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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都市圈产业空间组织特征及
其规划建议
□　张振广，马　璇

[摘　要]在“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下，都市圈等区域产业空间组织成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关注重点。在产业集群理论、“流
动空间”理论等的指引下，文章构建了基于企业大数据的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综合分析框架，并围绕《上海大都市圈空
间协同规划》编制实践，解析上海大都市圈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空间组织特征，并提出推动跨市对流、创新共赢、长
板提升及板块协作的上海大都市圈产业空间组织规划建议，以凝聚各方力量共建卓越的全球城市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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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Space Organization and Planning Suggestions of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Zhang Zhenguang, Ma Xuan
[Abstract] Under the new pattern of "dual circulation" development, the organiza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pace such as metropolitan 
areas has become the focus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Under the guidance of industrial cluster theory and  
space of flows theor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amework of industrial chain, innovation chain and supply 
chain based on enterprise big data, and analyzes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ial chain, innovation chain and 
supply chain in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around the preparation practice of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Spatial Collaborative 
Planning",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pace organization of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to promote 
cross-city convection, innovation win-win, longboard upgrading and plate collaboration, so as to unite all parties to build an excellent 
global urb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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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圈作为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
阵地，其发展是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关注重点。近
年来，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快速推进与实施，
上海正加快建设全球城市并带动周边腹地发展，上海
大都市圈的产业空间组织处于变革之中，有必要从多
元视角审视其产业空间组织特征。

1　研究综述

1.1　产业空间组织理论溯源与解析
产业空间组织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产业与空间的耦

合关系，研究基础主要为产业集群理论。早在 1890 年，

都市圈是产业空间组织的重要区域单元。在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世界呈现全球化速度放
缓与区域性增强的趋势，作为国际要素流动枢纽的国
际化城市纷纷将视野转向城市内部的综合提升以及其
与周边区域的紧密互动，都市圈成为城市合作研究的
热点单元。在当前保护主义蔓延、世界经济低迷、全
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强化产业链、供应链的完
整性与稳定性，增强产业发展的根植性，成为区域协
同发展的工作重点。都市圈往往由核心城市和与核心
城市紧密关联的腹地城市共同构成，是深度同城化区
域、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依托，更是城市与区
域各种流动空间组织分析的主要研究对象。上海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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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就系统研究
了产业集群现象，认为产业集群是企业
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形成的 [1]。韦伯进
一步将产业集群理论研究扩展至产业空
间组织领域，认为工业企业是否相互靠
近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的对比，并
提出工业区位理论 [2]。在此基础上，迈
克·波特率先提出经济全球化下的产业集
群理论，即“在一个特定区域的一个特
别领域，集聚着一组相互关联的公司、
供应商、关联产业和专门化的制度和协
会，通过这种区域生产要素集聚形成有
效的市场竞争，构建专业化生产要素优
化集聚洼地，使企业共享区域公共设施、
市场环境和外部经济，降低信息交流和
物流成本”，并提出产业集聚区域主要
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明确创新方向、培
育新型企业等提升竞争力 [3]。从某种意
义而言，该理论的提出使产业集群理论
进入政府政策领域，并成为研究城市与
区域产业空间组织、制定相关发展战略
的重要理论基础。

空间邻近性、经济关联性是产业集
群的两大核心要素 [4]，因此“流动空间”
理论成为经济关联性视角下产业空间组
织研究的重要支撑。1996 年，纽尔·卡
斯特尔首次提出“流动空间”理论，强
调全球化进程中多核心区域的形成机
制，区域内高度分工的城镇通过彼此之
间的密切联系提升集聚能力，而不断流
动的资本、信息、人员和产品等要素是
其关联的重要载体 [5]。随着网络社会的
发展，“流动空间”而非“场所空间”
造就了区域功能体系，城市更加注重外
向的辐射与联动，且城市之间多向、网
络化的联系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而
逐渐加强。此外，产品空间理论是近年
来研究产业空间组织的重要方法，该理
论由 Hidalgo 等人于 2007 年提出，相关
研究从复杂网络系统出发，以具体贸易
产品为研究对象，通过科学定量方法量
化产品间的相互带动能力，以清晰刻画
产业升级路径，为产业演化研究提供了
全新的视角 [6]。

