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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

内容概要

经济危机重启下一轮繁荣？这种说法或许让你无比困惑。但不要忘记“危机孕育着机”！历史也是这
样向我们证明这一说法的可信性的——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的两次经济危机确实带来了两次
重启，使经济摆脱颓势，焕发生机。同时也为应对2008年经济危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本书站在一个新的角度，历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几次大型经济危机，并聚焦在经济社会的地理版图分
布变迁上，提出了经济社会重启的概念。
作者提出：政府、社会和个人都应积极参与，在就业及教育资源的提供、交通设施、出行方式、住房
、消费模式等方方面面都进行升级优化，以促进人才、商品和思想的自由流动，加速经济“新陈代谢
”速率，为未来的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次真正的重启不仅会改变我们的创新和生产方式，还将开辟一个全新的经济格局。我们决不能白白
浪费任何一场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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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

作者简介

创意阶层集团创始人、世界著名创意经济学家。现任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商业与创意力教授、
多伦多大学马丁繁荣研究所所长。曾是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盖洛普公司资深科学家，在卡内
基梅隆大学执教近20年，并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客座教授。
入选全球城市规划权威网站Planetizen评出的“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位城市思家”、麻省理工学院《
技术评论》杂志评选的“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领袖”。
著有《创意阶层的崛起》等多部畅销书。《创意阶层的崛起》荣获《华盛顿月刊》授予的政治图书奖
，并被《哈佛商业评论》评为“最具突破性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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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

书籍目录

序言 从经济废墟中站起来 /I
第一部分
历史上的重启时刻
19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两次经济危机强大的破坏性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同时也给经济
和社会留下了巨大的漏洞和空白。但自然界是厌恶真空的。每一种制度的失败，每一个商业模式的失
效，都会吸引更新、更好的制度和模式迅速进入，填补空白。回顾过去发生的危机，无一例外，最终
都开启了后续的伟大创新时代。
第1章 危机，重启的时机 /003
第2章 创造性破坏 /011
第3章 大规模人口迁移 /023
第4章 技术创新力大爆发 /031
第5章 郊区化发展与空间修复 /039
第6章 新兴经济系统的兴起 /053
第二部分
正在经历重启的城市
毫无疑问，不同的地区受到危机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同处铁锈地带，底特律处于崩溃的边缘，匹兹
堡却展现出无限活力；同处阳光地带，拉斯维加斯遭受房产投机热潮的侵蚀，亚特兰大却平安度过危
机。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这些城市的命运？这些正在经历重启的城市，又将何去何从？
第7章   纽约与伦敦，资本中心的地位难以取代 /063
第8章  夏洛特，多元化能力决定生死 /079
第9章  华盛顿与大学城，借助政府的力量振兴 /087
第10章 底特律VS匹兹堡，拯救工厂不如拯救工人 / 095
第11章  多伦多，兼容并包才能华丽转身 /117
第12章  拉斯维加斯，非理性繁荣转向真繁荣 /125
第三部分
重启的力量
重启时期是经济史上的转折点。这些转折点是伟大的时刻，见证了新技术和技术体系的诞生、经济的
重铸和社会的重构，以及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为适应新需求而发生的变化。跟以往一样，当前发生
的这次重启也将开辟一个全新的经济格局，并为人们打造一个与新时代经济社会条件相适应的新型生
活方式。
第13章 重新定位金融业 /141
第14章 优质就业机器 /155
第15章 新的消费观与新型常态 /171
第16章 在大都市圈重新安居 /187
第17章 改变你的周转率 /205
第18章 比子弹还快 /215
第19章 克服“对房子的酷爱” /225
结 语 如何再现繁荣 /237
译者后记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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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

精彩短评

1、超赞
2、用短小精悍的文字从历史和地理两个方面介绍了城市经济。
3、两三个小时读完的快消书，有点启发。就是老死在帝都和魔都这样生命力旺盛和多元化的城市就
好了。这样失业率风险小一些，房子抗跌性高一些。看了值得杀死2-3个小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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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

