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是大写的城市
城市是小写的国家

    城市的软实力并不孤立存在。在现代，

国家的软实力很大程度上在城市体现，城市
的软实力也基本上代表了国家的软实力。

在农业社会，中国有城市化，西方有城
市国家，但这些城市在发展水平上不会产

生代差，也不决定各自的国家实力。进入工
业时代后，工业国家与农业国家的“实力

差”并不表现在农村，而是集中体现在城
市。可以说，国家之间的竞争关键就是城市

之间的竞争。

尽管农业对国计民生仍十分重要，但城
市在工业时代后已成为国家主要资源和实

力的富集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就要
看城市的综合实力，谈论国家安全就必须考

虑城市安全。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就是大写
的城市，城市就是小写的国家。

要向世界名城辩证学习

俄罗斯文豪列夫 ·托尔斯泰曾说过：“幸
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

不幸。”同理，绝大多数软实力强大的城市都
是相似的，有所欠缺的城市则各有原因。

翻看世界城市软实力榜单不难发现，位
于前列的都是世界知名城市。这些城市的各

项指标得分领先且分布均匀，极少偏科，其

中一些普遍性的因素与规律是值得总结的。
中国的许多城市，尤其是东部较发达地

区的城市，摩天大楼、高铁、港口、机场等基
础设施已经非常现代化。但任何一座城市硬

基建的高峰总会过去，要想成为历史长河中
的明珠，就必须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

精神层面的指导。换言之，就需要与之相匹
配的软实力，即一个城市的精神与品格。

上海的城市品格是“开放、创新、包容”，
无论是近代以来还是过去的四十年，上海都

成为中国开眼看世界和拥抱世界的窗口，成
绩斐然。但站在新时代的历史关口，我们要

思考，如何进一步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若以世界名城为参考，上海的开放程
度、尤其是精神层面和人才方面的开放还

可以更高。我对上海很熟悉，也在世界其他
许多地方生活过，一个简单直观的感受是，

在上海街头随便走走，碰到的外国人还是
不够多。

这个直观感受的背后，反映的是国际化

程度还不够，这会限制对专业人才的吸引
力。高科技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吸引人

才需要人才的自由流动。上海对外资已经很
开放，那么进一步可以思考如何提高对专业

人才的开放程度。

对人才的吸引力和人才的流动程度，直
接关联城市的创新能力。纽约和东京之所以

创新能力出色，很重要的一点是各类人才汇
聚。因为创新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人的问

题，需要来自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制度
的人互相碰撞，进而产生思想或观点的火

花。此外，创新还要鼓励和培养中小型企业，

为它们的融资和成长提供政策优良环境。
上海在很多方面已经是世界一流城市

了，但若要再上一个台阶，就需要更多原创
性的思想和技术。以这个目标出发，去理解

“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应当会有很
多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上海做好了，

那就是中国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模板。
当然，以全球性的眼光向外学习，并不

是只学外界的成功之处，也要汲取它们的教
训。我们学习成功，也要预防风险。世界范围

内，城市越来越大，综合实力越来越强，但今
夏全球一系列的内涝表明，城市越大风险也

越大。
此外，亚太地区保持整体和平已有数十

年之久，但不应忘记战争和冲突的风险。如
今以德国为代表的不少欧洲国家，大多数人

口居住在 2万人以下的小城镇，重要原因之
一就是战争对原有城市的破坏。相比之下，

日本的三分之一人口集中在东京都市圈，韩
国的近一半人口集中在首尔都市圈，一旦发

生冲突的话，这两个国家其实非常脆弱。
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确是享有制度

优势的。西方近代以来城市的发展基本上是
由资本所主导，这种机制的副作用也很明

显。中国的制度优势允许城市在整体发展中

能够统筹安排，更具远见地兼顾各类需求，

规避各类风险。

讲好“上海故事”核心是人

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作用之一，体现在国
家的对外交往中。在国际局势风云诡谲的当

下，上海更要注重发挥城市的相应作用。
历史一再证明，哪个国家最开放，哪个

国家最获利；哪个国家最封闭，再强大也会
衰落下去。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入世 20

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国家提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绝不是说外循环不重要了，

对外开放仍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上海基于历
史和地理优势，可以更好地发挥窗口作用。

目前，因为美国单方面的封锁和“脱
钩”，中美关系遇到不少困难，很多双边交流

都停止了，在客观上对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外
部压力。但相对于国家层面，城市一级的对

外交往相对敏感性较低，灵活性较高，更易
于开展。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美国联邦政府
层面和整体民调对华友好度下降，但美国州

级政府具有相当的主权，不少州政府在发展
对华交往、开展经贸合作上有相当的积极

性，这为中美之间开展城市对城市的交往提
供了契机。

上海的对外友好城市遍及五大洲，商贸
合作辐射全球，开拓城市外交的优势和潜力

十分巨大。如今，进博会已经成为最具代表
性、对世界展现中国开放决心的国际性展

会。大量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对外交往
中也往往能发挥“1.5轨外交”的特殊作用。

此外，上海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也

能为城市软实力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如前

所述，上海是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一个关键联
结点。以汽车产业为例，上海对特斯拉工厂

的引进和落地，其意义绝不仅限于经济层
面。再如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华尔街，与上

海必然有许多产业对接的诉求。在某种程度
上，这种产业链上的对接可能更加重要。

对外交往中，还需要注意讲故事的问

题。要讲好“上海故事”，就不能越讲越抽象，
而是要讲得具体。

一方面，讲故事要以人为中心。每个城
市都有自己的故事，故事的核心是人，不是

美食或景点。以实现中国梦为例，要让外界
感受到中国梦的阳光与平和，一定是细化到

具体的人身上。就像韩剧之所以风靡全球，
重点在于故事中的人物饱满，同时精神内核

又都是人类普遍遵守和欣赏的内容。
另一方面，讲故事要控制好情绪，不要

用力过猛。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若能目
睹今日的世界，恐怕会以“愤怒的年代”描述

当下。但越是在全球民粹主义抬头的时候，
我们的讲述越是要回归事实，回归科学，回

归理性。新冠疫情以来，面对不少对中国的
恶意指责和污蔑，不少西方科学家都出面帮

我们说话。他们这些中肯的声音，部分出于
对中国的友好或喜爱，更重要的是对科学和

理性的坚持。
总之，不要抽象理解国与国之间的关

系，这种关系之间有千千万万的联合体，关
联点就是城市里的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组织

和每一个人。同理，城市的软实力也蕴藏在
城市的每一个单元中，体现在每一个市民的

知识理念与行为方式中。

郑永年 口述 本报记者 杨一帆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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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博会已成为对世界展现中国开放决心的国际性展会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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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长 郑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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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软实力日益成为一个

国家、一个地区和一座城市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某种意义

上，国家是大写的城市，城市是小写的国家。当我们把目光聚

焦到一座座城市，那些发生在文化建设、城市治理、人居环

境、营商和创新等诸多领域的一个个故事，正是城市软实力

的生动体现。

柏林、纽约、巴黎、东京……我们看到，国际知名城市都

具有鲜明的城市气质和精神品格，彰显出各自的软实力。是

什么让一座城市更具活力，更有温度，更会“讲故事”？

本报策划推出《国际知名城市软实力调查报告》系列报

道，调研多个国际知名城市案例，采访多位国内外知名专家

学者，聚焦全球视野下的城市软实力建设。上海在软实力建

设方面具有怎样的优势，如何进一步提升？他山之石，不失为

一种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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