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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想的人
永远不会孤独

& 还有我
……

长久的 怀疑
让我陷入了迷茫的深渊

一度也忘却了 孤独

一个迷路的被跨界规划师彻夜难眠时关于理想、现实与城市的幻觉



«
01 理想与现实，在城市的距离

One World， One Dream



人，为什么活着？
这是个几千年来祸害了不少人的哲学终极难题

有人说：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中，似乎太过消极和冷静了

我更喜欢苏格拉底 坚守的，人活着是为了怀疑
以及，笛卡尔 认为的，人活着是为了思考

高更作品——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 我们向何处去？

年少望星空，会想这些终极问题，种子就在少年人心中埋下



WHY？
HOW？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

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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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天灾 运动，秩序并非一成不变；这是城市的活力，也是其狡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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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正在重塑人类与地球相处方式

欢迎来到人类纪，美国环境系统研究所

2014年地球人口达72亿
2016年中国大陆人口138271万人
城镇常住人口79298万



城市的活力源于包容和开放，以吸引更多有志之士；税收与产业是其良性运转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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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产业发展，永远在路上

On  the  Way， Home



经济学家：世界上有三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阿根廷

阿根廷由盛而衰，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高收入国家
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后，逐渐倒退为发展中国家
2001年，爆发严重债务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
2011年，阿根廷才再次跻身于高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阿根廷自然禀赋优越，人口素质好，交通基础也好

可能过度依赖比较优势，半个多世纪深陷中等收入陷阱



全球化分工与美国制造业的转移回流

纺织、耐用消费品、机械产品、冶金，都曾是美国的重要产业
二战后，因人力成本不断上升等因素，美国低端制造业开始转移

60年代电子工业发展后转移加速；8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后完成转移

现在，优惠政策制定等，正加速制造业向美国本土大规模回流



后工业时代转型 匹兹堡：从“钢铁王国”、衰退的工业重镇，到美国健康金融中心



有人说，古代人热衷研究天人合一
是因其城市的发展长期受制于自然
还会说气温变化导致西安发展衰退

但在现今社会，随着科技水平提高
以及人类善用各类行政和经济工具
城市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但，极端天气依旧在呼唤生态文明

万物更新，周而复始



资源枯竭

经济转轨

人口外流

蒙代尔认为：

在充分就业条件下
如果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很高
生产要素会从萧条地区流向繁荣地区
这既能缓解繁荣地区的通货膨胀压力
又解决了萧条地区的失业问题
从而避免汇率变动，保障地区稳定

关键是人，而不是在哪



鲅鱼圈人口逆势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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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

辽宁省

全国

2010-2015五年人口增长率

《辽宁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辽宁省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营口概貌-营口市人民政府
http://www.yingkou.gov.cn/zjyk/ykgk/yksq2015/201607
/t20160707_1069745.html
《营口年鉴2011》(2010营口市和鲅鱼圈区常住人口来源）

《营口市鲅鱼圈区人民政府关于区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代表
议案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公安
局答复户籍问题-(2015年鲅鱼圈常住人口数据来源)
http://special.byqxww.com/2015/1229/30519.shtml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5年
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国家统计局

地区
2010年常住人口

（万人）
2015年常住人口

（万人）
5年
增长

增长
率

鲅鱼圈 35.24 37.12 1.88 5.33%

营口 242.85 235.5 -7.35 -3.03%
辽宁省 4374.63 4382 7.37 0.17%
全国 1340.9 1374.6 33.7 2.51%



因港而兴

1984年前是一个小渔村
国家级开发区并投资建港
90年代吞吐量 1000万吨
目前已达到亿万吨吞吐量

临港工业发展也很迅速
房价比营口市区高很多

在东北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
大的不利形势下，2015年
营口港吞吐量达3.38亿吨
在全国沿海港口排名第八
2016年继续实现逆势增长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年上半年

鲅鱼圈区 10.50% 6% 4.60% -21.17% 5.60%

辽宁 8.70% 5.80% 3% -2.50% 2.10%

全国 7.67% 7.40% 6.90% 6.70% 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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鲅鱼圈、辽宁及全国GDP增幅比较
沿海渔村到辽宁发展排头兵



