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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胜利了吗？
　　薛涌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于2011年底出版了一本新书《城市
的胜利》，引起了从《经济学人》到《纽约时报》等严肃国际媒体的广泛注意。
他在《波士顿环球报》上也发表了文章，题为《如果你热爱自然，就搬到城里来》。
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把我们心目中的环境主义先知梭罗描绘为一个罪恶昭彰的环境破坏者（梭罗的
一次野炊就烧毁了300英亩的森林！
），解构了瓦尔登湖的神话。
在他看来，人类是对自然有极大破坏力的物种。
如果人类热爱自然的话，最好的办法不是到自然中去，而是离自然越远越好。
　　他和另外一位经济学家马修·卡恩（Matthew Kahn）的研究揭示，美国的碳排放有40%来自家用
能源和交通，其中私家车又是最大的排放源。
私家车的使用和人口密度紧密相关；人口越密集，私家车的使用越少。
在家庭收入和住房面积同等的情况下，居住在人口密度大于10,000/平方英里地区的家庭，平均每年使
用的汽油为687加仑；居住在人口密度小于1,000/平方英里地区的家庭，平均每年使用的汽油为1,164加
仑。
以波士顿地区为例，仅就开车这一项而言，都市家庭平均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起郊区家庭来就要
少6,700磅。
如果把家用能源算进去，差别就更大了。
从市区移居到郊区，往往是离开公寓搬进独门独户的大房子，这意味着家庭用电量将增长88%。
标准的郊区家庭比都市家庭每年多排放6吨二氧化碳，其中包括4,400磅的取暖排放和1,800磅的电力排
放。
　　所以，格莱泽呼吁，如果你热爱自然的话，就远离瓦尔登湖，到拥挤的波士顿市中心定居。
住在钢筋混凝土建筑中比住在森林中更环保。
无巧不成书的是，最近《波士顿环球报》报道，因为梭罗的崇拜者过多，瓦尔登湖人满为患，自然生
态和景观都面临着危机。
　　在格莱泽看来，高密度的城市生活，不仅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而且还能刺激创新。
高密度都市中面对面的人际交流、多元文化的碰撞，自古以来就是人类进步的引擎。
但是，战后美国的都市化，实际上是在否定“城市胜利”说。
因为郊区化稀释了城市人口，造成了大都市的贫困和犯罪等诸多社会问题。
中产阶级厌烦城市的多元性，宁愿搬到郊区与自己经济状况类似的人生活在一起。
表面上，美国战后废除了种族隔离，但郊区化却创造了新的社会隔离，不同种族和阶层的人照样各过
各的日子。
　　看看人口数据就知道，战后美国的传统城市普遍处于衰落状态。
最大的城市纽约，1950年时的人口为789万多，到1990年时降至732万多；芝加哥1950年时的人口为362
万多，到2010年时不足270万；费城1950年时的人口超过200万，如今只有152万出头；底特律最为明显
，1950年时的人口接近185万，如今只剩下71万；我所在的波士顿属于中等城市，1950年时的人口为80
万，如今才61万多。
而从1950年至今，整个美国的人口整整翻了一倍。
不错，一些新兴城市，如洛杉矶、休斯敦，在这一时期都经历了高速扩张，但它们都属于铺张型的汽
车城市。
洛杉矶居民使用公交的比例仅为10%，休斯敦才5%多一点。
毫无疑问，增长的人口大多数还是跑到了郊区或郊区和市区难分的大都市圈。
这还不仅仅是居民。
1942年，企业巨头AT&amp;T-Bell把电话实验室从拥挤的曼哈顿迁到新泽西州郊区。
战后，各大企业纷纷效仿，那势头颇像今日的“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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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望无际的郊区，企业盖的远不只是一两栋楼，而是工业园、科技园。
这使其工作空间一下子扩大了数倍。
白领职工从富裕的郊区家的车房内一路开到办公室前空旷的停车场上，无处不是梦幻般的田园景色。
这种奢侈得超出前人想象的“田园资本主义”，成为战后美国的标志。
　　然而，美国的城市病、贫富分化等一系列问题也由此而来。
“田园资本主义”可以使中高产从自己的车房直接到达办公室门口，与一路所经过的社会隔绝开来；
孩子全在本阶层所居住的富裕社区内读书。
美国的公立学校大部分由本地房地产税支持，高房价的郊区自然教育经费充足。
城市的贫民窟和郊区的世外桃源彼此老死不相往来，使富裕和贫困都世代化。
美国原有的高社会流动消失了。
　　到了70年代，石油危机使人们意识到“田园资本主义”的能源瓶颈，环保运动的崛起也使人们对
汽车社会开始反省。
于是，80年代初期，“新都市主义”兴起了，其要旨是回归汽车社会以前城市设计的原则。
比如，注重创造步行空间，以公共交通特别是轮轨通勤设施为核心来设计城市，强调密集型的发展，
最大限度地减少汽车的运用等。
这样，人口集中在中心城市和主要的卫星城，彼此靠轮轨连接。
轮轨车站成为都市和卫星城的中心地带，各种商业和公共设施林立，大部分人口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
到达这样的中心地带。
如今，“新都市主义”已经成为城市理论的主流，其建筑和规划师承担着越来越多的社区和城市设计
工作。
　　90年代，虽然郊区化愈演愈烈，乃至发展成远郊化；但“新都市主义”的潜流也越来越强，都市
的复兴使市区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可以接受。
其中比较成功的例子大概当属纽约市。
在90年代，纽约的治安大为改进。
从1990年到2010年，人口从732万猛涨到817万多。
纽约居民通勤使用公交的比例接近55%，在美国大城市中名列第一。
近年来，市长布隆伯格大力推行自行车，也取得了显著效果。
这次经济“大衰退”导致了远郊房市的彻底崩溃，而都市和近郊则率先开始复兴。
城市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爱德华·格莱泽此时推出宣告“城市的胜利”的新书，可谓生逢其时。
　　不过，区区几年的“大衰退”真的能对半个多世纪的郊区化盖棺论定吗？
恐怕不会这么简单。
事实上，对抗“新都市主义”、支持郊区化的新建筑和规划理论——“风景都市主义”正在蓬勃崛起
，并在哈佛这样的学术重镇安营扎寨。
不过，这里的曲折也只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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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是诞生奇迹之所
　　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
　　是最健康、最绿色、最富裕、最宜居的地方
　　如果你热爱自然，请搬到摩天大楼里；如果你热爱地球，请搬到城市里。

