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2009年12月底到現在的兩年半中，北京一直在按照建設「世界城
市」的目標前行。
唐鑫介紹，已結題的《北京建設世界城市戰略研究》中，北京世界

城市指標群既有宏觀導向指標，也有微觀測度指標，它以總體實力、
網絡地位和支撐條件為一級指標，下設9個二級指標和27個三級指標。
綜合所有指標測算，早在2010年，北京在世界城市指標上的總體實

現程度為64%。經過近兩年的建設，北京在許多方面有了很大突破，
實現度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城市的「門檻值」。

總體實力：待提升空間大
城市總體實力是一個城市對外發揮影響力和控制力的基礎，是一個

城市的「力量」來源之一。世界城市無一不是具有超強總體實力，足
以對世界經濟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乃至支配的作用。
總體實力包括硬實力、軟實力和基礎設施三部分。
唐鑫指出，通過硬實力比較表明，北京經濟總量和產業結構優化方

面還需要進一步提高；世界排名500強大學數量，紐約6個，倫敦6
個，東京9個，北京只有清華和北大，在這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空
間。
此外，軌道交通里程方面，紐約為1344公里，倫敦為407公里，東

京為1179公里，他指出，奧運會後北京的軌道交通建設得到很大發

展，不過目前在建的軌道交通規模較大，建成後將縮小與世界城市之
間的差距。
值得關注的是，北京五星級酒店的數量已經超過世界城市水平，寬

帶用戶比例也已經接近世界城市平均水平，這反映了北京在信息化建
設方面已經取得明顯進步，可以基本滿足世界城市建設對信息化、網
絡化的需求。

網絡地位：友好城市數量全球領先
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一個城市的地位不僅僅是由城市的規模決

定的，也是由該城市是否處於全球城市網絡的重要節點，即它的網絡
地位決定的。城市的網絡地位反映了其所擁有的巧實力。網絡地位之
下包含國際人流、國際機構、國際活動3個二級指標。他們下屬的三級
指標包括全球500強企業總部數、舉辦大型國際體育賽事次數、友好城
市數量等。
唐鑫分析，通過比較發現，北京在旅遊業方面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下

一步應該注重引進駐京國際機構數量，承擔更多體育賽事。在這些指標
中，友好城市數量一項北京表現突出，紐約締結友好城市10個，東京11
個，倫敦17個，北京41個，在全球主要大城市中遙遙領先。
相關網絡地位比較顯示，北京與世界城市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它並

不像總體實力差距那麼大。

支撐條件：創意之都優勢顯著 與世界差距較小
城市的總體實力和網絡地位本身既受全球化影響，同時也深深依賴

於城市地方性資源，包括文化氛圍、制度環境等。這些地方性資源正
是城市能夠源源不斷吸引全球的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的資金、人
才、信息的支撐條件。
唐鑫認為，支撐條件方面北京與世界城市差距較小。支撐條件下屬活

力之都、創意之都、宜居之都3個二級指標，它們之下又包含了勞動年
齡人口比例、創意產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比例、人均預期壽命、空氣污

染指數等三級指標。
根據這些指標分析，

唐鑫指出，北京勞動力
資源相對豐富，創意之
都優勢比較顯著，北京
有較好的創新人才和人
力基礎，且就業狀況
較好；居民生活總體
質量較高；空氣污染
成為影響北京宜居的
主要因素。

■晨曦長安街

官方規劃
五年前的北京市第十次黨代會上，時任市委書記劉淇滿懷激情地表

示，「展望未來，北京這座享譽世界的歷史文化名城，必將以更加充
滿活力、更加生機勃勃的形象展現在世界面前。」到了2009年底，這
種「形象展現」被定格為一個信息量龐大的詞彙——世界城市。
而在此次黨代會上，劉淇則給出了更為具體的5年計劃。他在《全力

