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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力 ：一种解释城市发展与转型的新思维

□吴 军
（北京行政学院 社会学教研部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４ ）

摘 要 ：城市发展动 力 问 题一直备 受社会和 学界关 注 。 新型城镇化 背 景 下 ， 以人 为 本 的 思路要求城 市 发展模

式从规模粗放型 向质量集约 型 转 变 、从增量扩能 向做优存量调 整 。 因 为 单纯依赖 土地 、 劳动 力 、 资金和 管理效

率等要素 的
“

传 统模式
”

，
很难维持城 市 的 可持 续发展 。 在新 背 景 下 ， 大城 市如何进
一

步发展 ，提升 内 涵 与 质

量 ？ 文化动 力模式作 为 一种新 的发展路径 ，是对该 问题 的 学术回 应 。 文化动 力 中 的
“

文化
”

，
并 不 是指 那种模糊

的 、抽 象 的 、 无所 不 包 的 文化 ， 而 是指 那 些 与 本地居 民生 活 息 息 相 关 的 生 活文化设施 、 多 样性组织 、各种 文化

实践等构成的城 市场景
，
以及场景 中 隐藏 的 自 我表达 、超凡魅 力 和 时 尚等价值观与 生 活方式 。 这些 因 素 能对

创 意 阶层产 生吸 引 作 用 ， 并影响该群体的城市流动和新兴公 司 选址等 。 从这个 角 度来说 ， 文化动 力模式作 为

一种全新思维 ， 重 塑 着城 市发展与转型 的后 工 业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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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驱动着或阻碍了经济增长 、民主进种学术尝试。 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城

步 、人 口流动以及社区繁荣呢 ？ 城市发展的传市发展思路要求从规模粗放型向质量集约型

统模式认为 ，土地 、劳动力 、资金和管理效率等转变 、从增量扩能向做优存量调整 。 据不完全

作为生产要素 ， 推动着经济增长和城市扩张 。 统计 ， 中 国 ６００ 多个城市 中 ，约 ２００ 个面临着

这也是过去 ３０ 多年中 国多数城市发展的主要发展模式转变 。 因为单纯依赖土地 、劳动力 、资

思路 。 另外 ，还有学者提出城市发展的人力资金和管理效率等要素的
“

传统模式
”

，很难维持

本模式
，
即通过教育 、培训和保健等途径的投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从这个层面来看 ，本文所

资来提升劳动力素质 ，提高生产效率 ，从而推探讨的文化动力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是对

动城市增长 。新型城镇化下如何提升发展质量的理论思考 ，

然而
，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尤其是也是对新常态下城市如何转变发展方式的学

全球化和信息技术变革 ，大城市形态已经从生术回应 。

产型向消费型转变 。作为
“

娱乐机器
”０而存在的ｗ 士虫
ｎｒ＾＾ｉ＝
＿

、城市发展动力研究简要回顾与 １平价
城市
，
文化 、艺术和休闲娱乐等方面的市民参与

和消费实践正演变成一种新动力 ，推动着城市事实上 ，城市发展动力的研究是一个多学

的进一步发展与转型 。对于学术界来说 ，如何把科交叉的领域 ，涉及城市社会学 、城市经济学

这些新实践 、新现象整合到一个理论框架中来 ？和城市地理学等 。 梳理国外社会科学文献 ，解

这将是知识经济时代城市研究的重点 。释城市发展动力的思维主要有三种 ：

本文讨论的文化动力模式 ，就是这样的一
一是传统模式 ， 从生产的观点来研究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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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娱 乐机 器
”

的 概念是芝加哥 大 学社会 学 系 教授 ＴｅｒｒｙＮ．Ｃｌａｒｋ 提 出 ， 该 词 最早 出 现在他 的 《ＴｈｅＣｉｔｙａｓａｎ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 ２００４／２０ １ ０ ）
—

书 。 在 书 中 ， Ｃｌａｒｋ 重 点论述 了 休 闲 娱 乐 、 文化 、 艺 术等 市 民参与 实践等 对城 市人 口 流动

和经济增 长 的 作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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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与居住 。 ２０ 世纪初期及之前 ， 传统模式中于城市发展动力模式的探讨基本上是沿着 国

