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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视角下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文化路径
—巴黎经验的启示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全球不

同城市发展实力的转变，全球经济格局经历

过一次次的转变，推动这种转变的是对全球

经济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的世界城市。随着

中国国力的日渐提升，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

也希望跻身世界城市之列，在全球发挥更大

的影响力。然而，随着全国各项资源不断向

北京集中，人口膨胀、环境污染、房价飙升、

交通堵塞、城市蔓延等各种城市病纷纷出现

在这座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同时，

北京对各项资源强大的吸引力和控制力，严

重阻碍了与之相邻的天津及河北的发展，形

成了“环京津贫困带”。这种极不健康的区

域发展模式，严重阻碍了北京建设世界城市

的脚步，因此寻找一条解决北京城市问题、

区域发展不协调、适合北京的建设世界城市

的发展路径显得十分迫切。

世界城市概述

对世界城市的研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

过程，最早始于歌德、格迪斯等学者对古

典世界城市对世界影响力进行的研究，后

逐渐发展到对今天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

的现代世界城市的研究，包括世界城市的

定义、经济发展的相关指标及内容、城市

化进程与全球经济发展的关系、全球经济

系统运行的控制力、信息化与世界城市的

关系及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等。到

目前为止，学界对于世界城市尚

未形成统一的定义或量化指标，

通常用全球城市（global city）和

世界城市（world city）这两个相

似的概念形容世界城市。

本文讨论的世界城市与全球

城市不矛盾，是指对全球经济、文

化、政治等具有重要影响力和控制

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并与其周边城

市形成城市群，共同组成世界城市

网络的一部分。具有金融业高度发

达、总部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高度

发达、信息化程度高、具有现代化

的交通网络、拥有高端创新型人

才及对全球的政治有一定影响力

等六大支撑条件。每个世界城市

基于各自不同的特点，通过不同

手段建设这些支撑条件的过程，

就是世界城市建设的路径。

世界城市的建设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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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研究，在等级最高城市中出现频率最

高的 5 个城市：伦敦、纽约、东京、巴黎、

法兰克福中，巴黎作为现有的综合性却有

文化倾向的世界城市，是洲际的中心和重

要国家的协调者，它的金融业虽然也很发

达，但相较于文化则要逊色很多（见表1），

这种基于文化要素而加强国际交往、扩大

世界影响力和解决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文

化路径独具特色。北京是中华民族传统和

现代文化的象征，文化是其特殊属性。因

此，在京津冀协调发展中，北京可以以此为

基础，学习和借鉴巴黎较为成熟的发展经

验，选择文化路径进行城市建设。

具体而言，依靠文化路径建设世界城

市，是指以文化产业为发展源头进行建设，

最终达到带动世界城市的六大支撑条件的

发展，使城市发展成为世界城市。这里的

文化产业是指广义上基于文化而发展起来

的产业，其中文化可分为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化两类，分别以其为基础发展出文化产

业的不同分支。同时，传统与现代文化的

交融，又可以刺激新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其

内涵及外延均十分宽广。

（一）世界城市文化路径建设过程

世界城市文化路径由相互联系的各个

内容摘要：针对北京城市问题凸显、京

津冀发展不均衡等问题，本文针对北

京建设世界城市的阻碍，剖析了与北

京具有相似发展条件的世界城市巴黎，

通过文化路径建设世界城市的过程、

动力及实施措施，为北京在京津冀协

同发展进程中建设世界城市提出了一

条可参考的文化路径，即以文化产业

为核心动力，通过调整北京及京津冀

区域产业、人口及空间结构等措施，推

动北京建设具有文化特色的多中心网

络化世界城市区域。

关键词：世界城市   文化产业   京津冀

协同发展

表 1  巴黎在众多世界城市体系中的地位

表 2 1963 年法国政府划定的八个平衡性大都市

表 3 2009 年巴黎城市内部公共交通网络系统具体内容

表 4  京津冀区域多中心结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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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组合而成，它们相互嵌套和互相推动，

