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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 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 ,对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的当前趋势进行探讨 ,结合中国崛起

的历史性 、地域性 ,针对上海城市经济结构 、产业结构的转型问题 , 对全球化下我国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的趋向进

行分析 , 发现上海目前的社会经济结构尚未出现社会空间极化。通过对社会空间因子空间分布的实证分析 , 进

一步揭示上海社会空间分异程度尚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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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城市 ”极化之辩

社会极化及其对城市空间影响是当代城市研

究的核心议题之一
[ 1, 2]

。当前西方城市正处于后

福特主义(post-fordism)转型期 , 更具流动性的生

产劳动模式带来新的管理和控制手段
[ 3]

。经济国

际化和信息技术的成熟发展 、以及资本与劳动流变

动的加剧等原因促成全球生产活动的分散化重组。

在产业结构上 ,一方面是工业 、制造业等劳动密集

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造成西方城市普遍 “去

工业化 ” ,另一方面是 “生产者服务业(生产性服务

业)” (商业 、银行 、传媒 、金融等)在 “全球城市”集

聚以发挥全球性的管理控制功能
[ 4 ～ 6]

。 “世界城

市 ”假说指出 ,资本运作的矛盾将突出表现在世界

城市
[ 7]

;萨森(Sassen)
[ 1]
则指出 “全球城市” (glob-

alcity)纽约 ,伦敦和东京正出现社会极化。跨国

公司总部和国际精英人才集聚 ,工业 、制造业紧缩 ,

服务业增长;日益增加的国际移民为城市低技术 、

低工资的服务业发展提供劳动力:社会结构的两端

膨胀而中间段减小 。弗里德曼和萨森认为社会极

化将带来空间极化 , 城市居住空间随之变得 “分

化 ” 、“碎化”
[ 8]

。

萨森认为 ,极化的社会空间将不仅在全球城市

存在 ,而且将出现在全球化影响下的其他级别的城

市。这一假设颇具争论 ,由此引来诸多论战。例

如 ,通过研究英国伦敦和荷兰兰斯塔德 (Ranstad)

地区的职业变化 ,汉姆莱特(ChrisHamnett)
[ 2]
指出

欧洲福利国家的城市社会分化并非极化而是职业

化(Professionalisation), 社会结构表现为两头小 ,

中间大。他把萨森的研究结果归因于美国城市特

殊的发展元素———大规模的外来移民。但是 ,伯格

斯 (Burgers)
[ 9]
对汉姆莱特所用数据进行再分析 ,

发现如果将郊区数据记入 ,其结果仍是极化。对这

一假设的检验扩展到其他全球城市:巴姆(Baum)

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其分异表现为职业化 ,而瓦塞

尔(Wessel)对奥斯陆的研究则发现由于政府福利

机制的影响 ,社会空间分异的程度没有增加。希尔

(Hill)和金(Kim)
[ 10]
认为全球城市极化假说不适

于东亚 “发展型国家 ” 。他们指出 ,尽管同样处于

后工业化期间 ,制造业的减少 、 “生产者服务业” 、

国际移民增加 、社会构成极化 、城市空间的恶性区

隔等并未出现在东京和汉城 。他们将此归因于韩

国和日本特殊的国家政策和政治经济文化环境 。

作为应答 ,弗里德曼指出 世̀界城市 '假设不排斥

区域差异 ,并强调 “世界城市 ”理论的主要目的不

在于分析空间差异性 。而萨森则承认东京和汉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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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 ,但她批评希尔和金分析中的数据问题。

总体上 ,在全球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分析中 ,全球

化之外其他要素的影响在不断被重视 。

2　上海的社会分异

中国城市处于完全不同于西方城市的政治经

济背景之下 。从计划体制到市场经济 ,当代中国城

市发展的高速和巨大规模可谓史无前例 ,市场改

革 、全球化和民工潮对中国城市空间的发展产生巨

大冲击
[ 11]

。中国城市 20年来的飞速扩展为解读

全球城市假说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于中国城市社

会转型的研究尤其是社会学研究正构成庞大研究

群体的同时
[ 12]

,对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研究在地

理学领域也正不断展开
[ 13, 14]

。根据冯健和周一星

教授的综述
[ 15]

,国内对于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从

1980年代后期开始即已涉猎 ,例如虞蔚对上海社

会空间的定性分析
[ 16]

,许学强等采用因子生态方

法对广州社会区的划分等
[ 17]

。进入 90年代 ,尤其

1996年左右 ,随着数据采集和获得的优化 ,新的研

究不断涌现出来 ,例如 1995年郑静等对广州社会

区的再分析
[ 18]