　　芝加哥大学博士、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当代顶尖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自小生长在曼哈顿，
长期沉醉于城市研究与写作的他带领着自己的团队进行了强大的全球城市调研，最终得出了令人毋庸
置疑的结论：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与最美好的希望，城市的未来将决定人类的未来！

　　在《城市的胜利》一书中，格莱泽教授带领读者穿越人类历史、游历世界各地，并将经济与历史
完美对接，展现了城市存在的优势及其为人类提供的福祉。
城市让人类变得亲密，让观察与学习、沟通与合作变得轻而易举，极大地促进了思想撞击、文化交流
与科技创新；城市鼓励创业，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工作机会，使得社会的机动性和经济的灵活性得以
发挥；城市中密集的高层建筑、发达的公共交通、缩短的空间距离大幅度降低了人均碳排量，实现了
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伟大目标；城市清洁的水源、良好的排污与完善的医疗系统等维护了人们的健
康与安全，提高了人类整体的生活质量⋯⋯
　　同时，格莱泽以具体的城市为例，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城市存在的问题、衰落的原因、复兴的道路
，并就“贫民窟的优势”“摩天大楼的好处”“消费城市的崛起”“邻避主义的诅咒”“教育决定民
主”等众多城市议题进行了睿智而精彩的阐述。

　　最后，格莱泽采用报告文学的独特形式，依次巡礼了“帝国之城”东京、“秩序之城”新加坡与
哈博罗内、“智慧之城”波士顿与米兰、“消费之城”温哥华、“崛起之城”亚特兰大与班加罗尔⋯
⋯在令读者领略城市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提示了若干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

　　尽管书中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统计数据，但读来绝不会让人感觉晦涩无趣，格莱泽简洁有力、机
智大胆的论述与一定会让读者大开眼界、直呼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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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芝加哥大学博士、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陶布曼国家和地方政府研究中心主任、拉帕波特
大波士顿研究所负责人、曼哈顿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城市期刊》（City
Journal）特约编辑。
格莱泽侧重于从经济学角度去研究城市、住宅、种族隔离、肥胖、犯罪、创新等课题，并为《纽约时
报》的博客Economix撰写过大量有关此类主题的文章。

