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 

時至今日之上海，雖尚未達到全球城市的標準，但是其已經成為中國最具發

展持續力的城市，且上海市城市之發展已具有全球城市之雛形。在 2010 年上海

即將主辦世界博覽會，其已邀約了 174 個國家與國際組織共襄盛舉，上海舉辦此

國際的大型活動，也帶動了上海市的整體規模。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中國大陸「全球城市」建構的政治分析。在中國大陸，上

海市是一個具有全球城市雛形的城市。然而，上海市卻直至 1992 年浦東計畫後

才開始發展，那麼上海市如何在短時間內崛起，並且朝著全球城市的發展邁進？

政府的介入成為上海發展的關鍵點。因此，本文透過政府介入上海城市發展為切

入點，進一步分析中央政府與上海市地方政府的互動，最後以透過湯臣集團作一

個案研究，將研究內容進一步與實例相結合。以下的部分首先簡要地回顧與討論

本研究的發現，以及回應筆者在第一章第一節所提出的幾個問題；其次進一步論

述本研究在理論上之貢獻，以及未來相關研究之方向與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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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結論 
 

一、政府介入上海的建構是關鍵 

由本文的第二章指出，至 1990 年浦東開發開放計畫開始後，上海經濟才開

始逐步的起飛。然而上海在發展之初面臨了許多的問題，諸如產業結構主要在於

二級產業、基礎設備不足、發展不均衡以及資金不足等問題亟待解決；如果沒有

依靠政府的力量介入，若只依靠私人企業或民間團體，那麼城市基礎設備不足、

貸款融資不足以及制度上的問題都無法得到適當的解決途徑。因此，政府的介入

以及其如何介入成為重要關鍵。 

    由於上海發展之初，城市所面臨的資金問題、設備技術問題，政府主要介入

處裡的方式即是招商引資。因此，政府即利用其政策以鼓勵、限制、禁止、允許

四種規定進一步引導與利用外資。然而，上海發展至某一程度卻未達「全球城市」

標準後，開始面臨許多新的問題與挑戰，包含如何進一步調整產業結構，以達到

到 S. Sassen 所謂「高階生產者服務業」能佔多數比例、另一方面外資的引進促

使經濟發展，同時也造成外資進場過多，導致經濟有過熱之疑慮等。 

    本研究在文中曾援引房地產外資為例，政府雖以政策不斷提高外資進場投資

之門檻，但是成效卻不彰。政府調控效果不彰，也引起許多對政府職能的質疑與

爭論，進一步探討到政府職能有轉變之需要。然而，針對政府的職能討論並非是

讓政府完全退出市場，反而是以間接介入的方式能繼續政府在市場的功用；而此

種說法亦印證了 L. Weiss 所指之其角色並非衰退，而是「轉變」。故對於上海市

經濟迅速起飛以及其後之建構而言，政府的角色只有轉變而已，其仍舊是重要之

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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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市地方政府的角色重要  