所强调的生产元素 ，诸如土地 、资金 、劳动与外研究逻辑进行 。 大致概括两种主要观点 ：

管理等 ，推动经济增长和人 口 流动 ，影响消费第一 ，传统城市发展动力观点 ，通过土地

行为和居住模式
， 在城市发展方面起着基础圈并 、 资源开采与劳动力投入等推动城市发

性的作用 。 这方面的代表学者包括亚当 ？斯密展 。 如张庭伟对苏南小城镇的研究提出 ， 国家

（
ＡｄａｍＳｍｉ ｔｈ
）

？
、卡尔 ． 马克思 （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通过土地和资金等优惠政策来建立工业小城

Ｍａｒｘ
）

ｐ］ 和阿尔弗雷德 ？ 马歇尔 （ＡｌｆｒｅｄＭａｒ－镇 ，农村富余而产生的剩余农副产品交换促进

Ｓｈａｌｌ
）

Ｐ］
。城镇发展？ 。 费孝通对苏南城镇研究后提出 ，

二是人力资本模式 ， 从人力资本视角分
“

离土不离乡
”

城镇发展思路 ，通过乡镇工厂来

析工作与就业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 ，大批人 口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发展加工业 ，推动区域

涌人城市 ， 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工业城市兴起 ， 发展 ［
１ １
］

。 进入 ９０ 年代之后 ，周
一星对长三角城

在解释城市发展动力 的传统模式基础上
，
有市群研究后提出 ，经济联系的方向能解释城址

些学者扩展了新要素 ， 即人力资本 。 他们认变迁 、城市扩展 、区域中心城市发展等众多现

为
，
促进城市迅速扩张的重要原因 已不是土象 ［
１２
！

。 林毅夫对北京及其他城市研究后提出 ，

地和资本存量的增加 ， 而是人的技能与知识１ ９７８ 年 以来 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物质资

的提高 。 换句话说 ， 当城市发展到
一定阶段 ， 本 、劳动力投入 、技术进步和体制变革等 ［
１

＼

再依靠传统要素的数量增加很难取得诸如初第二 ，城市发展动力 的新特点 ， 即开始重

期阶段的成就 ， 甚至可能出现城市投人的边视文化与艺术消费 、信息与互联网 、创新与科

际效应递减现象 。 在这一时期 ，城市政府通过技 、城市生活品质与社区环境等对城市发展的

教育 、 培训和保健等方式来获取人力资本积作用 。 进人新世纪以来 ，部分地方政府通过创

累
，并把其作为一种新要素 ，去推动经济增长新来实现产业升级进而推动城市发展 。 另外 ，

和人 口 流动 。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学者包括西 一些城市 （杭州和南京等 ）通过打造区域历史

奥多 ？舒尔茨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Ｗ．ＳｃｈｕｌｔＺ ） Ｗ 、詹姆斯 ？文化氛围 、提升城市品质等方式来吸引新兴产

科尔曼 （ＪａｍｅｓＣｏｌｅｍａｎ， 和罗伯特 ？卢卡斯业集群 ，从而推动城市发展 。 同时 ，张鸿雁提

（
ＲｏｂｅｒｔＬｕｃａ
）

ｔ＼出 ，城市发展动力正在转变为以智慧 、知识等

三是便利设施模式 （ ａｍｅｎｉｔｉｅｓ ） ，从便利设文化软实力为主体 ，基于文化产业和文化景观

施角度探讨人 口迁移和经济增长 。 ２０ 世纪 ９０生态等特色文化城市建设将是未来大城市发

年代起 ，大批制造业从城市 中心撤离 ，取而代展的主要路径％ 。 叶裕民对成都研究后指出 ，

之的是休闲娱乐和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 ，城市以城乡统筹为动力 ，塑造成都休闲文化与生活

形态 由生产转向消费 。 有学者提出 ，大城市的方式 ，吸引创新人才集群与产业升级 ，从而推

竞争优势将体现在吸引高级人力资本的能力动城市转型 ［
１

＼

上
，
其中创意阶层是这种人力资本的重要代城市发展动力的传统模式强调 了土地 、劳

表 ， 而吸引与聚集这些人才不仅靠经济性因动 、资本和管理效率等要素对城市发展的基础

素
，
而且还应该包括城市所能提供的便利设性作用 ，人力资本模式突出 了优秀人力资本对

施 、文化艺术实践 、 自 我表达氛围 以及受该群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贡献 ，便利设施模式指