　　译者简介：
　　刘润泉，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原总参某部副译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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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爱德华·格莱泽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经济学家之一，《城市的胜利》便是其杰出代表作。
这本文字优美的书将经济和历史无缝衔接，清晰地阐释了为何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以及城
市生存与繁荣的原因。
　　——史蒂文·D.列维特（Steven D. Levitt），《魔鬼经济学》作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终身教授
　　一本解读城市缘起与运作方式的世界级权威著作。
该书内涵深远、引人瞩目，强烈推荐阅读。
　　——蒂姆·哈福德（Tim Harford），《卧底经济学》作者，《金融时报》专栏作家　　博大精深
而又生动鲜明⋯⋯格莱泽喜爱辩论，并深谙此道。
《城市的胜利》一书不乏可资辩论的洞见与政策建言。
你将会为城市的伟大而目眩神迷、为作者敏锐的思想而深深折服。
　　——《纽约时报》　　虽然有不少统计数据点缀文间，但《城市的胜利》一书绝不枯燥乏味。
格莱泽行文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读者能够轻松理解他的思路。
这是最棒的大众经济学。
　　——《经济学人》　　如果你曾经住在城市里，或正住在城市里，或计划搬到城市里，这本书都
值得一读。
它将为你带来一份美好的成就感。
这确实是一本精彩的书。
　　——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　　《城市的胜利》是一部令人心潮
澎湃、广受好评的力作。
透过这本书，你会发现很多令人惊奇的观念。
如果你是一个讨厌城市并对乡村生活充满向往的人，那么格莱泽一定会让你改变自己的想法。
　　——《文学评论》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格莱泽异常聪明，其学术研究涉猎广泛，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乔治·阿克尔洛夫称他为“一个天才”。
格莱泽的创造性魅力在于，他能将深奥的宏观的经济理论变得通俗易懂。
他用自己的新作《城市的胜利》热情洋溢地赞赏了城市这一伟大奇迹！
　　——《展望杂志》　　格莱泽是都市生活的倡导者。
在他的著作《城市的胜利》中，格莱泽引经据典地驳斥了以往那种认为都市存在疾病、贫穷、犯罪等
诸多问题的观念，并指出城市才是最健康、最绿色、最富裕、最宜居的地方。
　　——哈佛大学网站　　《城市的胜利》指出：所有城市都面临共同的挑战与巨大的机会，人们渴
望能够实现全球一系列有关城市问题的对话，这对于推动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
　　——尼尔·皮尔斯，《城市的时代》等书作者，《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如果你想改造贫民
窟、变贫困为富足，或者想要把握城郊的情况，那么就读一读这本深思熟虑和发人深省的书吧。
　　——西蒙·约翰逊，美国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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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了解今日城市之现状 把握未来城市之方向 不可错过之作！
　　新城市主义倡导者、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当代顶尖经济学家　　颠覆性著作　　到2030年前后
，中国的城市化率将接近70%，将有3亿左右的农民进城；在未来的20年间，城市化将是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旋律之一。
但城市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着诸多问题。
比如：城市发展与人口、空间、环境之间的矛盾，城市交通拥堵，城市发展模式单一，城市投融资遭
遇瓶颈⋯⋯《城市的胜利》一书的出版可谓恰逢其时。
格莱泽教授富有建设性与震撼性的观点必将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带来巨大启示。
　　★住在城市的摩天大楼里才是最环保的生活方式！
　　停止对田园生活的浪漫幻想，回归理性环保主义的观念。
如果你真心热爱自然，就远离瓦尔登湖，到拥挤的市中心去定居。
在那里，人们的公寓面积小、家庭规模小、空间距离近、驾车机会少，碳排放量要远远低于农村或郊
区。
政府应该鼓励人们在中等规模的城市高楼里居住，而不是引导人们购买大型的郊区豪宅。
随着印度和中国的逐步富裕，它们将会面临一种对全球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选择：是迁往以汽车为基
础的远郊乡村，还是坚守在对环境更加友好、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
这两个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可能会成为21世纪最为重大的环境问题。
　　★贫民窟通常是城市胜利的一种标志！
　　城市里充满了贫困人口，但城市并非贫困的根源，它只是利用美好的生活前景吸引来了贫困人口
。
评价一座城市成功与否的依据不是它存在的贫困现象，而是它在帮助比较贫困的人口提升自己的社会
和经济地位方面所作出的成绩。
如果一座城市正在吸引着比较贫穷的人口持续地流入、帮助他们取得成功、目送他们离开，然后再吸
引新的贫困移民，恰恰证明这座城市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经济机遇、公共服务和生活乐趣。
　　★建筑保护政策会损害城市的发展！
　　建筑保护主义者主张限制新住宅的开发，但过分的建筑保护政策会阻碍城市的发展。
著名城市规划专家简·雅各布斯对于城市建设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但她反对高层住宅的观点是错误
的。
低矮的建筑物限制了供应空间的发展，造成了民宅和办公房屋价格的增长。
建造足够多的住宅尤其是摩天大楼，可以减轻日益增长的需求对于价格的影响，从而将城市的住宅价
格维持在一个人们更能承受的水平上。
　　★一味地开发建设往往会得不偿失！
　　城市日益衰退的标志是它拥有相对于其经济实力来说过多的住宅和基础设施。
如果供应过剩而需求不足，那么利用公共资金建设新的项目没有任何意义。
以盲目开发建设为中心的城市振兴计划是非常愚蠢的。
城市的规划者必须从实际出发，追求适度的成功，而非一时的轰动；他们应该寻求小型且实用的项目
，而非用昂贵的骰子去赌城市的未来。
市政府的职责不是为根本无法弥补其成本的建筑或铁路项目提供资金，而是关爱它们的居民，致力于
让每一个人都富裕和强大起来。
　　★打造优秀城市的最好方法是建立能够吸引与培养人才的学校！
　　城市的成功与教育是相辅相成的。
教育不仅会改变一个地区的经济前景，还有助于建设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
教育可以创造民主，包括一个更加可靠、更少腐败的政府。
因此，学校在城市的成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方面，学生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最终将会提高这一地区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较好的学校也会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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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素质较高的父母，他们会马上提高这一地区的生产力。
　　★在美国经济学界与城市研究领域引发热烈反响！
　　一经出版便引起巨大反响，自2011年2月出版以来，引发《纽约时报》《经济学人》《金融时报》
等多家重量级媒体与权威专业期刊的争相报道，获得多位业内学者、教授与评论家的交口称赞！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的胜利>>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