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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历史上 ,成都与重庆两地同属四川 ,具有交织互融的共同历史 ,但每一座城市都有个性化的自

然空间、个性化的人文景观和个性化的历史遗存。成渝两地之间 ,由于自然条件和当代历史发展中的行政

分割等因素 ,导致两地的城市意识有着个性差异。利用城市意识把城市无形资产集合成独特的集聚形态 ,

引发人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流量和流向的一系列变化。这样既可以创造出新的城市经济资本、社会资源和

文化资源 ,又可以直接使这些资源转化为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效益 ,从而改善城市内部结构 ,提高

城市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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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consc iousness and its effect on Chengdu2Chongq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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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engdu and Chongqing belonged to Sichuan will win2win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based on the common history. But each

city has characters of the natural space, individuality, personality and cultural landscape of historical relics. A s a result of natural

conditions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adm inistrative segmentation, and other factors, the two cities have a sense of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By using the urban consciousness, it will bring town intangible resources into a unique agglomeration form and

triggers a flow of peop le, cap ital flow, information flow, such as flow rate and flow of a series of changes. This can create new urban

econom ic cap ital, soci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and also can direct these resources into city’s political, econom ic, cultural and social

benefits. So it will imp rove the city’s internal structure and raise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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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城市意识的理论分析及效益

城市意识是一个历史的、时间性的综合概念。

它随城市的产生而产生 ,随城市的发展而逐步丰富

内涵。体现出城市个性与特色 ———城市意识 ,其最

大的特征便在于此。城市个性与特色 ,是一座城市

通过精神文化、景观、建筑风格、城市风貌等方面显

示出来的唯一性、排他性和可识别性 ,是一个城市

卓尔不群、特色独具的根本标志。它综合了城市的

文化资源和历史底蕴 ,综合城市的地理环境和人文

环境 ,综合了城市居民的思想风貌和道德品行。我

们把从城市文化提炼出并升华得到的精髓称为城

市意识 ,以此理念为指导 ,同时通过城市意识的各

种表现要素和营销手段来构建城市品牌 ,将城市作

为无限升值的有价物来经营。[ 1 ]因此 ,准确塑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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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的城市意识 ,言简意赅地表述一个城市的城

市意识 ,将对城市居民起到精神鼓舞、激励作用 ,并

促进居民积极维护城市的声誉 ,努力参加城市建设

活动。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新型城市理念 ———经营

城市。[ 2 ]

“经营城市 ”[ 3 ]是当今中国各大城市的热门话

题。所谓经营城市 ,是指用市场眼光重新认识和审

视城市 ,把城市作为最大的国有资产来经营 ,使其

不断增值 ,包括城市自然资本、城市文化资本 (无形

资产 )、城市延伸资本。把城市作为一种特殊的有

价物予以推销 ,从而依靠“卖点 ”增强城市的吸引力

与竞争力 ,这无疑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管理观

念的新突破。城市意识作为城市无形资产精髓 ,在

城市竞争力中 ,是一种鼓舞力量和推动力量 ,对于

城市化或城市经营来说就具有以下时代战略意

义 [ 4 ]
: (1)它是城市的灵魂 ,是建设城市个性与特

色的需要 ,也是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力量 ;

(2)它与经济的一体化关系 ,使自身也成为城市创

新力的强力催化 ,满足经营城市、营销城市的需要 ;

(3)它在塑造城市整体的同时培育城市人文精神 ,

打造城市文化品牌 ,在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中具有显

著的强化作用。城市意识把属于城市无形资产方

面的资源集合成独特的集聚形态 ,引发人流、资金

流、信息流等流量和流向的一系列变化 ,并形成新

的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本 ,形成新产业发展资

源和整体发展资源。从而改善城市内部结构 ,提高

城市竞争力。这与城市化进程中的“经营城市 ”理

念不谋而合 ,也昭示了新经济时代的中国城市发展

中必然的突破。[ 5 ]而处于同一经济区域内的两座城

市 ———成都、重庆 ,能否合理利用“城市意识 ”,在区

域经济合作的大趋势下 ,创造出适合整体及局部共

同繁荣的道路呢 ?

二、成都的城市意识及其经营

成都有二千五百年的建城史 ,一直是中国西南

重镇。不管在文化、政治、商贸方面 ,它的基础都相

当深厚 ;成都文明的休闲之城 ,人们生活节奏缓慢

而有序 ,尽情享受着文化商业古都里浓郁的儒商氛

围 ;成都所处的四川省也是农业大省 ,农业产值占

总产值的 51% ,而工业产值只有重庆的一半。成都

是许多人心目中的“乐土之邦 ”。每一个成都人都

在全力打造中国的休闲之都。所谓“休闲 ”二字听

起来没有一点城市经营的味道 ,实际上 ,它是采用

亲切自然的语言让你产生对城市生活质量的认同

感。在“休闲 ”背后 ,更凸现了在文化、旅游、餐饮、

科技、贸易的经营手段。这里的城市广告语是“你

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 ”。围绕这一城市定位 ,政府

请来了著名导演张艺谋拍摄城市广告片。[ 6 ]从历史

文化与科学人文精神这个角度来讲 ,成都较之重庆

最突出的优势也就在于它浓厚的文化背景。

三、重庆的城市意识及其经营 [ 7 ]

重庆是一个“大城市带大农村 ”的特殊直辖市 ,

尽管有 55%的农业人口 ,但重庆从来就不是农耕文

化的代表。工业 26个大类重庆都有 ,汽摩、仪器、精

细化工、大型变压器方面 ,重庆历来也是全国重要

的生产基地。所以重庆更应算是一个门类非常齐

全、工业化程度也非常高的城市。在经济建设方

面 ,重庆喊出“一城两翼 ,建设三大经济区 ”的口号 :

