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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合作是长江三角洲城市与区域发展中的新现象，并且已经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 

的焦点问题 选择长江三角洲的苏锡常都市圈规划、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和江阴经济 

开发区靖江园区三个典型的城市合作案例 ，从伙伴关系的理论视角，进行城市合作的实证研 

究。分别探讨了科层的城市合作、自发的城市合作和混合式的城市合作三种类型伙伴关系的 

制度安排 基于长三角的经验．该研究在区域尺度上对伙伴关系理论的应用进行了拓展。研 

究的焦点在于三种模式城市合作的有效性 (绩效)。通过对伙伴关系形成过程和利益相关者互 

动的追踪．研究认为合作是否有效取决于合作的机制 、合作的过程、合作的性质和领域 、伙 

伴的选择和伙伴关系形成中利益相关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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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引言 

自20世纪 70年代以来 ．发达国家的城市和区域经历了剧烈的转型 在这一转型过 

程中，城市合作开始出现 ．并在全球化时代作为一种全新的区域管治形式，以应对和解 

决城市企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和区域竞争造成的各种问题【”。伙伴关系、网络和其他 

管治模式也因此在西方的城市间形成 当传统行政命令下的协调和通过市场交换的协调 

在无力解决新问题时．这些新的管治模式被视作地方政府操控的新工具【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权利下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城市和区域从 20世纪 70年 

代以来也经历了类似的重建。近年来．城市合作以及其他城市和区域管治模式在我国珠 

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不断涌现。与中国城市化[3．-．、微观层面的城市管治【 、行政 

区划调整【6，7】和城市住房【8]等研究相比．对我国城市合作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本研究 

的目的是在伙伴关系的理论视角下，探讨长三角三种不同类型和机理的城市合作 本文 

研究的核心 问题是 ：为什么一些城市合作 的尝试取得了成功 ?而一些合作则不得不面对 

失败?长三角三个典型的城市合作案例一苏锡常都市圈规划 、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 

会 (以下简称城市经济协调会)和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 (以下简称江阴靖江园区)一被 

选择进行比较研究。 

本研究中采用了伙伴关系的理论框架 ．该理论在管治研究中是一个具有普遍影响的 

方法。 “伙伴关系可以被界定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间的一种组织或机构联盟[9]” 伙伴 

关 系的视角经常在城市更新 和城市 发展 中出现 ，在 城市 内的尺度层面 ，一 些学者认 为 

“伙伴关系”、 “联盟”和 “城市政体”是可以互换的概念 0】 在城市尺度上．就城市增 

长机器【“】和城市政体【 ，B】而言．学术界对伙伴关系已经有了深入的研究 

收稿 日期：2006．09．20；修订日期：2006．12．08 

基 金 项 目 ：国家 自然 科 学基 金项 目 (40601031)；中 科 院南 京地 理 与湖 泊研 究 所所 长 科 研专 项 基金 项 目 

(CXNIGLAS2006·8)[Foundation：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40601031：Director's 

Research Grant of Nanj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y＆Limnology，CAS，No．CXNIGLAS2006—8】 

作者简介：罗小龙 (1977．)，男，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城市 ／区域发展政策、规划和管治研究。 

E-mail：xluo@niglas．ac．cn 

l15．126页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16 地 理 学 报 62卷 

在城市间或全球尺度上，伙伴关系由于其宽泛的含义，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例如， 

Elander[14]~ Mbodj[15]指出一些伙伴关系的安排一人居二和非洲市镇协会一是城市合作的形 

式 在分析英国城市政治时，Bailey等指出城市合作是一种战略的伙伴关系 。因此，伙 

伴关系的理论方法可以拓展和应用于区域尺度，特别是城市合作。但是，到 目前为止， 

由于研究城市合作理论方法的薄弱，对该问题的研究缺乏坚实的理论支撑。 

新近 Heeg等的研究是对城市合作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1]。他们将大都市合作视作城 

市网络．应当指出伙伴关系也是网络的一种类型[15】。通过对欧洲各种城市合作努力的研 

究．他们指出城市合作的三个焦点一在政府规则调控下政府主导的合作、市场规则下私 

营部门主导的合作和界于以上两类合作之间的城市合作。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私营部门 

主导的合作指企业间的合作 ．例如公司联盟。因为本研究关注的合作是与政府有关的城 

市合作．所以这种合作在本研究中不属于城市合作范畴。进一步 ，他们指出了三种合作 

的疆界类型．即疆界非整合的网络、疆界整合的网络和同一区域中的多个城市合作。此 

外．根据 Heeg等的研究，在欧盟国家共有 3种专题合作 ，包括信息交流、共同职责和市 

场专业化领域的合作。以上研究为城市合作研究提供了许多参考。然而，合作形成的过 

程和伙伴关系中的参与者在研究中被忽视．这是理解伙伴关系建立的重要方面[10]。除此方 

法论上的问题 ．上文提及的研究问题 ．为什么一些合作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而另一些合 

