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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社会学家卡斯特尔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曾说过，“空间是个时间的切面”。
③城市是空间要素的整合体，城市的任何发展无不是对空间关系的整合。
城市空间整合的优劣与否，取决于社会整体空间理念的选择与整合能力，而这种选择与整合是社会群
体主观价值的实践过程，社会精英群体在实现这一目标时的科学性选择行为、选择能力和遵循自然发
展规律性、能动性及人文精神的指向性，决定了城市空间整合的优质性。
因此，也可说城市空间形态在表现地域性的同时，更表现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和哲学价值观。
在芒福德的眼中，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所显示的那种质量⋯⋯是充满生气的城市”，是人
类城市空间与自然和谐的理想类型；④传统的棋盘型城市格局加之九脊歇山的建筑形态、四合院的空
间组合加上天人合一的庭院式园林，构成一幅完整的中华文化城市形态的结构空间，具有强烈的识别
性、民族性和天人合一的自然属性；以几何图形为特质的建筑、廊柱文化的运用、宗教建筑空间与向
往天国的城市轮廓，构建了西方传统城市空间的体系和样态。
纵观世界各国，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城市形态和空间组合，这种城市形态和城市空间
组合，展示着包括国家政治、价值取向、民族传统、时代主张等各要素在内，形成了多样化的丰富多
彩的世界城市体系。
但是，在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性城市”、“城市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化”正在席卷世
界各地的城市，城市形态和空间组合正在趋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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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研究城市定位，是因为城市产业与就业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负担，就业半径的不合理、生产空间
与居住空间的矛盾，正在困扰着城市生活，我们有时不知道城市是以生产为主还是以居住为主。
本来曾是我们居住的城市，现在看来却不大适合人居。
因此，我们要重新定位城市，让城市能够更加适合人居，让城市人的居住更舒适⋯⋯人类从自然中走
来，人类每时每刻不仅在利用自然，而且还在大量地消耗自然，城市是人类群体性的生活样态，是人
类以群体性的方式在共同消耗自然。
城市里的生活让人类的生命在延长，城市成为人类与自然共生的一种形态。
    在自然界，燕子、喜鹊、蜜蜂等创造“窝”、“巢”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属于自然界的人类，经过社会化以后，所创造的居住体——城市，却往往与自然的发展相悖谬
？
为什么人类创造自己居住的城市却是不能够完全成为自然界有机的组成部分？
人类也是从自然中走出来的群体，应该有能力创造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居住地和居住空间。
这应该是我们给城市定位的最终目的之一。
　　在城市全球化和全球城市化发展中，我们必须创造中华民族的城市个性，寻找城市的差异化定位
，创新个性化的城市形象与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在中国城市本土化的文化发展中，创造可持续发展的
城市。
本书对城市定位论——城市社会学理论视野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做了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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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鸿雁，1954年生，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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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城市现代化研究基地主任和首席专家。
　　1985——1988年负笈游学江南，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先秦史博士学位，并于1988年获得博士学位
。
　　带博士生有三个方向：一是城市发展战略；二是城市社会学；三是城市与房地产。
　　长期以来主要研究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发展战略、城市文化、城市管理、企业策划与
企业战略运作、企业营销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曾开设的课程有：城市发展史、中国古代史、城市经济史、城市社会学、城市管理学、东方学、
国情学、史学理论、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城市管理学、经济思想史、先秦史、社区理论、城市化与城
市现代化、企业策划与企业发展战略、CIS导入与企业差异化经营、企业危机处理、区域市场营销管
理等。