主城 9区建成“都市发达经济圈 ”,西部建立“渝西

经济走廊 ”,东部建设“三峡库区为核心的生态经济

区 ”。三个经济区域实行分类指导 ,分类推行 ,发挥

各自的比较优势 ,形成优势互补。[ 8 ]重庆是我国西

部唯一具有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和管道五大运输

方式的城市。直辖后 ,重庆以交通为重点 ,依附“山

城 ”、“两江交汇 ”的独特地理优势 ,投入了大量资

金 ,开工建设了一批重大项目 :山水园林城市、光彩

工程、8小时重庆、半小时出城等市政项目。[ 9 ]今天 ,

戴着直辖市帽子的重庆是一个省的身体。这一点

注定重庆是中国城市的唯一。重庆的城市化进程

和一体化速度要比所有的中国城市更滞后、艰难 ,

但从优势讲 ,重庆的发展腹地是广阔的 ,它可以利

用 8. 24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成为世界城市第一。正

因为如此 ,它的发展优势变得尤其显眼 ———中国最

年轻的直辖市。“开放、奋斗、活力、创新 ”的重庆必

定会成为中国地图上光亮的一点 ,与成都的相比也

因为直辖变得更为显眼。

四、成渝城市意识的比较

这两座城市的意识与血性有着天壤之别。重

庆气候闷热难耐 ,常年不见天空的模样 ,成都却天

高云淡 ,气候宜人 ;重庆是山城 ,尽管曲径通幽却难

以行走 ,与“一马平川 ”的成都形成鲜明对比 ;从性

格而言 ,重庆人雷厉风行 ,爽直率真 ,而成都人平和

儒雅、恬淡内敛。

这些迥异的背后其实就是城市文化的悬殊 :成

都是商业文化城市 ,重庆是工业经济城市。双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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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相争夺“长江上游经济区中心 ”,凭借的就是坐拥

的丰富自然及再造资源。成都有良好的经济制度

环境 ,文化品位较高 ,传媒业发达 ,是中国四大传媒

中心之一 ;重庆是资深却年轻的工业型直辖市 ,矿

产资源、交通条件俱佳。因地势和气候原因 ,在生

活节奏上显得忙碌快捷 ,工作风格干脆爽直 ,讲究

效率。简而言之 ,成都凭的是老练和成熟 ,重庆拼

的是年轻和创新。

成都和重庆 ,它们具有独特的城市意识。而这

两种不同的城市意识不应该成为盲目竞争、排斥甚

至抨击的理由。两种城市意识同宗同源 ,唇齿相

依。成渝两地的人民应该更好地利用这种求同存

异的意识和文化 ,促进双方在各方领域的积极合

作 ,不应由于历史留下的文化、意识不同而丢失互

助互进互荣的机会 ,这既不符合城市化进程的需

要 ,也不顺应时代的潮流。

五、成渝城市意识差异对川渝合作的影响

四川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

有强大的媒体力量 ;重庆有雄厚的工业基础 ,有便

捷的黄金水道 ,有勤奋的劳动人民。地域范畴的同

属同源 ,城市人口、经济总量的接近 ,双城之间资

金、人才、观念的频繁沟通与流动 ,交通的便利都足

以使两城对比成为两座城市市民经常的谈资。竞

争与挑剔 ,都在有意无意的不断对比中产生。于政

府而言 ,对合作和竞争更感兴趣。正因为共享巴蜀

文化资源 ,川渝依靠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密切联系的

经济关系 ,因此两地把在地区结构、经济功能方面

的互补性转换为双方合作的基础。长江上游经济

区下的两地合作利用共处四川盆地的地理优势 ,建

设“三组团一轴线 ”城市经济带。“三组团 ”即成都

组团 ,主要指成都市区及周围城镇 ;重庆组团 ,主要

指重庆市区及周围城镇 ;内江、自贡组团。“一轴

线 ”是指成渝铁路和成渝高速公路沿线呈点状分布

的城镇。成渝在经济上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个

城市要想提升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 ,就必须

在社会文化活动和经济上相互融合、共生互补 ,形

成互融的要素市场 ,并促进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的一体化发展。川渝利用城市意识作为合作点的

内容十分丰富。比如进一步研究川菜制作手法 ,将

现代烹煮手艺及科学的膳食搭配融入独具一格的

菜系 ,打造出更具价值的饮食品牌 ;两地联手 ,向全

世界推介川剧等文化资源 ;将两地拥有的旅游资源

通过方便快捷的交通系统 ,整合成跨省的旅游线 ,

吸引来自全国各地及海外游客 ,将旅游业发展成为

新的经济增长点等。川渝既要合作 ,也需要良性竞

争。根据两地产业等方面的差异性 ,强化城市间的

分工作用 ,这样才能形成经济快速发展的区域 ,而

不能仅仅是停留在“两个点 ”。成都、重庆以及周围

的城市群应当发挥各自优势 ,突出特色 ,加强合作。

切勿忽视自身优势 ,进行盲目的比对。

通过分析 ,双城的城市意识异同应科学、理智

地定位在“求同存异 ”的正确方向。我们就是要善

于把城市意识的“不同 ”可能带来的“合作壁垒 ”转

化为“合作动力 ”,把城市意识的“相同 ”形成的基础

化为“合作基础 ”,以点带面 ,再整体推动大西部的

各项领域发展 ,做大属于不同于沿海或东部发达地

区的特色产业 ,将“城市意识 ”与城市化、增强区域

整体实力真正地紧密联系起来 ,使双城形成“1 + 1

> 2”的竞争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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