作却遭遇挫折?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为了回答这一问题 。我们需要探讨下列 

问题：各种城市合作是如何发起的?在哪些领域城市可以开展有效的合作?哪些因素影 

响伙伴 (成员城市)和参与者 (政策制定者和参与者)的选择?⋯⋯为求解这些问题 ，需要 

关注伙伴关系形成的过程和参与者在其中的互动。此外．Heeg等的研究发现是基于欧洲 

的城市合作经验。是否这些发现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同样适用?例如，Heeg等关于 “潜 

在的冲突必须在合作的早期加以解决”的判断．是否也适用于中国。因此．我们基于长 

三角的城市合作经验．进行比较研究 ．以验证 Heeg等的研究发现。在我国区域一体化研 

究中．一些学者作了出色的工作 ．如从市场导向的区域一体化到基于制度的一体化【lq和一 

体化的动力机制[17，阍。本文对城市合作的研究也将进一步加深对区域一体化的认识 研究 

将关注伙伴关系的两个维度：伙伴关系形成的过程和利益相关者的互动。 

2 研究区域与城市合作模式 

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上海、江苏 和浙江两省一市构成 ．共 109 600 km2。长江三角洲 由 

l6个地级市／直辖市组成，包括江苏的南通、泰州、扬州、南京、镇江、苏州、无锡和 

常州，浙江的杭州 、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舟山和台州，和直辖市上海。区域内共 

有 57个县或县级市 ，1349个镇和 l89个乡．是我 国城镇最为密集和经济最为发达的地 区 

之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竞争加剧，长三角城市也纷纷意识到在激烈竞争的 

世界经济中，必须通过城市合作来增强整体竞争力。城市 ／区域合作在长三角不断涌现． 

科层的伙伴关系 (行政管理 ／等级式的伙伴关系)、自发的伙伴关系和混合式的伙伴关系三 

种不同机制的城市合作已经在长三角出现 (文中伙伴关系和城市合作是可以相互通用的概 

念)。在本研究中。科层的伙伴关系指上级政府通过 自上而下的方式发起的合作 许多都 

市圈规划和协调性规划属于此类伙伴关系，例如苏锡常都市圈规划和徐州都市圈规划 

相对而言 ，各种基 于相互利益而 自发形成 的城市论坛在本研究 中被称之为 自发的伙伴关 

系，城市经济协调会和长三角两省一市高层论坛等城市论坛是这种城市合作的典型案例 

混合式的伙伴关系介于以上两种城市合作之间，以江阴靖江园区和沪浙间的口岸合作等 

案例为代表。这种混合式合作是由地方政府发起 ，上级政府积极参与为特征的。当然
． 

混合式伙伴关系也可能由上级政府发起，地方政府积极参与 。但笔者在长三角地区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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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样的城市合作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许多联合发展也经常是城市间的跨界发展。 

本研究选择苏锡常都市圈规划、城市经济协调会和江阴靖江园区三个案例对以上三 

种类型城市合作进行实证研究。这三个案例均具有代表性一苏锡常都市圈规划被建设部 

确定为都市圈规划的样板，许多城市的都市圈规划都采用苏锡常都市圈规划编制和实施 

的方法：许多城市论坛的运作都与城市经济协调会相似；江阴靖江园区也成为城市合作 

和跨界发展的示范区 

2．1 科层的城市合作 ：苏锡常都市圈规划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长三角 的核心地 区一苏锡常地 区经历 了快速的发展 。与此同 

时．区域中的城市对资金、产业、基础设施的竞争也越演越烈 。为了缓解和消除日益加 

剧的城市竞争，江苏省政府制订了 《苏锡常都市圈规划》，尝试通过规划的政策手段促进 

苏锡常三市的合作和协调 在发起机制上 ．苏锡常都市圈规划类似于柏林一勃兰登堡联 

合发展项 目和柏林都市圈联合发展规划 ，由上级政府发起 ，是一种科层式的合作 (或 

Arndt等所称的垂直的政策协作) 。但是，通过几年来的实施，苏锡常都市圈规划效果并 

不理想 。为什 么规划不能达到预期 的 目标?为了求解这一问题 ，我们有必要追踪规划制 

订和实施过程的轨迹．以及各层面政府在其中的作为。 

2．1．1 苏锡常都市圈规划的目标 2001年 ．在江苏省都市圈发展战略的背景下 ，江苏 

省建设厅开始组织编制 《规划》。 《规划》主要有以下几个 目标【2l】：发挥苏锡常在江苏省 

社会经济中的核心作用：缓解城市竞争，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建立苏锡常与上海互利 

互惠的关系；提升区域竞争优势，应对经济全球化和人世的挑战。由此可见， 《规划》 

是上级政府为缓和城市竞争，提升 自身竞争力而绘制的美好蓝图．是对城市合作和协调 

发展的一种尝试 。 

2．1．2 苏锡常都市圈规划的编制 这种由上级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发起的城市合作和城市 

协调规划更多的是上级政府意志的反应．而不是城市之间自发达成的合作和协作共识 

在规划编制过程中，主要是由规划编制单位听取苏锡常三市的想法与意见 ．而被协调城 

市之间缺乏充分的信息交流和互动，因此在城市间很难形成合作的共识 这一定程度上 

导致 了在规划编制过程 中地方政府为实现各 自利益最大化 ，在 土地利用 、基础设施布局 

等诸多方面大打利益争夺战【 。由此可见，协调性的规划应当注重规划的过程，特别是在 

城市间建立互信和达成共识。在这种背景下制订的协调规划又怎能得到顺利实施呢? 