推動首都科學發展 為建設中國特色世界城市而努力奮鬥》報告提出，
要顯著提升經濟實力，打造「北京服務」、「北京創造」品牌，人均地
區生產總值達到2萬美元左右，在2020年率先形成科技創新、文化創新
「雙輪驅動」的發展格局。

持續優化城市功能。「智慧城市」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城市運行

管理和應急保障能力顯著增強；社會環境更加和諧。基本公共服務均
等化程度明顯提高，公民有序政治參與逐步擴大，群眾利益表達渠道
更加暢通，社會矛盾化解體制機制更加健全等。
首都文化日益繁榮。全面踐行「北京精神」，歷史文化資源得到有效

保護、挖掘、傳承和利用，公共文化設施和服務質量達到世界先進水
平；改革開放不斷突破。吸引和聚集國際高端要素的能力不斷增強，
努力建設國際活動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業總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
人才聚集之都。
明顯改善市民福祉。努力實現充分就業，完成5000萬平方米老舊小

區綜合整治任務和100萬套保障房建設任務，努力實現「住有所居」。
基本實現教育資源均等化，基本滿足適齡兒童入園需求，建立覆蓋城
鄉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和養老制度，努力建設和諧宜居之都。

學者指路
唐鑫認為，世界城市具有世界經濟控制力，這種控制力是指整合和

配置全球生產要素、從而實現價值最大化的能力。世界經濟控制力是
以強大的綜合經濟實力為基礎的，而強大的綜合經濟實力又是以先進
的經濟發展方式為依托的。
1、北京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吸引全球高端企業總部入駐，

確立自己在全球產業鏈、創新鏈、價值鏈的高端地位，形成強大的生
產要素集聚和輻射能力。
2、北京應將釋放首都經濟輻射力作為一項戰略任務。通過區域合

作和跨區域產業聯動網絡化，促進產業結構優化，提高生產要素配置
效率，進而提升首都經濟的總量和質量。

3、創新能力是世界城市形成與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北京要發揮自

身集聚了中國最多的科技人才、科研機構和科研成果的優勢，通過推

進自主創新，加快建設創新型城市，從根本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增強國際競爭力，使科技創新成為城市轉型升級的主要驅動力。

4、價值凝聚力是世界城市吸引人才、凝聚人心的法寶。北京要

以踐行「愛國、創新、包容、厚德」的城市精神為契機，加強城市

核心價值建設，使北京精神對世界產生感召力和吸引力，成為擁有

世界級人才隊伍、世界級人才發展服務體系、世界級人才聚集發展

平台。

5、文化影響力是世界城市輸出自己的價值觀乃至商品、服務的重

要力量。北京要發揮自身歷史文化資源豐富的優勢，大力發展文化

事業和文化創意產業，增強文化生產力、文化競爭力、文化感染

力，成為古都風貌鮮明、現代氣息濃厚的世界文化中心。

6、形象表現力是世界城市展示自己、宣傳自己的能力。城市品牌

是形成並增強城市形象表現力的關鍵因素。北京要大力實施城市品

牌戰略，塑造享譽全球的城市品牌。

綜合了西方及國內學者
對於世界城市的定義，北
京市社會科學院市情調查
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世界
城市研究基地秘書長唐鑫
在其課題《建設世界城市
戰略研究》中闡述了他對
「中國特色世界城市」的思
考：
世界城市是全球城市網

絡中的重要節點城市，在
全球城市排行榜中位於最
高層。它具有經濟控制
力、創新驅動力、價值凝
聚力、文化影響力、形象
表現力、人才吸引力、空
間輻射力、發展支撐力。
他認為，中國特色世界

城市是世界城市的基本內
涵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新
型全球頂級城市。除了具
有上述世界城市在全球的
地位和取得這個地位的八
種力量外，它還應具有如
何獲取和使用這八種力量
的核心內容，即：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
弘揚中華民族優良傳統的
文化擔當、以改革開放促
進先進生產力發展的動力
機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歷史使命、建設社
會主義和諧社會與和諧世

