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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周刊×邓智团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主旨演讲中谈到，“开

放、创新、包容已成为上海最鲜明的品格。这种品格是新时代中国发展进步

的生动写照。”这是对上海过去40年改革经验的高度概括，也为上海的“改

革开放再出发”指明了方向。

而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是上海面向2035的战略目标定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命题。上

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邓智团认为，要迈向卓越的全

球城市，从纽约、伦敦等顶级全球城市发展经验来看，以文化建设来营造良

好的城市发展环境，进而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并最终推动城市发展，已成为

当前全球城市新一轮发展的新路径。

邓智团认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提出的“卓越的

全球城市”能被市民高度知晓和广泛认同，要归功于坚持“开门做规划”的理

念。上海的“开门做规划”既是现代技术进步带来的客观要求，也是互联网

时代“用户思维”的落地实践。只有尽可能调动社会各界资源，发挥市民的

主体作用，让公众积极参与成为政府决策的推手，才能尽可能地形成被更广

泛认同的政府决策。

他还提出了“城兴人，人兴业”的城市发展新逻辑：“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和促进文化多元，营造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成为集聚创新创意人才、增

强城市发展新动力的钥匙。这让纽约、伦敦、旧金山和波士顿等一大批城

市，重新焕发创新创意活力，迎来新一轮发展。”邓智团分析，正是从“环境吸

引人才”到“人才集聚产业”再到“产业繁荣城市”，由此形成了“城兴人，人兴

业”的城市发展新逻辑，城市间的发展竞争也转变为更显性、直接的人才争

夺战。

Q：由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编制的全球城市分级排名《世界城市名

册2018》中，上海排名第六，这个排名意味着什么？

A：位置越高，压力越大。这个排名反映了在这些全球城市之中，上海生产性服务

业能级算是比较高的。但这个排名其实并不全面，全球城市指数应该要更加综合地来

反映一个城市的发展。可能你的长板很长，但短板也很短。但是GaWC的排名，短板

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要客观、理性地去看待GaWC排名的上升，不卑不亢。

Q：排行榜中，顶级全球城市只有伦敦和纽约，上海离达到这一等级还有多远？主要

差距在哪些方面？

A：在全球城市的衡量标准里，其实要有一个全球化的规范，这种规范就是用什么

标准去做事情。比如说，企业制度和社会交往，是不是有一种全球通用的规则。从规则

制度层面的通用性角度来看，这是我们需要着力推进完善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体现

在经济密度上的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跟这两个城市相比，还是有差距的。第三是文

化的影响力。像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这种影响力是世界性的，上海的文化影响力和文

化氛围则还有待提升。再者就是城市精细化管理，从整个城市治理水平来看，我们在城

市街区特色风貌的塑造、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Q：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等四大品牌，是让上海

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举措，你认为，这四大品牌

会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

A：当前上海定位为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发挥龙头引领作用的城市。所谓长江

三角洲世界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重要的不是人口多，而是在一些具体领域能够对这个

长三角区域产生核心影响和龙头带动作用，而四个品牌就是上海能够着力的方面。上

海的全球城市建设不是孤立的，要真正建设好，必须是依托于长三角的。在这个背景

下，上海和长三角其他城市才能一起成为世界级的城市群。四大品牌的建设恰恰是其

中能起到关键作用的点，能够真正帮助上海发挥出龙头带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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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兴人，人兴业”，可以说，留住了有才能的

年轻人，就是留住了城市的未来。

＋

关于城市中的青年

就上海2035总体规划的制定来看，强调了“开门做规划”的理念，目的是让城市发展的愿景与

市民期待的城市愿景相一致。当前上海在人口规模限制和土地减量化发展等四大底线约束背景

下，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特别是如何去吸引和留住年轻人，可能是城市决策者们必须强

烈关注的议题。我觉得更需要关注的是，上海如何降低工作和生活成本，给年轻人创造更多机会，

更好地留住他们，让他们与上海携手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

关于进一步的研究

我个人特别关注当前城市发展逻辑的根本性转变。正如“城兴人，人兴业”的城市发展新逻

辑，虽然我在《驱动结构与城市发展》里有所论述，但还不够系统和明确，我希望在2019年能更加

系统地加以论证。还有就是“创新街区”，在城市中心如何打造一些适合创新创业的区域，在这些

以创新为导向的区域里，让工作生活娱乐融合在一起。我还想关注一下在一个特大城市或超大城

市中，不同类型的创新空间如创新街区、科学城和科创走廊等如何实现协调发展。

未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