2．1．3 不理想的规划实施及其原因 为了追踪 《规划》制定后几年来的实施情况 ，笔者 

走访了编制规划的委托方、规划的编制方和规划的实施方 (--市的城市规划局1 对规划 

中所 涉及 内容 的实施状况进行分类评估 ，这些规划项 目主要涉及产业规划 、空间规划 、 

环境保护、风景旅游规划和基础设施五类 由于前四项不涉及规划的具体内容和工程． 

因此很难付诸实施。对基础设施规划而言．尽管它涉及较多重点工程的建设．但实施的 

效果并不理想。根据我们的调查，有 l1个项目处于规划改变／争论中、搁置、难以操作 

的状态，占l7个规划项目总数的 65％ 其他的6个项 目也没有完全按照规划所拟定的路 

线发展，而是有很大的改变。因此，就规划的内容而言，规划并不成功 这应当归因于 

协调性规划中，很难确定协调的具体内容。总之，宏观的和宽泛的内容很难实施 ．应当 

避免在规划中出现；但是，规划内容也不能过于具体 ，否则规划将失去弹性。此外，我 

们对规划中的主要行为人进行了半结构的访谈 根据我们的调研．规划不成功主要有四 

个原因，包括城市竞争、缺乏必要的协作机制、规划内容难以实施和政府间的利益冲突 

除了以上效果不理想的科层的城市合作．长三角也出现了一种新的城市合作 ．它是 

长三角城市在自愿的基础上 ，不断互动的结果．而非上级政府的安排 是否这种城市合 

作是一种有效的城市合作?下一节将以城市经济协调会为例．对该问题进行研究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18 地 理 学 报 62卷 

2．2 自发的城市合作 ：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 

城市经济协调会是以经济为纽带的区域性城市合作组织。与苏锡常都市圈规划相比， 

该城市论坛是一个 自发的城市合作组织 ，并在长三角的城市合作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总体而言．城市经济协调会主导的城市合作主要经历了信息交流、专题合作和共同市场 

建设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也是 自发城市合作区别于科层城市合作的主要特征。下文将 

追踪其伙伴关系形成的过程和各种参与者在其中的互动。 

2．2．1 信息交流阶段 城市经济协调会可以追溯到 1992年长三角 14个城市发起的长三 

角经协 (委)办公联席会议 (1997年，江苏省新成立的地级市泰州成为成员城市，长三角 

城市达到 15个 ：2003年 ．浙江省的台州成为成员城市 ，目前长三角共有 16个城市)。该 

联席会议隶属于各市计划经济委员会，旨在加强城市经济合作。联席会议确立了非正式 

的、非定期的城市信息交流机制。虽然联席会议在其后五年中在经济发展经验交流、经 

济信息共享等诸多方面加强了城市之间的联系，但是由于会议的非定期性以及层次较低 

等原因．城市间的合作并没有太大进展。 

1997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城市间的合作，联席会议升格为市长级常设协调会议 ，并 

更名为城市经济协调会 会议决议每两年召开一次市长会议，一次工作会议。此协调会 

的建立标志着长三角城市定期 的、正式 的会晤与协调机制开始确立 ，会议 就长三角城市 

群整体优势和建立更高层次的协调关系进行了探讨。两年后的第二次会议上，城市合作 

从纯粹的信息交流向研讨战略目标、互动政策和发展思路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应当 

指出，自此次会议以后，学术精英和上级政府开始积极的介入到城市合作中，对旅游和 

商贸合作提出了建议和看法。通过信息交流和城市间的互动，城市合作的方向越加清晰。 

因而，在绍兴 的第三次会议上 ，会议 以 “抓住机遇 、发展大旅游 ”为主题 ，明确提 出在 

长三角共建大旅游圈的合作方向 

由此可见．信息交流经历了一个从非正式、非定期的形式走向制度化合作机制的过 

程。随着信息交流的不断深入．参与者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城市政府 ．学术精英和上级政 

府也开始参与城市合作 ，推动了城市合作的发展。信息交流的内容也从单纯经验交流发 

展到战略研讨。显而易见，信息交流有助于成员城市找到合作的方向和建立相互信任 ． 

奠定了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也正是这一原因，自发的城市合作比科层的城市合作更加有 

效。虽然通过长期的信息交流，成员城市就深化城市合作达成共识．但是合作仍然还是 

政府文件和议程中的口号，而缺乏具体的行动 直到 2003年第四次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召 

开，城市合作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标志着专题合作这一新阶段的开始 

2．2．2 专题合作阶段 2002年 12月，上海成功获得了 2010年世界博览会的主办权 

同处于长三角的城市将世博会视为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231 成员城市在不同场合提出了 

“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合作和交流．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一 

体化”的愿望。此外，省级政府在 2003年 3月全国两会期间．也认识到合作对长三角发 

展的重要性 ，开始积极的参与长三角的城市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举办世博会和上级政府 

