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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需要现实意义的发展方略　　大国崛起，犹未竞时。
　　改革开放凡三十余年，中国已历沧桑巨变，实现了狂飙突起式的飞跃，亦崛起了一些粗具实力的
经济区域，如早年的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而在这些比较发达的区域，也崛起了
所谓的“北上广深”。
特别是珠三角的崛起，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腾飞，但是，由此也带来了东部沿海与内地发展的不平
衡。
　　与社会经济发展战略领域的“先富带动后富”相对应的是，中国的区域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
奉行非均衡发展战略，即优先发展东部沿海，然后辐射到中西部。
　　自2008年以来，中国先后将十几个区域规划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自珠三角一体化发展发轫，至
海峡西岸经济区、关中一天水经济区、横琴岛总体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图们江、黄河三角洲，以及
郡阳湖生态经济区、皖江城市带、海南国际旅游岛，乃至最近的新疆、西藏振兴，成渝经济区开发等
，从东至西，从南到北，几乎全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棋局之中。
　　在中国从非均衡战略走向均衡战略的时候，各个城市的蜂起争雄，将所有的城市与区域，都抛入
竞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如何在未来竞争中实现新的飞跃，是各个城市和区域普遍关心的话题，鉴于此，关于中国城市竞
争的研究，逐步成为具有时代特色的显学。
　　上海的未来危机在哪里？
　　香港为什么会在最近十年衰落？
　　北京到底是需要分拆还是合并？
　　天津与广州如何挣脱“老二”的宿命？
　　武汉何时实现中部崛起？
　　十三朝古都洛阳如何走向未来？
　　台湾未来是否会沉没？
　　为什么中国需要浙江经验？
　　山东模式的局限在哪里？
　　珠三角的边地如何实现腾飞？
　　贫穷是革命老区的天命吗？
　　思考这些疑问的过程，就是思考中国未来各种类型城市发展战略的过程。
而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些富有代表性的城市和区域的发展之路，则中国的未来之路，尽可了然于胸。
　　目前，关于中国城市和区域的研究机构，分为几个领域：一个是体制内的战略研究机构，如发改
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一些全国性的智囊和战略部门；一个是社科院、高校等跟踪研究中心，如
清华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社科院每年还有一个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还
有一个就是各个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如发改委，一些发达地域设立的发展局等。
而来自民间的力量则非常少见。
这次，青年学者罗天吴作为一个独立研究者，他的出现，非常可贵。
罗天昊在长江商学院工作过，有一定的学术功底，同时，还在中央直属刊物《求是》系统工作过，熟
悉大众媒体的传播形式。
看他对于中国城市与区域的研究，十分养眼，既有独到的观点，严密的论证，同时语言形式活泼，富
有冲击力，这是非常难得的，其活力与蓬勃的激情，也是一般研究者所缺少的。
　　此外，近年来，虽然有大规模的国家战略出台，各地关于未来的规划也十分火热，但是，目前中
国还没有一个关于未来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整体战略，这是自20世纪孙中山《建国方略》之后新中国所
缺少的。
罗天吴对于中国城市与区域，存在着一种宏大的设想，专门将城市与区域进行了分类，欲探究各种类
型的城市都有怎样的发展战略。
看得出他对于《建国方略》的推崇，也看到两者之间某种传承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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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尽完善，而且他所处的位置与阅历，都不足以思考引领整个国家战略，但是，年轻人有这种抱
负，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人年轻的时候，多走一些城市，是有好处的。
罗天昊在定居北京之前，在广东、贵州、上海、浙江、重庆等地就职，有在众多城市工作的经历，是
非常少见的。
这也使他对于中国的城市发展有更深切的体悟。
这本书，也才可以有血有肉，不仅仅是枯燥的文字。
同时，各种城市的生活经历，也更有利于开阔眼界，洞察各自的利弊，同时互相借鉴。
　　此前，我对于罗天昊并不太认识，经过朋友介绍，才逐步了解大致，罗天昊执后辈礼，登门请教
，感其诚意，就此聊作一表。
为他作序，含有鼓励之意，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来自民间的力量，特别是需要来自年轻人的力量。
这是我多年以来，一直所倡导和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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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新的世纪里，各个城市蜂起争雄。
如何避免盲目发展，如何在未来竞争中实现新的飞跃，于是成了各个城市和区域最为关心的话题。
上海的发展潜藏着怎样的危机？
北京到底需要拆分还是合并？
珠江三角洲的边地如何实现腾飞？
思考这些疑问的过程就是探索中国各类型城市和区域发展之路的过程。

