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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3》

前言

　　我一直认为，中国最重要的本土经济学是迁徙经济学，迁徙是一种因不满足而产生的追求。一个
人的迁徙是一个人的追求，而整个国家的迁徙则代表着整个国家的追求。在这个追求中，蕴含着所有
价值观的改变，这种改变最终形成了经济学。中华民族跨世纪的迁徙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从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的战争开始，虽有惨痛的失败，但争取、寻找、背离家园和最终的传奇始终是主旋律。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风起云涌的上山下乡知青运动事实上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1977年
恢复高考，年轻人开始了新的与过去不同的迁徙。然后是&ldquo;孔雀东南飞&rdquo;：经济特区的建
立，让学有所成和有志向的年轻人奔向深圳、奔向上海、奔向北京、奔向广州和海南&hellip;&hellip;　
　每年，有超过1亿的年轻人为寻找自己的传奇告别家乡；每年，有超过中国总人口接近15亿流量的人
口在春运期间大范围往返。这种总量巨大的人口流动，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曾有过，而在中国却
在和平时期且年年如此。　　从来也没有哪一刻，中国人是如此渴望成为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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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3》

内容概要

《逃离北上广3:广东太竞争》内容简介：谁都知道竞争是激烈的，更是残酷的。但埋怨有用，不如把
头从沙子里拔出来，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连聚集了数十万工人的富士康都大摇大摆地从广东撤离
了，你还在纠结离开是“前进”还是“后退”吗？《深圳，你被谁抛弃》作者呙中校推荐作品。
世间闲聊：
广东这块地儿，永远都和竞争密不可分。
因为广东人喜欢“食头箸”。
谁都知道竞争是激烈的，更是残酷的。但埋怨冇用，不如把头从沙子里拔出来，好好看看外面的世界
——连聚集了数十万工人的富士康都大摇大摆地从广东撤离了，你还在纠结离开是“前进”还是“后
退”吗？
我们没法替你做主，所以只能告诉你真相，那些残酷竞争背后的真相。
世间闲聊：
广东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
广东人什么都敢吃
广东“老细”（广东话老板的意思）泛滥
广东人阔
这就是广东，《逃离北上广3:广东太竞争》想让你们看见的就是这样的广东。
这就是广东，改革开放前沿的身份令广州和深圳虽非直辖市，但与北京、上海一样，房价飞天、交通
拥堵、环境污染、工作压力巨大、生活成本高昂。
30年前的潮头娇子，广州、深圳，今日仍然践行：“搵食”是生存之本、“食头箸”是发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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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3》