的积极参与是加速城市合作的催化剂，由此拉开了长三角城市全面合作的序幕 在这一 

背景下 ，召开的第四次城市经济协调会使城市合作从信息交流逐渐走向实质性和多领域 

的合作，成为长三角城市合作的分水岭 

2003年 8月在南京召开的第四次城市经济协调会成为历次会议中规格最高、规模最 

大的一次峰会。此次会议上，紧邻长三角的浙江台州市成为协调会的新成员．使这一组 

织共有 16个成员城市 。除 16个成员城市外 。淮安 、马鞍 山等城市 代表和 180多位知名 

民营企业家首次列席会议。此次会议以承办 “世博会”为契机 ．加快长三角城市联动发 

展为主题，成员城市决定在2010年世博会以前 ，16城市共同在合作和协调机制建立、基 

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人才和旅游资源合作、提升城市区域形象和缓和城市竞争 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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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方面联合开展工作。此次协调会后，成员城市开始在更多的领域开展实质性的专题 

合作。以下将用实例说明各种专题合作。 

f1)旅游合作一发展和促销的合作 

发展旅游业是长三角城市的共同利益所在。因此。旅游合作成为城市合作的切入点， 

出现了发展的合作。为促进旅游发展．成员城市联合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行动举措，例 

如携手打击 “黑导游”和设立城市旅游集散中心等。此外．一些拥有共同旅游资源的城 

市也联手共建旅游区．如分属于江浙两省的无锡和湖州打破行政区划的限制，联手共同 

打造太湖旅游区。除了发展的合作 ．促销的合作也是长三角城市旅游合作的一个重要方 

面。此种合作以共同的形象推广和联合促销旅游景点为 目的。例如。长三角的旅游部门 

共同举办 “2oo3年江浙沪旅游年”活动．并在南京举办了长江三角洲旅游交易会。值得 
一

提的是。著名旅游城市黄山市被纳入 “长江三角洲旅游城市 15+1高峰论坛”。吸纳黄 

山成为旅游合作成员城市表明．长三角城市希望凭借黄山的声誉来提升 自身的旅游吸引 

力。这表明哪些城市可以成为伙伴 (成员城市)取决于合作的目的。此外 。许多旅行社、 

专家学者等非政府部门也是旅游合作中重要的参与者 

(2)交通合作一协调的合作 

交通合作也是长三角城市合作的重要内容。因为这些合作主要强调交通规划和建设 

的协调，以及交通政策和管理的统一。因此可以视做协调的合作。2003年 lO月．两省一 

市公路学会共同组织了 “长三角都市圈省 (市)际公路发展研讨会”。交通部、中国公路 

学会、两省一市交通厅、专家学者和交通规划师共 160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应当 

指出，非政府组织公路学会在此扮演了主导的作用。交通协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交 

通网络优化、城际高速公路定位、线路对接和建设时序。此外 ．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上． 

长三角城市的交通部门经常就土地征用、道路连接等问题进行碰头和协调 为了协调交 

通管理，长三角引入长江三角洲道路运输协调委员会制度。这种新制度的建立使得交通 

协调不再局限于规划和基础设施发展，而是拓展到交通政策、规则制订和管理程序等更 

宽广的领域。长三角省市和城市的交通部门已经明确在以下方面联合开展工作：制定长 

三角区域道路运输的政策和法规 ，统一市场准入条件：加强信用运输建设 ．协调和统一 

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进道路运输信息化建设等 

(3)人力资源的合作一基于资源的合作 

集聚人力资源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核心内容之一。因此 ．人力资源的合作也是长三 

角城市合作的重要方面。这种资源共享的伙伴关系是以资源互补
、 资源共享为目的的城 

市合作。为了吸引人才和清除人才流动障碍，长三角省／城市联合出台了多项政策 例如 

革新户籍制度、鼓励异地办学和强化人才服务等。除了人力资源的合作
．
基于自然资源 

的合作也在长三角不断出现，例如上海和浙江嵊泅的大小洋山港建设
、 宁波和绍兴的水 

资源合作、江阴和靖江的口岸合作等 

2．2．3 共同市场阶段 (战略的合作) 通过对城市合作形成过程的追踪
． 我们发现共 同市 

场建设 (区域一体化)是长三角城市合作的新趋势。这也可以被视作战略的城市合作的类 

型。自1990年代以来，长三角的城市竞争不断加剧 。为了解决恶性城市竞争带来的问 

题，各种战略的伙伴关系开始在长江三角洲出现，正在形成一个资本
、 人力资源和信息 

等要素自由流动的共同市场。这些伙伴关系的建立都遵循 “求同存异，，的原则 

《省级质检报告互认》新制度的建立是 ‘：求同”城市合作的典型例证 在该制度出台 

前 ，当一地的商品进入其他两省市，他们必须接受当地各种形式的监督检查 但新制度 

规定 ，凡有效期内的两省一市的省市级名牌产品
。 在长三角可以免于接受各种形式的监 

督抽查。实现区域内 “无障碍流通”是迈向共同市场的重要一步 

各种围绕招商引资形成的伙伴关系可以很好的解释城市合作中的 “存异”。吸引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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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各个城市的利益冲突所在，因此在招商引资中，很难进行实质性的合作。但是，为 了’ 

