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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紐約灣區總面積約2.15萬平方公里，總人口約
2000萬人，涵蓋了紐約州、新澤西州和康涅狄格州內
共計31個郡縣的大都會區，是美國經濟核心地帶、美
國重要製造業中心、美國最大商業貿易中心，同時也
是國際金融中心、商業中心和航運中心。

紐約灣區的發展集結了天時地利人和。19世紀初
伊利運河開通後，紐約港成為了東海岸唯一連結內陸
航運和五大湖區域港口的大型海港。美元成為國際流
通貨幣後，紐約確立了其繼倫敦之後全球第二金融中
心地位，這為紐約灣區成為世界級灣區奠定了基礎。
華爾街是紐約灣區的金融名片，區內囊括紐約證券交
易所、紐約商品交易所、摩根大通、花旗集團等近
3000家世界級金融證券機構。

憑藉扎實的基礎建設和龐大的資金支持，紐約灣
區由製造業經濟向服務業經濟轉型，第三產業迅速崛
起，大量就業人口湧入紐約。紐約極具包容性的文
化，也讓世界各地的精英樂於在此扎根。信息技術革
命與跨國公司的增加進一步集聚了國際資本，使得紐
約不管是貿易還是金融都不斷繁榮，逐漸成為世界的
金融中心。

定位分工明確
紐約灣區是一個跨州建設的大都會區，如何規劃

平衡區域內發展便成為該區規劃的重中之重。成立於
1921年的紐約區域規劃協會，分別在1929年、1968年、
1996年和2017年，發表了對紐約灣區的規劃研究報
告。這四次規劃的科學協調組織，也被視為灣區近百
年取得長足發展的重要原因。紐約灣區三大州各自的
區域定位也有所區別：紐約州是貿易金融中心，新澤
西州是世界製藥業中心和高端服務中心，康涅狄格州
是軍工製造業重鎮及保險業的中心。

良好的規劃促進了經濟和教育發展。紐約灣區是
東部的教育重鎮，灣區內坐落了三所常春藤聯盟高
校，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學。除此
之外，區內還有紐約大學和洛克菲勒大學等眾多高
校。高度發達的城市和大量優質工作機會為留住這些
高校培育出的人才提供了良好環境；而發達的校友網

絡則進一步加強灣區內企業和高校的聯繫，形成人才
儲備上的良性循環。

創意產業成新增長引擎
強大的創新能力，是灣區的核心競爭力。紐約灣

區通過構建高度包容開放的貿易投資體系，有效降低
了企業的經營成本和創業風險，使得企業能夠更加專
注和有效率地開展生產經營和科技創新活動。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紐約灣區除了繼續保持金
融領域的優勢以外，推動產業轉型升級，其中創意產
業和科技創新產業迅猛發展。包括谷歌在內的一些科
技企業進入紐約，形成了「硅谷巷」（Silicon Alley），
成為近年來紐約灣區亮眼產業。目前，紐約 「硅谷
巷」已成為紐約灣區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被譽為
「東部硅谷」、 「創業之都」，是繼硅谷之後美國發

展最為迅速的信息技術中心地帶。2019年，紐約灣區
內發明專利總量達到3.96萬件。

綜合而言，紐約灣區發展因素有四大因素，一是
完善的交通設施及全美最為發達的交通網絡；二是耶
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等帶來的豐富教育
資源；三是1921年成立的紐約區域規劃委員會統籌區
內發展；四是行業權威機構聚集，起到了強大的產業
集聚效應。紐約灣區的轉型再升級經驗，值得粵港澳
大灣區借鑒。粵港澳大灣區省市的創新科技發展，配
合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令大灣區有潛力成
為 「東方華爾街」。

四次區域規劃內容

1929年 建宜居社區
•制定了建立開放空間、緩
解交通擁堵、集中與疏
散、放棄高層建築、預留
機場用地、細化設計、減
少財產稅、建設衛星城等
10項政策。這次規劃提
出跨越行政邊界來建設有
活力、宜居、可持續的城
市社區，促使紐約在20
世紀中期就成為全球領先
城市。

1968年 「再集中化」
•提出了建立新的城市中
心、塑造多樣化住宅、改
善老城區服務設施、保護
城市未開發地區生態景觀
和實施公共交通運輸規劃
5項原則。

1996年 「建立3E」
•3E代表經濟（economy），
環境（environment），公
平（equity），提出植被、
中心、機動性、勞動力和
管理5大核心概念，並強
調形成高效的交通網絡的
重要性，以期重塑區域內
的經濟和活力。

2017年 「區域轉型」
•確定了經濟機會、宜居

性、可持續性、治理和財
政4方面議題，旨在創造
就業，改善商業環境，促
進經濟增長，減少家庭的
住房開支，解決貧窮，為
居民提供更加富裕的生活
和更多、更便利的社會服
務設施。

▲美國紐約交易所交易大廳 美聯社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紐交所4月7日在開市儀式上與醫
護人員視像連線打氣 美聯社

紐約灣區：金錢+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