书籍目录

推荐序 北上广，你在抛弃谁序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传奇前言 寻找被忽略的自己引言 郭台铭出深圳记郭
台铭，这位台湾科技界的&ldquo;成吉思汗&rdquo;，在驰骋疆场37年之际，于闪光灯里低下了他的头
，于对手注目下&ldquo;北上西进&rdquo;。12年间，郭台铭这位来自海峡对岸的&ldquo;拓荒者&rdquo;
用自己的雄心壮志在龙岗的荒草丛中打造了一个&ldquo;代工紫禁城&rdquo;。但是，与富士康同步发
展的深圳，也在这12年间成长壮大了。现在的深圳，就是角斗场，就连富士康这样的行业龙头也倍感
压力。第一章 中意&ldquo;食头箸&rdquo;广东人深悟&ldquo;食头箸&rdquo;（粤语，意为抢先一步、
首先去做）的非同寻常。广东好&ldquo;食头箸&rdquo;，喜欢争强斗胜，这样的性格适合剧烈变革的
时代，但一味求胜的心态也容易使人迷失。30年过去了，现在的广州与深圳是否一如当初门户敞开，
是否还是那个都市寻梦人的乐园，是否仍在不断缔造淘金奇迹？中国有句古话&ldquo;三十年河东、三
十年河西&rdquo;，站在这条河流边，我们捡拾河里的沙子，力图看清这两座城市&hellip;&hellip;1.生猛
鲜活话特区2.速度&ldquo;话事&rdquo;3.双子星再定位第二章 广府难&ldquo;扭食&rdquo;伴随中国工业
化与城市化的社会进程，广州与深圳成为最早、最大量接纳内地&ldquo;移民&rdquo;的城市。这里风
云变幻，对于&ldquo;都市新移民&rdquo;而言。就要看你有没有实力、有设有眼力、有设有财力、有
设有权力，因为，城市本身无情，若你稍不留神，就会被快速变化的局势淘汰出局。所以，普通话中
的&ldquo;工作&rdquo;，在广东人嘴里则变成&ldquo;口食&rdquo;，即找吃的、谋生溉有人说&ldquo;
在一线城市打拼，你就需要有狮子的雄心，狐狸的狡猾，骆驼的忍耐以及猪的好脾气&rdquo;。但是，
即便如此，也很难有姿态地生存在广州、深圳。1.房价&ldquo;吹涨&rdquo;2.出门&ldquo;爆棚&rdquo;3.
户籍&ldquo;埋堆&rdquo;4.无人&ldquo;拍拖&rdquo;第三章 城市梦，望天打卦希腊哲学家赫拉&middot;
克利特曾说，&ldquo;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rdquo;。如果你还在被广州与深圳当年层出不穷
的&ldquo;创业神话&rdquo;、&ldquo;致富传奇&rdquo;所蛊惑，那就请重新睁开眼吧。现在的广州与深
圳正在经历广东&ldquo;腾笼换鸟&rdquo;的产业转型与升级，这一改变使得两者曾经的&ldquo;寻
租&rdquo;权利与资源逐渐趋向饱和.同时，就业结构也逐渐发生改变。那么，你要如何应对？望天打
卦吗？1.广州港驶出一个&ldquo;李宁&rdquo;2.深圳梦进退维谷3.代工帝国背影4.华为的狼性角逐5.抑郁
之都6.转型后，要谁？第四章 骑楼里的过客因为追逐梦想，我们离开故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
的人生。这个地方有着与故乡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总会让人&ldquo;水土不服&rdquo;。广州和深圳就
是&ldquo;候鸟城市&rdquo;，人们陆陆续续地来，也陆陆续续地走。这个地方的冷漠、物质、市态都
分外明显，让本在竞争中越发疲惫的身躯更无温暖与慰藉。对于很多人而言，广州和深圳就是一个驿
站。1.陌生他乡皆&ldquo;过民&rdquo;2.粤语同你&ldquo;拗撬&rdquo;3.&ldquo;市态&rdquo;之城第五章
&ldquo;有鞋挽屐走&rdquo;或许，这时的你应该停下手头繁忙的工作，好好想一想自己的未来！广东
有句俗语，叫&ldquo;有鞋挽屐走&rdquo;，意思就是&ldquo;此地不可久留，速离为妙&rdquo;。是在广
州、深圳继续接受永无休止的挑战，还是，找一个二线城市享受生活？作家阿兰&middot;德波顿曾表
示：现代中国人对城市的向往除了基本对财富、地位和享乐的营求之外，更受价值理性的驱
动&mdash;&mdash;荣耀、成就、梦想的实现，工作往往不具备快乐的含义。1.广深产业大挪移2.流动
，发现新风景3.珠三角的机遇后记 梦想照进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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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3》

章节摘录

　　1.生猛鲜活话特区　　易中天用&ldquo;生猛鲜活&rdquo;四字来形容广东，因为这方水土&ldquo;
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广东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没有一个是保守派&rdquo;。如：黄遵宪
、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们无不发出了震惊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声音。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
是有爆发力，鲜就是有新鲜感，活就是运动性。这是广东的特色。但凡事皆应有度，一旦冲过了头，
竞争就会使这片土地&ldquo;发高烧&rdquo;，甚至陷入无序的局面，而生活在其中的你我他，自然也
倍感焦灼。　　深圳式第一&ldquo;特区&rdquo;作为一个专业名词最早出现于延安时期，以延安为中
心的陕甘宁特区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磨砺出&ldquo;自力更生&rdquo;的独立精神，这一精神而
后成为中国的一项国策，用自给自足的方式对抗西方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ldquo;特
区&rdquo;一词一直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味，直到1980年，几件看似偶然的事件造就了新时代背景下的中
国经济特区&mdash;&mdash;深圳，而这偶然很快就演变成了必然。　　凤凰卫视财经评论员朱文晖认
为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主要来自两个原型：其一，1979年1月6日，中国交通部在香港的
下属企业招商局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要求在蛇口设立工业区。这虽然只是一个企业行为，却从深层触
动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套。其二，广东省在1979年初讨论在汕头和宝安建
立&ldquo;出口特区&rdquo;的想法，建设深圳和珠海出口商品基地时，要求中央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给
予广东充分的自主权，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为此，邓小平指出&ldquo;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
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lsquo;血路&rsquo;来。
　　第一个原型很快就在招商局&ldquo;第29代掌门人&rdquo;袁庚的主持下启动了。荆棘丛生的蛇口
，第一个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第二个原型则在1980年3月24-30日，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由国务
院副总理谷牧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上提出将&ldquo;出口特区&rdquo;定名为&ldquo;经济
特区&rdquo;。当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决定：批
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ldquo;经济特
区&rdquo;，这就意味着深圳特区正式诞生。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说
：&ldquo;它的诞生，是炸开了当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缺口，将深圳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
巨变源头开始，深圳梦开始起步。&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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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3》