避免招商引资造成的土地廉价出让、不合理税收优惠等恶性城市竞争问题 ，长三角城市 

意向性的提出了共建招商引资平台，可望在土地 、税收等方面提出共同的标准。此外 ， 

鼓励联合在国内外举办大型招商引资活动。由此可见，在存在利益冲突的领域，伙伴关 

系是一种战略性的城市合作。这一共同市场的趋势也是城市合作的新阶段。 

2．3 混合式的城市合作 ：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 

江阴靖江园区是由江阴和靖江两市合作共建的工业园区，规划面积 60 km2。园区地 

处靖江．但由江阴管辖。因为这一城市合作由地方政府发起，并且上级政府积极参与其 

中．所以江阴靖江园区在本研究中被视作混合式的城市合作。 

实际上．两岸联动开发缘于两地企业间的合作与冲突。近年来，由于靖江基础设施 

状况的改善、大量可利用的长江岸线和较低的生产成本 ，投入靖江的江阴资本增长迅速。 

跨界发展的企业不得不面对许多新问题。例如在靖江发展的江阴企业 ，由于征地等原因 

和邻近社区发生冲突．这是一个城市政府所无法协调的，两地政府不得不扮演协调者的 

角色 政府的合作与协调对企业的跨界发展尤为必要。但是，最初这种合作仅是非正式 

和非定期的合作与协调。由此可见，两地的合作发起于企业的跨界发展，而非政府。江 

阴靖 江园区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2．3．1 江阴一靖江沿江开发促进会和口岸合作 江阴一靖江沿江开发促进会 (下称促进 

会)代表伙伴关系形成的第一阶段。随着两地企业合作和冲突的增多。两地政府不得不寻 

求新的管理和协调机制。2001年 l2月．两地领导汇聚靖江成立了江阴一靖江沿江开发促 

进会。会议确定促进会为常设会议，每年举行两次，地点轮流。在这次会议上，两地党 

政负责人对沿江开发的有关事项达成初步的合作意向，如建立沟通联系制度．加强两地 

部门之间、乡镇之间、企业之间经常性的合作交流等。促进会的成立标志着两岸民间 (企 

业)的合作受到政府的重视。像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城市合作形式一样．促进会制度的建立 

标志着信息交流的制度化，从非正式、非定期的信息交流走向了正式、定期的信息交流。 

江阴和靖江的城市政府通过信息交流．在取得合作共识的方面进行了专题合作。 

促进会成立以后 ．两市在 口岸合作上进行了专题合作。通过 口岸合作 ，将地方港靖 

江港的开放和管理纳入国家级江阴港．以便靖江港共享江阴国家一类开放 口岸的优惠政 

策和设施。口岸合作受到了时任省委书记回良玉的关注和鼓励。自此省政府开始积极的 

介人两岸合作．省政府的相关部门就口岸合作问题进行了现场办公 

2．3．2 园区建设领导小组的成立和联动开发 园区建设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伙伴关系 

形成的第二阶段。在 2002年 8月举行了促进会 ．两市大胆的提出合作建设江阴靖江园区 

的设想 ，合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由江阴出资。靖江出地．建成后由江阴管理的合作模 

式。其后的几个月，园区建设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也正是这个时候 (2003年 1月)．新 

任省委书记李源潮视察了靖江．充分肯定了两岸联动的创新作用．并在靖江明确提出了 

江苏省新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一沿江开发。沿江开发战略的目的是在沿江地区建设大型 

工业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在省委书记的肯定和支持下．江阴靖江的联动开发再次提速 两市政府于 2003年 2 

月签署了 《关于建立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的协议》。在这一协议中，两市不仅确立了 

“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市场运作、各得其所”的合作原则．而且也涉及到联动开发的具 

体事宜。由于发展愿望强烈，靖江在管理权力和利益等很多方面向江阴作出让步．这些 

让步一定程度上为两市合作铺平了道路 。在此次促进会后．两地政府分别成立推动园区 

建设领导小组，改善园区基础设施状况和政府服务，例如兴建电厂和污水处理厂。 

2．3．3 江苏省沿江开发会议的召开和开发区管委会的成立 江苏省沿江开发会议的召开 

和开发区管委会的成立标志着伙伴关系形成的第三阶段。2003年 5月和 6月．省政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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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江阴靖江两市尽快启动园区建设 ，在沿江开发中起到示范作用 ，并要求江阴靖江在沿 

