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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座城市的新启航鼓与呼

张东明

历史又处于一个重要时刻。党的十八大开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征程，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激荡着13亿人的新期盼。

在这样的历史方位下，广东该有何新作为？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出

京考察就选择广东，为广东定下了“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总目标。这是莫大

的鼓舞，又是极大的鞭策。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胡春华同志强调

的，“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是广东省今后工作的前进方向和行动指南。

此时的广州，再一次处在了城市之变的关键节点。2012年秋天，广州市委

十届三次全会开幕，伴随着新型城市化的强音，一个雄心勃勃、目标远大的新广

州正式起航。题为《为了广州人民的幸福》的全会报告，近10次提到新型城市

化，为广州描画了一条“从历史走向未来、从现实追求理想的希望之路”。

广州在中国和广东发展大局中举足轻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作为国家中心

城市和珠三角城市群的“带头大哥”，在改革发展的新阶段，广州应为“三个定

位、两个率先”总目标要求的落实、为中国梦的实现做出怎样的贡献？在广东加

快发展的大背景下，作为广东省会、“老大哥”，广州将为“弟兄”们做出怎样

的表率？作为千千万万新老广州人生活工作之所，广州又将如何开启城市的美好

未来，建设科学发展的幸福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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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的拷问，也是人民呼声。在广州新的发展阶段，在《珠江三角洲地

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五周年的特殊节点，《南方日报》经过深思熟虑与

反复斟酌，重磅推出“广州九论”报道，以当下国内激烈的城市竞争为背景，

以“广州是否会被天津等城市超越”为突破口，梳理了九组战略选择题，其中

包括：《时与势：告别“暮气沉沉”重拾改革先锋》、《赶与转：广州经济发

展大梁谁挑》、《大与活：缘何难觅中兴华为》、《竞与合：广州“大哥范”

靠干不靠喊》、《城与乡：走活城乡一盘棋》、《吐与纳：急功近利种不出参天

大树》、《内与外：瘸子结构站不稳》、《扩与提：新城靠硬件堆砌不出来》、

《破与立：要保发展红利仍需勇打拦路虎》。

“广州九论”甫一推出，以及南网策划的“广州迷失了吗”网络问政活动，

即在政界学界、民间网上引发了热烈讨论，掀起了一场关于广州战略定位、路径

策略、机遇优势、挑战瓶颈的大反思。专家学者、知名网友、热心读者的评论文

章像雪片似的飞来。《南方日报》珠三角新闻部从中挑选了一批观点鲜明、有建

设性的评论，在“广州观察”的“广州大道”栏目中刊发。随后，为进一步将讨

论引向深入，《南方日报》推出“广州九策”系列报道，约请九位海内外权威专

家为广州加快发展建言献策。

在众声喧哗的多元时代，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信息时代，这样一场发展与改

革的讨论凸显其意义所在。更多的声音被聆听，更多的意见被重视，是理顺城市

内外各方关系、找到善治之道的起点。每一个人对城市发展之策的充分表达，对

更美好生活的向往，构成了这座城市最富生命力的思想空间。在开放活跃的城市

里，更多人有机会拥抱自己的梦想。我们看到，在这场“广州如何不被超越”的

讨论和思考中，民间发展的潜力、思想的潜力逐步被发掘出来，人们对广州发展

未来的无限期许与瞩望，本身已然是这座城市向前发展的力量、信念和不竭的动

力源。

“广州九论”、“广州九策”系列报道所引发的强烈反响，反映了全省上下

对广东加快发展促转型的强烈愿望、热切期盼和极大关注。诚如报道中所写到的

那样：“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广东省会城市、珠三角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广州

的发展肩负着带动珠三角、带动全省的责任，广州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区域经济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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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格局。”广州被追兵紧紧追赶的形势，也折射出了当前广东省所面临的严峻挑

战。在此当口，广州落实好“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要求，就能带动全省落实

好“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要求；广州加快发展，就能带动全省加快发展。

一直以来，南方日报融入广州、解读广州，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守省委

机关报的社会责任，凭借高品质的新闻报道、深度的分析评论、精准的资讯服

务，成为这座国家中心城市主流高端人群必读的权威政经媒体，用党报的“高

度”来参与社会潮流、引导社会潮流。在全省上下对于加快发展充满了紧迫感、

危机感、责任感的背景下，《南方日报》推出“广州九论”、“广州九策”，就

是要为广州和全省落实好“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要求、加快发展鼓与呼，为

广州乃至全省干部打一剂强心针、兴奋剂，进一步凝聚力量与智慧。

这是一场伟大的城市之变。当广州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取得辉煌成就时，愿我

们可以骄傲地说：作为记录者，我们无愧于这一时代。

能够为一座城市的新启航鼓与呼，并见证她进入一个新时代，是南方日报之

幸。是为序。

� 2013年5月16日

� （作者系南方日报社社长、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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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广州如何不被超越？

2013年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实施的第五年。

广州被确立为国家中心城市已经五年了。

回顾五年来走过的路，广州既豪情万丈、信心满怀，同时又充满忧思。

30年前，广州凭着改革先发优势，独领风骚；今天，中国业已形成群雄并起的

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后起之秀也已经对广州形成赶超之势。“广州如何避免被超

越”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盛世危言”。

同时也应该看到，城市与城市的竞争，并非单纯的GDP竞赛，而是在经济总

量、增长效益、辐射功能、生态环境、文化制度、民生幸福等综合指数的比拼。

2013年是一个值得玩味的年头。广州怀抱着丰硕的果实，又面临着形势的拷问。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何妨从长计议，用更宽广、更长远的眼光去打量这座

