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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对于建设世界城市的北京而言具有

重要的经验借鉴和政策启示。

一、纽约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的
历程与经验

纽约通过加快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

成为世界城市建设的典范。根据世界经济

发展动态不断加快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

集中较多的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和国

际经济与政治组织，是国际资本集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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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基于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基

础，引领世界经济发展和城市演变潮流，

加快城市绿色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示范和

标杆作用的世界级城市。纽约城市转型历

经由制造业中心到服务业中心，再发展到

高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和

绿色产业快速发展，城市资源能源得到集

约化利用，环境污染不断改善，使城市居

民享受到更加生态、绿色、低碳、宜居的

高端城市品位，增强了全球资源整合与创

新能力，形成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和城市竞

摘 要：纽约城市转型表现为由制造业到服务业再到高端知识型服务业和绿色发

展的城市演变轨迹，其特征主要表现为重视创新驱动、高端服务业集群、人才教育培

养、城市功能融合、城市绿化建设等。借鉴纽约城市转型经验，北京应加强城市功能的

均衡化疏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强产业多中心集聚和分散布局，大力发展教育、

医疗、卫生、文化休闲等服务业，完善公共交通系统，加快绿色产业、绿色技术创新和

城市绿化建设，促进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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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世界经济中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和控

制力，具有明显的国际化、区域化、专业

化特征，成为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中心

之一。纽约城市的转型轨迹主要是通过产

业的转型实现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全

面转型，表现出由制造业到服务业再到高

端的知识型服务业、文化服务业和绿色发

展的演进历程。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由制造业中心到制造业衰退的工业

化转型。基于纽约便利的港口区位条件，

位于美国大西洋沿岸中部的纽约港是世界

上最大的良港之一，具有深、宽、隐蔽、

潮差小、冬季不冻、易于停靠等优点，具

有内河航运的特殊位置优势，为纽约发展

捕鱼业和造船业提供了重要条件。19 世

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助推纽约制造业发展，

19世纪末成为美国重要的制造业中心。制

造业的兴旺发达加快纽约城市化进程，

快速成为重要的世界城市。二战之后，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完成，纽约制

造业发展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逐渐衰

退，最突出的阶段发生于20世纪70、80年

代。1966-1991年期间，纽约制衣业雇工

减少64%；纺织品、橡胶及塑料制品、运

输设备及多种制成品行业工作岗位减少约

2/3；纸制品、金属加工制品、石陶及玻璃

制品、家具和家居设备、皮革与皮革制品

和初级金属制品，甚至经历了70%甚至更

多的失业。应对制造业萎缩的困境，纽约

加强部分制造业的技术升级和高端发展，

如服装、印刷、化妆品等行业在美国还具

有一定竞争力，机器制造、军火生产、石

油加工和食品加工依然占有重要地位。纽

约积极发挥政府政策引导和市场的双向作

用，加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

如制定产业结构调整复兴计划、提高研发

投入水平，降低税收鼓励私人投资，重视

企业技术创新，实现传统制造业的升级、

转型和持续发展，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制造

业衰退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为纽约城市

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结构转型提供条

件，实现纽约城市转型与复兴。

2.由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转变的服务

化转型。此阶段主要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

到20世纪末，基本表现为服务业的快速发

展并占据主导地位，制造业与服务业的高

度融合，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到生产性服

务业和社会服务业的繁荣发展，到目前21

世纪新时期依然表现为强劲势头。随着制

造业的衰退、转型、升级，特别是后工业

化阶段的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演进，服务业

快速发展，成为纽约城市的支柱产业，服

务业就业结构占比由1970年的76%提升到

2000年的90%。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华

尔街成功帮助北方政府的战争融资，纽约

基于此成为美国重要金融中心，并成为位

于伦敦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金融市场。金融

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促进了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在后工业化阶段实体