形成一种有效循环。首先，其源头是文化

产业与创意、创新的相互作用，文化产业

由于打破了文化与产业间的隔阂，同时依

托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因此对创意创新

造成超强的刺激，同时创意创新的发展也

成为文化产业的推动力。其次，创意创新

带来人流和控制产业链的双重结果，其中

聚集的人流包括大众游客及高端创新型人

才，大众游客进而促进城市旅游、会展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高端创新型人才则为创

意创新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进一步推动

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时人流的聚集为城市

创造大量需求，进而吸引大量提供产品和

服务的供给企业进入该城市；另外创意和

创新可以创造新的产品，不断刺激人们新

的需求，以其为代表的R&D是产业发展最

重要的环节之一，处于产业链最顶端，引

领产业链上其他环节的发展方向。第三，对

产业链的控制和对供给的吸引，集中了大

量资本，从而产生资本流转问题，推动金

融业的发展，同时大量供给企业的集聚，还

会带动总部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人才、金融业及总部经济的发展，又

促进了城市交通、通信设施及城市空间质

量的发展。至此，通过整个循环，完成通

过文化产业对世界城市六大支撑条件的建

设过程，如图 1 所示。

（二）世界城市文化路径建设的动力

世界城市文化路径建设最重要的是推

动整个过程发展的动力，内部动力源自自

发的创意创新，无法人为把控；而外部动

力则源自政府的政策，政府在这一进程中

大有可为之处。政府政策可通过直接推动

文化产业或间接改变空间特性促进创意和

创新两方面。政府政策若可作用于产业、人

口及空间结构的改变，则有利于从根本上

更彻底、更快地推动整个循环。产业结构

方面，需使第三产业作为产业结构中的主

力，并在第三产业内部增加文化产业及生

产性服务业的比重，其中文化产业的比重

是调整核心；人口结构方面，需增加高端

创新型劳动力在人口结构中的比重，同时

增加外来人口，特别是国际人才在人口结

构中的比重；区域空间结构方面，需创造

文化气息浓厚的中心城区，发展次中心城

市对中心城市创意、生产要素供给和市场

需求等方面的支持，通过交通、通讯等设

施共同构建多中心网络化区域空间结构，

带动整个区域的协同发展。

巴黎依托文化路径建设世界
城市的措施

（一）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经历了由农业主导到工业主

导，最后过渡到服务业主导的过程。其外

部刺激源于战争、世界地理大发现、新航

道的开辟和19世纪末在巴黎举办的几届万

国博览会，它们推动了战后大规模的城市

建设、工业革命和产业升级，促成了地中

海的经济中心、商人们的集散中心转移到

巴黎，带动了商贸和金融业的发展，进而

推动巴黎的文化、艺术再次繁荣起来。内

部刺激源自政府的经济政策和规划，直接

推进了产业升级；卢浮宫、枫丹白露宫、凡

尔赛宫及教堂等历史建筑，创造了文化产

业发展的硬件条件；城市对教育和艺

术的重视，创造了文化产业发展的软

件条件；具有良好发展基础手工业的

产业升级，使时装、香水、瓷器等得

到了巨大的发展。

经过调整，现在巴黎的第三产业

在经济中占比高达85%，远高于发达

国家平均70%的水平。其中生产性服

务业、金融地产业占到第三产业的

70%。生产性服务业中，2012 年巴

黎举办展销会407个，参展

公司达98500个，参展人数

高达970万人，仅商务会展

一个行业就为巴黎带来了

44亿欧元的收益。同时巴黎

依托于其发达的商业、办公

等活动，也是世界商业地产

的 领 军 者 ， 办 公 面 积 达

5200 万 m2。并且，巴黎的 29 家跨国公司

总部，在全球各大城市发展片区内排在仅

次于北京和东京的第三位，同时拥有 4 处

UNESCO 历史遗产、3800 处历史遗迹、

139个博物馆展览馆、350家剧院、300家

电影院、5个歌剧院，通过每年数以千万的

游客发挥巴黎的文化影响力。

（二）人口结构调整

巴黎人口结构的调整是与产业结构发

展基本同步的，依据市场价值规律调整工

资水平，并辅以强大的教育支撑体系，提

升高素质人口的比例。同时，奥斯曼对城

市的成功改造，吸引了大批旅游者，为巴

黎带来了众多的外来人口。

到目前为止，以知识密集型劳动力为

主的高级白领、经理、高级专业劳动力和

中等劳动力之和高达 80.3%。同产业结构

一致，巴黎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高达

82%（见图 2）。第三产业内部，从事生产

性服务业与金融地产业的人数占78%。并

且，巴黎将自己定位为世界顶尖的学习型

城市，区域内共有学生 635，500 人、18

所高等院校，其中高等院校共有学生362，

000 人，其中 20% 为国际生，可见其教育

有相当高的国际化水平，为城市建设积攒

后备力量。

（三）区域空间结构调整

区域空间结构的调整主要通过城市与

区域规划进行，经过奥斯曼规划、1965年

法兰西大区指导性规划，通过控制市中心

建设的进一步扩大，彻底将巴黎的城市结

构由同心圆模式，转变为具有5个中心、3

条环形机动车道、5条RER线的多中心结构

的巴黎。这为文化产业在市中心的集中创

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并为相关产业的发展

提供了更有力的空间支持。1994年，新的

巴黎大区总体规划（1994-2015），确定平

衡居住与工作、将区域内不同用地组成联

系在一起，在巴黎市区周围建立多个规模

不等的副中心，保证每个副中心都有充足

的公共服务、教育、卫生、娱乐、文化及交

通等设施，使巴黎成为真正多中心的世界

城市。同时，从国家尺度调整法国其他地区

同巴黎大区之间的发展不均衡问题。1963

年划定了八个平衡性大都市区用以与巴黎

抗衡，以人口集中的地方城市为基础，每一

个都有自己发展的基础与核心目标（见表

2），通过高速公路系统和铁路（TGV）系

统增强巴黎与平衡性大都市间的联系，有

效地疏散巴黎市中心的人口和投资。至今，

巴黎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格局日渐成熟，

图 1  文化路径全过程及内外部力量对其的作用

图 2 2011 年巴黎大区社会职业人口结构

及 201 2 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口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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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交通网络逐渐得到完善，形成水