济门类，并从分行业视角对长三角地区
的城市关联网络特征进行了针对性分析
[19]。在供应网络方面，王成等人认为结
构特征与权力等级是城市网络的要素，
并首次从“产业—区位”视角对中国汽
车产业供应链特征进行解析 [20]。葛春晖
等人基于地理经济视角，分析发现东京
都市圈物流设施呈现圈层式布局特征，
其外围地区主要围绕专业物流枢纽、特
色贸易中心等形成特色化节点地区 [21]。
肖作鹏系统探究了网络零售驱动下的供
应链重组，并提出零售电商对物流供应
链重组的替代效应、上下游效应、敏捷
效应等 [22]。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对都市圈等
区域产业空间组织的研究日渐丰富，但
存在系统整合偏弱、理论与实践结合不
足两方面的问题。从研究视角来看，相
关研究往往聚焦于单一关联网络，缺少
多个视角的整合分析与对比分析，对产
业空间组织特征的解析略显单薄；从实
践应用来看，相关研究多从学术视角切
入，往往忽视当下规划或建设实践的实
际诉求。基于此，为了更深入地解析全
球化背景下的都市圈产业空间组织特征，
本文结合《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
编制实践，构建基于企业大数据的产业
链、创新链、供应链综合分析框架，研
判“三链”视角下都市圈产业空间组织
特征与趋势，并针对性提出都市圈产业
空间组织的规划建议，以期能为类似地
区的研究与工作提供参考。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思路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通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

注册企业数据库获取截至 2020 年 12 月
的上海大都市圈企业数量 ( 企业总数量为
673 万家 )。同时，将各条企业数据进行
标准化处理，重点理清注册企业的总、
分公司行业与地区属性，围绕各企业的
总部与分支、合作的专利、供应商—客
户等关系，构建表征企业网络的关系库。

1.2　都市圈等区域产业空间组织
研究进展与方向

目前，已有不少学者从产业空间组
织视角对区域进行研究，重点关注区域
产业空间组织模式、组织机理等。例如，
石崧从劳动空间分工理论切入，建构了
大都市区劳动分工和空间组织相关性的
分析框架 [7]；王智勇等人提出产业协同
发展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要素，
区域协同发展要重点从加强产业协作和
优化产业结构入手 [8]；魏后凯揭示了区域
视角下产业分工的特征与模式，并围绕产
业链提出大都市区协同方向与策略 [9]；宁
越敏等人建立了企业空间组织和城市—
区域相互关联的逻辑框架 [10]；李凌月等
人提出城市创新载体发展是优化城市产
业空间的重要抓手 [11]；李晓西等人基于
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研究，指出区
域协同中市场力的有限及政府力的强化
已然显现 [12]；张杰等人从产业联动视角
提出全球尺度、区域尺度和地区尺度的
产业分层联动，并提出区域联动具有以
大型企业为主体、以活力型中小企业为
支撑的特征 [13]。

在“流动空间”理论影响下，基于
企业联系的城市网络研究方兴未艾，并
呈现出多元视角并行的研究趋势。在产
业关联网络方面，奥尔德森等人以《财
富》杂志公布的全球 500 强全行业跨国
公司的总部—分支机构网络为表征，采
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识别和解析全球
世界城市体系 [14]；岑迪等人基于“流空
间”预测了珠三角地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趋势，提出“编织”的产业发展策略 [15]；
张艺帅等人从产业关联网络视角揭示了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分化较大、专业化
分工明显的特征 [16]。在创新关联网络方
面，李郇等人围绕珠三角地区企业的区
位选址、组织运营等探讨了本土产业集
群的形成和升级机制 [17]；杨卓等人通过
对 B2B 电子商务企业网络数据的挖掘，
剖析了当前“大长三角”地区电子商务
经济的空间特征 [18]；马璇等人在传统全
行业关联研究的基础上界定了五大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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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对象与层次
本文的研究地域范围为上海大都市