精彩书评

1、作者在开头先回顾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重新发展的整体经济形势，然后提出了并补充危机过后
‘重启’的概念。每一种制度的失败，每一个商业模式的失效，都会吸引更新、更好的制度和模式迅
速进入，填补空白。熊彼特用创造性破坏来描述了经济危机如何淘汰旧式企业，迫使过时的经济系统
和商业实践退出历史舞台，从而为企业家引入新技术、开辟新产业提供机会和空间，并由此启动新一
轮的经济增长。但仅靠技术更新突破和政府的新职能，还不能实现经济的真正持续恢复。重启是指经
济与社会秩序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其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和金融活动。一次真
正的重启不仅会改变我们创新和生产的方式，还将开辟一个全新的经济格局。在危机中，创新并没有
放慢脚步，会在低迷的经济环境下先累积起来，一旦等到经济恢复便爆发出来。创新和技术进步不仅
能解决技术问题，而且也能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效区化发展与空间修复）。第一次重启的对象是
生产的组织形式，动力不仅仅来源于个人的创新，更来源于对这些创新进行整合，并形成规模化系统
的能力。重启的力量促进了某些地域的发展，同时也导致了另一些地域的衰败。资本主义发展史中，
前两次重启均发生在新型交通基础设施的兴起（铁路和汽车）之时，使我们能更密集地对土地加以使
用，对生活和工作的疆域进行扩张。社区三点关键因素（环境的美感以及维护水平、与人会面等融入
社交网络的轻松程度、多元化和视野开放以及接纳能力的总体水平）决定着幸福感，没有一点可以通
过大型政府项目得以实现。美国很多城市来说，成功还是失败（生存还是死亡），就看他是否具有多
元化的能力，是否能够健康的发展出除金融业之外的其他行业。社会需要两种技能：分析技能（规律
识别和问题解决能力）和社会智力技能（团队构建和动员所需的情境敏感性和说服力），在拥有更多
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地区，失业率水平更低。在这个流动性很高的经济动荡年代，年轻人在事业上的
成功，取决于将自身置于能够提供丰富多样工作机会的密集劳动力市场之中。选择一个富有经济活力
的地点，是对抗经济不确定性和辞退风险的重要手段。工作机会并不是排名第一的因素。与人相遇、
交往的机会具有超越一切的重要性。大都市圈拥有巨大的规模、丰富的多样性和重要的地区职责，比
其他地区更强的缓冲力。地区（匹兹堡）的重生，其力量来自于当地人民的毅力、牺牲和拼搏精神，
而并非政府官僚的计划和权力使然。消费行为中，总会有一些带有竞争意味的元素存在，就算游戏规
则发生改变也不受影响。真正驱动我们进行消费的，并不是物质商品本身，而是为物质商品所标注的
身份感。物质财富和自我感知的身份是同一回事，但其联系仅处于某种表面的层次。危机后，人们不
在执迷‘用金钱买幸福’的生活方式，不再通过炫耀性消费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而逐渐开始重视
更简单、基本、真实的事务。把金融和实体经济的问题放到一起来解决，回到金融市场最原始的目标
：鼓励创新，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为高铁系统投资，或许是令曾经兴盛一时的铁锈地带城市重启辉
煌的最重要的方法。将受打击最严重的城市与代表着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大都市区域连接起来，是将其
带入新型空间修复的第一步。美国的房地产吸纳本可以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和出口规模扩大的产品领域
的资金。流动性和灵活性是现代经济的关键准则，购房则是这两者的局限。但政府并不是重启之中的
主要动力。城市变革的真正驱动力，稳定并强化城市环境的主要力量，建设绿色社区、开展水畔开发
和大学周边开发的关键动力，都来自于社区团体、当地基金会和非营利性组织这类团体，而非市政厅
或商业化的经济开发团体。重启需要有机的演进：新型创新出现，新兴技术体系和基础设施就位，新
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逐渐成型，开始重塑经济版图。政府主要任务是通过提供富饶的土壤，来成就这些
转变，并加速其发展。既需要得天独厚的外在条件，也需要精心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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