,柴彦威对兰州市以单位为基础的

社会空间分析
[ 19]

。特别是 1997年顾朝林教授等

对北京产业转型和社会极化的探讨 ,表明国内研究

者的视野在不断拓展
[ 20]

。进入 2000年 ,社会空间

分异结构的研究成为城市地理学的热点 ,吴启焰对

南京的居住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研究
[ 21, 22]

, 冯健

等采用因子生态法对北京 1982 ～ 2000年间城市空

间结构的演化进行了深入分析
[ 23]

。

随着社会贫富分化和全球化影响的到来 ,例如

城市跨国公司职员阶层
[ 24]
和农民工在劳动力市

场 、收入 、住房上两极地位的凸现
[ 25]

,城市郊区别

墅区的出现
[ 26]

,浙江村 、新疆村 、 “城中村 ”等外来

农民工集中居住地的出现
[ 27, 28]

,新城市贫困在特

定城市地域的显现 ,社会空间的分化已经成为当今

城市居民日常体验的城市印象。中国城市社会空

间的转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证价值 。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研究

将成为对全球城市转型的呼应 ,成为对自由市场经

济下的西方全球城市研究的补充与对照 。据此 ,本

文对上海的城市社会空间转型展开研究 。

弗里德曼将世界城市定义为:“在全球经济运

行中具有领导地位的一级城市或者用以指代全球

经济系统中的各级城市 ,这些城市在这一角度上具

有不同程度的功能 ”
[ 7]

。 “全球城市 ”或 “世界城

市”强调的是城市在区域特别是全球尺度上的经

济控制力和管理功能 。上海可谓东亚最具潜力的

全球城市
[ 29 ～ 34]

。上海的飞速发展体现了中央政府

对抓住全球化机遇 、实现城市 、区域乃至国家腾飞

的决心 , APEC、世博会等大型事件的开展 ,都是将

上海建设为全球城市的努力的写照 。

上海的崛起伴随着城市社会经济规模性的结

构重构 ,城市社会和社会空间亦处于转型之中 。首

先 ,就上海的职业构成变化而言 ,对比 1990年和

2000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 1990年到

2000年之间 ,普查统计的总人口增长了近 30%。值

得注意的是 ,两次统计总的就业人口数目变化不大 ,

仅有 0.7%的增加。根据职业划分 , 7类职业构成中

变化最为显著的是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减少了

近 12%。而最为明显的增加出现在商业服务业人

员和办事人员类型上 ,分别增加了近 7%(表 1)。

表 1　上海职业构成的变化(1990 ～ 2000)

Table1　ThechangingoccupationalstructureinShanghai, 1990-2000

1990 2000 1990～ 2000变化

数量(百人) % 数量(百人) % 数量(百人) %
总人口 128340 164077 35737 27.8

就业人口 80585 81151 566 0.7
外来人口 17800 38700 20900 17.42

数量(千人) 数量(千人)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 1075.23 13.14 1039.63 12.81 -35.60 -0.3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295.70 3.67 277.24 3.41 -18.46 -0.3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465.06 5.77 959.07 11.81 494.01 6.0

商业服务业人员 1223.28 15.17 1821.01 22.44 597.73 7.3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4068.46 50.49 3100.01 38.2 -968.45 -12.3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929.07 11.53 917.09 11.3 -11.98 -0.2
其他劳动者 1.70 0.02 1.08 0.01 -0.62 0.0

　　数据来源:第 4次人口普查报告 ,第 5次人口普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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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产业升级 ,职业构成表现为明显的向后工

业化转型的特征:传统的产业工人数量减少 ,生产

者服务业增加 ,这和全球城市假说在职业构成的论

断基本一致 。但是 ,从图 1中可以看出 , 2000年的

职业构成和 1990年的职业构成差别存在但还不是

很大 ,工业 、制造业群体比例在减少 ,但仍然占绝大

多数 ,服务业等的比例增加了 ,但还不是占最大多

数 ,这表明城市处于向后工业转型的初期 ,尽管第

三产业的产值在 2000年已经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

但在职业构成上还存在很大调整空间 。

图 1　上海的职业构成(1990, 2000)(%)

Fig.1　Therestructuringoftheoccupational

structureofShanghai(1990, 2000)

