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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处在城市化加速发展和“城市

病”显形的阶段。随着城市人口不断膨胀，

面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比如，交通拥堵、

住房紧张、能源供给、环境污染、噪音、大气

污染、蔬菜粮食供应、公共安全等“城市病”。

就在人们梳理并诊治这些大大小小的

“城市病”时，还有一个近 10 年来大城小城

不同程度“患”的病，那就是过于热衷形象工

程建设。

据 中 国 青 年 报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调 研 ，

97.5%的人表示自己身边存在形象工程，其

中 50.0%的人表示“很多”。

为何当前形象工程越来越多？60.6%的

人 认 为 是“ 社 会 弥 漫 的 形 式 主 义 风 气 使

然”。但更多人 (73.0%)归因于“对形象工程

的问责和惩处机制有待完善”。

此外，71.6%的人觉得原因是“对领导干

部的考核评价机制有待健全”；69.1%的人选

择“ 缺 乏 公 开 透 明 机 制，难 以 监 管”；另 有

64.5%的人表示，原因在于“对领导干部的各

种检查、评比、考核过多过滥”。

饱受民众诟病的形象工程，一般都远远

超出城市的实际发展水平，民意在工程筹备

和建设过程中往往也没有一席之地。鉴于

它们大多是某些官员个人意志的产物，与民

生距离较远，其主要功能是应付上级检查或

“秀政绩”，这些形象工程被民众戏谑为“官

赏工程”或“盆景工程”。从近些年来看，热

衷形象工程的病症已成为城市建设过程中

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

去年 8 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

查推选结果显示，我国有 655 个城市正计划

“ 走向世界”；200 多个地级市中，有 180 多

个提出要打造、创建“国际大都市”，其中绝

大多数根本不具备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基本

条件。

以记者所在的小区为例，为创建全国

文 明 城 区 ，把 本 来 好 好 的 路 重 新 挖 开 铺

设 ，原 本 好 好 地 砖 卖 给 河 北 。 为 了 赶 工

期，白 天 晚 上 不 间 歇 施 工，且 不 说 施 工 工

人的休息时间被取消，小区居民的正常休

息也被严重干扰，而相关部门对此一句解

释也没有。

还有垃圾分类，街道办事处郑重其事

地派出专人讲解垃圾分类，各种宣传画报

贴 满 宣 教 窗 口 ，垃 圾 筐 、垃 圾 袋 分 发 居

民 。 而 事 实 上，居 民 不 仅 不 买 帐，还 怨 声

载 道 ：“ 垃 圾 桶 那 么 大 ，到 哪 里 买 垃 圾 袋

啊！”、“我们在家里已经分好了，但是小区

里的垃圾筒并未分类，分与不分有什么意

义？！”

一位网友在网上留言说：“我所在的城

市，这几年只要换个市长，就要搞一番城市

建设。去年新安装的路灯，今年要扩路，就

全拆了。刚刚花几十万修建的星级厕所，过

一两年就全部拆了。公园、马路等等，今天

修好明天挖开，后天再铺……”