体欢迎的生活方式等 。 这些因素集合所形成的出 了休闲娱乐为导 向 的文化参与和实践对创

场景 （ ｓｃｅｎｅｓ ）将是推动城市发展与转型的新动意阶层的吸引 。 这些研究对城市发展与转型做

力 。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学者有爱德华 ？格莱泽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也是本文开展文化动力

（
ＥｄｗａｒｄＧｌａｅｓｅｒｐ 、理查德 ？弗罗里达 （Ｒｉｃｈａｒｄ探索的基础与前提 。

Ｆｌｏｒｉｄａ ） 、特里 ？克拉克 （ＴｅｒｒｙＮ ．Ｃｌａｒｋ＾和丹尼然而 ， 由于历史条件与制度环境的变化 ，

尔 ？西佛尔 （ＤａｎｉｅｌＳｉｌｖｅｒ ） １３ 。从 目前发展阶段来看 ，这二种模式都存在
一些

梳理国 内相关研究文献后 ， 我们发现 ，社局限 ：其
一

，

“

传统模式
”

强调 了土地 、资本 、劳

科理论范式多从欧美学术体系中引进 ， 国 内关动和管理效率等要素的重要性 ，却忽略了知识

－

１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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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等无形要素 ；其二 ，
“

人力 资本模式
”

看到会学家特里 ？ 克拉克 （ＴｅｒｒｙＮ ．Ｃ ｌａｒｋ ） 、哈佛大

了知识经济时代优秀人力 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学 城 市 经 济 学 家 爱 华 德
？ 格 莱 泽 （Ｅｄｗａｒｄ

展的推动作用 ，却没有解决如何有效地吸引这Ｇ ｌａｅｓｅｒ ） 、多伦多大学的商业与创意家理查德
？

部分人才的问题 ；其三 ，
“

便利设施模式
”

尽管佛罗里达 （ Ｒ ｉｃｈａｒｄＦｌｏｒｉｄａ ） 以及社会学系丹尼

凸显了 以休闲娱乐为导 向的文化与艺术实践 、 尔 ？西尔佛 （ Ｄａｎ ｉ ｅ ｌＳ ｉ ｌｖｅｒ ）等 。

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等对创意阶层聚集的重要他们分别对美国纽约 、芝加哥 、洛杉肌 、费

性
，却忽略了制度环境中 的组织化力量
０
（如集城 、 波士顿和底特律等大城市研究后发现 ， 以

体主义制度环境与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增长 ）远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工业从城市 中心撤离或

远优于多样化个体对当地发展的积极贡献 。衰竭 ，而以文化创意 、休闲娱乐 、金融服务和 ＩＴ

城市发展的文化动力观点是对以上三种科技为主的新兴产业逐渐兴起 。大都市的城市

城市发展模式的继承与创新 ， 同时 ， 也克服 了形态开始从
“

生产导 向 型
”

向
“

消 费导 向型
”

转

三种模式各 自 的弊端 。 文化动力观点既重视知变 ，
一个新 的城市时代 已经悄然来临 ， 即 以消

识经济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又关注如何吸引 创费为主的后工业城市形态Ｍ 。 基于此 ，格莱泽

意阶层等优秀人力资本的问题 ， 以及便利设施把大城市的新形态描述为
“

消费城市
”

（
Ｃｏｎ －

背后隐藏的组织化力量 。 文化动力观点将集 中ｓｕｍｅｒＣ ｉ ｔｙ ） ， 而克拉克则更加形象地把这种新

探讨生活文化设施 、文化实践和多样性组织等型城市形态 比喻为
“

娱乐机器
”

（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 ｔ

作为一个整体性城市场景对城市发展与转型Ｍａｃｈ ｉｎｅ ） 。 事实上 ，无论是消费城市概念还是

的作用 ， 因为它们构成的城市场景中所蕴藏的娱乐机器的 比喻 ，都是对未来大城市形态的
一

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 ，将对创意阶层城市流动种假设 。

产生重要影响 。不过 ，这种假设是建立在他们多年实证研

究和丰富的
一手资料分析的基础之上 。例如 ，克

１

传统模式
｜十離
资

卜 ｜ 生溫ｇ业
是什么

｜拉克的
“

娱乐机器
”

是基于长达 ２０ 多年的跨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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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ｃｅｎｅｓ ） 的建立 ’ 奠定 了扎实

