三角水陆交通发达，为上海经济向江浙辐射提供了便利。就空降距离来看，

上海到苏州、嘉兴的距离仅相当于北京到其郊县平谷、密云的距离，相比江浙，河北省在北京更大的辐射半径上，接受到的辐

射效果必然受到影响。 

第二，从经济实力来看，虽然在G D P 总量和人均G D P 上北京都紧随上海位列全国第二，但北京的经济实力与上海还有

较大差距，尚还有自己的郊区需要发展，还不足够强大到先辐射河北省。而上海国土面积只有6700 多平方公里，仅为北京市的

1/3，较小的土地积聚了较大的财富，更容易向外扩散。 

第三，从产业结构看，江浙地区有良好的制造业基础，便于承接上海转移过来的产业。上海周边产业梯度合理，产业扩散

与转移顺畅。北京已基本建成了现代工业基础，产业定位较高，河北虽是老工业基地，但其工业基础与北京有较大差距，产业

定位较低，因此，北京到河北中小城市的产业转移梯度出现了断层，北京的产业难以转移到河北，能量很难辐射出去。 

第四，从城市定位来看，上海的定位是全国经济金融和航运中心，上海的港口和现代服务业降低了江浙地区的商务成本，

同时，江浙的制造业又成为上海航运、金融和现代服务业的载体。而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其经济中心作用并不如上

海。且京津冀经济圈内各城市定位不准确导致北京、天津、河北发展关系的尴尬。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两大经济圈内各省市的统计数据，构建了经济首位度、相对经济比等指标对上海、北京两大中心城市分别对各自

经济圈内其他城市的辐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上海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辐射作用强于北京对京津冀地区的辐射作用，

上海集聚周围地区的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同时，也存在生产要素的扩散作用。而北京对周围地区的经济辐射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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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处于极化效应阶段，不断从周围地区吸收资源、人才等要素，使得周围城市与其差距不断扩大。 

对此，上海应继续强化中心城市的作用，使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带动长三角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北京应大力发展高新技术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把知识密集型产业作为发展重点，而把重型制造业、矿业等产业向外辐射给周边的天津和河北，借鉴长三

角经验，进一步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推动区域功能合理布局，以提升经济辐射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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