除了上述的一些“形象工程”之外，还有

一些“形象工程”也应引起社会警惕。比如，

大型的集会，“送温暖，官员秀”等等。

形象工程，往往被曝光并引发社会反

响后，才被问责。如何从源头上防止此类

事件的发生，还有待相关法律制度的建立

和 完 善 。 各 地 政 府 在 进 行 重 大 项 目 决 策

时，首 先 应 经 过 专 家 或 专 业 机 构 论 证，并

经 过 地 方 人 大 审 议 。 在 决 策 过 程 中 还 应

对预算等相关内容进行公开公示，给民众

更多“投票权”。

形 象 工 程 是 否 能 代 表 一 个 地 方 的 形

象？调查显示，68.5%的人明确表示，形象工

程不能代表一个城市的形象。

那么，最能代表一个城市形象的应该

是 什 么 ？ 65.1% 的 人 认 为 ，最 能 代 表 一 个

城 市 形 象 的 应 该 是“ 历 史 文 化 遗 迹 ”，

56.8% 的 人 选 择“ 特 色 的 风 土 人 情 ”。 仅

17.9%的人认为，“ 现代建筑、街道”最能代

表城市形象，“新建的大型工程”的获选率

只有 6.3%。

调查中，79.4% 的人认为，最能代表一

个城市形象的应该是“民众的精神面貌”；

75.7% 的人选择“ 民众的幸福感”；68.0% 的

人认为是“公共设施的完善程度”；61.8%的

人觉得是“社会安全状况”。另有 60.0%的

人表示，“公共管理的人性化”最能代表城

市形象。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赵成根表

示，一座城市的气质和修养，与这个城市居

民长时间的生活积淀相关。而当前不少城

市的形象广告，总是对准高楼大厦，对准当

地明星，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政府应该把

普通百姓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作为城市

形象的主体，普通百姓才是城市形象最好的

代言人。

赵成根认为，民众的精神面貌和幸福

感，最能代表一个城市的形象气质。部分

地方领导干部应转变执政理念，明确社会

的 核 心 是 人，人 民 生 活 得 是 否 幸 福，才 是

开展各种建设、制定各种政策方针的根本

目的。

早在 6 年前，《经济观察报》就曾刊文警

示，尚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政

府承担了太多的经济职能。以 GDP 增长率

为核心的经济指标，是地方政府官员升迁的

重要依据，而且由于监督机制不建全的原

因，地方政府官员常常可以通过本地经济的

发展获得寻租机会。这样的背景下，地方政

府不顾比较优势大搞重复建设，不顾经济效

益大搞“形象工程”，就是一种符合官员理性

的选择。

所幸，形象工程已引起中央领导的重

视。《求实》杂志于不久前刊登了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题为《关键在

于落实》的文章。文章指出，部分领导干部

追求表面政绩，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

象工程”，一些地方和单位“文山会海”屡禁

不止，这些行为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威信、影

响工作实效，亟待纠正。

实际上这是中央高层对那些追求政绩

工程的官员敲响的警钟，希望某些地方政府

官员能收敛并逐渐杜绝形象工程。

今天，一个关于解读城市个性，比

较城市投资环境，剖析城市投资价值；

提升城市品位与内涵，推动国内外投

资意愿；塑造城市品牌，提升城市竞争

力的周刊诞生了。

常言说，爱恨两相依。我们生活

在城市，工作在城市，对城市生活和工

作充满了种种美好的期待，然而，事情

总是不遂人愿。为人们所诟病、不断

爆发出的“城市病”，给我们带来了各

种各样的麻烦，在根治大大小小、轻重

不一，急缓相间，简繁相错“城市病”的

过程中，既有喜与乐，又有苦和甜；既

有批判，又有反思，最重要的是，在这

个过程中，还不断地衍生各种各样的

新生事物。

喜与乐，苦与甜，批判与反思，创

新与发展，就构成了我们《城市》周刊

的主题。

为此，我们本着尊重读者，秉承

严 谨 负 责 的 态 度 ，通 过 整 理 来 自 各

方面的反映，调查各方面的情况，以

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主线，以理性、积

极 向 上 的 心 态 ，分 析 解 读 城 市 化 进

展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悦”或“不悦”

