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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届城市品牌国际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

记者 耿雪

2013-11-04 08:56: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1月1日第518期 

   

  （原题：注重特色文化 避免千城一面让城市成为诗意栖居之所） 

  纵览中华大地，新城拔地而起，人们在享受城市快速发展成就的同时，也难免慨叹“千城一面”。如何在发展和转型中定位

城市？如何制作独具特色的“城市名片”？这些问题成为日前在清华大学召开的“中国首届城市品牌国际论坛”讨论的热点。 

  塑造形象突显城市核心价值 

  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从未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如此大规模的人群在短时间内进入城市。清华大学新

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尹鸿表示，中国的城市建设为“定位城市”这一主题提供了重要的题材。 

  品牌研究与战略规划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石。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城市品牌研究室主任范红认为，一方面，这项工作能

够有效整合城市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全方位资源，加强城市居民凝聚力；另一方面，塑造城市形象可以突显核心价值，能

够为城市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如吸引投资商、创业者和游客等。 

  在中国，城市并不是近代才有的新鲜事物。在关注现代化元素对城市的重要作用时，很多学者也将目光投在中国古代城市

上。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毛曦表示，研究中国城市史可以发现，过去城市中很多有特色的文化元素都未能保留下来。 

  城市应服务于人的生活 

  城市与人的关系在于精神、文化的建设与传达。北京作为一座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古城，是世界城市文明演进的一个样本，更

是当代城市化发展的典型范例，承载了中国国家形象。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柳斌杰表示，建设优秀的城市不仅体现在从

空间上更好地规划城市面貌，更体现在如何引导人们去理解和建设城市的文化精神，这是城市的灵魂所在。城市的文化灵魂不在

于华丽的建筑，而在于城市中的人。“城市”是“人的诗意栖居之所”，因人而旺，应当从属并服务于人们的生活。 

  城市的文化精神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应该面向未来，用包容的态度去接受新的元素和文化。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

长何一民告诉记者，城市建设要转变理念，应当以人为本建设良好的居住环境。 

  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皮欧·伯格表示，城市化及其这一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值得学界深入探讨。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聚在

一起，能够更全面地看待一座城市和城市生活。现在全球的城市都处于竞争之中，我们应该在可持续性发展中去思考如何让一座

城市更加宜居、更加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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