圈，包括市级、县级两个层次。在市级
层面，上海大都市圈包括上海市、苏州市、
无锡市、常州市、南通市、宁波市、嘉兴市、
湖州市、舟山市 9 个地市，地域面积约
为 5.6 万平方公里；在县级层面，上海市
包括上海市区、嘉定区、松江区、奉贤
区、青浦区、金山区、崇明区 7 个单元，
无锡市包括无锡市区、江阴市、宜兴市 3
个单元，常州市包括常州市区、溧阳市 2
个单元，苏州市包括苏州市区、常熟市、
张家港市、昆山市、太仓市 5 个单元，
南通市包括南通市区、如东县、启东市、
如皋市、海安市 5 个单元，宁波市包括
宁波市区、象山县、宁海县、余姚市、
慈溪市 5 个单元，嘉兴市包括嘉兴市区、
嘉善县、海盐县、海宁市、平湖市、桐
乡市 6 个单元，湖州市包括湖州市区、
德清县、长兴县、安吉县 4 个单元，舟
山市包括舟山市区、岱山县、嵊泗县 3
个单元。

2.3　研究思路与方法
(1) 产业链研究主要采用企业总部—

分支关联网络分析方法。
产业链关联可以通过企业总部与分

支之间的组织特征来表征，反映的是企
业分支机构设置的逻辑思路。本文主要

城市 A 的创新网络总关联值为：

                       公式 (4)
其中， 为城市 A、城市 B 共同申

请的专利数量， 为区域内城市总数量，
则为 A 城市与任一城市之间的创新网

络关联值。
(3)供应链主要通过“供应商—客户”

关系来表征。
在市场流通过程中，供应商指向企

业及其竞争对手提供各种所需资源的企业
和个人，提供的资源包括原材料、设备、
能源、劳务等；客户指使用货币或有价值
的物品换取服务、产品或某种创意的自然
人和组织。“供应商—客户”关系反映的
是供应链上下游关系。供应商所在地泛指
原材料、配件的来源地，客户所在地泛指
市场腹地。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探究“供应
商—客户”关系，能客观描述市场活跃程
度、行业集聚情况、城市类型气质等方面
的定量属性 [23]。城市之间的供应链关联
网络分析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城市 A 与城市 B 之间的供应网络关
联值为：

                公式 (5)
城市 A 的供应网络总关联值为：

                    公式 (6)
其中， 为位于城市 A 的企业在城

市 B 的供应商数量， 为城市 B 的企业
在城市 A 的供应商数量， 为区域内城

通过某一企业在总部城市之外的其他城
市设置的分支机构数量来指代企业总部
所在城市与企业分支机构所在城市的关
联程度。城市之间的产业链关联网络分
析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城市 A 与城市 B 之间的产业网络关
联值为：

                   公式 (1)
城市 A 的产业网络总关联值为：

                         公式 (2)
其中， 为总部在城市 A 的企业在

城市 B 设置的分支数量， 为总部在城
市 B 的企业在城市 A 设置的分支数量，

为区域内城市总数量， 则为 A 城市
与任一城市之间的产业网络关联值 [19]。

(2) 创新链主要用跨行政区的合作专
利数量来表征。

专利是受法律保护的发明创造，而
合作专利是由两家及以上企业共同申请
的专利。合作专利数量可以用于研判区
域创新网络格局，表征不同研究单元之
间的创新联系强度。本文主要通过某一
城市的企业与在其他城市的两家及以上
企业共同申请的专利数量来指代不同城
市在产业创新维度的关联。城市之间的
创新关联网络分析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城市 A 与城市 B 之间的创新网络关
联值为：

                                               公式 (3)

图 1　上海大都市圈产业链全行业关联网络示意图 图 2　上海大都市圈制造业 ( 左 )、生产性服务业 ( 右 ) 产业关联网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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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图例 图例

全产业在营企业总部—分支关联值
制造业在营总部—分支企业关联值 生产性服务业总部—分支企业关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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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总数量， 则为 A 城市与任一城市之
间的供应网络关联值。