产业发展需求助推专业服务、辅助服务、

计算机服务等服务业发展，文化艺术、教

育、医疗保健、设计、时装、旅游等服务

业得到迅速发展，第三产业成为纽约的支

柱产业，实现纽约城市服务化转型。纽约

逐渐成为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世界城市。

纽约在城市转型中，重视产业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设立

科技园区和兴建中央商务区，重视建设自

由经济区，服务业转型与快速发展提供了

众多的就业机会，进而提升纽约城市的国

际竞争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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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变的

知识化转型。此阶段并不与第二阶段有严

格的区分，可以说是在第二阶段的基础上

的进一步实现结构升级与优化调整，表现

为服务业内部结构的高度化、知识化。随

着知识经济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纽

约城市转型顺应时代的潮流，产业结构进

一步优化升级，主要表现为由传统服务业

向现代服务业转变，这种转变主要表现为

服务业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端

服务业转变，充分体现服务业的文化内涵

和创意创新理念，因此，文化产业、创意

产业、高科技发展成为纽约城市转型的重

要表现。纽约城市外来移民不断增多，城

市文化体现包容性和多元性，为纽约建设

世界城市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正是这

种民族的多样性，移民成分的复杂性和文

化的包容性促进了纽约文化服务业的发

展，服务业发展中融入了多元文化内涵，

自由、包容、休闲、创新成为重要特征。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纽约市民注意力从

工人、教师和工程师等传统制造职业者身

份，转移到歌星、影星、体育明星以及在

房地产、金融业、文化产业的富豪身上，

追求享受、娱乐、休闲等理念一定程度上

也促进纽约文化产业、娱乐业、休闲产业

的繁荣与发展，强化纽约的美国文化之都

地位。目前众多的博物馆、美术馆、图书

馆、科学研究机构和艺术中心、美国三大

广播电视网和一些有影响的报刊、通讯社

的总部都设在纽约，联合国和几大主要

机构总部坐落于纽约，以百老汇为代表的

现代文化使纽约成为举世闻名的娱乐之

都①，推动着纽约知识密集型现代服务业

的转型与发展。纽约共有300多家通讯社

和广播电视公司，出版印刷企业有2000多

家，集中美国1/6的印刷能力，全美有1/3

的出版物出自纽约②。由于经济增长所带

来的生活水平提升，市民追求更高层次的

享受和发展需求，众多作家、记者、音乐

家、画家、表演艺术家以及无数从世界各

地来的杰出的艺术家汇聚于此，跨文化交

流使纽约市成为潮流与时尚的发源地，众

多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的综合优势、

研究和开发高科技产品等，提高纽约产业

的科技含量，创新和科技研发能力、基础

设施建设也吸引更多的高科技人才，创意

创新产业有了活水源头。

4.注重资源集约和环境保护的绿色化

转型。绿色发展和转型成为纽约重要方

向和基本趋势。在追求价值实现、休闲娱

乐、和谐宜居的城市生活的同时，重视对

城市环境的改善和生态环境的维护。城市

绿化美化、重视环境保护，大力发展环保

产业和绿色产业成为纽约现代服务业发展

的重要潮流。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和文化产

业的发展必须有利于城市环境的改善，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降低城市能源消耗强

度和碳排放，构建低碳、绿色、生态、宜

居的现代城市是世界城市转型与发展的潮

流，也是纽约在当前城市转型与发展中所

表现出来的阶段性特征。纽约城市转型过

程中一直重视城市绿化美化建设，通过屋

顶绿化和绿色建筑建设来实现城市的旧城

改造。绿色屋顶已经成为纽约的一道亮丽

风景线，天台、阳台、墙体、立交桥等建

筑空间均通过科学设计和建设成为绿色屋

顶。高线公园就是对过去高架铁路线充分

利用和绿化建设所打造的世界最长绿色屋

顶，既绿化纽约城市空间，增加了城市森

林碳汇，降低碳排放，提升纽约的国际绿

色形象和低碳城市地位。纽约鼓励市民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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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绿色屋顶建设，具有城市环保、绿色、