运、公路、地铁、轻轨和区域间铁路相结

合的立体化交通网络（见表 3）。

巴黎经验对京津冀一体化背
景下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启示

北京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经济总量

不高、人口压力大、用地空间有限，经济

增长速度快、竞争性强、持续性强，这与

巴黎建设世界城市起步阶段的背景如出一

辙，因此可以借鉴巴黎的成功经验，通过

文化路径建设世界城市。首先，调整产业

结构。在保持和继续推进第三产业在国民

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优化其内部

的具体结构，重点发展广义的文化产业和

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其在第三产业内部的

占比。保持文化创意产业等新兴产业快速

增长的态势，缩小同巴黎等世界城市的差

距。其中广义文化产业中的会展业和旅游

业的推动是最根本的落脚点，会展业注重

会展的质量、对高端创新型人才的吸引及

其国际影响力；旅游业则需通过文化体验

提升产品层次，并通过提升酒店餐饮的软

硬件条件和质量进行支撑。其次，调整人

口结构。继续通过增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数量，特别是文化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从

业人员的比重，提高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比

重，放宽对于高端创新型人才和国际人才

的限制，并通过旅游、会展业、商务等产

业的发展，增加临时性国际化人口数量，对

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不断带来新的刺激，

同时疏导过量的人口，向周边外围区域发

展。最后，调整区域空间结构。城市中心

区应着重进行旧城更新和人口疏散，在旧

有空间格局及建筑形式中注入文化产业进

行更新，利用旧城空间对历史文化及集体

回忆的承载激发创意，从源头上带动文化

路径的进展，同时加大内城空间建筑功能

的多样化程度促进创新。市域和区域尺度，

应注重多中心网络化结构的建设。网络中

的点应注重基于新城原有的产业基础和文

化背景挖掘适合其发展的产业，特别是新

兴文化产业及与工业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

从而在居住功能外为新城配上其他功能，

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可自生循环发展的

新城。网络中的线应加强城市及京津冀地

区城际轨道交通的建设和利用率，完善快

速交通体系的建设。

具体而言，在京津冀地区可以借鉴巴

黎的发展模式，选择几个城市发展成为大

北京地区的“平衡性大都市”。综合对京津

冀地区 GDP 及人均 GDP 水平可以发现，

2012 年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发展水平排序

为：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邯郸、沧

州、保定、廊坊、邢台、张家口、承德、秦

皇岛、衡水。北京、天津、唐山、石家庄在

具有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兼具有较

高的人口数量，同时北京、天津、石家庄、

廊坊的高等院校在校生数量也比较多（见

图 3）。因此，综合上述经济指标和各城市

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基础，京津冀地区

多中心结构中“平衡性大都市”可考虑以

北京为中心，天津、石家庄、承德、邯郸

为次级中心，分别整合周边具有相似产业

发展基础的城市构成产业集聚区。其中，位

于区域中心的北京单独作为综合功能发展

集聚区；位于东部的天津、唐山、廊坊共

同构成工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依托天

津滨海新区，以及唐山的工业基地发展节

能环保型工业，依托廊坊大学城进行产学

研互动，配合工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位

于西部的石家庄、保定及廊坊的部分地区，

构建物流产业发展集聚区，依托现有的铁

路枢纽加强机场建设，构建立体化交通枢

纽，发展物流产业；位于北部的承德、秦

皇岛、张家口，构建休闲度假产业集聚区，

依托承德避暑山庄和秦皇岛滨海休闲度假，

开发张家口葡萄园休闲度假区，共同发展

体验式休闲度假产业；南部的邯郸、邢台、

衡水、沧州，构建历史文化旅游产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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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京津冀地区 GDP、人均 GDP、人口数量及高等院校在校生分布情况

来源：统计年鉴 2013。

区，依托这四个城市中丰

富的历史文化遗迹、传统

的手工艺、杂技、武术和

道教文化，发展文化创意

产业与体验式旅游产业

（见表 4）。

结 论

本文通过分析与北京

具有相似发展条件的巴黎

建设世界城市的文化路径

可知，通过调整北京及京津冀区域的产业

结构、人口结构及区域空间结构三大措

施，以文化产业发展为核心动力，建设世

界城市的六大支撑条件，推动北京建设具

有文化特色的多中心网络化世界城市区

域，解决京津冀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是未来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和北京建设世

界城市的一条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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