3　上海大都市圈产业空间组织特征
研究

3.1　上海大都市圈产业链空间组织
特征解析

从产业链全行业关联网络来看，上
海大都市圈产业链空间格局呈现以上海
市区为核心的等级化、多中心特征。一
方面，上海大都市圈 40 个单元的产业关
联值显著分为 4 个层级。第一层级为上
海市区，上海市区是上海大都市圈产业
关联网络的组织核心，其关联总量达到
3.1 万条，是次位单元苏州市区 (0.8 万条 )
的 3.8 倍；第二层级的单元主要为苏州市
区、无锡市区、宁波市区等各市市区，
以及嘉定区、奉贤区、青浦区、松江区
等上海郊区；第三层级为大都市圈中经
济实力较强的县市，包括昆山市、常熟市、
太仓市、慈溪市、宜兴市等；第四层级
则主要为大都市圈中外围城市的一般县
市。另一方面，上海大都市圈产业关联
网络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多中心的组织
特征，除了上海市区这个绝对核心，苏
州市区、宁波市区则分别是苏锡常地区、
甬舟地区的组织核心；南通市区也是如
皋市、如东县、启东市等上海大都市圈
北部片区的组织核心 ( 图 1)。这凸显了
上海大都市圈以上海市为核心、多中心
组织共存的产业关联网络特征。

从细分行业关联网络来看，制造业
网络与生产性服务业网络呈现出各有侧
重的产业组织特征。在制造业方面，上
海市区和苏锡常地区是上海大都市圈产
业组织的核心。苏州市区与无锡市区、
昆山市，以及昆山市与太仓市等在制造
业关联网络中的关联值高，无锡市区与
宜兴市、常州市区等近域地区的联系较
紧密，这表明苏锡常等苏南地区具有强
大的制造业基础并逐渐形成了强关联、
内循环的制造业集群。在生产性服务业
方面，市区的关联网络组织核心作用进 图 3　创新合作气质分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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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跨市合作型

②上海辐射型

④ 市内主导型

一步突出。苏州市区、无锡市区、宁波
市区成为上海大都市圈生产性服务业网
络的次要组织核心，这些城市的市区与
市域内县市关联显著，苏州市区—昆山市、
无锡市区—江阴市、苏州市区—常熟市、
宁波市区—慈溪市、苏州市区—张家港市
以及宁波市区—余姚市的生产性服务业
关联值均较高 ( 图 2)。

3.2　上海大都市圈创新链空间组织
特征解析

从全产业创新网络来看，企业更倾
向于在城市内部及近域地区开展创新合
作。在市级层面，本文研究的 9 个城市的
市内创新合作占比普遍较高，尤其是上海、
宁波、舟山等城市的市内创新合作占比达
85％以上。在作用区域维度方面，上海大
都市圈内 9 个城市市区的创新链作用区域
维度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性，大致可分为四
类 ( 图 3)：一是以上海市区为代表的均衡

辐射型，呈现出 1/2 的创新合作在本市
其他区、1/4 的创新合作在其他八市市区、
1/4 的创新合作在其他单元的特征；二是
以常州市区、湖州市区为代表的上海辐
射型，这两个市区与上海市区的创新合
作占比高达 73％；三是以无锡市区、南
通市区、嘉兴市区为代表的跨市合作型，
其中无锡市区、南通市区与苏南地区具
有强关联性，如无锡市区与苏州市区的
创新合作占比高达 1/3，南通市区与苏锡
常三个城市的创新合作占比达 2/3 左右；
四是以苏州市区、宁波市区、舟山市区
为代表的市内主导型，其中苏州市区与
苏州市内的创新合作占比高达 58％，宁
波市区与宁波市内的创新合作占比达到
42％，舟山市区与舟山市内的创新合作
占比达到 70％。

从细分行业创新网络来看，核心城
市附近县市的创新网络能级更高。在制
造业方面，上海市、苏州市、嘉兴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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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周边的县级单元创新网络，既有市
区与县级单元的合作强化，如苏州市区—
常熟市、上海市区—平湖市、南通市区—
如东县，又有近域县级单元之间的合作
强化，如昆山市—嘉善县、松江区—崇
明区、青浦区—嘉定区等。在生产性服
务业方面，上海市与苏州市的核心作用
明显，上海市区—苏州市区合作专利达
到 197 项，与上海市区—松江区 (232 项 )
属于合作关联值的第一层级；上海市区—
嘉定区、上海市区—金山区、上海市区—
奉贤区、苏州市区—张家港市等属于合
作关联值的第二层级 ( 图 4)。