鲅鱼圈吸引“人”的要素

• 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

• 全年不冻港，吞吐量全国前列

• 政府大力支持本地制造业

• 举办工业品暨包装机械博览会

• 文旅资源丰富，环境优美，适合发展服务业

• 环境宜居，适合居住

• 一带一路”海铁联运大通道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辽宁沿海经济带
沈阳经济区三大国家战略唯一叠加区域

因城而异发展，在东北走出自己特色路



«
03 愿得好基友，携手共长路

Having a good neighbor， may also be important 



粤港澳大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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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
珠海特区十周年



珠海前三十年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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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走工业化道路的地区 不适合工业化的地区

珠海

后工业时代：突围关键期

❶最早：港澳客人旅游区
❷一变：滨海工业商贸城市
❸二变：花园式高科技城市

❹三变：三基地一中心
❺四变：国家创新型经济特区、国际商务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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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运、空运、贸易、金融、信息

博彩业独大

临澳 VS 临港：月亮公主 VS 海绵宝宝



近年珠三角各市建设用地总量变化

珠
海

珠海 VS 深圳：后发优势 VS 土地储备

来源：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北京城市象限科技有限公司



«
04 城市发展与人口迁徙史

Urban development,  population migration history 



远古和人类历史时期有更重要的因素：

农业民族寻找更多的可耕地：最早期的苏美尔-古埃及人农业文明
全球迁徙的结果

农业民族可耕地的退化：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甘肃到内蒙的
一带都有远古繁盛的河流农业文明区变成沙漠

农业民族受到蛮族入侵：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尼罗河流域、古印
度河流域的文明就是这样衰落的。黄河农业文明在五胡乱华和蒙
古入侵时也几乎濒临彻底灭亡的危险，但也造成了大量人口南迁

游牧民族为了寻找更好的牧场：

游牧民族受到其他族群打击：如大月氏人的迁徙，斯基泰人、匈
奴、突厥等游牧民族向西的回迁

人类一开始就四处迁徙流动

人类的发展史

就是一部人类的迁徙史

人类迁徙路线图



中国历史上六次大规模人口迁移

第一次，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衣冠南渡”

第二次，安史之乱时，大批北方居民南下逃避战乱

第三次，北宋末年到南宋时期，大批人口随南宋南迁

三次北人南迁使江南地区取代中原成为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区

在中国的史籍中，移发迁徙实屯不绝如缕，为官方发起移民

第四次，明初山西大移民（扬州只剩下18户人家），长江流
域移民700万，华北地区移民490万，合计1340万

第五次，湖广填四川，“填出康乾盛世”

康熙二年(1663)，四川，重庆城中不过数百家，州县居民也
往往只有数十家乃至十几家，有的甚至只有一二户。

第六次，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整个闯关东大潮中，华北地区向东北移居的多达3700万

而福建、广东一带居民下南洋留而不归者，不下数十万人

人口迁徙法则
“推-拉理论”：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人们迁移呢？
人们迁移的根本原因不外乎两种：推力和拉力

迁出地的消极因素把迁移者推出原住地，主要包括：
1 ）自然资源的枯竭 2）农业生产成本增加
3）农村劳动力过剩 4）收入水平降低等等

迁入地的积极因素，对迁移者起拉力作用，其中主要包括：
1）较多的就业机会 2）较好的文化和公共设施
3）较高的收入水平 4）较好的受教育条件等等

反向迁徙流：当一种大的迁移流形成时，必然会产生一种反向迁移流
经济：繁荣时期人口迁移规模较大，而经济衰退期，人口迁移量较小
时间影响迁徙率：除特殊强制外，人口迁移规模和迁移率随时间增长



美国城市化发展的经验
80%的美国公民住在大城市，而西欧只有58%

人口增长差异，是1978-2010年美国城市GDP增长率不同
的主要原因。人口增长带来就业增长或生产力提高，成功
吸引并扩大人口规模的城市在经济上蓬勃发展

但过去几十年的模式总结表明，通往成功之路并不唯一

即使是保持长期快速增长的城市也不会局限于单一的战略
方法。想要超越，要不得到足够运气，要不抓住眼前机遇

全球经济中的美国城市——增长模式、发展机遇与挑战，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中山大学编译



