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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出发，寻找“理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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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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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对谈

———关于“何为理想的城市？ ”对谈侧记

“何为理想的城市？ ”

异乡拼搏的年轻人在改写中国人

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抒写自己美好

的人生。 那在他们眼里，心中最美的城

市是何等模样？ 这次对谈覆盖的领域

很广，但话题只有一个，关于我们每个

人共同生活着或者想要生活在那里的

某一座城市。

快慢皆宜 各得其所

史建：

上 个

世纪 90 年

代，中国城

市正在走

向现代化

的时候，我

们曾经把

纽约和巴

黎作为不

同的榜样，

它们是世界的两个极端，两种理想城市

的模式。

在国内，也有这两种理想城市的模

式。 一种是深圳，深圳基本是落脚城市

的模式；另一种是珠海，珠海是宜居城

市的模式。 大概 30 多年以前，两个城

市的起点是一样的。

表面来看， 珠海走的是一个理想

城市的道路， 同时珠海的经济发展也

非常快，从 1979 年到 2015 年，曲线

是向上升的曲线。 珠海的人口也是逐

渐往上升的，跟国民生产总值 GDP 是

呈相同的往上上升的趋势。 珠海最大

的特点就是宜居，保护自然的山水，是

在世界上也非常有名的宜居城市。 从

它自身的情况来看，发展的也还不错。

但是如果和深圳相比， 珠海的人口

增长与城市扩张，是不成比例的。欧洲作

家曾经写过一本书， 把世界上所有那些

比较衰落的区域，包括贫民窟、城中村这

样的一些区域都作为落脚城市观察。 他

认为， 落脚城市区域是城市化过程当中

乡下人在城里学习，逐渐留到城市中来。

因此深圳有很多城中村，脏乱差，相对来

讲比较落后。正是这样的一些区域，造成

了深圳对人口强力的吸纳程度。

从 1980 年到现在， 珠海跟深圳

的人口差别大概相差 8 倍，国民生产

总值大概也相差 8 倍。 去年统计中国

十大最有竞争力的城市，深圳是列在

第四位。 曾经有人问一个中国香港的

学者，未来中国香港怎么看深圳？ 中

国香港人很悲观，说如果照这个趋势

发展，再过一二十年，中国香港可能

就成为深圳的一个区。

我也在筹备两本书，是帮助珠海的

规划局和深圳的规划局策划的。大家认

为珠海不温不火，其实珠海在积聚后发

的力量。 比如说，他们做城市总体规划

的规划师是新加坡著名的规划师，也是

新加坡的规划之父。他给珠海一直做了

到 2026 年的规划，把珠海发展的归类

做了全新的颠覆。

大家可能有一个疑问：难道宜居不

是一个城市很重要的模式吗？上海世博

会期间， 为了参加城市最佳实践区展

览， 深圳提了两轮方案都没有被通过。

最后，深圳提了一个很大胆的方案———

他们有很好的城中村！

在西方超市里卖的油画， 其实都

是深圳一个村子的画工一笔一笔画出

来的， 整个村子全部都是农民在画油

画，《蒙娜丽莎》和《星空》画得最多，

最鼎盛的时期占到全世界商品画的

70%到 80%。 像这样的城中村，深圳

有成千个。深圳的前身是新安县，新安

县管理的范围不仅有深圳、东莞，还有

中国香港。在改革开放之前，深圳就有

一到两千个村子。改革开放后，城市化

迅速蔓延过来， 村民转化成农民式的

市民，得到了大量的货币补偿。在后续

的城市化当中， 这些村子的房子和城

市完全不相融合。在这些城中村中，只

有这个村子很偶然的， 成为了一个画

家村。前几年，北京的艺术家想要参加

威尼斯艺术双年展， 需要把艺术作品

运过去，需要很快的物流，那么最快的

物流在哪里？就在深圳的这个城中村！

这里每天都有打包的集装箱运往欧

洲，所以是最快的通关路径。这里的画

工，一个人画一个色块，在每幅画后面

都有他们的签名、籍贯、年龄，甚至还

有画工专门为西方某些不会画画的

“艺术家” 代笔， 在西方的画廊里拍

卖。这里有很好的画家，也有当代美术

馆， 号称 “全世界最大的村级美术

馆”。 这个村子很小，也很高密度。 一

楼全部都是画廊，像纽约。楼上全部都

是艺术家和画工们的工作室， 流水线

生产，供给全世界的艺术爱好者。

城市的发展， 在现在是现实问

题。 快未必是不好的，慢也未必是不

好的……其中的复杂性或许才是城

市存在的意义。

不妨发挥人口优势

陆铭：

去年我出版了 《大国大城》 这本

书 ， 主 要

是 为 了 向

读 者 解

释 ， 为 什

么 在 全 世

界 范 围 内

都 会 出 现

一 个 共 同

的 趋

势———人口到目前为止仍然在向大

城市集中？

如果今天大城市现在的现状都