在中國大陸經濟開放的過程中，就中央政府的角色而言，基於「摸著石頭過

河」的逐步發展精神，其不可能立刻完全交由市場經濟發展，因此在「國家控制」

與「市場中心」兩者的角力之下，下放權力給地方政府成為一種平衡點。因此，

在地方政府的角色會逐漸重要的理論中，學者提出「中間擴散型制度變遷」解釋

之，其指出地方政府的雙重身份促使地方政府的興起，其一，地方政府的政府身

份既可滿足中央政府控制需求，又可利用其貼近與瞭解地方的優勢，以政府的身

份推動政策的施行；其二，地方政府具有市場生產者的身份，在改革後成為具有

營利動機的主體，藉由獲取資訊的便利性滿足市場發展的需求，在兩邊獲利的同

時，也促使自己在體制變遷的過程中成為最大贏家。 

針對上海市政府擁有的「雙重身份」促使地方政府興起，本文首先以中央對

上海經濟成長的關注為切入，中央政府對發展的大方針指導、權利的下放及政策

給予等方面，上海地方政府一方面配合中央的指導，以其瞭解地方的優勢推行政

策滿足中央政府之要求。在上海浦東開發開放計畫開始後，中央即希望藉由浦東

的開發帶動上海，由上海進一步帶動中國。中央政府的這個大方針下，其除了使

上海地方稅收上繳中央的比例降低之外，更給予上海許多關於招商引資、項目審

批、資金籌措的優惠政策。上海地方政府利用中央所給予的優惠政策，使上海經

濟成長迅速的同時也滿足了中央政府對大方針的要求。另一方面，由於上海市政

府獲得中央政府相當多的優惠政策，故其提出許多關於資金籌措的新措施，包括

了利用土地使用權出租、房地產市場投資等，這些籌措資金的新管道也成為吸引

外資進駐的重要產業項目，使上海地方政府在滿足市場的需求之餘，上海市本身

也有足夠的經費進行城市的基礎建設。 

    其後，進入 2005 年後，為了使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深圳特區等

地能更進一步的發展，而開始了「國家綜合改革配套試驗」。在此過程中，中央

政府只有大方針的指導，其內容包含了廣泛的社會層面、經濟層面以及政務改革

層面，因此落實的部分即交由地方政府進行細節的規劃。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希望

這三個試驗區能起「帶動」和「示範」作用，因此，對上海地方政府而言其確實

因為中央權利的下放而獲得更多的自主權，也在這過程中，其逐漸成為全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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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的重要角色。 

 

三、中央政府握有人事任命權而達到左右上海地方政府的效果 

對於上海市在發展過程中，逐漸開始扮演著「帶動」和「示範」的角色，尤

其是在經濟面向，上海確實有先行一步的趨勢，因此中央政府與上海市的互動即

成為研究之重點。本文探討此問題乃是由「政治權力關係」作一切入點。 

自中共建政後，上海市的政治化程度已經相當深化，然而，直到江澤民成為

鄧小平的指定接班人後，上海與中央的關係開始密切。而江澤民晉升為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及軍委會主席後，其透過黨的人事晉升管道將上海地方領導人

逐步升任為中央政府官員或重要黨職，因此，也出現了「上海幫」此非正式的派

系。以江澤民為首的非正式派系，使上海與中央的關係更加緊密，而此緊密的關

係也為上海的發展帶來中央的眷顧。以另一層面而言，上海的經濟發展及其與中

央的密切關係，造成中央對上海格外重視，故中央對上海地方領導人的選擇更是

特別重視。雖然上海在建構為全球城市的過程中，其獲得相當的優惠及自主權。

但是能夠擁有這些自主權限的地方領導者，卻是由中央政府透過黨的人事任命權

而緊緊掌握的。 

由於在上海市利用土地與房地產業使其經濟快速成長、使地方政府能足夠經

費進行發展的同時，也造成相當之負面效應，諸如文中所提到的房地產過熱、地

方官員的土地貪腐弊案等，而這些負面效應是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能夠調控且

進一步改善的。因此，本文援引房地產業為個案，進一步觀察在房地產業的調控

過程中，中央政府開始祭出政治手段後，地方政府也不得不轉變其態度，跟隨中

央政府的調控方針。為進一步觀察中央政府左右地方政府政策方向的效果，以及

地方政府態度轉變後產生的影響，本文援引湯臣集團的個案為說明。在湯臣集團

的個案中，除了可以明顯看到政府的幫助對外資的重要性外，亦可從中觀察到中

央政府以政治手段促使地方政府對房地產業的調控轉為強硬，最後，可發現地方

政府態度轉變後，外資所受到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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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上海市在改革開放前後都是以重工業為主的城市，自浦東計畫開始以