从跨行业转化合作来看，服务—制
造的合作网络呈现近域合作、梯度合作

的特征。上海大都市圈的制造业与生产
服务业之间的专利转化呈现出区位优势
与梯度合作的双重特征。近域合作即各
市区多和本市近郊县市进行专利合作，
梯度合作指技术成果往往从高技术区域
逐步向中低技术区域转移，而企业间的

“知识外溢”与合作专利将带来持续创新，
且地理空间的接近有效降低了企业间的
交易成本。上海市、苏州市与近郊县级
单元创新合作的联系度较高，形成了以
上海市区—嘉善县、上海市区—嘉定区、
上海市区—松江区、上海市区—青浦区等
上海市近郊紧密合作集群，以及以苏州
市区—常熟市、苏州市区—昆山市、苏州
市区—无锡市区等紧密关联的苏锡紧密

合作集群 ( 图 5)。

3.3　上海大都市圈供应链空间组织
特征解析

从全产业供应网络来看，上海大都
市圈供应链整体呈现出以上海市为绝对
核心的组织网络特征。上海市域内部关
联紧密，其中上海市区—奉贤区、嘉定
区—上海市区的供应关联值并列第一，
两者关联总量均为 157 家，标准值设定
为 100。在跨市联系中，上海市区与苏州
市区关联最紧密，其中供应商在苏州市
区、客户在上海市区的关联数量为 135，
标准值为 86( 图 6)。

从细分行业供应网络来看，苏州市、

图 4　上海大都市圈制造业 ( 左 )、生产性服务业 ( 右 ) 创新关联网络图 图 5　上海大都市圈专利转化的关联网络图

图 7　上海大都市圈制造业 ( 左 )、高技术制造业 ( 右 ) 供应关联网络示意图图 6　上海大都市圈供应全行业关联网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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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领先的多元知识集群。一是集聚高层
次的前沿基础科学创新源，重点借助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契机，在国家新
一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中争取更多
资源，引导前沿科学创新源在上海市、
苏州市、宁波市等核心城市集聚。二是
引入更多的应用型基础创新源，应用型
基础创新源主要指以应用研究为导向的
高校、科研机构及设施，应重点在上海
大都市圈“1+8” 的城市市区以及经济实
力较强的县市进行培育。三是促使技术
应用型创新源的发展更为均衡，技术应
用型创新源主要指为企业服务的各类研
发机构、有生产部门的科研机构等。面
向未来，应广泛设置应用型创新源，以
实现全面而均衡的布局。四是提前谋划
未来科技创新源，上海大都市圈“1+8”
城市与各县市节点应紧跟国际科学前沿，
持续关注创新的趋势与方向，为未来科
技创新预留一定的战略空间。基于此，
应构建上海中心知识集群、苏州金鸡湖
知识集群等十余个支撑自主创新的知识
集群，并且各地政府应为知识集群建设、
联合办学等提供定向资金投入，共同推
动上海大都市圈成为高水平创新共同体
( 图 8)。

4.3　关注长板提升，进一步彰显
各地特色以建设更为多元的都市圈

规划围绕上海大都市圈层级化的产
业空间组织特征，进一步构建多个层级、
各有特色的功能体系，整体形成“1+3 + 
6+12+19”的金字塔功能体系结构 ( 图 9)，
即建设 1 个顶级全球城市 ( 上海市区 )，
推进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
和科技创新 5 个中心建设，全面达到世
界一流水平；建设3个综合性全球城市(苏
州市区、宁波市区、临港新片区 )，重点
推动 3 个城市各全球功能维度的均衡发
力，提升综合国际影响力，与上海市区
共同培育全球城市核心功能；建设 6 个
专业性全球城市 ( 无锡市区、常州市区、
南通市区、嘉兴市区、湖州市区、舟山市
区 )，进一步拉长 1 ～ 3 个维度的全球功