城市的未来。

以《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五周年为契机，南方日报梳理了

九组战略选择题：时与势、赶与转、大与活、竞与合、内与外、吐与纳、扩与提、

城与乡、破与立，集结为《广州九论》，以期抛砖引玉，让热爱广州、关心广州的

人们都来参与这场关乎城市前途命运的大讨论。

两个关键词　改革和南沙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出台已经五年了。过去

的五年，是纲要落实开局的五年，是奠定基础的五年，是搭建框架的五年。对于广

州而言，过去的五年更具有非凡的意义。

五年前，《纲要》赋予了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地位。这五年来，广州经历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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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知名度、美誉度无疑增加了，市民的认同感提高了，然而在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的道路上，广州前进了多少？

五年后的今天，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天津对于

广州已成赶超之势，深圳、苏州紧跟其后。关于“第三城”的辩

论甚嚣尘上，有人忧心忡忡：如果广州在经济总量的竞争中失去

蝉联24年的“第三城”地位，会不会对其影响力、话语权产生重

大影响，甚至可能在实际上被“国家中心城市”俱乐部抛弃？

在这次工程浩大的策划报道中，南方日报分派多名记者围绕

九个战略议题，采访了多家企业高管、多位专家学者官员，试图

为广州寻找决胜未来的“胜负手”。许多受访者给出的答案都指

向两个关键词——改革和南沙。在群雄逐鹿的今天，广州资源优

势逼近极限，区位优势逐渐弱化，改革无疑是广州发展最大的红

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靠改革，增强民企活力靠改革，弥补创新

不足靠改革，率先建设公民社会靠改革。重燃改革激情，是广州

在“城市赛跑”中领跑的不二法门。

而南沙，则肩负着“再造一个新广州”的希望。南沙能否成

为广州重启改革的按钮，很多人在期待；能否成为广州的“滨海

新区”，很多人在期待；能否开创一种新的城市形态，很多人在

期待。甚至有人指出，只要南沙新区建设成功，即使广州暂时失

去“第三城”的头衔，十年之后还会再次反超。

九个战略选择　把握方向大胆求索

在城市间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势下，广州如果战略上发生偏

差、工作上稍有懈怠，都有可能被后来者赶上，现有的中心城市

位势也可能下降。在九个战略议题上，广州必须谨慎把握方向，

大胆求索，方可乘风破浪。

明察时势。然而在天津的强势追赶下，“第三城”的头衔或

在群雄逐鹿的今天，

广州资源优势逼近极限，

区位优势逐渐弱化，改革

无疑是广州发展最大的红

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靠

改革，增强民企活力靠改

革，弥补创新不足靠改

革，率先建设公民社会靠

改革。重燃改革激情，是

广州在“城市赛跑”中领

跑的不二法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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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今明两年易主。“北上广”格局的打破，或许意味着中国经济版图一次微妙而

深刻的变局。广州必须正视自身的不足，尽力弥补服务功能、创新功能的不足。

赶转结合。从底特律到芝加哥的悲喜故事告诉我们，“转得快，好世界”。

转型升级与加快发展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对立，两者的琴瑟和鸣将奏起最美妙的

产业进行曲，发展速度、质量、效益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激发最动人的音符。对于

广州而言，转型升级要寻找效益和速度的平衡点，经济发展要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

中心，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贪大求活。在要素驱动已不再成为比较优势，资源消耗型经济路径难再为继的

大环境下，创新驱动已成为经济发展必经之路。而创新驱动的重要主体就源自产权

清晰、制度灵活的大量中小企业。广州民营经济“星星多，月亮少”背后折射的制

度缺失、服务不强、创新不足必须得到重视和解决。

竞中求合。广州有必要重新审视自身在珠三角的方位，更多考虑合作、分享

而非竞争。珠三角的文章做实了，辐射更广阔的腹地自不待言。龙头要靠“干出

来”，当“大哥”要付出一定“代价”。

内外兼修。内外需如何调动，是关乎广州经济发展动力的重要问题。作为中心

枢纽的广州，“内与外”恰恰可水乳与共，外国资本、技术等要素与内地劳动力、

市场等要素在此无缝对接、“发酵”。无论内外，资本都具有天然的逐利性，哪里

有优厚的条件、更好的前景，资本就流向哪里。

吐故纳新。广州的科技研发投入与其城市经济总量长期不对等，势必影响广州

城市竞争力。广州应尽快加大研发投入，建设研发平台，明确高新技术发展方向，

才能赶上“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

扩容提质。以新城建设带动城市功能提升，应强调新开发的区域功能的综合

性，广州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应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走出一条民

生城市化道路。

城乡统筹。新型城市化是城乡一体、城乡和谐发展的城市化，是工业与农业良性

互动共赢的城市化，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互为补充的城市化。事实证明，乡村发展

得好，不仅不会成为城市的拖累和负担，反而会成为广州加快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边破边立。改革是广州发展的永恒议题，制度环境是城市的生命。进一步“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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