江开发会议上介绍经验 

作为沿江开发的示范区．江阴靖江园区不仅得到省政府优惠政策的支持 ，而且在建 

设资金上也得到省政府的帮助。为了支持园区建设，省里决定将规划中的沿江公路南移， 

以便从园区北侧穿过．提高园区的通达性。此外，省政府在公路建设上不仅予以贷款上 

的优 惠，而且给予建设 资金 的补贴。沿江开发会议 的召开是一次江苏省沿江开发战略的 

动员会．江阴和靖江在会议上进行了经验介绍 

由此可见．当江阴靖江园区符合江苏省高层新的发展思维一江苏省沿江开发战略时． 

园区建设加速。在沿江开发会议以后，省政府在项 目审批、土地利用等方面赋予园区多 

项优惠政策，以支持园区发展。开发区管委会也正式成立，负责园区的建设和事务管理。 

3 城市合作的模式与理论框架 

通过对三种类型城市合作的研究．我们可以对 “为什么一些合作的努力取得了成功． 

而另一些合作却遭遇挫折?”的理论问题进行初步的回答。基于长三角的经验 ．本节尝试 

提出一个城市合作的分析框架 

3．1 城市合作的机制 

就城市合作的缘起而言 ，我们发现有三种不同模式的城市合作．即科层式的城市合 

作 (苏锡常都市圈规划)、自发式的城市合作 (城市经济协调会)和混合式的城市合作 f江 

阴靖江园区)(表 1)。当然 ，这种界定是为理论研究而进行 的理想化分类 ．因此是相对的 

科层式的城市合作指上级政府通过行政命令发起的．旨在下级政府间建立伙伴关系的城 

市合作 。然而 ，全球化 、市场化和权利下放的三个过程造成 了管理碎化 ．上级政府也 因 

此难以对下级政府进行规制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合作更多的是上级政府的意志
． 

很难为下级政府所接受。城市政府也并不是积极的参与这样的城市合作 ．致使伙伴间缺 

乏必要的信息交流。这最终将威胁到伙伴关系的稳定性 ．有时合作甚至遭遇失败 

与科层式的城市合作相比，自发式的城市合作更尊重成员城市的利益 ．因此此种类 

型的合作更加有效。在伙伴关系的形成过程中，城市政府、非政府部门 (NGO)、私营部 

门和学术精英等多种参与者参与其中，并不断互动。城市政府和各种利益相关者间的不 

断互动使得城市政府就合作取得的共识能够被广泛接受，并容易付诸行动。同时．合作 

的有效性得到极大的提高。合作也不断深化，城市间开始开展专题合作和共同市场建设
．  

有时甚至会演化成为更紧密的跨界发展。因此，自发式的城市合作是一种相对稳定的
、 

紧密的合作。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西方城市的合作经验 ，即自下而上的合作网络更容易形 

成长期的合作 

混合式的城市合作由地方政府发起，上级政府在伙伴关系建立中也存在自身利益
。 

表 1 城 市合作 的机理 和绩效评估 

Tab·1 M echanism ofinter--city cooperation and efficiency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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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合作处于 自发式和科层式两种城市合作之间，因此同时具有 自发式和科层式两种城 

市合作的特征。与其它两种城市合作相比，混合式的城市合作更容易成功 ，且合作更为 

紧密 与自发式的城市合作相似，通过成员城市的互动和沟通，稳定的伙伴关系在城市 

间得以建立 另一方面．上级政府不仅为城市合作提供支持，而且也给予优惠政策。更 

重要的是．因为合作的城市处于同等地位，缺乏主导合作的权威城市 ，所以上级政府可 

以凭借其领导作用参与合作，促进城市合作的深化和发展。正如 Olson[~]和 Chong~所指 

出的．一个强大的领导者可以起到协调的作用，这是消除集体行动问题所必须的。因此， 

这种混合式的城市合作更加有效 。 

除了上述混合式的城市合作，另有一种混合式的城市合作可能由上级政府发起 ，地 

方政府积极参与的城市合作 这种城市合作的情况又如何?尽管 目前我们在长三角还未 

发现这样的实例．但我们应当关注这种城市合作存在的可能性。如果这种合作存在的话， 

我们可以用来验证和发展上述发现。 

3．2 城市合作的过程 

基于欧洲 的城市合作经验 ．Heeg等【 】总 

结了三种类型的专题合作．即信息交流、联 

合责任和私营部门间的合作 这种合作分类 

是否指不同的合作类型．还是合作的不同阶 

段?通过对长三角城市合作轨迹的追踪，我 

们发现合作也是一个过程。总体而言，城市 

合作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信息交流、专题 

合作和共同市场 (在长三角 ．共同市场或区 

域一体化是城市合作发展的一种趋势)。此 

外，作为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未来城市合 

作或许会有更多的发展阶段 (图 1)。 

首先．信息交流是通向城市合作的第一 

●  

信息交流 

3t．Ne0-场 

l ● 

； 
苒健 

图 1城市合作的过程 

Fig。1 Process of inter-city cooperation 

步。信息交流强调灵活的协商和相互学习。信息交流是一个从非正式、非定期到正式的 

和定期的制度化过程。在此过程中．信息交流的内容不断拓展和深化，从发展经验分享 

到战略研讨和寻求实质的合作。通过充分的信息交流 ．城市寻找到了一些有着共同利益 

的领域 ，并开展合作。但是 ，对那些仍然存在竞争的领域 ，成员城市经常采取回避的态 

度或形成战略型的城市合作 ．以缓和城市竞争。长三角城市采取的这种求同存异的做法 

有助于城市合作的成功。在这个意义上 ．长三角的城市合作经验不同于欧洲的经验 ．即 

潜在的冲突必须在合作的早期得到解决【1】 

其次，通过长期的信息交流，成员城市开始在一些领域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出现了 

城市合作的第二阶段一专题合作。信息交流使成员城市达成合作的共识，并找到合作的 

方向。成员城市在此基础上，为特定的目的开展合作．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城市合作 应 

