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国际大都市，离不开精神、文化
的有力支撑。

作为中国的南大门，自古以来，珠
三角就是移民入住、西方文化率先风行
的前沿地。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通
过港澳文化率先吹拂到这里，百万内地
人南下打工寻梦，移民文化、西方文化
在这里相互激荡，形成了合作多元、开
放、包容、务实、重商、创新的岭南文化。

务实、重商的岭南文化让广州人更
善于发现、发掘商机。动画片《喜羊羊
与灰太狼》的成功包装与运作就是成功
的案例。

多元、包容的岭南文化造就了开放
兼容、敢为人先的岭南精神。当地一位
资深媒体人说：“广州市民不惧官、不唯
上，有苦处不吐不快，媒体马上就有回
应，政府部门也会接着改进，大家有商
量，这是岭南文化的特点。”

在广州，不同的文化元素交织融
合。在这里，你既能看到现代建筑、欧
式古典建筑，也能发现颇具岭南特色的
建筑；既能吃到正宗粤菜、川菜，也有机
会品尝西餐和日韩料理。坐上四通八
达的地铁，听着播音员依次用普通话、
粤语、英语播报站名，你会觉得自己仿

佛身在香港。
广州，一方面吸纳世界优秀文化，

并将其加以改造、完善、创新，变为岭南
文化一部分，从而使岭南文化不断得到
充实、壮大和升华。另一方面，又将自
己吸收、积累的文化势能辐射出去，传
递到海内外。

多元包容、开放创新，这正是广州
建设世界城市不可或缺的精神内驱力。

去年 8月，第二届全球城市指数排
名揭晓，其衡量标准包括影响力、文化
以及革新等综合实力。在全世界 65个
大城市中，中国内地共有5个城市上榜，
广州排第 57位，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
排名最靠前的内地城市。

走在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路上，广州
信心十足，步履稳健。

开放包容
建设国际大都市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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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书记卢展工：郑州要勇于与沿海发达地区的省会城市比、与全国先进的大城市比

City

珠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城市群主要包括广东的广州、
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
和肇庆9个城市。根据《珠江三角洲地区
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珠三角地区的战略
定位为：探索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深化
改革先行区、扩大开放的重要国际门户、
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全国
重要的经济中心。到2020年，珠三角地区
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基本建立完善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以现代服务
业和先进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形成粤
港澳三地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全球最具
核心竞争力的大都市圈之一。

★相关链接

拉大框架
夯实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基础

6 月的广州繁花似锦，
绿树成荫。

漫步花城广场，提起声
名远播的海心沙岛、亭亭玉
立的“小蛮腰”，羊城人聊起
去年举办的广州亚运会，语
气中满是自豪。

亚运，让广州了解了世
界，也让世界了解并记住了
成熟、大气与自信的广州。

拥有2200多年历史的广
州，曾是“世界之城”。

秦汉时代，广州(古时称
番禺)已成为商贾云集的对
外贸易大都会和海上丝绸之
路发祥地。

清代乾隆年间，广州是
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
对外贸易盛况空前，“十三
行”名扬海内外。

但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
广州放慢了发展的步伐。

改革开放后，凭借临近
港澳的优势，广东成为中国
对外开放的“领头羊”。作为
省会的广州，重新找回了拥
抱世界的信心和机遇。

2009年1月，广州迎来了
新的发展契机——国务院批
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
规划纲要（2008－2020年）》颁
布。作为广东省省会、珠三角
地区中心城市之一，国家给广
州未来的发展定位是：国家中
心城市，面向世界、服务全国
的国际大都市。

秉承着曾经的荣光，羊
城激发起新的世界梦想。

和着珠三角一体化的鼓
点，广州激情自信走向国际大
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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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际大都市，必须用国际视

野、先进理念来规划、建设、经营城市。
敢为人先的广州人在城市发展空

间的拓展上屡有“惊人之举”。
2000 年，花都、番禺撤市设区，广

州城区面积由 1443.9 平方公里激增到
3718.8 平方公里，城市框架大大拉开。
广州明确了“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
城市发展战略，后又适时新增“中调”，
城市发展战略逐步完善。

2005年，新设南沙区、萝岗区，城区
面积再增近千平方公里，广州由沿江城
市成为真正的临海城市。这是广州真
正面向海洋、对接香港、迎接世界经济
的一次“城市突围”。

广州市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负责
人陈来卿分析说，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随
着其功能性质的调整，迫切需要一个空间

载体。经过两次扩图，广州的整个发展空
间拉开了，初具国际大都市的空间架构。

未来五年，广州将重点打造“一轴
两城三中心”，构筑“一主六副多组团”
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空间形态，引领城
市发展全面升级。

与此同时，广州着力打牢建设世界
级城市硬件基础，亚运会无疑加速了这
一进程。

为迎接亚运，广州向新加坡等国际
先进城市“取经”，城市建设管理大跨越，
城市面貌大变样。广东省委常委、广州
市委书记张广宁曾说，借助亚运的机遇，
广州的城市建设速度加快了5～10年。

广州市民宋建新说：“举办亚运会，
让广州空气更清新了，交通更畅快了。”

一组数字可说明广州城市建设的
大手笔：“十一五”期间，广州共投入

2133亿元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新建
177公里地铁线路、210公里高速公路和
609公里城市道路。

未来五年，广州发展大交通的气魄
更大：构筑白云空港、南沙海港、广州铁
路主枢纽为主骨架的门户枢纽，拓展国
际航运服务，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与
港澳错位发展的国际航运中心，打造枢
纽型国际化信息港。