美观、食品安全、效益等多方面的功效，

充当生产安全果蔬的“有机农场”。美国

布莱特农场公司在纽约布鲁克林一座建筑

屋顶上修建400平方米温室，预计每年出

产30吨果蔬，销往当地菜场和饭馆。纽约

城市展现出绿色、生态、舒适、效益等多

赢的绿色发展理念。

二、纽约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的
主要特征

�.创新驱动战略的指引。纽约城市转

型成功实现，离不开科学有效的创新发

展战略的引领。纽约结合自身区位条件、

交通枢纽、教育集聚、文化创意、金融服

务等方面的优势，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并

通过区划法规的强制性控制，实现城市的

战略转型和绿色发展。创新驱动包括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纽约通过科技创新、

金融创新和服务创新战略，实现了金融业

和商务服务业的繁荣与发达，构建高效、

服务、自由的创新环境，提出建立“数字

化纽约”的战略目标，整合科技创新、文

化创意、人才集聚等资源，实施大力发展

金融服务、商务服务、文化创意产业等创

新战略，使纽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总部

经济中心和文化创意经济中心。创新驱动

战略的指引，明确了城市转型与发展的方

向，同时大力发展金融服务、商务服务、

文化创意等产业创新，也是实现城市绿色

发展的重要方面，是实现资源集约利用，

降低资源投入和能源消耗，实现城市绿色

转型、创新驱动的重要内容。

2.现代高端服务业的集群。创新驱动

战略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纽约高端服

务业的集群。以金融服务、商务服务、文

化创意产业为主导的服务业发展呈现集

群发展态势。1994-1999 年，纽约商务服

务业增加11.9 万个工作岗位，增长率达

到24.8%。2004 年金融服务业的就业人数

为51.5 万人，占整个纽约州金融从业人员

的60%。纽约城市转型表现出服务业高度

化、集群化、知识化的特征③。现代高端

服务业的集群，提高城市产业技术含量和

市场竞争力，形成对全球产业与经济发展

的引领和标杆作用，也为纽约城市品质提

升和国际影响力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文化品

位。

3.人才教育培养的推动。纽约重视教

育和人才培养，在城市转型和产业升级中

发挥巨大的作用。文化教育是提升人力资

本的根本举措，是为城市转型和质量提升

提供高水平、专业化人才队伍的重要基

础，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既是纽

约城市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智力支撑，

也是纽约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核心竞争

力。纽约的教育体系健全，政府注重市民

文化教育素质提升，致力于制定适应市场

要求的教育培训政策，使文化教育和人才

培养顺应科技、产业、市场的需求，实现

人才供需对接，增加就业机会也提高了人

才素质和城市整体的知识水平，为保证城

市发展和产业结构向高端化、知识化、专

业化方向发展。纽约城市转型依托众多的

高等教育资源，吸引国际优秀学生就读。

邀请外国专家学者到纽约从事各种科研

工作，从全球范围内争夺一流人才，提高

纽约城市的科研实力和研发水平，为城市

转型和跨越发展提供人才基础，也为进一

步促进金融业、商务服务业、文化创意产

业、教育服务业的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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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市服务功能的融合。纽约不仅重