　　在《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中国史研究》、《管理科学》、《史学月刊》、《城市
问题》、《南方经济》、《民族研究》、《哲学与文化》（台湾）、《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辑刊
》、《江海学刊》、《社会科学报》、《人文杂志》、《中国软科学》、《学术季刊》、《光明日报
》、《学术月刊》等几十家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150余篇，出版各种学术专著16部。
在其相关的城市研究中提出的很多新的观点与概念，如首次提出了“城市文化资本”的概念、“循环
社会型城市发展模式”的概念、“中国本土化城市形态”的概念”、“中国多梯度城市社会结构”的
概念、“大上海国际化都市圈的差序化格局”的概念、“城市文化基因与城市文化动力因”的概念、
“中国大沿海城市空间结构空洞”的概念、“中国沿海城市与内地城市的嵌入性结构关系”的概念、
“制度型城市化发展模式”的概念、“中国城市社会来临与中国农民的终结”的概念等。
　　社会兼职：中国城市社会学会副会长、江苏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江苏省首批注册咨询专家。
南京创意产业协会会长。
《中国名城》杂志主编。
南京城市研究院副院长、扬州历史文化名城研究院学术研究院长。
江苏省世博会首席专家（由张鸿雁教授创意设计的江苏展馆主题《花好月圆》，经专家投票获得江苏
省参展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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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二）“拔根”与“扎根”——“城市终极人本”追求    （三）“嵌人性”的“中国式后都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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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城市定位的终极化解    （二）“城市哲学”——城市的创新土壤比创新能力更重要    （三）
“中国式城市文艺复兴”——中国第六次“城市革命”第四章  城市定位认知的社会前提——一个群
体机遇的创造    一、中国城市时代的来临——人类史上最为壮观的历史场景    （一）城市化高速发展
——城市个性的某种丧失    （二）“城市带”——在“群”的生长中创造个性    （三）大城市——人
类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    （四）准确的城市定位——创造消减城市问题的“文化动力因”    二、
城市全球化的挑战——多元化地方性文化价值与多样性    （一）城市全球化理论认知——一个批判的
视角    （二）全球体系结构中的城市——再造与重生    （三）全球化的城市网络——空间与城市等级  
三、城市竞争的“春秋战国时代”——全球范围的“合纵”与“连横”    （一）城市竞争——一个合
法化的危机    （二）当代城市竞争的背景——市场性取向的需求    （三）城市竞争需要什么?——或许
是定位、定位再定位第五章  定位的文化密码解读——市场定位的借鉴    一、城市定位的理论渊源——
定位论的发起    （一）城市定位的理论背景——经济与社会学的双重视角    （二）城市定位——全球
化进程中的“我是谁?”    （三）城市定位的核心要素与节点——服务对象、差异点和竞争者  二、城
市定位的内容——多方位复合型立体创新    （一）城市空间定位——找寻空间的坐标价值    （二）城
市特色定位——差异化的优势建构    （三）城市形象定位——城市美学的哲学价值    （四）城市功能
定位——自己寻找的历史价值    （五）城市产业定位——世界产业价值链高端的“一环”    （六）城
市文化定位——“城市文化资本”的张扬    （七）城市属性定位——“自知者明，胜人者力，自胜者
强”    （八）城市精神定位——一个永续的动力创新    （九）城市定位内容案例——精彩纷呈  三、城
市定位的原则与理论意向——灵活与智慧    （一）原则与社会事实——导向引领未来    （二）城市定
位的理论基点——站在伟人的肩上，而不是跪在地上    （三）城市定位的影响基因——“城市是一种
社会关系”  四、城市定位的构建战略与战术一一智慧与“智典”    （一）城市定位的模式——文化与
基因认知    （二）城市定位的方法——一个可操作的智慧与行为      （三）城市定位的程式——科学的
决策取决于科学的决策过程第六章    城市定位的战略实施——由创意走向现实    一、城市定位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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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绘制宏伟蓝图    （一）城市定位的市民认知——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二）城市定位的
物化构想——符号与象征    （三）城市定位与营销——不能把城市完全等同于商品  二、城市定位的实
践与问题——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一）城市定位的实践——从全球到中国    （二）城市定位中的问
题——实践与初衷的背离    （三）城市定位问题的规避——“知者见于未萌”  三、城市定位构建“城
市文化资本”——一种取之不尽的资源    （一）城市定位打造城市品牌——专业与精英文化再认知    
（二）城市定位构筑城市核心竞争力——“综合与特色竞争力的双重战略”    （三）城市定位构建“
城市文化资本”——城市永续动力因的塑造第七章  城市定位的再认识——可持续的终极目标    一、城
