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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什么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上哪所大学？
做哪一行？
跟谁过一辈子？
不，最重要的是我们把家安在哪儿！
因为它其实决定了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幸福指数的高低，而这一点，绝大
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
美国学者理查德·弗罗里达指出，居住地的选择将影响我们的收入、人际网络、伴侣以及子女和家庭
能得到的机会。
当我们听到"世界是平的"，似乎意味着居住在任何地方都能和外界联系并高效工作，所以家住何处似
乎也变得无关紧要。
弗罗里达的研究证明，这个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全球化潮流导致的恰恰是地区差异进一步拉大，选择
不同的居住地，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人生。
纽约、北京、上海、东京这样的超级经济区域日渐变成经济增长的真正引擎，但是生活在其中的成本
和代价也超乎寻常。
城市如同人一样，体现出了各不相同的气质和性格。
我们选择了一个城市，不仅选择了它提供的机会，也选择了它的气质和它所提供的服务；只有找到跟
自己需求和气质相符的城市，我们才可能幸福。
理查德-弗罗里达被誉为美国"最杰出最睿智的知识分子"，在《你属哪座城?》中，他回答了"为什么某
些人特别适合居住在某些城市"这个至关重要却常常被忽略的问题，呈现了财富和智慧在全球分布的脉
络及规律，为人们认识世界、做出选择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作为他近。
20年实证研究的结晶，弗罗里达制作的"居住地确定器"能为不同性格、不同需求和处于人生不同阶段
的人提供居住地指南。
 当我们看完这本书，最应该做的就是马上考虑应该如何制订我们这一生的安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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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理查德·弗罗里达 译者：侯鲲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是美国著名学者，
曾被《君子》杂志（Esquire）评为“最杰出最睿智的知识分子”。
2003年出版了畅销书《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Flight of theCreative Class）。
他是马丁繁荣研究院的学术主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还是设立在华盛顿、匹兹堡、多
伦多和欧洲的“创意阶层组织”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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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定居何处——最重要的人生抉择2世界不是平的《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说，世界是平的。
由于科技进步，现在全球竞技场已经变平了，世界为获胜者准备好了奖章。
无论我们居住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所有人都是参与者。
弗里德曼写道：“当世界是平的时候，即使你不移民也可以创新。
”这个提法已经有年头了。
当我们刚刚进入20世纪时，评论家们就在写作关于贸易和科技使世界变平的文章，这种世界变平的效
应使得生活在何处不再重要。
由于电报和电话的发明、汽车和飞机的出现、个人电脑的兴起，还有互联网的普及，许多人都认为科
技进步削弱了实际地点的重要性。
这一预言在今天仍然很流行。
1995年，《经济学家》杂志封面上赫然印着“距离的消亡”。
该杂志的记者弗朗西丝·凯恩克洛斯（FrancesKairncross）预测：“由于科技和电信竞争，距离将不再
是问题。
”四年后，这本杂志又很自豪地宣称：“无线通讯的革命从根本上粉碎了地域限制。
”新的通讯技术将成为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的“重要杠杆”，我们因此而可以自由选择定居地点。
在过去十年中，我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研究上述理论上，以便为我的具有挑战性的理论寻找证据。
我的团队帮我做了大量研究，收集了许多数据以及能够证明地点在全球经济中极为重要的证据，在随
后的两章中，将具体谈到这个问题。
那么，我的基本论点是什么呢？
无论如何，国际经济形势都不能用“世界是平的”来形容。
“如果孩子们一来到这个世界就能拥有聪明才智、强健的体魄、灵活的头脑、好看的外表和疼爱他们
的父母，他们就会在未来占有很多优势，但同时定居何处也很重要。
”这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爱德华·利默（EdwardLearner）在著名的《经济学
文献》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批评《世界是平的》的书评中的一段话。
理论上，我们可以选择居住在任何地方，但是有些地方会提供更多的机会。
对“世界是平的”这一论断的最明显的挑战是全球城市和城区的爆发性增长，越来越多的人聚居在城
区中。
生活在城区的世界人口的比重从1800年的3％上升到1900年的14％，到1950年，这一数值已经达到30％
。
而现在已经超过了50％。
在发达国家，四分之三的人口生活在城区。
人口增长并不是世界不平的唯一标志。
在本章中，我将提供具体的图表来证明经济活动和创新的极度集中。
就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和前沿创新而言，今天的全球经济是由很少的几个地方推动的。
另外，全球竞技场并没有任何将要变平的迹象，原来的最高点——那些推动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城市和
地区正在变得更高，而原本的谷底——那些几乎没有经济活动的地方正在变得更加缺乏活力。
的确，全球化非常强大，过去从来不曾参与到全球经济中的地方现在也开始行动了。
但所有这些地方都能够平等参与全球化并从中获益吗？
新技术和经济资源仍然高度集中，所以对世界经济最为重要的地点仍然屈指可数。
其实，全球化有两方面表现。
一方面比较明显，就是日常的经济活动（比如说简单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各地扩展开来；而另一方
面不是很明显，就是更高层次的经济活动，比如说革新、设计、金融和传媒日益集中在少数地点。
