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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一个族群隔离而不是融合的社会，导致
底特律走向沉沦。”马秀莲介绍，底特律出生
的历史学家托马斯·苏格儒在其著作《城市危
机的起源》中指出，衰败早在 !*+,年城市骚
乱前就已开始，根源是制度化、法律化的种族
歧视。在整个 &$世纪，底特律的黑人在就业、
住房等方面只能获得很有限的机会。

歧视与不公长期累积，终以毁灭性方式
爆发。底特律于 !*-%年、!*+,年两次发生暴
乱。后一次更是规模空前，只有美国内战时期
!!"#$年" 的征兵暴乱以及 !**&年的洛杉矶
暴乱能出其右。暴乱持续 '天，最后在州国民
卫队和联邦军队进驻下才平息，共导致 -%人

死亡、-+,人受伤，&$$$幢大楼被毁，几千家
店铺关闭或搬迁。一些受影响的地区此后几
十年仍处于废墟之中。

受伤最重的，是底特律这座城市。工作、
税收、投资等机会都开始逃离，城市迅速荒
芜。富有白人外迁，贫穷黑人增多，并长期
占据政治舞台。!*,$ 年，底特律有一半白
人，到了 &$$.年，白人只剩 !$/。富有的白
人在带走税基的同时，将底特律变成一个贫
穷的“孤岛”。族群冲突，最终导致城市彻底
衰败。
“底特律的例子说明，族群融合是城市发

展的必要基础。”马秀莲分析，在我国，各种群

体歧视和隔阂同样存在，如官民之间、穷人富
人之间，而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尤为突出。
“约两亿人无法在城市落户，外来务工者长期
被工具性地使用，歧视政策丝毫不加掩饰。”
马秀莲指出，中国的城市要想长久繁荣，必须
解决好族群融合问题，尤其要解决好流动人
口问题。
“我国城市面临的任务还很艰巨，族群融

合应以社会权利平等为基础，不仅要通过公
共服务均等化让流动人口逐步市民化，未来
还应当采取多种措施，扭转长期制度性歧视
所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使社会各群体真正
融合，携手共建美好城市。”

! ! ! !几乎就在美国最大规模城市破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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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特律为中国城市建设敲响警钟
———访国家行政学院城市研究专家马秀莲 本报记者 曹刚

! ! ! ! 底特律，曾是美国汽车工业的代名词，最辉
煌时人口多达180万，为美国第四大城市。如
今，人口骤减，失业率激增，刑事犯罪率居高不
下，堪称全美国最危险和最贫困的城市。工业化
的浪潮迅速退去，辉煌散尽，留下一片废墟。

当地时间7月18日，底特律申请破产，成

为美国申请破产保护的最大城市。底特律的破
产，对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建设，有哪些启
示？记者专访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
副教授马秀莲博士。她曾留学美国多年，获得犹
他大学社会学博士和统计学硕士学位，主攻城
市研究。

警惕城市产业空洞化

! ! ! !后工业化的浪潮中，美国很多座大城市曾
面临“去工业化”的挑战，比如 !*,'年，曾经以
服装制造业为主的纽约，政府濒临破产，旧金
山也面临人口减少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这些城
市多年后不仅复兴而且引领着地区乃至世界
经济的发展，唯独底特律败得如此惨烈？
“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格雷瑟在其著作

《城市的胜利》中指出，底特律的最大失误，在
于没有及早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包括培养
高素质劳动者队伍和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
使城市能应对产业转型的变革。”马秀莲补充
说，底特律从始至终与汽车这个单一产业和
大公司绑定。大公司压制竞争和创造精神，汽

车产业装配线使用半熟练工人，高中生就能
获得好工作和优厚待遇，劳动力素质难以提
高。结果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反观美国其他城市，马秀莲介绍，旧金山湾

区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大力投资教育，将
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等著名高校的知识创新
能力与企业家创新精神融合，硅谷应运而生。
纽约则抓住全球生产分散和管理集中这对矛
盾，利用区位优势，提供金融和高级生产服务
业，培养了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得以迅速复兴。
“再将目光转到我国，关注东莞等珠三角

城市，可能会发现‘去工业化’离我们并不遥
远。”马秀莲分析，几年前的金融危机爆发后，

约千万人口的东莞，半年之内就减少了两百万
人。城市面临转型阵痛———劳动力成本上升，
不少企业外迁去了郑州、重庆等内陆城市，以
及越南和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曾经聚集的
流动人口慢慢消散，留下过剩的基础设施。
“城市要想获得新生，管理者必须提高预见

性，及早做好结构转型准备。向哪里转你可能并
不知道，但是重视并加大对人的投资总不会
错。”她引用爱德华·格雷瑟的观点指出，一些城
市在转型过程中做过多种尝试，建交通优势、给
企业减税以及发展创意产业等，其中很多并不
太成功。重视对人投资，培养高素质劳动力队
伍，鼓励企业家创新精神，一定有效。

绑定产业不如依靠人才

大兴土木难令城市复兴
! ! ! !马秀莲介绍，当城市逐渐走向衰败时，底
特律将大量投资用于建造基础设施，希望借
助大规模更新改造，让城市复兴。“这是一个
错误的公共政策选择，也是底特律破产的一
个重要原因。”

!*,%年起，底特律首位黑人市长科尔曼·
扬任职 &$年，建造大量基础设施：商务中心、
大型公寓、工厂、医院、体育馆……

!*.,年，底特律耗资 &亿美元建造的“人
民运载”，是一条 %英里长的旅客捷运线，在
空荡荡的大街上悬空行驶。计划每年运载
!'$$万人次，实际每年只运载 &$$万人次。每
次 $/'美元车费，政府要补贴 %美元。

曾是全球最大私人商业项目的文艺复兴

中心，是底特律最著名的城市更新项目，坐落
于底特律市中心。!*.$年，美国共和党大会在
此召开，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里根最后成功当
选。!*,,年投入 %"'亿美元建造，到 !**+年
变卖时，缩水到不足 !亿美元。
“底特律更新改造失败，说明城市从来不是

建出来的。经济已经衰减时，用大规模建造来激
活城市，只会导致更多空间的闲置、土地及基础
设施的浪费，最后是房子大幅贬值以及政府债
台高筑。”马秀莲说，城市最坚实的支撑是产业
和人，否则即便聘请最顶尖的设计师，建造最好
的大楼，也不过是一座“鬼城”，就像我国一些被
房地产泡沫笼罩的城市。

经济学家姚树洁曾撰文指出，关键问题

是可持续开发。“必须有计划地把短期利润用
于开发新的产业，用于改善民生，用于提升人
力资本，才能立于不败。如果像过去的鄂尔多
斯一样，赚了钱就盖房，那么，它与底特律的
距离就不远了。”

在底特律，不少废弃住房被夷为平地，重
新种上树和草，以减少城市维护成本。

马秀莲指出，这一转变为我国今天以土
地快速扩张为先导的城市化敲响了警钟。“与
其等到有一天城市人口衰减，大量基础设施
过剩，甚至因没有钱维护而回归绿地，不如现
在就开始建造更加紧凑的城市，缩小城市和
工业园区的尺度，留下更多农田来解决农民
生计，让城市呼吸到更多新鲜空气。”

族群融合共建美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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