的 事 件，剖 析 城 市 管 理，肩 担 两 边，

一 边 是 城 市 管 理 者 及 城 市 居 住 者 ，

一 边 是 投 资、商 务、休 闲、旅 游 等 读

者。《城 市》周 刊 将 剖 析 城 市 化 发 展

过程中，对有关软、硬基础不适应城

市经济快速发展、盲目跟风，影响国

内 外 投 资 意 愿 、民 生 基 础 及 商 务 休

闲 等 种 种 的 不 理 性 行 为 进 行 评 析；

或者解读相关城市在这方面的创新

及经验，吸引投资意愿，提升投资效

应，增加城市竞争力。

城市投资环境不仅包括城市市容

和良好交通环境，还包括城市魅力和

环境优势，是城市的品质、城市品格、

风貌和城市人智慧的集聚与反映，是

城市的内涵和底蕴。

随着经济的发展，在打造城市投

资环境这个层面上，东西部地区基础

建设的差距越来越小，而在未来的时

间里，如何打造城市投资环境，就成为

东西部地区、各个地方政府、各个城市

之间争夺的重要砝码之一。

城市投资环境是提高城市综合

竞 争 力 的 重 要 条 件 之 一 ，其 包 括 经

济、人民生活水平、环境、教育、科技、

政府行政能力等指标。城市综合竞

争力包括经济基本竞争力、国际一体

化竞争力、政府公共管理竞争力、金

融体系竞争力、基础设施竞争力、企

业竞争力、科技创新竞争力、人力资

本竞争力等八个竞争力要素。投资

环境优良并不完全等同于城市竞争

力强。优良的投资环境，只能说明一

个城市具备了快速发展和促进的潜

能，是潜在的竞争优势，而真正能直

接发挥出多少优势，才是城市综合竞

争力的体现。

我们期望打造一个友善的舆论氛

围，为改善投资和生活环境，提高城市

的竞争力，尽一份微薄的力量。

《城市》周刊编辑部

开篇絮语

有些地方出现要求农民穿工作服在地

里劳动，观光铁路成摆设，贫困县建奢华办

公楼，欠发达地区耗资数百万元兴建“山寨

版中国馆”、“悉尼歌剧院”，甚至耗资上亿建

地标式“球拍大厦”。

形象工程饱受唾骂仍依旧风行不止，

制造者很有芙蓉姐姐的胆识——“敢于在

唾 液 中 奋 进”。 眼 下，形 象 工 程 建 设 除 了

老 一 套 的 兴 建 大 广 场、世 界 之 最、标 志 性

建 筑 之 外，还 出 现 借 旅 游 热 风 头，大 搞 国

际旅游名地，大圈土地搞复古建筑。如此

“ 继 往 开 来”的 形 象 工 程 究 竟 能 树 起 什 么

形象呢？

形 象 工 程 树 起 的 是“ 噱 头 政 治”的 形

象。一些为官者缺乏扎根现实、深耕细作

的 务 实 作 风，在 急 功 近 利 的 思 想 驱 使 下，

把形象工程做为快出政绩、吸引眼球的捷

径。以华而不实的标新立异，制造炒作噱

头，显 示 自 己 无 与 伦 比 的 气 魄 和 胆 识；甚

至以造假的方式虚构“实干”形象，在公路

边 树 立 无 中 生 有 的 X 万 头 生 猪 示 范 基 地

之 类 的 标 识 牌，一 面 墙 式 的 农 村 建 设“ 布

景楼”。

形象工程树起的是政风浮躁的形象。

有些地方百姓怨声载道的形象工程仍大行

其道，说明其上级对下级政绩的考察只是走

马观景，漠视民意。不看执政行为是否促进

了当地的民生发展和改善了百姓生活质量，

而是听汇报、信口号、看热闹。形象工程的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群众看得出来，就是上

级看不出来。“面子”工程经久不衰，反映政

风浮躁已不限于一个地方，也不止于一个行

政层级。

形象工程树起的是寡头政客的形象。

脱离地方实际的形象工程能够付之实施，不

仅是执政者缺乏科学的头脑，也显示民主决

策、监督机制的缺失。有些人习惯以强硬的

姿态推行个人垄断决策、一言堂立政的寡头

治政，以短期行为来捞取政治利益的最大

化。为了个人的虚幻政绩而置老百姓的福

址于不顾，沽名钓誉之后，拍屁股走人，留下

一堆垃圾，也给后任留下沉重的发展包袱。

形象工程树起的是自私祸民的形象。

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往往是耗资巨大，耗尽

当地财政，掏空纳税人的腰包，造成社会资

源的严重浪费。

形象工程虽屡禁不止，但真要达到根本

治理的目标并不难。只要把官员的政治前

途交给百姓决定，这种狂飙突进的“噱头政

治”就可绝迹。

城市快评

本报讯 近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将山东蓬莱列为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蓬莱成为烟台市唯一一个、山东省第八个进入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行列的城市。素有“人间仙境”的蓬莱，再度因这

殊荣，变得声名远播。

拥有两千多年建城史的蓬莱，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近

年来，蓬莱市在发展经济文化强市的目标引导下，将历史文化与

现代文明相结合，通过加强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

化根脉，让千年古城涌动出持久生命力和竞争力。 （白 雪）

山东蓬莱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东蓬莱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形象工程”是一种政绩幻觉
■ 汪贵杰

“人类已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进入到

创意经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战略事务特

别顾问、在海外贝鲁特、巴黎等生活 10 余年

的经济学博士徐波，日前在深圳举行的中欧

文化产业合作研讨会上接受采访时说。

徐波认为，“深圳”本身就来自于一个

创意，《春天的故事》这首歌就描述了 30

年前一位老人的伟大创意。在深圳发展

过程中，包括“腾讯”在内的一批深圳企业

“将点子转化成为生产力”。如今，深圳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设计之都，这本身

就肯定了深圳在创意文化产业的领军地

位，毕竟在全世界仅有 27 个城市被教科

文组织评为创意城市。

“深圳发展创意文化产业要有与伦敦比

肩的更高目标。”徐波坦言，深圳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要向伦敦、巴黎等地学习。“什么都可

以买到，但人才买不到。”“什么都可以交易，

点子难以交易。”创意人才是一群候鸟，追求

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哪里环境和条件好就

会去哪里。深圳已经具备了让候鸟们留下

的环境，下一步应努力提供让创意人才脱颖

而出的土壤，加大对创意人才的吸引力度。

“如果创意人才的工资只够缴纳房租，

那么创意人才就进不来。”徐波谈到法国巴

黎为什么能吸引全世界的艺术家，最重要的

一个原因就是有好的环境和制度，巴黎有专

门的“艺术之家”，房租非常便宜，很方便艺术

人才落户，在巴黎，艺术家办签证也很容易，

这样的氛围吸纳了全世界的精英人才。

徐波建议，深圳要多培育文化创意产

业的消费市场，培育文化创意产业的消费

群，也就是培育创意产业的“粉丝”。徐波

谈到，尽管巴黎有许多画家，但绘画市场

不在巴黎而在伦敦，最重要的原因是创意

产业在伦敦有许多“粉丝”，“粉丝”们的存

在使得创意产业蓬勃发展、充满活力。“伦

敦代表了世界上最具创意的城市。”徐波

笑言，深圳要发展创意产业，要培育推崇

创意的“粉丝”和土壤。

创意城市

深圳要培育更多创意产业“粉丝”
■ 刘虹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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