弗里德曼这样的思想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全球化如何使经济活动不断铺开（我们可以称之为全球化的离
心力），同时他们也忽略了经济活动集中的现实（向心力）。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你属哪座城>>

哈佛商学院教授和竞争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Poaer）称之为“地点悖论”，他在2006年8月
对《商业周刊》的记者说：“地点还是很重要的。
当一切都越来越具有流动性时，地点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一点，迷惑了很多聪明人。
”这些学者所犯的错误是将全球化看成了非此即彼的事情，而事实并非如此。
理解新的全球现状的关键是要认识到世界既是平坦的又是起伏的。
夜色中的世界下面几幅图是由马里兰州立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蒂莫西·古尔登
（TimothyGulden）根据研究结果绘制的。
这些图在世界地图上描绘了全球的经济活动。
2005年10月，当这些图的早期版本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们随后更新了这些图以便反映更多的信息。
根据传统的人口密度标准和全球经济产出与创新的新标准，这些图都反映出全球化导致的惊人的集中
趋势，大概有20～30个地点对于全球经济而言至关重要。
图2-1描绘了全球人口分布情况，为了确定那些对世界经济至关重要的“超级地区”，我和我的团队收
集了许多数据（我将在第3章 中进行详细讨论），图2-1就是根据这其中的数据绘制的。
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是印度德里到拉合尔一线，这个地区生活着1.2 亿多人口。
还有其他几个地区人口超过了5000万，有12个地区的人口在2500万到5000万之间，有33个地区的人口
在1000万到2500万之间。
当然，人口密度只是衡量经济活动的一个很基础的指标，不能完全反映生产率最高的地方与其他地方
之间的巨大落差。
有时，相对较小的城市（比如赫尔辛基）的人均产出反而非常高。
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聚居区经济产出并不高，甚至相当贫困。
所以，在确定“超级地区”时，不仅仅要考虑人口，还要考虑经济产出。
很遗憾，关于世界各地区的经济产出，我们没有来自同一个权威机构的完整数据，但我们还是可以找
到一个大致的估测指标。
图2-2备受关注，它表明了夜幕降临之后全世界的照明情况。
灯光更为集中的地方会消耗更多的能源，也可以假设这些地方有更多的经济产出。
为绘制这些图，古尔登使用了美国国家海洋大气局（NOAA）的国防气象卫星计划的数据。
他绘制了照明地区，标出了照明原因——家庭照明、工厂照明、街道照明、休闲娱乐照明。
凭借一系列空间和数据统计技术，古尔登能够根据这些地区的照明情况来估算当地的经济活动。
我把古尔登的估测指标称为“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light-basedregionalproduct），简称LRP
。
得出了预测结果之后，古尔登根据美国城市区域的经济产出和世界银行国别GDP数据来检验预测结果
。
他随后又将这个预测结果与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公布的人口预测结果进行比较，以此来证明这一方
法可以对经济活动进行合理预测。
最后，他将LRP的预测结果与耶鲁大学的廉·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和他的团队对GDP的预测
结果进行了比较。
最终的结果反映在图2-2上，它描述了我们对2000年全球每一平方公里的以灯光为基础的区域生产总值
的预测。
如图2-2所示，全球经济主要集中在二十几个超级区域里，在下一章我将会具体解释。
其中，两个超级区域的经济产出超过了2万亿美元。
大东京区域（2.5 万亿美元）以及另一个极大的超级区域——从波士顿经纽约到华盛顿特区（2.2 万亿
美元）。
就经济总量而言，这两个超级区域可以在世界上排第三和第四位，大概和德国相当，仅次于美国和日
本。
另外还有四个超级区域的产出超过了1万亿美元，分别是美国的芝加哥一匹兹堡大区域（1.6 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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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阿姆斯特丹一布鲁塞尔二安特卫普大区域（1.5 万亿）、日本的大阪一名古屋区域（1.4 万
亿）和英国的大伦敦区域（1.2 万亿）。
上述任一区域都可以列入世界国别经济总量排名的前十名，他们都比意大利、加拿大、印度、韩国、
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总量大。
全球有四十个区域的经济产出超过了1千亿美元。
超级区域不仅仅是国别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也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尽管不能与美国、欧洲和日本相比，印度和中国经济的分布也非常不平衡。
根据古尔登的灯光照明数据，中国65％的经济产出是由25％的人口所在的区域创造的。
在印度，26％的人口所在的地区创造了超过一半（54％）的经济产出。
对比美国的情况可以看出，美国各大区域的经济产出大致和人口成比例。
尽管美国的人口和生产力分布不平衡，但是分布在相对而言比较多的几个区域，而中国和印度的工业
化开始得较晚，他们的资源和生产力更加集中。
当前的进程将会让世界变得更加不平衡。
智慧之城人口和经济活动分布都将变得更加不平衡，而创新这个经济增长的引擎将变得最为集中。
全球竞争在创新领域的情况是最不平衡的。
图2-3描述了根据获得的全球专利多少来衡量的世界创新中心。
古尔登通过另一种新的方式制作了这些图。
他使用灯光照明来确定经济区域，又使用美国专利和商标局的数据来查询每一位在美国注册专利的发
明者来自何处。
于美国专利数据偏重于在美国获得专利权的发明者，因此他使用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对世界各
个地点作出更为精确的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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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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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属哪座城?》：对不起，世界不是平的！
在哪里定居是你人生最重要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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