城市建筑上，广州也日渐显示现代
化国际大都市的气势。

作为广州新城市中轴线的重要节
点，国际建筑大师的手笔在珠江新城星
罗棋布：纤细挺拔的“小蛮腰”广州塔，
沉稳奢华的西塔（广州国际金融中心），

“之”形的广州图书馆，“宝盒”状的广东
省博物馆，“双砾”状的广州歌剧院……
一座座通过国际招标建设的新地标，无
不彰显了广州城市建设的高品位。

美国建筑学家沙里宁说过：“城市
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
负。”透过广州的城市建设，我们感受到
了这座城市内心深处的追求。

建设国际大都市，还必须有足以服
人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
出台不久，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明确指
出：“广州一定要有‘大哥’意识，这不是
在‘抬举’广州，而是对广州的要求。”

要做强自己，城市功能该如何定位？
产业经济该如何布局？

综观纽约、巴黎、东京等国际大都
市，其产业都呈现高度服务化的特征，
并且在城市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上扬
长避短，与周边城市错位发展。

地处广东及珠三角中心，衔接港
澳、辐射华南，独特的区位优势给广州
发展商贸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千年
商都”的美称便是明证。

广州很清楚自己的资源禀赋和比
较优势。

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就
曾说过，当前，广州最具特色、最有可能打造出
来的应该是国际商贸中心和国际文化中心。

基于此，广州致力于构建以服务经

济为主体、现代服务业为主导、高新技术
产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
体系。“腾笼换鸟”、“退二进三”、“两转
移”……一系列政策随即出台，现代物
流、金融保险、商务会展、总部经济、文化
创意等产业成为广州大力扶持的对象。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广州与香港的经
济合作层次也在上升，由以往工业制造领
域为主转向金融、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南
沙开发区已被广东省政府批准为实施
CEPA先行先试综合示范区。

广州还积极参与中国—东盟自由
贸易区建设，加强与东盟在经贸、技术
等方面的合作。

据统计，2010年，广州共吸收来自
58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980个；商品进出口总额1037.8亿美元，
增长 35.3%。2010 年年底，世界 500 强
企业已有174家落户广州。

广州还注重加快发展汽车、电子产品
和石油化工三大支柱产业优势，培育发展
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实现

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互动发展。
这一举措效果明显：2010 年，广州

地区生产总值达 10604.48亿元，成为继
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进入GDP“万亿
元俱乐部”的城市，也是首个经济总量
过万亿的省会城市。其中，服务业增加
值达6464.8亿元，占经济总量的61%；工
业增加值为 3950.64 亿元，占经济总量
的37.2%。

广东“老大”的地位无人能撼，广州
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底气更充足。

广州还注意与兄弟城市共享资源、
共同发展，体现出一定的辐射带动力。

广州与地缘相近的佛山率先“牵手”。
2009年12月，全国首个跨区域综合规划

《广佛同城化发展规划（2009-2020年）》正
式出台。2010年11月3日，广佛地铁开通，
广佛同城取得实质性进展。

“同城化，这对两市来说是一个双
赢的格局。”广州市发改委主任潘建国
认为，最关键的是要实现两市资源共
享，让各种要素在两个城市之间的往来
更便利。

以广佛同城为基础，广佛肇一体化
的步伐也在加快。

携手佛山和肇庆，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广州实力必将大大增强。

做强自身
壮大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底气

本期“聚焦国内城市带”推出珠三角城
市群。

为期五天的采访，作为珠三角核心城
市之一——广州，给我们最深的印象是，用
国际化视野谋求发展的紧迫感。

无论从城市建筑的风格，或是浓郁的城
市文化、或是产业的布局、或是城市带的构
筑，无不体现出国际化的胸襟和追求。

现实是历史的延展，历史是现实的回声。
分析广州和上海的近代地位变迁，更能

看清楚：开放决定着一个城市的盛衰起伏。

鸦片战争前，广州是当时远东最大的
通商口岸。但自1843年开埠后，上海在中
外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从 1844 年到
1849 年的六年间，英国对华贸易的进口额
广州从95.9%降到51.7%，上海则从12.5%上
升到 40.0%；出口份额广州从 88.7%降到
61.7%，上海则从11.1%上升到37.1%。

鸦片战争前只有广州设有少量洋行，
战后迅速向上海发展，1844年有洋行11家，
1854年猛增至120家。对外贸易方面，1848
年输往英国的货值广州占全国总额的
75%。至 19 世纪 50 年代后，上海取代广州
居首要地位。由上海出口的茶叶，1853 年
占全国总额的 70%左右，而丝的出口至 19

世纪50年代中期几乎全由上海垄断。第二
次鸦片战争后，镇江、南京、九江、汉口成为
通商口岸，长江允许外船通航。中外贸易
大幅度增长，外贸的中心也逐渐由南向北
转移。1865 年以后，洋务派在上海兴办一
批近代工业，上海的人口大增，1866年交易
的商品有50%通过上海集散。

从此，广州衰落，上海崛起。
观史而知今。国际化的本质是开放。

开放的水平，决定城市的发展水平；开放的
程度，决定城市的江湖地位。

国际化的本质是开放
郑 言

矗立在新城市中轴线上的广州国际金融中
心，呈现出浓厚的现代气息，成为广州最具国际
视野的地标建筑。

羊城养出“史上最贵羊”——喜羊羊，演绎着沿
海文化产业走向国际的梦想。

广汽本身就是一家国际化企业，是广州国际
化的一扇窗口。图为广汽本田整车检测线。

国内首条全地下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线路
——广佛线，连通了广州、佛山两座城市，坚定地
迈向国际化大都市。

千余公里的绿道如翡翠连城，串起了广州人
健康、环保的现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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