　　罗天昊编著的《大国诸城》从类型着手，研究了全国几大富有代表性的城市及区域的发展之路，
剖析了其各自发展的短板和可取之处，《大国诸城》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肯的建言，由此为中国的
城市和区域发展提供最为全面的建设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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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罗建法，湖北红安人。
现定居北京。
早年在知名企业从事战略研究工作，曾游历粤、沪、浙、渝、黔等地，考察了数十座国内城市，主要
研究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产业经济与商业模式，其研究成果曾被美国智库等引用。

    曾为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中共中央直属《求是》杂志旗下《小康·财智》杂志顾问。
现为独立学者，《人民日报》、《半月谈》、《财经》、《南方周末》、《南风窗》、英国《金融时
报》FT中文网等中外知名媒体撰稿人，中央电视台《对手》、《今日观察》等栏目特约嘉宾。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国诸城>>

书籍目录

序 中国需要现实意义的发展方略
自序 顺天时，应大势
前言 大国崛起需要经国方略
第一部分 直辖市：未来之路该如何继续
　第一章 上海能否成为中国的龙头
　　第一节 上海“远东中心”梦已远？

　　第二节 民营经济不振是上海的大息
　　第三节 政治地位过高制约上海经济发展
　　第四节 打造大上海需再移民万
　　第五节 内地化使上海失去灵魂
　第二章 广州vs天津：谁是中国的　　第三大中心
　　第一节 亚运会vs达沃斯：城市营销的比拼
　　第二节 尴尬的老二
　　第三节 从重到轻vs从轻到重
　　第四节 北部湾vs图们江：来自未来时代的竞争
　第三章 北京需要“小镇式繁荣”
　　第一节 分拆北京，大势所趋
　　第二节 北京需借鉴广东“小镇模式”
　第四章 重庆是“大城市”吗
　　第一节 “红色“并非重庆唯一色彩
　　第二节 “重庆人的重庆”
　　第三节 经济实力不足使重庆大而不强
　第五章 改革中国的直辖市模式
　　第一节 直辖市政治地位应全部降级
　　第二节 中国可设十大直辖市
第二部分 浙鲁粤转型：腾笼换鸟，还是立地成佛
　第六章 中国需要“浙江试验”
　　第一节 浙江传统产业：转型绝对比转移重要
　　第二节 浙江“狼群经济”的困境与突破
　　第三节 浙江企业需以全球应对全球
　　第四节 浙江文化产业：从“日照东南”到“日照中天”
　第七章 山东：向南向北的困惑
　　第一节 青岛何时成为“轻岛”
　　第二节 日照：善借大势才能后发先至
　　第三节 山东呼唤更多千亿巨头
　第八章 浙江、广东、山东的“海洋战争”
　　第一节 广东先行一步，浙江暂且居后
　　第二节 战略布局的比较
　　第三节 产业布局的比较
第三部分 中部城市崛起：如何挺起龙腰
　第九章 武汉：百年一鸣？

　　第一节 武汉成为全国中心城市还需10年
　　第二节 武汉能否担当中部崛起的龙头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国诸城>>

　　第三节 武汉直辖，大势未成
　　第四节 武汉城市圈：从“摊大饼”到“架屋梁”
　　第五节 为何楚地无才
　　第六节 武汉光谷为何不光
　　第七节 武汉何时成为中国的“大陆中心”
　　第八节 武汉民营企业之殇
　　第九节 武汉更需“中端崛起”
　第十章 迷失的洛阳：古都如何现代化
　　第一节 洛阳经济结构需要三重转型
　　第二节 洛阳还需提高城区聚焦作用
　　第三节 郑州vs洛阳：谁是中原龙头
　　第四节 泛中原经济区的枢纽
　　第五节 全国　　第二大古都为何文化产业凋零
第四部分 产业转移：中国的“中突西进”运动
　第十一章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vs皖江城市带：中国东部的“江湖之争”
　　第一节 实力比拼，各有高下
　　第二节 区位优势：集中长三角vs分散多方
　　第三节 定位差异：加速工业化vs发展与生态的平衡
　　第四节 高新及生态产业vs传统产业
　　第五节 资金来源：产业吸引vs开放创新
　第十二章 韶关、河源、湛江：珠三角的三角竞争
　　第一节 区位优势下的未来定位
　　第二节 核心产业的优势比拼
　　第三节 经济活力的比拼
　　第四节 产业转移的力度对比
第五部分 革命老区如何崛起
　第十三章 红安：老区经济能否后发先至
　　第一节 贫穷是老区的“天命”？