视城市经济功能的实现，还重视城市社会

服务、生活质量等多方面功能的融合与共

同发展，强大的产业驱动与转型发展需要

城市功能的配套和协调融合。纽约重视城

市功能的分散与融合，减少区域差异，避

免城市功能包括医疗、教育、行政、商务

等过度集中在核心区，实现城市的宜居、

和谐、绿色转型。纽约在大力发展教育服

务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医疗服务业，能为

纽约市民提供均衡化、全民化、全覆盖的

各种医疗保障服务，依靠市场机制，实现

医疗服务业的高度发达，为纽约市民享受

及时、高质量、全覆盖的医疗服务提供了

条件和坚实基础，也进一步促进城市就

业。2010 年，医疗服务业有60万雇员，成

为纽约就业量最大的产业部门和美国最领

先医疗服务体系。纽约市正着手发展美国

最大的生物医药研发基地，利用当地9 大

学术研究中心和美国最大的医学研究机

构，保持纽约生物医药的领先地位。通过

包括医疗服务业、教育服务业、金融服务

业等在内的诸多服务业均衡发展，促进城

市功能的均衡化融合和服务供给，满足城

市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使城市功能更

加完善、强大、宜居和惠民。

5.城市基础设施的关联。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是城市转型和产业发展的基石，是

降低企业成本和增强产业关联的重要条

件。纽约在通信网络、物流、交通、场馆

等硬件和软件建设方面加强基础设施供

给，促进基层设施建设与产业的对接和关

联，为产业转型和发展提供基础。纽约城

市通信网络容量和可靠性的强大，为全美

和全球1600家金融企业处理2600万宗交易

提供完善、安全、便捷的信息交换，通信

设施的建设和信息网络的发达，提升纽约

全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国际地位。物

流基础设施的建设为美国区域性乃至国际

性的物流业务提供了强大的自动化立体仓

库、自动分拣系统、电子订货系统，有效

降低库存，提高物流业的整体效率，促进

城市物流业的发展和产业转型。纽约在交

通、场馆等领域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和政

策法规、管理模式等软环境建设与完善，

为纽约实现产业关联和城市转型提供了重

要基础。纽约注重先进的管理方式，如对

于会展场馆的管理，纽约便有政府直接管

理、委员会管理和私人管理等3种方式相

得益彰④。

6.城市绿化建设与公共交通的全覆

盖。城市绿化、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

济，实现节能减排的整体规划促进纽约城

市转型与绿色发展。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城市绿化特别屋顶绿化建设，建筑

节能改造为城市建设营造良好的生态环

境，缓解城市病和城市污染的压力。纽约

州政府2008年出台减税措施，鼓励居民绿

化屋顶，规定只要业主绿化50%以上屋顶

面积，就能减免地产税。每平方米绿色屋

顶每年能为业主减税大约45美元，减税总

额上限可达10万美元。历经多年发展，绿

色屋顶已经成为纽约的一道别样风景线。

第二，倡导资源循环利用和低碳发展。城

市绿色发展不仅表现在城市绿化美化方

面，还包括资源循环利用、能源集约利用

等多个方面。纽约政府发展专业节能技

术咨询服务公司，推广合同能源服务；推

行资源和废弃物减量化和循环利用，提倡

污染预防；重视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

源的开发利用，特别是建筑节能与太阳能

一体化。第三，重视交通碳减排实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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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转型与发展。鼓励研发和推广使用

混合动力型节能车辆、鼓励汽车少用油少

上路，限制地面交通的尾气排放；推广和

倡导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利用，使用非机

动车类交通工具的比例高达近80%。纽约

目前共有24条地铁线纵横交错，线路总长

1300公里，468个车站遍布纽约全市各地；

纽约有5900多辆公共汽车，运营线路达

230 多条。发达的绿色公交系统完全满足

人们出行需要，控制私人汽车使用量，无

车家庭比例远高于其他城市，有效控制城

市交通碳排放水平，实现城市绿色发展。

三、对北京的启示和政策建议

转型升级是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路径。借鉴纽约城

市转型与绿色发展经验，北京城市转型需

要进行战略性思维，根据新的发展形势，

依据北京在国内和国际上特殊的社会、政

治、经济、文化地位作出战略判断，从国

际背景、绿色崛起、创新驱动的战略高度

构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清晰的、统一

的、前瞻性、宜居的、绿色的战略框架，

协调城市转型中的各方智慧、多种力量、

各项行动，解决城市转型过程中的各种矛

盾和问题，促进北京城市绿色转型。具体

而言，纽约城市转型对北京的启示和政策

建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城市功能的均衡化疏解、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和产业转型政策引

