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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

这个世界是尖的，像个“刺儿头”。一个新的阶级在改变着世界的格局。

在平坦的世界版图上，生成一个个尖锐的突起，越明显的突起代表经

济活动和人才集中程度越高。多伦多大学商学及创意学教授理查德·弗罗里

达研究发现，高技术工人、艺术家、音乐家聚集的大城市或地区往往就是经

济高速发展的地区，他把这群人称为“创意阶级”。

“创意阶级为一个城市创造了更开放、更有活力、个性化、专业化的

环境，而这个环境反过来又会吸引更多的创意人才涌入，随之而来的还有

商业和资本。” 弗罗里达说。与单纯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兴建体育场

馆、地标建筑、大型商贸中心——相比，吸引和保留高素质人才会更加实

际，不仅可以盘活城市固有资源，更有益于长期的繁荣。用软、硬件的老

话来理解，硬件可以换，衬手的软件却不好找。新款的Gphone和iPhone没

有差别，决出高下的还是iPhone庞大的软件应用，而我们也相信App Store

创意阶级“扎堆儿”，让城市拥有更高的创意密度，

随之而来的是更强大的生产力优势、规模经济和“文

化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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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阶级和他们的幸福城市
—专访多伦多大学商学及创意学教授
理查德·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
文／杨澍

里的应用会越来越多，因为它已经笼络了

不少开发者，而这些人也会吸引更多的开

发者为iPhone添砖加瓦。

自2002年出版《创意新贵：启动新经

济的精英势力》之后，弗罗里达的“创意

阶级论”引发了很大的反响。有人质疑他

是唯精英论，也有人认为他的理论更适用

于政界，而非经济领域；网络技术的发

展和应用已经把地域观念抛在身后，城

市已经从地理上宣告“死亡”。“城市

不会死亡，经济活动依然附着在真实的

地点，而非虚拟的空间，而经济增长也

会越来越倚重在真实地点存在的真实人

群。”弗罗里达说。

经济衰退之后，弗罗里达认为，世界经

济会越来越像个“刺儿头”。正如他在《谁

是你的城市？》（Who’s your city？）中

所说的那样，经济活动正集中到几个“大

区”之中。世界范围来看，有40个明显的

“大区”，这里居住着世界上五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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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给你10秒钟，你会怎么来描述你的工作和

研究？

一切的起点是：每个人都是创意家。经济增长需要创

造力，要推动经济，我们就要挖掘每一个人的创造力。在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现在，基本的商业

逻辑要求我们把未来经济发展的希望建立在对人类创意能

力的开发和应用之上，这也是让我觉得乐观的原因。我们

的挑战就是为一个个充满创意的脑袋揭开盖子。

“创意阶级”是怎么构成的？他们与地域的关系是怎

样的？

创意阶级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专业创意人员，

他们来自商业、金融、法律、教育和健康行业，他们是知

识型的专业人士。另一部分，我们称作“创意核心”，他

们是科学家、工程师、机械师、发明家、研究者，还包括

艺术家、设计师、作家和音乐家。

创意人士聚集在一起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扎堆

儿”，或者向往繁华、多彩的中心城市，虽然这两条理由也

成立，这是人的本性，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扎堆儿”创造了

更高的创意密度，随之而来的是更强大的生产力优势、规模

人口，贡献了全球经济三分之二的产出，是85%创新的发

源地。“北京和上海就是两个这样的‘大区’，而它们在

经济复苏的过程中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谁是你的城市？》，书名听上去就挺有意思。

对于个人来说，选择在哪里居住其实是我们一生要做

的最重要的决定。就像选择伴侣一样，这个决定会影响到

你的方方面面，你所能接触到的工作、你的职业生涯、你

的社交网络、家庭、生活方式，你能积累多少财富，以及

最终你生命的幸福指数。在书里，我讨论了在全球经济中

地域的重要性，这些点状的、不规则分布的城市、地区如

何创造了一个“刺儿头”一样的世界，这些城市和地区跟

人一样，充满个性。

我们第一次从生命角度去研究城市的个性，以美国

的城市为研究对象，我们列出了若干个排名榜：哪些城

市适合单身？哪些适合拖家带口的人？哪些适合没有孩

子的夫妇？这些想法和点子集中到一起，为常年在不同

城市流转的4000万美国人画出了一张地图，告诉他哪一

个城市适合他，他的选择对于自己的生活、个人幸福以及

其他人意味着什么。

理查德· 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
全球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曾被《君子杂志》（Esquire Magazine）选为年度风