　　第二节 小县难酬大志
　　第三节 武汉能否成为红安的靠山
　　第四节 东部产业转移，远水如何解近渴
　　第五节 撤县设市何时梦圆
　　第六节 “　　第一将军县”何时名扬天下
　　第七节 红安经济何时腾飞
　　第八节 告别英雄时代
第六部分 澳门、台湾地区的梦与痛
　第十四章 澳门，风光不再
　　第一节 “东方拉斯维加斯”风光不再
　　第二节 “千年老二”的阴影
　　第三节 珠三角渐行渐远
　　第四节 横琴开发为时已晚
　第十五章 台湾的大陆化时代
　　第一节 “美台体系”是台湾崛起的根
　　第二节 “沉没”的台湾
　　第三节 台海体系，从西方到大陆
第七部分 中国区域大战略的误区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国诸城>>

　第十六章 中国区域产业规划的六大误区
　　第一节 区域产业的重复竞争
　　第二节 高端崛起还是中端崛起
　　第三节 坚守传统产业，还是开发新兴产业
　　第四节 集中突破还是均衡发展
　　第五节 民营经济是否繁荣
　　第六节 中速时代，中国区域发展如何破局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国诸城>>

章节摘录

　　遗憾的是，历史曾经给予上海机会，但上海没有抓住。
而从全球经济格局和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来说，上海离中国经济中心和远东经济中心的角色，已渐
行渐远。
　　上海关于“远东经济中心”的记忆，更多源自民国时期。
不过，这种地位，乃是由特殊时势造就的。
　　由于港口位置优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成为中国与英国进行贸易往来的通商
口岸之一，此后，列强相继在沪设立租界。
租界的存在使上海在一定程度上未被战火所波及，并享有实际独立的地位和充分的国际联系，进而成
为东西方贸易交流的中心。
20世纪30年代，上海超越香港及东京，成为远东最繁荣的港口和经济、金融中心，被誉为“东方巴黎
”。
　　同时，上海离民国时期的首都南京很近。
当时民国政府实行双都制，南京为政治首都，而四大家族所掌控的几大银行的总行无一例外都在上海
，上海因此成为事实上的经济首都，集合了当时全国的经济资源。
　　但是，随着时世的变化，上海逐渐失去了优势。
　　新中国定都北京，且以天津作为北京的屏藩，上海不再享有民国时期独大的地位。
在毛泽东时代，上海虽仍被“计划”为中国经济第一重镇，但彼时的中国经济发展遭遇长期停滞。
矮子丛中，岂有巨人？
　　在2008年的全球城市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中，东京高居全球之冠；首尔、大阪、京都、横滨、名古
屋、北九州、中国香港等亚洲城市均排在上海前面；中国台北、新加坡则紧随其后。
　　事实上，随着日本、韩国等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崛起，上海逐步衰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济迅速腾飞，东京逐步成为远东经济中心，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首
都，其国际影响力远超上海。
2008年，东京经济总量几近10倍于上海；20世纪70年代之后，韩国汉城（今首尔）逐步崛起，并于20
世纪80年代借奥运会成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亚洲重要的自由港，其地位远远超过上海
；随着台湾地区经济腾飞，台北、高雄等也成为亚洲重镇。
　　20世纪之初，亚洲的重要城市唯东京、上海、香港；21世纪之初，亚洲城市却已是群雄竞起。
上海虽着力打造东方之都，但其中心地位已被稀释殆尽，光芒逐步暗淡。
 在国内，上海的影响力亦被日益稀释。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均已迈开发展步伐，而这种自发的、内驱式的发展在动力和持续性上
，要远胜于行政力量的计划安排。
　　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即失去先机，直到1992年才开始真正改革，这使得上海不仅落后于深圳及
珠三角、长三角其他城市，甚至还落后于一些内地城市。
珠三角的崛起，使当时的经济中心从上海转移到了深圳、广州等城市。
　　而长三角的崛起，在一定意义上不仅没有使上海的地位增强，反而使上海的区域性中心地位有所
降低。
自1978年以来，上海在长三角中的经济份额，从近一半下降到只有1/4，而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
城市却发展迅猛。
以苏州为例，其占长三角经济圈的经济份额便从1978年的5.54％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12.19%，经济总量
仅次于上海。
而在制造业领域，长三角区域的其他城市更是全面超越上海。
　　中国区域经济的群体性崛起，以及条块式的政治与经济体系，亦阻碍了上海成为经济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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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外国人看中国，永远是铁板一块。
其实，地域和板块从来都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
罗天昊编著的《大国诸城》从城市竞争的角度前瞻中国之未来，视角独特，观点独到，有拼图而见全
局之妙。
　　二十年前有学者以《城市季风》梳理了当代中国各地的人文风貌和社会百态，如今青年学者罗天
昊则从更开阔而现实的角度，梳理了中国各区域的竞争与发展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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