不符合人们对理想城市的定义的话，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是往那个方向去

走呢？

我来自于上海，我对上海这个城市

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上海的目标是什

么？ 是要追求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要

建设一座创新之城、生态之城和人文之

城。 目标提出来非常容易提出，但我们

怎么建设这个目标？

今天很多城市建设的方法，恐怕未

见得是离目标越来越近，甚至有可能越

来越远。 上海未来如果想要找一个“对

标” 的城市， 我们可能连东京都看不

上，我们看的是像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城

市。 如果简简单单地从经济体量考虑，

那么我们是有信心的。

全球城市， 也被称为移民的城市。

截止到 2008 年，36%的纽约人是在美

国之外出生的， 其中有 48%的纽约人

在家里是不讲英语的。 伦敦在 2011 年

人口普查数据里，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居

民是 37%， 这个数据跟纽约的数据非

常接近。如果我们真的想让一个城市真

正能够引领中国，成为具有世界级的竞

争力的城市，那么首先吸引的就是来自

于国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这种吸引力

会体现在人口结构上。 从这个角度来

讲，我们的全球城市的建设和这个目标

距离还很远。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人才都是用

脚投票的———他可以选择在哪一个城

市居住和工作。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离开

还是留下，就看两个变量：第一个变量

是收入，第二个变量是支出。 我的收入

超过支出越大，这个城市对我的吸引力

越高。 这是相当简化的分析，在支出这

一端， 有两项支出对生活成本影响最

大，其中一项是住房，还有一项是服务。

曼哈顿拥有全世界最密集的高

楼，但是到今天为止，这种城市更新仍

然没有停止， 曼哈顿还在造越来越高

的楼， 这其中也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纽约是全世界最贵的地方，

但是人们还要涌过去。 所以高的收入

和高的成本往往是伴生的， 真正决定

你去哪个城市生活的， 其实是收入和

成本之间的差额。

但是我们这里出现了一种现象，

就是在人口流入时收紧土地供应，于

是房价就上去了； 同时限制人口，限

制的又恰恰是从事生活性服务业或

者叫消费性服务业的人口。 然而享受

服务、占有资源、造成污染的人口不

受限制，最终对人口的限制也节制了

城市的发展。 服务性人口少了，服务

的价格就提高了，那么城市人的生活

成本就会大幅上升，这样的环境怎么

去吸引人才呢？

美国的大城市更多的吸引了高端

劳动力， 同时也更多吸引了低端劳动

力。 如果一个城市来一个高科技人才，

他会带来一个律师、一个医生，另外三

个就是超市收银员、家政服务员还有餐

馆里的服务员。 在大城市人口结构里，

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的比重基本

上是一比一的。 从现有的人口结构来

看， 我们的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学生，缺

的是初中以下的劳动者。

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就是供给不

断适应需求。 怎么增加城市竞争力？ 最

重要是降成本，要有更加具有弹性的劳

动力市场，要让土地市场跟人口的流动

适应起来，并且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能向理想

城市的方向迈进。

在去全球化的世界，中国恰恰是要

发挥大国人口的优势，来利用这个城市

的规模经济，要把人口当做资源。 有效

的市场和有效的政府相结合，让供给更

加适应需求，同时公共服务从人类发展

的未来和全社会的普遍经验来讲，要讲

究公正性、公平性。

城市面貌 黑白之间

唐克扬：

一 位

很 有 名

的 建 筑

师 曾 经

提 到 过 ：

“当城市

是 白 色

的 时 候

……”

这并不是一个笑话，现在处于建筑

和城市理论兴起的早期，有很多白色城

市的例子。最有名的白色城市的典故来

源是 1893 年的芝加哥博览会，别看博

览会的建筑看上去都是美轮美奂的，其

实用了很短的时间就造完了，造完之后

很短时间又拆掉了。 毫无疑问的是，它

的成本不高。当时曾经有过一些重要的

技术发明，比如怎么在很短时间内建造

这么快的城市。博览会发明了一种新的

对谈专家：

唐克扬，建筑师。

茅明睿，城市规划师。

史建，建筑研究者。

陆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