当指出，从信息交流到专题合作的过程在许多合作的案例中均有出现．如长三角的交通 

合作和旅游合作。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一些对城市和区域发展会产生影响的重大事 

件有时可能成为合作的催化剂 ，例如上海成功申办世博会和江苏省的沿江开发战略 当 

然，合作的催化剂可能出现在合作的各个阶段 

第三，为了提升综合竞争力，建立共同市场 (区域一体化)是城市合作的新趋势 理 

论上讲 ，中国的国内市场应当是一个共同市场，因为在国家内部没有关税控制和贸易障 

碍。但是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盛行 ，市场分割的问题在中国相当普遍[刀。区域一体化的目 

的在于统一政策，建立城市和区域发展的统一平台。共同市场形成以后．城市合作在新 

的制度框架中将会迎来一个更加良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应当指出。跨界的发展这一特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2期 罗小龙 等 ：长江三角洲城市合作模式及其理论框架分析 123 

殊的合作案例将可能出现．例如江阴靖江园区。这种跨界的发展是城市合作的一种结果， 

而跨界活动的增多一定程度上也会加速长三角的共同市场建设 。 

应当指出．两个继起的合作阶段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因为合作本身是一个连续 

的过程 以上对城市合作过程的划分仅仅是我们理解城市合作的一种理想模式。此外， 

如果一个城市合作跳过或忽略了一些合作过程中的阶段．那么它有可能遭遇失败。苏锡 

常都市圈规划 的失败可部分归因于这一原因一信息交流阶段被忽视 。 

3．3 城市合作的类型 

由于伙伴关系的易变性 ．为城市合作的类型划分带来了困难。但是．为了提供专题 

合作的 “概念化”类型．表 2在长三角城市合作经验的基础上 (特别是城市经济协调会的 

经验)，列出了几种专题合作的理想模式。表中共有 5种理想化的城市合作安排 ．即发展 

的城市合作、促销的城市合作、协调的城市合作、基于资源的城市合作和战略的城市合 

作。表 2也总结了这些城市合作在动员 、目标、伙伴和具体行动等方面的特征 应当指 

出．这 5种理想的城市合作类型并不是割裂的存在．因为不同的合作类型可能会在同一 

合作中出现。例如，旅游合作不仅包含发展的城市合作．而且也包括促销的城市合作 

3．4 伙伴的选择和合作中的参与者 

伙伴 (成员城市)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城市合作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各个城 

市所拥有的管治资源，而且也与城市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 ．伙伴关 

系的建立和维系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汇集。 “一个拥有很多成员的联盟是一个产生资源 

的巨大制度平台，这也提高了完成共同任务的可能性。反之，也仍然成立 ．即成员越少 

则资源也越少” 。或许由于这一原因． 浙江的台州被吸收为城市经济协调会的成员城 

市。但是，宏大的联盟会造成联盟的不稳定 ．因为伙伴越多意味着每个伙伴从联盟中获 

取的收益就越少 ，联盟可能会分裂。因此，城市经济协调会应当慎重地考虑长三角外需 

要申请加入城市的请求，例如安徽的马鞍山和江苏的盐城等城市。此外
． 伙伴的选择也 

取决于城市具有何种资源，例如著名旅游城市黄山成为长三角旅游合作中的成员城市 

换而言之，不同目的的城市合作决定了谁可以有资格成为城市合作成员。例如
． 旅游合 

作中苏州和湖州联手开发太湖滨湖地区。由此可见，伙伴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
、 复杂的 

和弹性化的过程 

其次，伙伴的选择取决于城市所处的地位。总体而言 ，处于相同 (相当)政治和经济 

表2 长三角城市专题合作的类型 

Tab·2 Typology of partnerships in thematic cooperation in the YRD Region 

地方政府指长三角内的城市政府：区域政府指省和直辖市政府。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124 地 理 学 报 62卷 

地位的城市更倾向于竞争 ，因此很难在这些城市间开展合作，效果不理想的苏锡常都市 

圈规划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苏锡常都市圈是一个多核心的城市区域，在没有主导城市 

的情况下 ．苏州、无锡和常州三个城市间竞争激烈。因此 ，对这三个城市的发展很难协 

调 ．更谈不上建立合作关系。但是 ，在长三角 区域层面 ，因为上海拥有主导城市的地位 ， 

以及长三角城市希望从接轨上海中获益，长三角的城市为了能够接轨上海，更愿意开展 

合作 此外．江阴靖江园区的例子表明，成员城市间的差异或发展差距越大，其互补性 

越强．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也越高。总而言之，城市合作更容易在处于不同政治和经济地 