　　另一方面 ,总体而言 ,上海城市居民的收入水

平在 1990到 2000年间 10年来差距逐步加大(表

2), 前 10%收入水平居民的收入量已经达到后

10%者的 2倍左右 ,而且前 10%收入水平的居民

的收入份额 10年来增加了 6%,而后 10%收入水

平者的总份额减少了近 2%。如果考虑农民工等

外来人口的低收入水平 ,居民在收入构成上的逐步

分层将更为显化。进一步分析具体的行业收入构

成 (表 3),可以看出不同行业收入构成已表现为

明显的分化 ,横向比较而言 ,集体单位各行业的工

资水平低于国有单位和其他行业 ,而尤以外资企业

的收入水平最高 。纵向比较而言 ,农业和公共服务

业的收入水平最低 ,而第三产业特别是现代经济 ,

管理型职业:金融 ,保险 ,信息咨询业等的收入水平

最高 。这表明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 ,不同

职业构成的人群在收入水平上正日益拉开差距。

表 2　上海市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

Table2　IncomeinShanghai

年
前 10%居民收入:

后 10%居民收入

后 10%收入总量

占全部总量比例

前 10%收入总量

占全部总量比例

1990 2.47 8.86% 21.89%

1991 2.72 8.43% 22.98%

1992 2.82 8.15% 23.02%

1993 3.24 7.53% 24.42%

1994 3.90 6.92% 26.96%

1995 3.94 6.73% 26.56%

1996 3.90 6.82% 26.62%

1997 3.92 6.65% 26.05%

1998 3.98 6.56% 26.10%

1999 4.25 6.97% 29.63%

2000 3.88 7.16% 27.82%

　　数据来源:上海统计年鉴 , 2001

表 3　各行业职工年均收入水平(2001)

Table3　Incomeofpeopleworkingindifferentemploymentsectors

职工平均工资 (元)

合 计 国有单位 集体单位 其他单位 其中#港澳台和外资

农 、林 、牧 、渔 11521 11577 13663 9404 11923

工业 15440 13230 5778 19916 22692

建筑业 16270 16865 11919 16689 17854

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 19988 19924 - 23439 -

商业经纪与代理业 32765 22421 23472 37003 37511

金融 、保险业 34654 31084 19860 39016 67695

房地产业 22944 21754 17585 25178 32483

服务业 15043 15025 9270 16736 24870

#公共服务业 14323 15302 11861 12365 14715

信息 、咨询服务业 24548 12380 20785 43951 53237

　　数据来源:上海统计年鉴 , 2001

3　就业人口的空间分异

采用五普数据分析上海的社会空间结构。研

究范围包括上海中心区和外围郊区在内的全部行

政范围。由于数据限制 ,研究采用的三项指标仅包

括职业所属的三次产业类型 ,农民工(外来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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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育水平 。首先 ,职业构成的转变导致劳动力市

场的分化 ,而劳动力的分化对收入住房等的影响无

疑又将反应在不同产业人群在空间上的分布上;其

次 ,移民因子是当前西方城市(国际移民)和我国

(外来人口)城市共同面对的最大外加压力 ,这一

因子在全球城市研究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第三 ,由

于居民收入数据一般不在人口普查中涉及 ,考虑我

国城市居民受教育水平与个人收入水平存在基本

的正向联系 ,因此我们选用教育水平因子 。

为比较不同性质居民在空间分布上集聚度 ,测

量各基本空间单元(指街道)的地点指数(也译作

“区位熵 ” )(LocationQuotient)
[ 34]

。其公式为:

LQi =(Qi/∑
n

i=1

Qi)/(Pi/∑
n

i=1

Pi)

其中 , i是指代统计数据上的街道单元 , Q指的是具

有特定职业 ,性质的居民 ,而 P指的是总的居民数

量 。 LQ<1表征的是特定地区的特征人群其集聚

度地域城市理想均质情况的水平 ,而 LQ>1则代

表了在特定空间上比较高的集聚度 。这里我们采

取的是选取有代表性的社会经济指标进行空间分

析的方法 ,这一方法与因子生态分析的差异在于后

者采用数据压缩的多元统计方法将多个变量简化

为较少变量 ,且能减少相关因子间的相关影响 。但

是 ,由于普查数据本身的局限性 ,对城市社会区的

划分其实仅仅反映了从普查数据中所能选取因子

的最大解释力 ,这也是当前因子生态分析的结果总

是停留在一定社会经济属性教育 ,职业 ,或种族等

因子的原因 。因此 ,我们采取对这些有代表性的社

会经济因子直接进行分析的方法 ,得到的结果与采

用因子生态分析得到的空间结构类似 。

第三产业从业居民明显集中居住在城市中心

区(图 2),由中心区向郊区其集聚呈逐步衰减的趋

势 。同时 ,在远郊区由零星的高集聚度区域存在。

就中心区而言 ,沿延安中路 、延安西路沿线的街道

的 LQ值均高于 1.5,如长宁区的程家桥 、仙霞 、虹

桥;徐汇区的湖南路 、天平路 、枫林路;整个静安区 、

黄埔区和卢湾区的大部分街道等 ,表明了这一地区

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口上的强集聚度 。上海中心区

更新改造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商业中心在传统城

市节点地域的改造发展
[ 35]