市定位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自然与人文原生态的世代传承    （一）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创
造永续发展的动力    （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公正+美丽的城市      （三）城市定位促进城市
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为本  二、城市定位促进城市产业发展——城市发展命脉的把握    （一）城
市定位可以明确城市主导产业——优化主次产业分配    （二）城市定位可以创造高端价值产业链——
乘法效应的发挥    （三）城市定位可以提升产业集聚引力——弥合产业结构空洞  三、城市定位促进城
市文化发展——塑造城市文化个性    （一）城市定位可以促进城市文化的发展——历史积淀的再辉煌  
 （二）城市定位可以树立城市精神——凝聚市民社会的力量    （三）城市定位可以加强城市精神文明
建设——营造社会健康的精神环境第八章    国外城市定位的经典案例分析——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一
、维也纳——音乐之都    （一）维也纳城市定位——音乐与品牌    （二）维也纳城市定位的支持系统
——大师、金色大厅与市民素养    （三）维也纳城市定位的营销——新年春之声    （四）文化推动维
也纳城市发展——文化软实力  二、威尼斯——水上之城    （一）威尼斯城市定位一浪漫与品位    （二
）威尼斯城市定位的支持系统——“贡多拉”、岛与桥    （三）威尼斯城市定位的营销——明星与船
会  三、戛纳——电影城市    （一）戛纳城市定位——电影艺术与度假    （二）戛纳城市定位的支持系
统——滨海文化与欧洲艺术传统    （三）戛纳城市定位的营销——星光大道的价值    （四）电影城市
促进城市发展一一影视产业价值链  四、日内瓦——国际会议城市    （一）日内瓦城市定位——国际化
特色都市    （二）日内瓦城市定位的支持系统——钟表、花园与国际机构      （三）日内瓦城市定位的
营销——国际化会展产业价值链    （四）会展促进城市发展——城市特色竞争力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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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城市本身既区分出发展水平、规模，也表现出城市的地位与等级，在这个等级内，既说明着城市
管理者阶层地位，也说明着城市在国家发展中的不同地位，更说明着城市本身的地域性价值与功能。
　　所谓城市作为一种机能型的结构空间，其关键点是城市在明确的区域内形成典型的地域格局和地
域文化，或者说是“城市文化”和城市人文精神，这里强调的城市文化具有典型的意义上的人文指向
，如“京派文化”、“海派文化”、“金陵文化”、“港派文化”等，在其鲜明的城市区域界线内，
形成城市自身的生产体系、就业体系，特别是典型的文化体系，城市必然表现为某种政治文化特性的
区域经济体的功能，如上海的政治与文化在其行政区域内，形成外部与内部共同认同的、有某种区域
界线的“海派文化”，这种“海派文化”渗透到各个领域，如学术界的“海派文化”、艺术界的“海
派文化”、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海派文化”等，这种文化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上海城市经济的发
展，正在以其跨地域的形式，构成一定的“海派文化”影响区，但是，无论其影响有多大，无论世界
一体化程度有多深，海派文化的地域性还是有显性化界线和地域性的。
在中国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成都和重庆来讲，城市的成长都发生在“巴蜀文化”区域，但是
重庆与成都在各自的城市区划内演绎着不同的文化形式，不仅有着相对差异的语言文化，即使在城市
人文性格方面也有比较大的差异，每每去成都都会听到成都人述说成都与重庆的不同，而重庆人也以
其特有的语言描绘成都文化与重庆的差异及文化特质。
在江苏的苏南，人们常常把苏锡常并列而谈，而熟知苏南文化的人都知道，这三个城市虽然同属苏南
文化，但是在语言、习俗、行为方式、思想观念等方面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
由此可以看出，城市作为文化载体，也是文化的模式表现。
进一步说，在明确的城市区域界线范围内，城市文化更显得具有地域性和个性，正是这样，才使城市
世界的文化丰富多彩，这也是城市化在世界一体化前提下的多样性区域与城市文化的必然表现。
　　不同的城市在自己的范围内，演绎着不同的文化，而有的时候，区域行政界线更加强化了这种显
性化的区别。
但是，不同的城市所演绎的文化能力、水平和影响度是不同的。
这就需要对城市加以定位，创造城市自身发展的文化机制和“动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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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定位论：城市社会学理论视野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从城市环境、城市资源、城市文化、
城市历史、城市经济和城市人等的差异化形塑，寻找城市定位的策略、方法及影响因子等方面对城市
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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