图 １ ： 三种城市发展动 力模式的 比较的基础 。本研究的逻辑起点就建立在对
“

娱乐机

器
”

的研判之上 。 我们深信 ，未来大城市形态就

一

他曲
是一种基于生活休闲娱乐 、 文化与艺术的消费
―、又化动力的理论基础 ： ；肖费城市 、创思ｎｉｓｙ －ｉｋ－Ｗ＾ ｖｃ－ Ｚ－Ｊｒ
形态
，
而非基于生产的工业形态 ，市 民的生活休

瞧乐将是大城市发励ｉｆ动力源泉 。

（

一

） 作 为 娱 乐 机 器 而 存在 ： 消 费 城 市（二 ） 大城 市竞争的 关键资 源 ： 创 意阶层

（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ｃ ｉｔｉｅｓ
）（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ｌａｓｓｅｓ ）

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 ，城市形态与社会随着城市形态的转变 ，社会结构也发生 了

结构正在悄悄且深刻地发生着变化 。 最早
“

捕深刻的变化 ， 尤其是大城市创意阶层的崛起 。

捉
”

到这种变化的学者们有芝加哥大学城市社创意阶层是指依靠
“

创造新产品 、新服务 、新理

① Ｃ ｌａｒｋ 教授 的便利 设施模式 中 第 三个维度强调 的 多 样性人群 ， 而 文化动 力模式 强调 多 样性组织 。 本文认 为 ， 即使 某

地 区 在 某 时 间段 内 存在 着 多 样性人群
，

但部分人是短暂 的停 留
，
如 只 是 来这里看 场 演 唱会或体 育 比 赛
，
汽 车 时代 的 到

来可能会加速这样 的 短暂停 留 。 事 实上 ， 这样短暂 的 停 留 和 活动 参与 并 不 能给本地 区 带 来 实 质性就业机会与 社 区 进

步 ； 相反 ， 多 样性组 织 相对 来说就 比较 长 期 与 稳定 ，
一 个地 区 社会组织 比较 多 且 多 样化
，
说 明 本地 的社 区 活 力
，
也 意味

着 文化 艺 术活 动 的 参与 更有效率 与 长 久 ， 这样 才 能 为 本地 区 带 来真正 的好处 。

－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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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与知识
”

的人员 ，包括科学家 、工程师 、大学教和将这种创意转化成经济价值的生态体系 ［
１７？
。

授 、艺术家 、艺人 、设计师 、建筑师以及高科技 、可惜的是 ，佛罗里达并没有给出
“

什么样

金融服务 、法律及健康等知识密集产业的从业的地域能够造就 以上成就
”

，
而克拉克 的
“

城

人员 ［
１

＼ 他们受过高等教育 、掌握专业技术 ，且市场景
”

对这个问题做出 了诠释 。 随着城市形

具有强烈社会正义感与责任感 ，并作为一个阶态转变和创意阶层崛起 ， 传统以生产为导 向

层开始出现。他们超越传统元素如政党 、阶级和的生产要素 已经不能完全解释新 的城市增

种族等 ，借助新兴媒体 ，正成为
一种新的社会变长 ，需要 以消费为导 向 （休闲娱乐 、文化和艺

革力量 。他们的活动内容 、范围和方式对社会结术实践 ） 的一套新学术语法来解释发达工业

构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他们的价值观与言行对社会的城市增长 。

城市发展议题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在这种背景下 ，
“

场景
”

（
Ｓｃｅｎｅｓ
） 应运而

事实上 ，创意阶层有
一个显著特点 ， 即非生 ，它以消费为导向 ， 以便利设施为载体 ， 以文

常
“

在意
”

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诉求 。 在某种程化实践为表现形式 ，推动着经济增长与人 口流

度上 ， 这种诉求也影响到 了他们的城市流动 。 动 从这种意义上讲 ，特里 ？克拉克领衔的城

正如佛罗里达所强调的那样 ，随着收人不断提市研究新芝加哥学派 ，把
“

场景
”

当作城市发展

高 ，创意阶层的诉求早已超出 了基本的物质范的新舵手 ，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

畴 ，他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 、对生活方式的看克拉克认为 ，场景理论中的
“

场景
”
一词来

重 、对价值观念的表达等 。 这些因素都会对大源于
“

Ｓｃｅｎｅｓ
”