导。借鉴纽约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经验，

北京需要在战略、政策、制度等层面进一

步加强城市功能的完善和均衡化融合发

展，减少区域、城乡差异，高度重视城市

功能的优化布局，加强城市功能疏解，实

施多中心城市集聚、核心区与远郊区县统

筹协调均衡发展，减少区域之间的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差异，为所有城市居民包括

农村地区提供完善的城市功能、公共服

务和基础设施建设，避免人口、交通、教

育、医疗、行政在局部地区特别是核心区

的过度扎堆、集聚和拥堵。在缓解北京核

心区人口、交通、教育、医疗等集聚压力

的同时，达到功能疏解、人口疏解、交通

疏解和区域、城乡一体化发展。城市功能

的均衡化发展和战略布局既有利于城市功

能的疏解，也有利于人居环境的创造和改

善，增加城市的人文关怀和文化吸引力，

构建宜居的世界城市。从战略层面和城市

规划重构的高度，从以人为本、服务均等

化的原则出发，实现核心城区与远郊区县

之间、北京与周边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

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城市

功能的均衡化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

产业转型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引导，促进北

京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西方经济发展的

经验表明，“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

手”始终需要协调作用，才能保证经济发

展的相对有序。纽约城市转型特别是几次

的产业转型，联邦和地方政府通过好的战

略规划和政策引导，有效协调市场机制，

实现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包括制定产业结

构调整的复兴计划，增加研发资金鼓励企

业创新，灵活运用财政政策促进产业优化

升级。借鉴纽约经验，北京应从城市功能

均衡布局和功能疏解的基础上，采取更加

科学、合理、均衡的财政货币政策、创新

发展政策、城乡一体化政策及人才扶持政

策等，鼓励地方和私人投资，加快科技创

新和产业转型升级。

2.加强高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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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集聚和分散布局。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以其高技术密集、专业化服务为基本特

征，以较低资源能源消耗和投入，获得高

效益产出，因此属于节能、低碳、绿色的

产业类型，符合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的基

本要求。同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具有的知

识密集、技术密集和创新性特征，在全球

产业价值链中处于较高层次，在全球经济

竞争中具有较强的生命力。高端知识密集

型服务业的集群发展能实现相关产业信

息、人才、知识、技术等的共享，促进人

才市场的集聚、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共享，

政策环境的优化和服务管理的一体化，进

而带来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借鉴纽约城

市转型经验，北京顺应世界潮流和产业转

型规律，加快金融、商务、科技研发等高

端的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发展，促进北京

高端产业转型和绿色发展，占领未来经济

制高点，提升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国际地

位和标杆形象。将高端的知识密集型服务

业布局到新城，将CBD延伸和布局到核心

城区的周边地区，实现多中心集聚和分散

布局，改善服务业集群的软硬件环境，实

现统一的政策优惠，在新城和远郊区县、

城乡结合部实现更加优惠、合理的人才

引进、户口、子女教育、住房、交通等政

策，吸引高端人才和优秀企业入驻，形成

更加科学、宜居、分散、协调发展的生产

性服务业价值链。

3.加强教育、医疗、文化休闲等服务

业发展，提高城市转型的宜居水平和舒适

度。根据著名社会学家丹尼斯·贝尔的服

务业发展三阶段论，由个人服务和商业服

务到金融商务服务，最后到休闲服务和公

共服务。金融危机之后，纽约市积极发展

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休闲等服务业发

展，兴起新一轮服务业升级与转型。纽约

教育体系发达，政府致力于制定适应市场

要求的人才培训体系，使教育适应科学技

术发展的需要。教育、医疗、文化、卫生

等服务业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随着生活

水平和教育素质提升，人们更加重视医疗

保健、卫生、教育和文化休闲，以此提升

人们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味，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和自我价值的提升。对应后工业化