,南京路 、淮海路 、徐家

汇等地段作为历史上的第三产业集聚地 ,当然地升

级为全市 、区域 、乃至全国地产业中心 。这样 ,城市

空间的在中心区的产业重构对当地居民职业构成

的影响可见一斑 。同时 ,远郊区也存在第三产业人

口的集聚 ,图 2中可以看到远郊区的青浦镇 、松江

镇 、南桥镇 、嘉定镇等都具有较大的 LQ值 。

图 2　第三产业居民

Fig.2　LocationQuotientforresidentsworkinginthetertiarysectors

　　其次 ,就第二产业即工业和建筑业而言 ,从业

人口的空间分布反映出郊区分散化的趋势(图 3)。

传统的工业用地在上海地发展表现为产业用地在

中心区与居住区的混杂 。 1990年以前 ,上海的工

业用地主要集中于中心区 ,其总量是近郊区的 4

倍。 90年代地产业重构 “退二进三 ”带来了工业用

地的郊区化转移 ,松江 、康桥 、嘉定 、莘庄 、奉浦 、金

山嘴 、宝山 、青浦 、崇明等九大高新技术产业区在近

郊区发展起来 。同时 , 宝山 、嘉定 、松江 、金山 、闵

行 、青浦 、南桥 、惠南 、城桥及空港新城和海港新城

等 11个新城处于规划发展中。新城均具有显著工

业职能:例如宝山以冶金 、港口为特色 ,嘉定以科技

产业为主体 ,金山以石油化工为主体 ,闵行具有大

型机电制造和航天工业 ,空港以航空产业 、综合贸

易 、出口加工为特色等 。这样 , 到 1996年 , 只有

23%的工业用的还残留在中心区 ,中心区的居民中

第二产业从业人口大量减少 。但在近郊区和远郊

区 ,也存在大量分散集聚的第二产业人口 ,这是因

为乡村工业和村镇工业的发展并行于中心区的产

业外溢。其结果是当前上海 27%的用地是工业用

地(高于全国城市平均水平 15%),且工业用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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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是分散分布在集中开发区用地之外。

图 3　第二产业居民

Fig.3　LocationQuotientforresidentsworkingin

thesecondarysectors

　　第三 ,农业就业居民的集中趋势表现为在近

郊区和远郊区簇状分布(图 4)。最高的 LQ指数

出现在青浦的大盈镇 、嘉定的曹王镇 、封滨镇和闵

行的杜行镇 。同时在松江的天马镇和仓桥镇一带

有多个街道 LQ值高于 1.5。

图 4　第一产业居民

Fig.4　LocationQuotientforresidentsworkingin

thefirstsectors

图 5　外来人口

Fig.5　LQformigrants

4　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异

城市发展对生产资本的利用和对低端服务型

劳动力的需求都通过 “移民 ” (migrant)因子得到满

足。移民因此是对城市产业重构和社会空间重组

的最大外力因素。图 5表明外来人口在上海的空

间分布表现为倒 U字型:在远郊区和中心区其 LQ

指数小于 1,而在近郊区形成环状集聚带。 20世纪

80年代中期 ,大量外来人口居住在中心区和内郊

区带 。但随着城市改造的进程 ,因为近郊区住房租

赁费用地相对低廉
[ 36, 37]

,与工作地如工业区等地

接近 ,城市中心区的可达性等 , 90年代上海移民

的集聚地转为近郊区 。嘉定 、闵行 、青浦 、松江和浦

东地金桥 ,张江地区集中了最高 LQ指数地外来人

口。浦东新区 、闵行区 、宝山区 、嘉定区的外来人口

占全市外来外来人口总量的 47.4%。这表明了移

民居住地分布与就业地的紧密联系 。另一方面 ,从

职业构成看 ,五普数据统计表明外来人口在上海主

要从事制造加工和建筑施工 、商业和餐饮以及居民

生活服务 、农林牧业等。最高比例的外来人口职业

分布在制造加工业 ,占 25.8%, 而建筑业的外来人

口就业比例也达到近 20%,这表明了在第二产业

外来人口的高度集聚 。

5　不同教育水平人口的空间分异

教育水平是对社会经济地位的间接指代 ,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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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的重视使城市居民接受教育的回报率处