的翻译 。 根据
“

场景
”

在电影中的

城市发展与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 。应用来看 ，它包括对白 、场地 、道具 、音乐 、服装

弗罗里达之所以会下这样的论断
，
是因为和演员等影片希望传递给观众的信息和感觉 。

创意阶层作为大城市的精英群体 ，不仅是先进在场景中 ， 各个元素的关系是相互有机关联 ，

生产力 的代表 （创造与发明新技术 ） ，而且还拥同质元素布局之间有必然的出现关系 ，异质元

有巨大的消费能力与意愿 。 这
一特点恰恰与其素布局之间将表达颠覆性的思想 。克拉克将该

父辈一代形成鲜明对照 。 他们乐于参与 ，并且现象引入到城市社会的研究 中 ， 进而形成了

愿意去消费
，
有能力去消费 ，尤其是对音乐 、影
“

场景理论
”

在城市中 ，场景的构成主要是

视 、动漫 、服装 、餐饮 、图书等文化与艺术参与 。
“

便利设施
”

（
ＵｒｂａｎＡｍｅｎｉｔｉｅｓ
）的组合 。

在全球化时代 ， 当大城市发展模式 由生产
＂

推这些组合不仅蕴含了功能 ，也传递着价值

动
”

，演变成由
“

消费
”

拉动时 ，争取这部分人群观念与生活方式 。 这些文化价值与生活方式蕴

的迁人成了城市制胜的关键。含在城市便利设施的构成和分布中 ，并形成抽

（
三
）
吸 引 创 意阶层的核心要素 ：城市场景象的符号感和信息传递给不同的人群。尤其需

（
ｕｒｂａｎｓｃｅｎｅｓ
）要注意的是 ，
“

场景
”

概念已经超越了便利设施

问题的关键是 ： 城市如何吸引创意阶层集合的物化概念 ，是
一种涂尔干所描绘的社会

呢 ？ 正如格莱泽的
“

消费城市
”

结论一样 ：未来事实 ，作为文化价值观的外化符号而影响个体

大城市的竞争力体现在城市作为一种场域在行为的社会事实 。

吸引高素质人力资本的能力上 。 同时
，
佛罗里场景理论的研究出发点在于 ：发达工业社

达也毫无避讳地指出 ，地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会里 ，个体空间行为动机凸显在对文化价值和

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单元 ；是地域将人才与生活方式的诉求之上。特定城市的文化价值观

工作相匹配
；
是地域提供了密集和流动的劳动念蕴藏在社区 、建筑 、人 口 、风俗和群体性活动

力市场 ，帮助人们找到适合 自 己 的工作 ；是地中 ，并外化为便利设施的功能 、种类 、布局的总

域造就了一个择偶市场 ，帮助人们找到了 自 己和 （场景 ） 。 文化价值观通过区域场景来反映和

的生活伴侣 ；是地域提供了能够驾驭人类创意形塑着人们的空间行为动机与现代生活秩序 。

① 本部分基本上沿 用 了 克拉克对场景定义 的 五个维度 ， 不 同 的是 ， 文化动 力 所 强调 的是 多样性组织 ， 而 场景 中 强调

的是 多样性个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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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ｎｅｓ ｓ ）
而不是个人或私人的 ， 克拉克强调

（
１
） 消勸肺 ：由公共空 间所呈现的场景 ； （ ７ ） 政治学和政

；Ｗ作力剧 策
，
尤其是政策和政治争辩 中关于如何形塑 、

静力 弓 丨诸删颜１维持 、转变或者生产一个给定场景 ，某种场景

、

层勒诱灿资糊能力±．Ｊ是如何吸引 或排斥居民 、公司 和游客 ，抑或
一

／些场景如何协调政治敏感 （ ｐｏｌ ｉ ｔｉｃａｌｓｅｎｓｉｂ ｉｌｉ －

（
２
） ｉ？ＷＩ ：ｆ（ ３ ）Ｗｉ ：｜ｔｉｅｓ ） 、选举模式和特殊有组织 的 团体 ， 如新社
大城市争夺的关键资源 ， 因为该群生活文化设施 （鯽Ｊ设施 上 多样会运动 。