界的遠大目標。
在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主義國

家、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建設世界
城市，本身就是創新之舉，創新
將是貫穿這一歷史進程的主線，
決定了在發展目標上，強調促進
人的全面發展，不同於追逐少數
人的極端利益；在發展道路上，
遵循科學發展之路、和平發展之
路，不同於先污染後治理、先分
化後治理、重競爭輕合作；在發
展動力上，注重基於改革開放的
科技創新、文化創新、體制機制
創新、思想觀念創新，不同於源
於資本驅動的創新；在發展形態
上，呈現趕超、跳越態勢，不同
於漸進式發展。
只有世界性沒有民族性的城市

會失去城市的特色和根脈，而只
有民族性沒有世界性的城市，則
游離於世界潮流之外，也就不可
能成為世界城市。建設中國特色
世界城市，既要借鑒人類文明的
優秀成果、吸收既有世界城市建
設的有益經驗，也要立足於北京
實際、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
路，更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
論體系為指導，維護、遵循、完
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
制度，決定了中國特色世界城市
與其它世界城市的本質區別。

「以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為標誌，首都發展進入了新的

階段，推動有中國特色的世界城市建設，已經歷史性地擺在

了全市人民面前。」在7月1日上午開幕的北京市黨代會上，

時任市委書記劉淇以此作為對北京未來五年工作的安排的開

篇——這同時也是首次在北京市委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建設

「世界城市」的發展目標和任務。

而在此次黨代會閉幕時，剛剛當選的市委書記郭金龍亦明

確表示，「這次黨代會確定的推動首都科學發展、建設中國

特色世界城市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已經歷史性地落在我們

的肩上。我們一定倍加珍惜黨和人民的信任，倍加珍惜時代

賦予我們的使命，進一步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正視困難與

挑戰，以更加奮發有為的精神狀態，開拓進取、扎實工作，

團結帶領全市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圓滿完成市十一次

黨代會確定的目標和任務，向黨和人民交一份滿意的答卷」。

這意味㠥，「建設中國特色世界城市」將是剛剛完成班子

換屆的北京市今後五年最重要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任務，在

「奧運城市」之後，「世界城市」成為北京市的新目標。

這一宏大而立於眼前的歷史性戰略目標，緣起於何時何

因，其意圖何為，「有中國特色的世界城市」基本內涵是什

麼，北京未來將變成什麼「模樣」⋯⋯，在北京市官員與學

者們的勾勒下，輪廓漸漸清晰。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添翼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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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晶石製作的多媒體數字動

漫「老北京動起來」

■藍天白雲下的天壇

北京城市定位的歷史變遷
——第一次至第四次黨代會（1955年至1971年）定位：生產城市

——第五次至第七次黨代會（1982年至1992年）定位：開放城市

——第八次至第十次黨代會（1997年至2007年）定位：首善之區

期間提出「新北京 新奧運」概念。「新北京」即率先在全國基本實現現代化，基本形成現代化國際大都市的框架。 「新奧運」即

全力做好舉辦奧運會的一切必備工作，全面貫徹「綠色奧運、科技奧運、人文奧運」的理念，成為「奧運城市」

——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2012年6月27日至7月3日） 定位：世界城市

走向世界還靠「北京特點」

如果從2009年12月底劉淇首次提出建設「世界城市」的概念算起，北
京已經沿㠥「世界城市」的方向前行了兩年半。2009年，「世界城市」
在北京首次「亮相」。
2009年12月底，在北京市委十屆七次全會的工作報告中，劉淇首次提出

北京要「瞄準建設世界城市」。一個月後，在北京市兩會上，「世界城市」
一詞又出現在市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開幕式上陽安江所作的工作報告中。
北京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提出「世界城市」的構想？
時任北京市市長的郭金龍認為，過去五年中，北京把籌辦北京奧運