來，其首要工作便是透過政策手段之方式，吸引需要的產業以及大量的外資進

駐。在這個過程中，上海以土地的租借來獲得發展資金，並以外資帶動房地產，

一方面使城市空間進行重構，另一方面則以房地產帶動上海的經濟發展。故本文

透過房地產的相關案例分析上海建構全球城市的過程中，地方政府與外資、中央

政府的互動，得到上述三點結論。 

綜合而論，在上海市建構為全球城市的過程中，政府的重要性的確是一個重

要的關鍵。然而，2005 年針對房地產業的房價調控失敗，並非是政府的能力衰

退，主因在於地方政府只是打擊投機性炒房，其政策並未經過通盤考量，導致中

央調控房地產的大方針無法切確落實，因此地方政府在落實中央政策大方針上，

確實有其重要性。雖然地方政府的重要性的確無可否認，但是中央政府依循黨的

人事任命途徑，將中央政府的「所有需求」與地方領導人的「政治前途」相結合，

使中央政府依舊具有控制地方政府的能力。因此，上海市的城市建構其背後之政

治關係即在這樣的交叉關係中達到一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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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貢獻與討論 

本文之研究重點主要在於「全球城市」建構的政治分析。依據本文針對全球

城市所做的文獻回顧裡，可發現在全球城市初期的研究中主要是何為「全球城

市」、「全球城市」有哪些重要特徵、以及「全球城市」具有群聚高階生產者服務

業的效果等。在這些研究中，以城市為全球化影響下的主體，國家反而是受到忽

略的。 

直至 Richard C. Hill 與 June W. Kim 提出了另一種「全球城市」的思維，其

針對全球城市的發展提出了「國家中心」與「市場中心」兩種模式，前者以東京、

首爾，後者以紐約為例，進一步說明所謂全球城市並非只有一種建構模式。同時

在全球城市的相關研究中，也開始討論國家官僚介入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以及國

家的角色會否因為全球城市的興起而削弱。因此，本文在這個基礎上更進一步的

觀察在中國大陸上海市的建構過程中，政府所擔任的角色，並且解析中央與地方

政府在這個過程中互動的方式。 

以上海市為全球城市建構的個案研究時，可發現中國大陸發展的特色使全球

城市的文獻具有相當之侷限，例如，許多全球城市皆是一國之首都，然而上海市

卻並非中國大陸之首都，只是以經濟金融中心為重的城市，因此，對於政府在經

濟發展中的角色而言，就更進一步地出現了中央與地方政府的互動問題。除此之

外，相對於全球城市強調「城市」與「地方」的跨國界功能而言，中國大陸正處

在於一個由低度開發到中度開發的轉變，同時間其經濟、社會體制各方面都面臨

了轉軌等重大問題，在這個過程中，較為依賴中央政府的主導，地方政府較無著

力處。總而言之，全球城市的相關研究，在上海市建構過程的適用上，都具有相

當之侷限。儘管如此，本文仍希望在全球城市相關研究的基礎上，能透過國家官

僚為中心的「全球城市」建構模式，進一步的分析中國大陸上海市建構過程中，

其背後政治的影響因素。 

在上海地方政府得到中央政府下放的權力後，開始積極建構上海市，透過土

地批租的相關政策，除了可對城市空間進行重構之外，也促使上海市的經濟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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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另一方面，透過上海市的房地產業的發展，進一步觀察到地方政府確實具

有逐漸重要的地位，但是於此同時中央政府亦可以透過對地方政府人事任命權的

掌控，而牽制影響地方政府。而上海市的城市建構就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外

資進駐三方的角力下達到一個平衡點。 

由於本研究礙於時間與空間之限制，未能針對政府在全球城市建構過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作更深入的田野調查。因此，筆者主要針對前往上海訪談學者的相關

內容，及相關之二手資料多方比對，以進一步確認其準確性與出處來源，希望藉

此能夠更加精確的分析「全球城市」建構過程中的政治分析。另外，上海市的建

構過程以及城市未來的方向未必完全適用於「全球城市」的相關假設，加上每個

國家對於其城市發展的模式也都有其獨特的路徑，因此全球城市的適用是否能夠

通則化，則不無疑問。由於中國大陸的政治發展迥異於世界各國，因此，未來在

全球城市的研究中，可就中國的各大城市作一綜合比較，以進一步分析中國城市

與西方國家城市在全球化下之相異處。雖然上海市在建構全球城市的過程中，其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外資互動的模式獨樹一格，但是，不可否認的是上海目前

的建構與發展，的確有朝向全球城市邁進而努力，然而在此過程中政府介入的確

是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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