文化动力模式继承了场景理论的思路 ，尤

力 力 ， 其是场景的前 ３ 个维度 。 不同的是 ，文化动力

是根据 中 国社会环境和制度背景而做出 的拓

＞ＭｌｆｔａｌｆｆｌＷｆｔｆ．１Ｊ展或延伸 ， 尤其是中 国社会对集体性的强调 、


公与私之间没有太明确界限等制度环境 。这就
图 ２ ：城市发展的文化动力模式的理论基础要求我们 ，在引入场景理论时特别注意中 国制

一

廿仆并士的脚今与由？度背景性Ｓ素这
一维度 。 比如 ，克拉克强调的
二、
“

多籠人群
”

对于本狐■醒要性
，
而我

城市发展文化动力模式聚焦的 中心议题们强调
“

多样性组织
”

在 中 国社会制度环境下

是 ：如何利用文化因素推动城市转型 。 这里的对地区发展的作用 。 在我们看来 ， 即使某地区
“

文化
”

概念 ，并不是指那种模糊的 、抽象的 、无在某段时间 内存在着多样性人群 ，但大多数是

所不包的文化 ，而是指那些与居民生活有着紧短暂的停留 （如只是来看场演唱会或体育 比

密联系 的生活文化设施 、多样性组织 、各种文赛 ，汽车时代更加剧 了这样的短暂停留 ） ，而这

化实践和三者构成的城市场景 ， 以及场景中蕴些短暂的停留 （或活动参与 ）并不能给本地区

含的 自我表达 、超凡魅力和时 尚等价值观念与带来实质性就业机会与社区发展 。 相反 ，多样
生活方式 。性组织相对长期与 比较稳定 。一个地区社会组

文化动力是建立在新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织比较多且多样
， 说明本地的社区活力好 ，也

究提出 的场景理论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ｃｅｎｅｓ ）之意味着本地区居民的文化艺术参与度高且持

上 。 它是对城市增长传统动力元素的继承与久
，
这样才能为本地区带来真正的利益和公共

补充 。 比如 ， 它承认土地 、劳动力 、资金 、管理福祉。

效率 以及人力资本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 ，另外 ， 场景理论第二个维度的物质结构 ，

但不局限于此
，
而是在此基础上
，
为应对新城是以便利设施为导向 ，强调居民生活的便利性
市形态和新社会阶层 的崛起
，
提 出 的一种全与舒适性
，
而文化动力不仅强调居 民生活便

新的发展思路 。 事实上 ，克拉克提 出 的场景利
，
而且还强调一些所谓
“

高大上
”

的文化设

理论 中 的
“

场景
”

含义至少可 以从 以 下 ７ 个 施
，
如大型广场 、公园 、博物馆 、体育设施 以及

维度 ［
２０
］进行理解 ： （ １ ）社 区 （Ｎｅ ｉｇｈｂｏｒｈ ｏｏｄｓ ） ，纪念性建筑等 。对这些
“

大尺度
”

的强调也 比较

而不是城市 、都市 区 、 国家 、省或 民族等 ； （ ２ ）符合中 国城市建设与规划 中政府主导下 的运

物质结构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 ， 如舞蹈俱乐部作环境与积极意义
，
即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建设

或购物商场
； （
３
）多样性的人群 ，根据他们 的与规划 ，对经济增长 、人 口迁移和社区发展的

种族 、阶级 、性别 、教育 、职业 、年龄 以及其他积极影响 。这与欧美社会中 由市场主导的城市
等维度进行描述 ； （４ ） １ －３ 的特殊组合和嵌人建设有很大不同 。 因此 ，文化动力既强调与普
到组合中的活动 ， 如青年科技工作者参加 当 通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便利设施 ，又突出大型

地的朋克音乐会 ； （ ５ ）这 ４ 个因素所表达的符文化设施项 目对本地区发展的作用 。
号意义和价值 ， 这种价值可 以定义地方发生根据以上阐述
， 借鉴城市场景的理论逻

的经验中什么是重要的 ； （ ６ ） 公共性 （Ｐｕｂｌｉｃ －辑 ， 至少可 以从 以下三个维度来理解文化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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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作为一种新动力正在推动着城市社会的整体

文化动力的第一维度是生活文化设施 。 它性转型 ，而且这种转型是根本性的 。他在 《城市

继承了便利设施模式导向 的城市发展思路 ， 即作为娱乐机器》
一书 中
，
集中探讨了
“

消费与娱

与市民生活有关的休闲娱乐 、文化与艺术实践乐如何改变城市
”

