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如何应对北京深圳的竞争？ 

城市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如果顶级人才争相到上海居住，上海就成为顶级城

市。 

 

在人才竞争方面，上海的处境已经不乐观。跟深圳相比，上海的人才政策缺乏包

容性。上海市 2040 年规划中 2500 万的常住人口目标不切实际、作茧自缚，最终

人口仍然会流入，但公共服务的供应跟不上，不仅影响上海生活品质，而且加强

本地人排外情绪。而深圳的口号是什么？是“来了，就是深圳人”。当上海羡慕

深圳活力时，应当深刻检讨自己的理念是否出错。一些指标上有差距，辛苦一点

就可以赶上，理念上有差距，方向就错了，越努力越落后。 

 

在人才政策方面，上海和北京均远远落后于深圳。 

 

优质的教育资源，不仅吸引学子，也吸引父母以及未来的父母。在这方面，上海

相对北京有先天不足。北京有普通高校 84 所，其中 211 高校 24 所，985 高校 8

所，而上海有普通高校 66 所，211 学校 9 所，985 高校 4 所。不仅数量少于北京，

质量也有明显差距。当然，在国际上比较，即使北京的教育资源也谈不上充裕。

比如仅 850 万左右人口的纽约市，拥有超过 120 所高校。对比之下，上海 66 所

普通高校对应 2400 万常住人口。全国来看，中国 13.5 亿人口对应 1200 余所本

科院校，而美国 3.5 亿人口对应 3000 余所本科院校；在质量方面，全球前 200

名大学中（泰晤士排名），中国大学仅 2 所，而美国有 63 所。因此教育资源的匮

乏和低质量是中国全国现象，体现了教育供给的计划体制与国人不断膨胀的教育

需求之间的根本矛盾。 

 

在教育资源方面，上海落后于北京，领先于深圳，但深圳在奋起直追。很多国

内一流高校，包括远在千里之外的哈工大，已经到深圳兴办分校。分校往往有比

原校区更活的机制，因此深圳教育和经济一样没有历史包袱。可以说，上海不进

则退。 

 

人会选择环境好的地方居住，在环境方面，深圳远胜上海，上海则领先北京。但

是上海队北京的领先优势并不稳固。笔者猜测，雄安新区的建设很可能给北京人

带来惊喜：北京空气质量大幅提升。如果部分首都功能迁至河北污染腹地，河北

的环境整治必然力度空前，对北京空气污染可起到釜底抽薪作用。而上海空气质

量的提升不仅要求诸己，还要求诸江浙。 

 

在经济潜力方面，上海背靠长三角，深圳背靠珠三角，基本可以打平手，而北

京相对较弱。当然，长三角能否领先珠三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海发挥什么样

的领头羊作用。如果上海在人才竞争上败于深圳甚至广州（别忘了还有香港），

笔者无法想象长三角何以领先。 

 

笔者久居魔都，已把上海视为第二故乡，自然希望上海成为世界顶级都市。上海



当然也有此潜力，就看上海如何应对来自南方和北方的挑战，就看上海如何吸引

人才，留住人才。 

 

要做到这点，上海市政府应当尊重经济规律，有所为，有所不为。首先说“不为”：

放松人才流动和土地供应的限制。上海应淡化人口目标，让人们自己决定来不来

上海。一旦来了，就是上海人，上海应该有此胸怀。所谓人口承载力是个十足的

伪命题，没人能算清楚上海能容纳多少人，不能作为政策依据。计划经济时代，

一千万人也嫌多，各种物资都紧缺，年轻人工作分配难；市场经济时代，两千万

人也嫌少，商品琳琅满目就怕卖不出去，时不时还出现用工荒。 

 

人来了，要有地方住，上海应放弃对建设用地规模的控制，同时更多让市场决定

住宅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比例。2040 年规划中建设用地零增长的目标是不幸的，

除了炒房的人，没有人从中受益。在建设用地中，工业用地比例过高，成本过低，

而住宅用地比例过低，成本过高。上海应当敢为人先，改革用地制度，让市场在

土地资源分配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允许工业用地价格上升，住宅用地价格下降。

工业用地价格上升，可推动低附加值工业撤出上海；住宅用地价格下降，才能从

供应端入手控制房价。 

 

再说“有为”：在公共服务供应方面，上海应当积极“有为”，建设世界一流的

宜居城市。从 1995 年到 2014 年 20 年间，上海常住人口平均每年增加 50 万人左

右。大量的人口流入应当作为给定条件，在此基础上考虑公共服务的供应，而不

是按 2040 规划中的 2500 万人口目标（按此目标，今后二十多年平均每年只能增

加四万多人）。实际上，如果发现常住人口增长缓慢（世博会后每年常住人口增

长下降到 25 万以下），甚至出现下降（2015 年首次出现下降），那么就要引起市

政府的警觉和自我检讨：是不是土地价格（房价）涨太快了，是不是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没有学上？这两个现象，最近几年恰恰都真实发生了。 

 

上海应努力补齐教育短板，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也能在上海得到高质量的教育。

实际上，上海有潜力、有禀赋，成为华东地区教育中心。“教育中心”的建设比

所谓“四个中心”建设更具体、更实惠、更有吸引力。上海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华

东地区医疗中心，这是有目共睹的无冕之王。上海也能成为教育中心，只要在供

给侧松绑、发力。 

 

在高等教育方面，上海市政府应推动在沪高校扩招，同时积极争取国外和民间力

量在沪办学。在初级和中等教育方面，上海应全面提升公办教育质量，为教师加

工资（为情怀奠定物质基础、吸引和留住优秀师资），改善学校硬件条件（没有

空调和新风的小学教室，是上海公办教育的耻辱）。同时，推动私立和国际学校

在沪多开分校，提供多元化的教育选择。只有在供给侧发力，增加高质量教育的

供应，才能真正实现为学生减负，培养阳光灿烂的、有创造力的下一代。 

 

建设宜居城市，应当全市一盘棋，有大布局。当前各区县在规划上各自为政，导

致大上海四面八方都有工业区，住宅与污染紧邻，私家车与集卡抢道。区县之间

也缺乏交通毛细血管，断头路到处可见，出行就拥堵在主干道。在郊区的发展规

划上，上海应改变思路，变各区县的微观规划为全市范围的土地分区管制



（zoning），一方面实现城市工业、交通、绿地、医疗、文化、教育等功能的科

学布局，另一方面更大程度地让市场分配土地资源。若如此，上海不仅可以成为

经济龙头，也会成为城市管理改革的龙头。 

 

笔者仍然记得 2010 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城市建设不能

忘记初衷：让人的生活更美好。生活美好的城市，自然能在人的竞争中获胜，继

而在城市竞争中获胜。城市有没有人口上限，是个百无一用的问题。到达上限时，

市场自然会用价格信号告诉我们。在这之前，城市的管理者应当以人来为喜，人

去为忧，这是城市管理者应抱有的赤子之心。如果“莫须有”地认为人已经太多

了，或者说所谓的“低端人才”太多了，那么必然限制土地和公共服务供应，“房

价赶人”、“教育赶人”这样的恶政就这么来了。 

 

理念对了，努力才有意义。人才不分高端低端，各行各业相互共生。越是优秀的

人，越需要更多所谓的低端服务（家政、司机、快递等等），才能毫无后顾之忧

地做自己专业的事。“低端人才”跑了，“高端人才”也留不住。 

 

理念对了，摆正目标，上海市政府仍然大有可为：在“有所不为”中纠偏，在“有

为”中补短，以人为本，在改革中发展。如此，得天独厚的上海必成为生活美好

的世界顶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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