位 的城市间开展。 

除了伙伴的选择 ．对城市合作中各种参与者的考察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合作的形 

成 本研究涉及到许多参与者，例如各个层面的政府、NGO等。就参与者在城市合作形 

成中的作用而言．这些参与者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重要的参与者、有影响力的参与 

者和一般参与者 重要的参与者是指城市合作的发起者 ．并在城市合作形成中扮演了主 

导作用。在中国强政府的传统下，政府主导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当然城市合作 

也不例外 。在本研究中 ，政府是城市合作的重要参 与者 ，决定着城市合作 的类 型 、进程 

和方向。与重要的参与者相比，有影响力的参与者在城市合作中作用较小。但是 ，他们 

对城市合作的积极参与，以及知识和信息的分享 ，不仅促进了城市合作的深入，而且使 

既定决策能够被广泛接受和可操作 ．从而城市合作的效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根据长三角 

城市合作的经验，NGO和学术精英是城市合作中有影响力的参与者。我们应当预见到． 

随着中国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不断深入 ．这些非政府部门将在以后的城市合作中扮演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那些在城市合作中影响力较小的参与者在本研究中被界定为一般参与者． 

此类参与者包括私营部门、社区和个人。总体而言，与其他两类参与者相比．一般参与 

者在城市合作这种管治联盟中利益较少。因此，他们在合作中表现并不积极 

当然，因为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同样的参与者在不同国家的城市合作中． 

其作用会大不相同。例如V~tzquez—Castillot3~l所观察到的．NGO、社区和私营部门是美国一 

墨西哥联合边界规划中的重要参 与者 

4 结论 

城市合作是城市和区域发展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 ，并且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Heeg等[J】对城市合作进行了出色的研究。但是，由于他们对城市合作的过程和参与者的 

互动认识不够，因此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继续探索。本研究从伙伴关系的理论视角． 

探讨了长三角城市合作的模式与绩效。通过对三种不同模式城市合作的比较研究．本文 

有如下理论发现。 

首先，城市合作的发起形式 (类型)决定着合作的绩效。研究发现共有 3种类型的城 

市合作，即科层的城市合作 、自发的城市合作和混合式的城市合作。它们有着不同的结 

果，其合作绩效依次呈现上升趋势，这种合作绩效的差异主要由各利益相关者的协商情 

况和管治机制协调能力的差异造成。应当指出，以上观察基于长三角的实践
． 当良好管 

治机制建立时，有着下级政府积极参与的科层式城市合作也有可能取得成功
． 但这需要 

进一步实证研究进行验证。 

其次 ，城市合作是一个从信息交流、专题合作到共同市场的过程。该发现表明信息 

交流和专题合作不仅是合作类 型 ，也可以是合作 的不同阶段
， 由此推进 了 Heeg等关于城 

市合作的研究【”。在实践中，这一发现也为城市如何进行合作指明了方向 

第三，合作内容 (合作项目的性质和范围)也影响着城市合作的绩效。总的来说
． 城 

市较容易在有着共同利益的方面开展合作，江阴靖江园区和城市经济协调会下的旅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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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就是很好的例证。在利益存在冲突的领域 ，城市很难进行合作 ，然而成员城市间可以 

形成宽松的和富有远见的合作意向，例如在招商引资中形成的战略城市合作。根据合作 

内容，本研究总结出专题合作的五种类型一发展的城市合作、促销的城市合作 、协作的 

城市合作、基于资源的城市合作和战略的城市合作。在合作的策略上，研究发现求同存 

异的策略常常为长三角的城市所采用，以谋求现实可行的合作方案．这往往是一种有效 

的策略。这不同于 Heeg等的观察【”，即潜在的冲突必须在合作的早期加以解决 ．以保证 

城市合作能够成功 

第四，城市合作成功与否也取决于伙伴 (成员城市)的选择和参与者在城市合作中的 

作用。研究表明，伙伴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城市所掌握的资源和所处的地位 而根据参与 

者在联盟建设中的作用，大体有重要的参与者、有影响力的参与者和一般的参与者三种 

类型。 

本研究的发现不仅有助于提高长三角城市合作的绩效 ，而且也将为诸如珠三角等其 

他地区的城市合作提供经验与借鉴。当然，进一步的研究应当关注中国其他地区和其他 

国家的城市合作，以验证和发展本研究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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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odels of Inter--city Cooperation and Its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LUO Xiaolong ， SHEN Jianfa2 

(1．NanjingInstitute ofGeography＆Limnology，CAS，Nanjing 210008，China； 

2·Department ofCeography and Resource Management，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HongKong,NT,Hong Kong,China) 

Abstract：Inter-city coope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s a new phenomenon and 

has received much govemmental and scholarly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 This Paper examines 

inter-city cooperation from partnership perspective．In this study，three typical cases of 

inter-city cooperation，Suzhou—w Ⅸi—Changzhou Urban Region Planning．the Forum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Urban Economy of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Jiangyin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in Jingiiang are selected to examine three types of partnership 

arrangements， nam ely， hierarchical partnership． spontaneous partnership and hybrid 

partnership．This research applies the partnership approach to regional scale based o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s experiences．The research focus of this paper i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ree types ofinter-city cooperation．Through tracing the process ofpartnership formation and 

investigating stakeholder interactions，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city 

cooperatlon depends on cooperation mechanism，the process of cooperation
． the nature an d 

scope of the cooperation， an d the partner selection and roles of actors in partnership 

form ation． 一 ‘ 

Key words： models of inter-city cooperation； effectiveness； partnership； theoretical 

implementations；the Yan gtze Ri 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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