，
即消费和娱乐相关的市民

等对本地区发展的重要性 。 比如 ， 咖啡馆 、酒文化实践如何驱动着城市的发展与转型 。这种

吧 、餐厅 、卡拉 ＯＫ 房 、影剧院和公园等便利设观点颠覆了传统的认知 （城市促进了娱乐与消

施给市民生活带来便利与舒适 ， 而博物馆 、图费 ） 。 在这个层面上 ，他把城市形态 比喻为娱乐

书馆 、画廊 、艺术馆等文化设施给市 民带来美机器 。 城市作为娱乐机器是文化转向 的重要体

学享受和内在升华 。 通过测量这些设施的区域现 ， 市民的文化参与依附于生活文化设施 ，如

规模与分布 ，我们可 以解释某地区的社会结构剧院 、图书馆 、影院 、艺术馆 、餐馆 、酒吧 、书店 、

与人群特征 。 例如 ，北京的书店 、大学 、博物馆 、 便利店 、咖啡馆 、艺术节 、球赛 、街头表演 、会展

艺术馆和画廊等设施数量要远远高于其他城等 。这些因素正作为一种动力推动着城市发展

市 ， 这说明聚集北京的人群特征与社会阶层 ； 与转型 。

再比如
，
深圳咖啡馆数量要高于全国其他城除了 以上三个维度 ，文化动力还强调场景

市 ， 这说明深圳的创新空间与氛围发展较好 ， 这个概念 由生活文化设施 、多样性组织 、文

这对科技公司 比较有利 。化实践以及三种元素集合形成的场景 ，尤其是

文化动力 的第二个维度是多样性组织 。 场景中蕴含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 ，如 当地是否

它是指与文化实践有关的各类组织 。 尤其需提倡
“

自 我表达
”

，是否鼓励违规 （打破常规 ）精

要说 明 的是 ，这里运用
“

多样性组织
”

来取代神和容忍失败的宽容度等 ，这些都会对创意阶

场景 中
“

多样性人群
”

，
是 因 为多样性人群 的层产生吸引 ，从而聚集创意资本 。
“

驻足
”

或
“

短暂停 留
”

并不能给本地区繁荣带

来头质性的好处 。 比如 ，部分城市通过 建大
［

生活文臓 ． 多样灘与

、

丨

，
， ［

不薩ｉｉ购生磁 ， 如自我

、

型体育设施来吸引游客观看 比赛 ， 然而游客Ｉ 文画隱集合 、 纖财 厂 越 ． 时尚赚助等

可能只在这里短暂停 留 ２－３ 个小时 ， 并不能Ｉ
给本地 区带来真 ｉｎ 的就业机＾和社 Ｅ进步 。 ＩＨ＝＝＝

、

再 比如
，

一些富人在北京市 中心购置 四合院厂：


作为投资而非居住 ， 他们对本地社区事务与展雜

活动参与较少 ， 尽管他们对多样性人群贡献

了统计学上的意义 ，但实际上 ， 除 了市政财税

有所提高外 ， 对本地区 的进
一步发展并没有图 ３ ：城市发展的文化动力模型

实质作用 。 相反 ， 多样性组织更能反映本地区

居民的文化 、艺术等参与 ，更能体现本地区社四 、走向以生活品质＂论英雄
”

的城市时代
区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意义 。 另外 ，文化动力强

调多样性组织是与 中 国集体主义的制度背景文化动力是城市研究 中 比较前沿的问题

有很大关联 ， 这种背景性力量对城市发展与
之一
，尤其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城市发展重

转型有着很强的推动力 。点、从规 莫^粗Ｗ文 １＾１质量 型！ 广 倉泛

言仆动 力的第二个难度县文仆宏践 它县向做优存量调整 ，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和票赋来

指市民参与相关的各种文化活动 ， 如＾艺沙 推动城市
进一步发展 ， 提升发展质量与 内涵 ？

龙 、美食品尝 、会展交流 、文化艺术节以及节 日
这 已经成为 当下 中 国许多城市面临 的难题与

庆典等 。 文化实践主要体现在本地区居民对文 挑战 。 文化动力作为
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是对