阶段，北京产业转型尽管还没有完全达到

纽约城市发展水平，但是也展现出金融商

务服务的第二阶段和休闲服务与公共服

务的第三阶段融合发展特征，因此北京在

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的同

时，顺应世界产业转型潮流，应该有重点

地适时地发展教育、医疗、文化、卫生、

休闲等服务业。特别是中国由计划经济体

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市场经济体制还

不够完善和成熟，计划经济体制特别是相

关管理制度和文化理念对现代城市发展

还存在一定制约影响，对于北京而言，教

育、医疗、卫生、文化休闲等服务业还不

够发达，在区域空间分布上极不均衡，过

于集中在核心城区，市场化程度不高，各

种制度人为地限制了教育、医疗、卫生、

休闲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因此北京城市

转型与绿色发展，需要进一步放开教育、

医疗、卫生、文化休闲等服务市场和行政

管理权限，改革行政审批制度，鼓励私人

资本投入和兴办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

产业，加强人才教育与培养，引入市场机

制，提高市场活力，搞好公共服务，提高

北京作为中国首都和世界城市建设战略目

标的宜居水平和舒适度，促进城市和谐、

宜居、生态、绿色发展。

4.优化城市布局与完善绿色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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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城市布局的合理性直接决定了城市

交通系统和通勤距离的长短。由于人口密

度较高，纽约市从1982 年开始耗资720 亿

美元，建成了北美最大的公共交通系统。

北京核心城市圈人口密度过高，交通过于

拥堵，公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发展滞

后，借鉴纽约经验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如

果不改变人口大规模增长和单中心集聚的

趋势，不尽快提供便捷舒适的公共交通，

一个在汽车轮子上的城市将很难成为世界

城市和宜居城市⑤。不同交通工具碳排放

量差距极大，鼓励市民尽可能采用公共交

通出行有利于提高公交资源的使用效率，

从而降低交通方面的碳排放水平 ⑥。因

此，北京城市转型与绿色发展，必须避免

单中心集聚和人口、产业过度集中核心城

区模式，大力发展地铁等公共交通系统，

并将轨道交通延伸到城乡结合部，延伸到

远郊区县和周边城区，促进城乡结合部和

远郊区县以及延伸至周边城市的统筹、协

调、均衡发展，大力发展电动汽车和绿色

交通，降低碳排放，助推首都经济圈发展

和世界城市建设。

5.加快城市绿色产业、绿色低碳技术

创新和城市绿化建设，构建低碳创新系

统，促进绿色转型与绿色发展。纽约高度

重视城市绿化和屋顶绿化、建筑节能改

造，绿色交通发展，倡导资源循环利用和

低碳发展。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和首善之

区，解决当前环境污染严重、资源能源瓶

颈性危机等问题，需要构建绿色转型的战

略规划框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制

定绿色发展中长期规划，把绿色技术作为

重点内容纳入“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与

相关技术产业发展规划，加强能源技术和

减排技术的低碳创新，加强建筑节能、屋

顶绿化建设，强化清洁能源、绿色能源开

发和利用，加强清洁生产和绿色消费，鼓

励公众参与植树造林，增加碳汇，强化绿

色转型的社会责任，构建中关村绿色低碳

创新示范区和北京区域低碳创新系统，建

设绿色宜居的世界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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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rban Renewal: A Case Study of Tianzifang in Shanghai
Shao Jingyi, Sun Bindong

Abstract: Taking Tianzifang, one of the creative industry parks in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urban renewal and creativity parks. The process 

of gentrification between the Western countries and China is compared and the phenomenon of 

the artists’ retreatment from these parks is discusse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some advices are 

raised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creativity industry and urban renew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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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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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the urban transition of New York is one from manufacture to 

service and later to high-end knowledge service industry and to the city’s green development, 

characterized by the emphases on innovative driving force, high-end service industry cluster, 

talent education, fusion of city functions, and urban afforestation. Lessons from New York tells 

Beijing that it should strengthen the equalization of urban functions and basic public services, 

resort to polycentric agglomeration and dispersed industry layout, strive to develop education, 

medical care,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improve public transportation, as well as speed up 

green industry,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urban afforestation to promote urban transi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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