无锡市、常州市等沪宁沿线城市在制造业
与高技术制造业方面优势凸显，制造业基
础扎实，其中苏州市区最为强势，其供
应链网络联系前两位分别为上海市区、
无锡市区；昆山市和苏州市区的双向互
动较好。高技术制造业面向都市圈的网
络特征更明显。与制造业供应关联网络
相比，高技术制造业供应链辐射都市圈
的程度更高，昆山市向苏州市区供应的
供应商数量最多，上海市区的供应商主要
分布在松江区、苏州市区和奉贤区 ( 图 7)。

3.4　小结
对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进行综

合分析，可以发现上海大都市圈整体呈
现出以上海为核心的多中心、网络化、
板块化格局。虽然上海是其周边 8 个城
市关联的绝对核心，但是苏州市区、宁
波市区、无锡市区等次级中心的核心组
织能力不断增强，成为都市圈各个片区
组织的中心，尤其是在生产性服务业的
关联网络中，这种情况更加凸显；上海
大都市圈内部的网络化关联格局已经显
现，昆山市、常熟市、平湖市、如东市
等县市在创新网络中的能级较高，具有
特色性城市节点功能；上海大都市圈产
业空间组织的次区域联系紧密，苏锡常
等环太湖地区、宁波—舟山等沿海地区、
南通及周边县市等沿江地区次级板块联
系紧密，围绕长江、太湖、淀山湖等特
色资源空间形成的板块化区域是上海大
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向未来，上海大都市圈应顺应产
业空间组织特征与演变趋势，强化跨市
对流、创新合作、特色引导及板块协作
等，通过系统谋划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
聚散为整参与全球竞争。

4　上海大都市圈产业空间组织规划
建议

4.1　关注跨市对流，推动上海大
都市圈产业跨市协同组织

上海大都市圈是承载上海全球城市

功能的功能性空间实体，应以卓越的全
球城市区域参与全球竞合 [23]，以更为开
放包容的姿态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然
而，目前上海大都市圈的产业关联仍以
城市内部关联为主，跨市联系偏弱，如
2019 年上海大都市圈跨市合作申请专利
量为 6.5 万条，占专利授权总量的 6％，
而粤港澳大湾区中广东九市的跨市合作
申请专利量为 11 万条，占比达到 11％。
可见，有必要加强上海大都市圈的跨市
联动，以创造更多的都市圈创新机遇。

强化对流与辐射、推动区域高效分
工协作是上海大都市圈成为全球城市区
域的重要途径。在空间组织上，上海大
都市圈应构建网络型空间结构，强化跨
区域发展廊道的引领作用，培育沪宁走
廊等区域创新廊道，引导创新要素集聚，
促进沿线城市节点合作形成要素自由流
动、链条紧密互动的创新共同体；培育
宁杭走廊等区域特色功能廊道，引导特
色功能要素沿廊道集聚与流动。在空间
协作上，上海大都市圈应重点推动建立
特定主题对流圈、多元创新联盟，共建沪
苏锡高技术制造业对流圈、沪甬高技术服
务业对流圈、沪苏湖文化产业对流圈等，
形成多个不同分工的对流体系；鼓励建立
技术转化联盟，以上海虹桥商务区及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为核心建设都市圈科
创中央平台，并进一步围绕张江国家科学
中心、苏州工业园区、宁波高新区等创新
要素集聚地区构建科技外溢转化平台。

4.2　关注创新共赢，立足都市圈
层面谋划多元共建共享的创新知识
集群

创新要素集聚是创新蓬勃发展的基
础，国际上东京都市圈、纽约都市圈等
全球城市区域都非常重视对大科学装置、
国家实验室、知名高校等创新源的持续
投入，这些高水平的基础性研究推动了
应用型科技的发展，并助推都市圈形成
一批强大而活跃的知识集群。

借鉴国际经验，建议上海大都市圈
全力培育与布局核心创新源，以共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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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长板，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强化各城
市在专业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建设 12 个
全球功能性节点 ( 上海市的嘉定区、江苏
省的江阴市、浙江省的余姚市等 )，重点
拉长某一特定全球功能领域的长板；建
设 19 个全球功能支撑性节点，重点突出
本地特色产业功能、激发内生动力，同
时提升地方性服务功能，加强这些节点
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4.4　关注板块协作，以次区域协同
推动都市圈的产业空间竞争力提升