5 BIG CITIES

长沙
Changsha

武汉
Wuhan

郑州
Zhengzhou

西安
Xi’an

南昌
Nanchang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腾讯位置大数据



迁入迁出总量

春节期间五市人口迁徙的最终结果均显示为迁出一定

人口，排名为：武汉>西安>郑州>长沙>南昌

➢ 武汉人口流出量最大，西安在迁出迁出数量上比

郑州低，但在人口流出结果上显示比郑州高，南

昌经过常住人口标准化之后，缩短了差距。

以春节为界，春节前五市迁徙均表现为迁出量，春节

后迁徙均表现为迁入量

➢ 武汉和郑州春节前的人口流出量较大，长沙和西

安属于第二级别，长沙少于西安；

➢ 春节后郑州人口迁入量排名第一，超越武汉；长

沙超越西安，排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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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分布-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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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腾讯位置大数据）



美国城市兴衰：人口流动史
巴曙松 杨现领

城市的形成和拓展、繁荣与衰落都与人口流动密切相关

美国的开放度和包容度使之成为世界人口流动性最强的国
家之一，人口高度流动性既塑造了美国的城市人口结构，
也间接改变了美国土地利用方式和产业区域配置结构

从区域流动方向来看，美国流动人口的绝对量历史上一直
处于上升态势，尽管远距离的人口流动比例有所降低，但
是人口流动的大致脉络仍旧比较明晰，且表现在三方面：

（1）人口最初的聚集区在东北部重工业区，这里是移民最
先到来的地区，也是经济率先发展的地区；

（2）随着经济重心西移，人口向西流动趋势非常明显，
西海岸吸收了最多的流动人口

（3）南部人口主要迁到北部重工业带，迁往西部较少

在近20年军工技术发展积淀，以及军工转民政策刺激下，20世纪
60～70年代，美国西海岸成为引领全球的科技革命的诞生地

这一时期，美国137个大都市，有81个出现人口净迁入，西部和南
部人口增加分别为92万和139.4万，而东北部城市流失102万人口 1910-2000年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口比例（中心城和郊区）

大城市人口占比（右轴）不断下降



美研究称移民工人高流动性减缓美城市就业压力

美国经济研究局2013年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称：
有着大批低技术墨西哥工人的城市，反而帮助本土工人免
遭在经济衰退期间就业市场的大起大落
劳动市场不景气的时候，移民就到别处寻找就业机会，这
就为本土工人腾出位置。墨西哥工人的搬迁充当了就业市
场平衡器的作用，尤其是在需要迁移的时候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及增长率，1982～2010年

中国人口流动现状及趋势
郑真真 杨 舸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持续增长，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82年的
657万增长到2010年2.2亿，迄今为止流动规模仍继续增长
和平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和人口的地区差距

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更好的
地区，人口老化地区需要吸引外来年轻劳动力以维持经济
增长的活力。人口流动在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
改变着中国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

分性别年龄户籍的上海常住人口规模，2010年



用脚投票 VS 迁徙颗粒度分析
应对收缩城市，人口净流动或年度密度，是否真的有意义：多元性、颗粒度与离散

（来源：腾讯迁徙地图）



除了人流，还可以分析物流、资金流等，空间分布及规模等级呈现很明显
所以，还需要争论什么“国家中心城市”，或者“全球城市”

（来源：量子数聚）



«
05 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

In the futur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exist 



数学与物理学家，总是坚信大一统，认为完美构图是天生和谐的（或许高纬度是）
但现实中，导航最快的线路是随机的，一定不是最短、最笔直、最优雅的线路
我们研究城市也是这样，研究了几百年物质空间，依旧拘泥于二维、三维

城市的活力呢？
我们需要深挖城市内在的“控制与自适应”



刻薄
但并非没道理

关注外在
更要关注内在

城市活力
城市精神

哪怕借助机器与AI
塑造公平公正公开

比如收缩与扩张
眼睛看到的收缩
未必是真的收缩



事实上

我们从来不缺少
关于城市与规划的

大段说辞

&

我们也从来就不缺少
城市主义



甚至不缺少超脱的乌托邦式呢喃

数字化城市主义(Digital Urbanism) 
分离式城市主义(Disconnected Urbanism)
网络化城市主义（Networked Urbanism）

1999，电子乌托邦：城市生活，胶片——但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



通信网络和现代交通的变革，正在构造新的网络化城市，以及“特色小镇”等



复仇者联盟：幻视
打印细胞融合的材料替换成了
虚构金属：振金Vibranium

而科学家始终没有放弃“脑机接口”研究

在探索缸中之脑实用化，培植赛博格组织



互联网正在成为是一切的基础，背后是我们以及“我们”