化 、艺术等活动的参与 。 克拉克认为 ，文化参与 实
践问题的一种学术回应 。 值得注意的是 ，城

？ 本部 分得益 于 克拉克场景理论对场 景含义 的 论述与 实证分析 。

－

１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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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发展文化动力模式所强调的
“

文化
”

并不是城市 内部区位变动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 创意

模糊的 、抽象的文化 ，而是与 当地居 民生活密阶层对城市发展与转型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

切相关的生活文化设施 、多样性组织和各种文我们可 以通过以下事实进行初步 了解 。 在知

化实践等 。识经济时代 ， 城市发展正转入
一种创新型 的

正如中 国社会学会会长 、清华大学社会科增长模式——创新成为经济增长 、 人 口 流动

学院院长李强教授所指出 的那样 ， 以 中 国社会和社区繁荣的主要推动力 。 创意不仅改变着

生活为基础
，
提炼出解决与指导我国改革与发生活 ，而且还改变着城市形态和社会结构 。 创

展的概念 、理论 、方法 ，才是中 国社会学界最重意阶层不仅会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主要推动

要的任务 在这里
，
他把社会生活的研究放到力
，
而且还是大城市之间竞争的关键资源 。 根

了 国家改革与发展的议程中
，
凸显了该议题的据 中 国 与全球化研究 中 心主任王辉耀的 分

重要性。 借用这样的逻辑 ，本文认为 ，对于城市析 ， 创意产业每天为世界创造 ２２０ 亿美元的

研究 ，城市生活无疑是整个研究议程的重要设价值 ， 以高于传统产业 ２４ 倍的速度增长 ，美

置
，
尤其是当城市形态发生改变和新社会阶层国 ＧＤＰ 的 ７％ 、 英 国 ＧＤＰ 的 ８％都来 自 创意

的崛起
，
相对于早期城市研究中的贫困 、移民 、 产业 （Ｔｈ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 可 以说 ，创意产

犯罪等议题来说 ，城市生活 （质量 ）研究将开启业 已 经成为世界许多大城市增长 的重要 支

２ １ 世纪城市研究的 ２ ．０ 版 。柱 。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
城市 留住了创意阶

事实上 ，用文化动力框架来去推动城市生层 ，就意味着保持了强大的竞争力 。 因此 ，本

活质量 （品质 ）的构建是
一项重要的议程设置 。 文认为 ，在知识经济时代 ，创意阶层的
“

去
”

与

本文认为
，
城市生活质量 （ ｔｈｅｑｕａｌ ｉ ｔｙｏｆｕｒｂａｎ
“

留
”

将是城市制胜的关键
，
而生活方式与 品

ｌｉｆｅ ） 是继 ＧＤＰ之后的
一个新的衡量城市发展质将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

的指示器 。 因为它对发展的理解 ，从传统的经从实践层面来看 ，文化动力新思维的应用

济维度拓展到文化和社会层面
，
并凸显发达工价值在城市政策上至少应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

业城市对于文化与艺术参与的需求 。 换句话其一是城市如何
“

筑巢引凤
”

的问题 。 这里的

说 ，城市发展传统模式只注重经济指标而忽视
“

凤
”

有其特定的含义 ， 即知识经济时代迫切需

社区 、文化 、艺术和生活等元素 ，而基于文化动要的优质人力资源 ，特别是作为优秀人力资源

力的发展思路
，
就是把原来被忽视的文化 、艺的重要代表创意阶层 。其二是借助文化因素推

术 、 生活与社区等元素纳人到整个体系 中来 ， 动城市发展与转型问题 ， 即城市政府如何借助

尤其是把
“

人的生活
”

甚至是
“

生活品质
”

放到构建文化场景的办法来刺激消费 、鼓励市民参

重要的位置上来考量 。与
，
从而带来经济增长 、民主进步 、人 口 与社区

文化动力正是秉持着
“

城市让生活更美发展口 。

好
”

的理念
，
在探寻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发总之
，
本文认为 ，在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

展与转型的新动力来源的同时 ，尝试着去构建的要求下 ， 在新常态对发展方式转变的推动

出另外一种新的衡量城市发展质量的指示器 。 下 ，文化动力作为一种新思路 ，对城市发展与

从理论层面来看 ，城市生活品质所勾勒出 的城转型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

市发展框架 ， 既包含了普通意义的经济增长 ，

又囊括了传统发展所忽视的文化与社会因素 ，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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