为进一步推动上海大都市圈的全方
位协同，应明确“跨市协同”这一空间
抓手。围绕上海大都市圈核心资源要素，
重点关注环太湖、淀山湖、杭州湾、长
江口、沿海五大战略协同区，基于跨界
整合推动产业协作与创新共赢。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各板块资
源优势，理清发展瓶颈，明确差异化的
板块协同目标与协同重点。环太湖战略
协同区的发展目标为共建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世界级魅力湖区，需重点围绕创新链
构建产业链，构建沪宁产业创新走廊、宁
杭生态经济走廊、沪湖发展走廊、环太湖
科技创新走廊四大创新走廊，建设环太湖

科技创新带，使该战略协同区成为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淀山湖战略
协同区的发展目标为共塑独具江南韵味
与水乡特色的世界湖区，重点在于顺应
淀山湖板块的创新布局规律与趋势，打造
10 km 内滨湖环湖创新圈、10 ～ 25 km
水乡小镇创新圈、25 ～ 40 km 城区园区
创新圈，构建圈层式湖区创新格局，强
调差异化、特色化的创新载体共建，并
重点培育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服务经济、
文旅经济、创意经济、新基建等新经济
功能。杭州湾战略协同区的发展目标为
共建生态智慧、开放创新的世界级湾区，
重点在于构建北岸临港新片区与南岸前
湾新区双核引领、多点支撑的创新格局，
鼓励创新策源地与周边产业平台推出园
区共建准则，搭建城区与湾区之间的创
新链条；推动制度型开放，建设对外开
放大平台。长江口战略协同区目标为共
保世界级绿色江滩，重点引导创新资源
向沿江地区集聚，依托北沿江高铁、南
沿江高铁、宁启城际铁路等串联各创新
园区，加强江南、江北联动，以及南通
与苏州、无锡、上海等城市的科研交流
与合作，打造大都市圈北翼创新走廊 ( 图
10)。沿海战略协同区的发展目标为共塑

世界级蓝色海湾，重点推动自贸区的联
动协同，以大洋山为主要空间载体建设
自贸联动创新区，依托舟山大岛、小岛
众多的优势探索建设自贸政策试验岛，
并整合甬舟资源建设以油气为核心的大
宗商品资源配置基地。

5　结束语

围绕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上
海大都市圈关联网络研究表明，不同视角
下的都市圈产业空间组织呈现差异化的空
间特征。产业链代表的是城市 ( 单元 ) 的
辐射能力，上海大都市圈整体呈现以上海
市区为组织核心，以苏州市、宁波市等地
级市和上海市新城地区为次级核心的“等
级 + 网络”产业格局，沪宁廊道的网络化
特征明显强于沪甬和沪杭廊道。上海大都
市圈创新链特征体现为“区位 + 梯度”[19]，
大都市圈内各单元的专利合作多为近域合
作，各市区多和本市近郊县市进行专利合
作；在成果转化上体现为梯度合作，技术
成果往往从高技术区域逐步向中低技术
区域转移。上海大都市圈供应链特征体
现为“制造 + 距离”，从细分行业来看，
大都市圈制造业的供应链网络呈现跨市

图 9　上海大都市圈功能体系规划示意图
资料来源：《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

图 8　上海大都市圈知识集群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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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紧密的特征，而服务业的供应链网
络则呈现市内联系紧密、都市圈内跨市
联系偏弱等特征。由此，本文提出上海
大都市圈产业空间组织优化方向，即应
突出上海大都市圈的发展特色，既要强
化跨市合作、板块合作、近域合作等多
层次协同，也要强化特色化、廊道化、
板块化的发展导向，通过多维度、多层
次的空间协同建设更有竞争力的上海大
都市圈。面向未来，随着区域内循环组
织的不断强化，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
必将不断重塑区域空间格局，围绕区域产
业空间组织的研究理论与框架也将持续得
到完善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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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上海大都市圈长江口战略协同区创新走廊布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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