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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层在北京 都应有落脚点

[ 作者 ] 薛涌 

[ 单位 ] 萨福克大学历史系 

[ 摘要 ] 使各阶层居民在北京都有落脚点，使为北京提供日常服务的人，能住得起北京。这样北京才会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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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各阶层居民在北京都有落脚点，使为北京提供日常服务的人，能住得起北京。这样北京才会有前途。最近有消息说，有十万北京

人被高房价挤出北京，到河北等周边地区买房。城市人口随着市场规律向周边地区疏散，这本来是好事。但是，现在这样的发展，会给北

京的城市化带来巨大隐忧。被房价挤出北京的人口，并不一定放弃做北京人的资格。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想像许多人住在河北，但要到北

京上班，或者依赖北京的公共服务。他们来回跑，给交通带来巨大压力。本来寸土万金的北京地区，又要征用大量土地修建公路、铁路。

同时，这种交通又大量消耗能源，并且加重空气污染，提高心血管及呼吸道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当然更不用说，一天在路上消耗几个小时

的人，不可能有太多业余时间进修提高，没有精力管孩子，没有工夫和家里人享受天伦之乐，无法参与社区的事务。这将影响到不止一代

人的人口质量。这些人往返于北京和远郊，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依赖北京，北京也依赖他们。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城市不需要低收入者。许

多基本的服务，如销售、公交、清洁卫生等等，必须依靠低收入的人来维持。如果一个城市贵得让给这个城市提供关键服务的人都住不

起，这个城市就会失去活力。所以，北京要生存，要繁荣，就必须是一个对各个阶层开放的宜居城市。从这种意义上可以看出，北京所隐

含着的危机。我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在过去二十年北京的发展中，城市的发展过度依赖政府规划，而不是自然的成长。要了解这

一发展过程，我们不妨重温刚刚去世的城市社会学家雅可布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此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城市的动力来

自私人的创意，零敲碎打的试错式的累积发展。健康的城市常常是有机的、多元的、自发的，甚至有些杂乱无章。而二战后美国许多大城

市的发展，过度迷信规划，动不动就把老社区推倒，代之以全新的现代建筑。结果，原有的社区文化脉络被破坏了，城市变成了一个机

器。她特别强调，那种只重视城市外观而不注重城市功能的“发展”，对城市健康最为致命。这些话听起来抽象，但落实到北京的发展，

就一点也不抽象。我是在北京市安外兴化西里长大，大学毕业后搬到安定门立交桥外侧地坛公园附近，对从安定门到安贞桥这一带相当熟

悉。在旧北京，城门外曾经是粪场、坟地、农田，同时也是个开小买卖的地方。所以，这一带有许多世代居住的低收入者。改革开放后，

安外大街上的一些居民颇有些“火”的日子。他们利用临街的门脸儿和世代聚居所发展起来的网络，做起小买卖来。自行车铺、小食品

店、理发店、餐馆、书报亭……应有尽有。我曾在一家小店买饮料，当家的老大爷自称“知识分子”。一问才知他年轻时是小学教师，在

“文革”时丢了教职，就靠这临街小店为生。后来一纸拆迁令，这些小买卖一下子就消失得干干净净。一个自发式、累积式，有着传统文

化脉络的社区，被一群规划发展的豪华公寓、购物中心、写字楼取代。安外大街的变化，不过是北京发展的缩影。世代聚居的低收入者被

迫迁出，豪华的办公楼、购物中心、高档公寓拔地而起。城市气派多了，但外观压倒了功能。越是气派，人们越住不起。北京的地价，还

有多少地方可以给中低收入的人盖房。可是，这些人祖祖辈辈住在北京城里啊。如果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当年有些住户，有权利不走，

或者能让他们在附近买房，会有什么结果呢？很简单：许多低收入者会留下来，会更便利地为城市提供服务。挤不掉老居民，许多发展计

划就会在远郊展开，北京就不会有现在的问题。在我看来，如今的发展，会产生一些安全问题。比如，如果大量人口迁居河北或远郊，每

天来回跑，一旦能源危机，油价暴涨甚至供应中断，北京怎么办？再有像现在这样高楼大厦林立，一旦碰到大的自然灾难，城里的人口往

哪里走？这些问题都需要城市管理者考虑。现在，北京人口已经过于拥挤，必须向远郊疏散。但主要搬走的绝不应该是低收入者。建议城

市管理者进行一些规划，比如把住房建设分成豪华型、中产型、经济型、贫困型等几类，按比例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一个小区各种类

型的住房必须各占20%-30%.建不够经济适用房，就不许盖豪宅。在税收上，实行针对豪华住房的累进税制，对贫困户住房的建造特别拨

地、免税，使各阶层居民在北京都有落脚点，使为北京提供日常服务的人，能住得起北京。这样北京才会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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