云人物，《创意新贵：启动新经济的精英势力》、《谁是你的城市？》作者。现为多伦

多大学马丁繁荣研究所主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学及创意学教授，研究

顾问公司“创意阶级”（Creative Class Group）创办人。



经济和“文化溢价”。根据对创意阶级的吸引力以及让世

界“尖锐化”的程度，我们划分了四种区域类型：

首先，国际化的地区是最冒尖的地方，因为知名度和

号召力，它能吸引来自全球的人才，创造知识，为全球创

新贡献也最多；第二类是新崛起的城市和地区，它们有确

定的发展理念，依靠进口，然后向外输出产品和服务，在

这一类型中，一部分如都柏林、首尔，正在跻身创新发源

地的行列，而其他绝大多数，如上海，在21世纪全球经济

中将主要扮演制造和服务中心的角色。

剩下两种类型处于落后的地位：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型

城市，在这些地方有规模庞大的贫民区，社会和政治问题

突出，有价值的经济活动不多；最后落在谷底的地区则是

关注度低、人口和经济活动稀薄的农村地区。

现在与过去几十年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在那些

“冒尖”的城市和地区，经济与社会差距变得越来越小。

不同的城市和地区的人之间有更多的联系和交往，哪怕远

隔重洋，他们之间的交流频率甚至比自己的邻居还要高。

面对“创意阶级”的集中，城市应该如何发展？

我们生活的时代具有以往任何时代都不能相比的流动

性，创意人才的流转塑造了一个个“刺儿头”，这些“刺

儿头”在推动经济、创新的同时，也代表着未来城市发展

的方向。人才（Talent）、技术（Technology）、接受度

（Tolerance），我把它们称作是城市发展的“3T”模式，是

企业、城市以至于国家获得竞争力和吸引力的综合战略。

顶尖创意人才的流动就好像电子一样，一个地区、城

市、社区是否具备吸引和保留这些人才的能力是决定未来

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人才一旦稳定下来，城市吸引力和人

才优势会发挥磁场的功能，为城市吸引更多的同质或互补

型人才。其次是对技术和创新的投入和支持。企业、城市

都要为此建立一条宽敞的通路，让研究成果、创新理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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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市场化，成为有生命力的产品。大学院校在这方面具有

很大的优势，它是能让创意市场化、产品化的核心部门，

而城市需要建立健全的配套机制。

最后是接受度，也可以说是一个城市、组织的胸怀。

经济的繁荣好比盆栽，需要来自文化的、企业的、公民社

会的、科学的、艺术的持续灌溉，我们知道，具备这些才

能的创意者可能是外来者、移民，或许他的行为还有点“古

怪”，这需要社会、企业、同僚对他们的创意理念存有开放

的心态，而不是把他们看作异类。一个城市对外来者、对不

同的生活方式的接纳，用新眼光重新看待社会角色和权力结

构，会使这个城市在创意年代获得明显的优势。

你认为现在靠高回报是留不住创意人才的，那么企业

应该怎么做？

有效管理创意人才对企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决策，

而经济的发展也是靠这些在管理上充满创造性的企业推

动的。有一次，我和SAS软件研究所的创始人和CEO吉

姆·古德奈特（Jim Goodnight）一起接受采访，我们为企

业创意人才的管理勾勒了3条指导原则。首先，企业要努力

消除让创意人才分心的因素，让他们可以全身心投入到他

们的工作中去。SAS建设了附属的学校，有学院、高中，企

业笼罩在学校的安静氛围中；第二，管理者有责任为创意

工作“煽风点火”：古德奈特的学校里有大众艺术、城市

雕塑，还有慢跑小道，在工作之余或者毫无头绪的时候，

员工可以在这里喘口气；最后，企业要把创意工作者当作

企业的未来，给予持续的投入。在SAS，与分发股权、奖金

的激励方式不同，每一个员工都被赋予了不同的挑战和任

务，古德奈特的方针就是长期雇佣。创造力植根于默契与

联系之中，它会在长期一起工作的人群之中越来越茁壮。

如果古德奈特把人才保留20~30年，那么人力资本就会转变

为创意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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