于相比以往更高的水平 ,因此不同教育水平人口的

空间分布可以大致反应不同社会层次的人群在城

市空间上的分异 。由于数据的限制 ,我们仅选取宝

山和浦东两个近郊区与中心区来进行分析 。图 6

表现为明显的中心区与郊区在不同教育水平人口

上的差异 ,较高教育水平的人群在中心区 ,特别是

静安 、徐汇 、长宁和中心区北部的闸北 ,杨浦等区域

有较高的 LQ值 ,而郊区地域根据 距̀离 -增强 '的

规律有较高集聚度的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但

是 ,应该看到 ,相应的地点指数在这两个因子上的

数值都比较小 ,均低于 0.5的水平 ,这说明不同教

育水平居民在城市空间上并不存在很大的分异趋

势 ,仅表现为在特定地域的相对集聚。同时 ,图中

LQ的分布表明 ,高 LQ值的地点一般是位于高校 ,

研究所等比较集中的地段 ,这说明尽管住房已经不

再由单位分配 ,但单位地点对于特定人群的地域分

布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而且 ,在中心区的某些地

段 ,如闸北的天目西路 、宝山路 、虹口的嘉兴路 ,杨

浦的平凉路以及黄埔的董家渡 、小东门等街道具有

相对高集聚度的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 ,可能的解

释是老龄化以及城市改造发展的选择性 ,这些地区

的人群构成相对中心区的其他地区在这一方面要

突出一些。

图 6　教育水平

Fig.6　LocationQuotientforresidentswithdifferenteducationalattainments

6　结　论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特殊政治经

济背景下 ,上海的社会空间转型并不单一由全球化

因素决定。相反 , 上海的社会空间转型反映出自

身的诸多特点。例如 ,郊区和城市中心区在不同社

会层次人群分布上的对立是福特制下西方城市最

为典型的特征 ,但上海工业和居住的郊区化并未表

现出郊区与中心区在社会空间上的巨大差异 ,外来

人口在近郊区的集聚更多的表现为与工作地的临

近性 ,上海并未出现中产阶级型的郊区等等。同

时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影响在社会空间上的影响

仍然通过单位和居住的紧密联系体现出来 ,例如外

来人口在工业区周围集聚居住 ,具有较高等教育水

平的居民在大学 、科研机构集中的地段高度集聚

等。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 ,经济转型的大背

景更增加了这一进程的复杂性 。作为结果 ,制造业

的快速发展和工业的不断升级将使中国城市在全

球城市体系中承担重要作用 。是否中国全球城市

的重构将与西方目前的全球城市发展规律一致 ?

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未来中国全球城市的功能特

征 ,取决于其在全球体系上将具有何种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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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ociospatialpolarizationofPost-Fordistcities, especiallythè globalcities' , hasundergoneadecade

ofintensivedebates.Itisdebatablethatwhetherthesociospatialpolarizationinglobalcitieswillbeparadigmatic

tootherglobalizingcitiesonlowerleveloftheglobalcityhierarchy.Itisarguedthatsocialstratificationunder

market-orientedreforminurbanChinaisproducinganewurbanspace.Therefore, thispaperexaminestheemer-

gingsociospatialrestructuringinShanghai, oneofthemost̀ globalizing' citiesoftransitionalurbanChina.U-

singdataofthe5thnationalcensus, thisstudyfindsoutimportantevidenceofsociospatialdifferentiationonthe

subdistrictlevelintermsofattributesofemploymentsectorssuchasprimarysector, secondarysector, andserv-

icesector, aswellasmigrantstatusandeducationalattainments.However, nosocialpolarizationisfound.Al-

thoughthesocialstructureislargelystratifiedalongthelinesofglobalcities, Shanghaiatthisstagedidnotpres-

entevidenttendencyofpolarization.Noseveresociospatialdifferentiationisidentified.Thereasonisattributed

tothespecificdevelopmentalstatusofShanghai, itisatthepreliminarystageofpost-industrialization.Inaddi-

tion, itisfoundthatsociallegacyhaslargelykeptineffectinShanghai, asworkersstillliveneartotheirworking

places, especiallyintellectuals.Itindicatesthathistoricallegacyinthesocialisteraisstillshapingsocio-spatial

structure.Theimpactofthestateisalsohighlighted.Asastateproject, Shanghaiisrestructuredbypoliciesof

thecentralgovernment.JustasTokyoandSoul, Shanghaialsoshowstheambitiousofthedevelopmentalstateto

mouldadomesticcitytotheglobalstatus.Itisarguedthattheglobalcitydebatesshouldpaymoreattentionto

differentsocialandpoliticalcontexts.

Keywords:Socio-spatialdifferentiation;globalcities;polarization;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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