什么是理性，什么又是真实？我们还只能推演历史！

科学的巨大成功不因其有某种具体方法或实践理论；民众颂扬科学，是因其受益良多



科技越发达，人反而越辛劳

或许对于未来而言，万物互联就是一切

而我们的理想，可能只与几G有关



挑战：收入的分化
过去20年，有两个群体的收入没有增加，一个是撒
哈拉以南，一个是发达国家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减少

近期，人民日报评论也专门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两极分化的加剧，部分先富起来的人为富不仁

2005年至今，一些国家工薪收入未增加的人口占比
意大利是90%，大部分国家是75%



挑战：福利的黑洞

我们很多人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拆墙补洞损失最大的
不是小商小贩，他们可以去租其他店铺，或者去别的城
市，生存并不是问题；而是违建的主人，收不到房租了

很多人认为， “专业房东”才是城市的“蛀虫”，他们
不给城市贡献多少，反而很多时候需要城市供养他们

没有哪个国家，城市居民的财富是靠房地产支撑的！

种族隔离

家庭弱化

居无定所

城市病、信仰缺失、房价居高不下



为所有公民提供基本生活服务
确保所有公民机会均等且不受歧视

促进建设更清洁的城市
加强城市降低灾害风险和影响的能力

应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完全尊重难民、移民、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权利

无论其处于何种移徙状态
加强社会联系和支持创新、绿色倡议

增加安全、交通便利和环保的公共空间

如何实现上述承诺？

议程要求：制定新的城市规则和条例

改进城市规划和设计，以及进行市政融资等

新城市议程

城市可持续发展设新全球标准



关爱积极的社区：
承诺健康和幸福

一个纽约：
强大公正的城市

大巴黎地区：
愉悦吸引凝聚健壮

追求卓越的
全球城市

Vison1： Our Growing, Thriving City
愿景1 我们的成长、繁荣的城市

Vison2： Our Just and Equitable City
愿景2 我们的公正、平等的城市

Vison3： Our Sustainable City
愿景3 我们的可持续的城市

Vison4： Our Resilient City
愿景4 我们的有弹性的城市

第一章：追求卓越的全球城市

第二章：资源环境紧约束下的睿智发展

第三章：构建开放紧凑的空间体系

第四章：建设绿色低碳的生态环境

第五章：打造便捷高效的综合交通体系

第六章：强化创新引领的产业格局

第七章：营造多元融合的城乡社区

第八章：培育开放包容的城市魅力

第九章：提高城市安全保障能力

第十章：切实保障规划实施



美国城市化发展的经验 2

城市生命周期，决定了有的城市会衰落，有的城市会崛起
人口从衰落的城市流出、走向崛起的城市，收缩伴随扩张

除了面对经济复苏压力，日益加剧的老龄化、逐年下降
的适龄劳动人口比例，都为城市发展增添了重重阻力

依托人口增长来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将越来越不可行

螺旋式发展：事物发展过程必然出现曲折性现象
城市长期发展，也会伴随一定时期的扩张与收缩

美国早期的几个大城市
只剩下纽约持续繁荣

1775年城市人口数据

全球经济中的美国城市——增长模式、发展机遇与挑战，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
06 小结，关于收缩的思考

I Wasn’t Ready to Say Goodbye！



小 结

1. 好的城市的形成，更多依靠其包容性、多元性，以及由此激发的活力

2. 人口流动性是影响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会带来技术、文化、资本和劳动力

3. 城市的发展往往表现为人口迁徙的过程，但更多吸纳人口并非单一途径

4. 单纯关注城市人口流动的平衡或失衡，可能也会忽视一些重要问题

5. 人口流出可能表现为某地收缩，但也会造成异地扩张，关键是“人”而不是在哪

6. 收缩并不可怕，而是自然规律，没有低谷就无高峰，特定时期总会绽放

7. 人类社会在不断适应与调整中延续，就像原始森林大火是生态平衡的自然法则

8. 城市有自己的生命周期，俯视一切和拒绝修复，城市会走向怎样的临界点？

9. 城市的生长受外因限制，但城市也是自我生长的，因为城市是个复杂巨系统

10.所以，规划应对无怪两件事：“正视增长收缩”与“顺应内在规律”

基于未来，城市可以做些什么，以及能够做些什么？路漫漫，危机与挑战并存！



感谢大家的倾听与容忍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我们面前有各样事物，我们的面前一无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