會、殘奧會和國慶60周年慶祝活動作為全市的「兩件大事」，緊緊抓住歷
史機遇，極大地提高了北京的國際影響力和競爭力。北京的城鄉收入都
在8％以上的增長速度。整個社會保障水平提高了40％，是廣大人民群眾
得到實惠最多的一個「五年」。
奧運會後，北京並沒有出現「低谷效應」，而是進入到更高層次的發展階

段，這是首都經濟社會所處的發展階段、發展條件、內在動力等決定的。
站在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面臨㠥經濟結構和城市管理的雙重轉

型，北京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世界城市的戰略目標，確定了「人文北
京、科技北京、綠色北京」的發展戰略。從奧運城市到世界城市，是首
都科學發展的必然，也標誌㠥首都科學發展向更高水平不斷邁進。
對此，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市情調查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世界城市研究

基地秘書長唐鑫在其主持的課題《建設世界城市戰略研究》中認為，綜
合分析國內外形勢，未來十年總體形勢將保持穩定，全球戰略格局繼續

朝㠥有利於中國的方向變化，北京經濟社會發展在取得歷史性成就的基
礎將進一步向更高的層次邁進，建設中國特色世界城市已經具備很多有
利條件。

117次調研指引「世界城市」方向
而此間，時任市委書記劉淇、市長郭金龍等領導，為這一目標的提

出，進行了117次的調研。
2009年10月26日，劉淇帶隊的北京黨政代表團對長江三角洲地區的江蘇

省、上海市、浙江省進行為期6天的考察。
2009年11月17日，市長郭金龍又率黨政代表團赴珠

江三角洲地區的廣東省和福建省進行了為期5天的學
習考察。
在2010年兩會前與政協委員的座談中，劉淇清楚地

表述了北京建設世界城市的路徑。他提出，為實現建
設世界城市的目標，首先提升城市發展的內在活力和
動力。通過建設服務型政府，通過改革行政管理體
制，確立新的政策導向；其次要擴大開放，提高城市
規劃、建設、管理的水平。要對區域開放、對民營經
濟開放、對國際市場開放，積極創造條件吸引各種國
際會議來京，吸引各類國際組織在北京落戶，吸引各
國高端人才在北京開創事業。

建設世界城市，沒有固定模式。從紐約、倫敦、東京等世

界城市看，他們除了具有國際政治控制力、貿易中心地位、

跨國公司總部、人口規模及流量等世界城市的核心性指標

外，均有自己城市的個性特徵。唐鑫指出，在北京建設世界

城市，就是要建設有北京特點的世界城市。

「北京是世界上的著名古都，擁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和

850多年的建都史，是新中國的首都，是世界文化遺產最多

的城市之一，是中國高等教育與科學技術最發達的地區，也

是生態環境需要大幅提升的城市。」因此，北京建設世界城

市要將突出北京特點作為重要內容。建設服務功能強大、文

化特徵突出、創新能力卓著、生態環境友好的城市。

唐鑫認為，上述特點要求，北京「四個服務」的水平需大

為提高，成為集金融、商務、信息等高端業態為一體的世界

服務中心；要求北京歷史文化遺產得到科學保護和利用，現

代文化元素大量用下，文化生產力、文化競爭力、文化感染力

大為增強，成為古都風貌鮮明、現代氣息濃厚的世界文化中

心。

他表示，北京還應發揮北京科教體系健全、基礎資源豐富、

管理體制機制先進、產品開發、技術創新集群基本形成、世界

一流水平的新型研究機構數量多等優勢，成為全球創新資源聚

集、創新成果豐富的世界創新中心。

此外，北京還要改造北京市民傳統的生態倫理觀，增強環保

意識，令低碳生活方式重回百姓家，從而向世界展示北京生態

環境友好的願景。

緣起從「奧運城市」到「世界城市」

■夜色中的鳥巢現狀兩年努力漸具雛形
■CBD夜景

未來如何縮短與世界城市差距

郭金龍：

全力推動首都科學發展，

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城市，

讓首都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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