媒体关注与评论

　　放弃北上广的10个理由　　一线城市是江湖，二线城市是道场：　　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
是期货；　　一线城市拼智商，二线城市靠情商：　　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　　
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　　一线城市适合青春前5年，二线城市适合青春后5年
；　　一线城市让人见世面，二线城市让人拓视野；　　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　
　一线城市有文化，二线城市有闲情；　　一线城市是&ldquo;飘之城&rdquo;，二线城市是&ldquo;一
生之城&rdquo;：　　世界这么大，心安即是家。　　&mdash;&mdash;《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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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3》

编辑推荐

　　谁都知道竞争是激烈的，更是残酷的。但埋怨有用，不如把头从沙子里拔出来，好好看看外面的
世界&mdash;&mdash;连聚集了数十万工人的富士康都大摇大摆地从广东撤离了，你还在纠结离开
是&ldquo;前进&rdquo;还是&ldquo;后退&rdquo;吗？《深圳，你被谁抛弃》作者呙中校推荐作品。　　
世间闲聊：　　广东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　　广东人什么都敢吃　　广东&ldquo;老细&rdquo;（
广东话老板的意思）泛滥　　广东人阔　　这就是广东，改革开放前沿的身份令广州和深圳虽非直辖
市，但与北京、上海一样，房价飞天、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工作压力巨大、生活成本高昂。　　30
年前的潮头娇子。广州、深圳。今日仍然践行：&ldquo;楹食&rdquo;是生存之本、&ldquo;食头
箸&rdquo;是发展之道。　　此书献给正在&ldquo;北上广&rdquo;犹豫彷徨的兄弟姐妹，此书献给想
去&ldquo;北上广&rdquo;实现梦想的年轻朋友。　　告诉你一个最真实的广东，《深圳，你被谁抛弃
》作者呙中校作序推荐。　　《逃离北上广3：广东太竞争》是老一代&ldquo;北上广&rdquo;奋斗者告
诉新一代&ldquo;北上广&rdquo;漂流者的话也是80后&ldquo;北上广&rdquo;漂流者的沥血之作告诉你一
个最真实的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温热泪水、朗润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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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北上广3》

精彩短评

1、生活不容易，活着不容易啊
2、如果是非北上广的原住民可能看得津津有味，可惜我是所以当津津有味的看完北京，看到上海部
分就意识到作者的角度和意识，需要自己带着眼睛再修正才能负负得正，理解书中的内容或者说 了解
北上广...  广州部分有些车轱辘话转转好几次，但又没有实例或者说说服力 唉
3、　　这本书热度很高，感受很深的是“逃离”这两个字，到底何处才是安放人生的地方呢？在家
乡“拼爹”，很难，去广东做“蚁族”，又很苦。拿着一线薪水，却沦落在下层中。书里用了鲜活的
事例，告诉你“广东”的利弊，有借鉴意义，很受用！
　　和朋友同事在一起，经常会讨论关于2012那场所谓的全球悲剧性的灾难，2012年真的有地球毁灭
性的灾难吗？当地球在无形之中发动着一个又一个灾难（西南大旱、全国沙尘暴、智利海地强震、欧
美暴雪、日本地震⋯⋯），我们人类就应当反思这个地球到底是怎么了？2012真的会是终结么？看了
这本书，真的觉悟了很多~~
4、老弟推荐的，某天他跟我说，姐，不如你来马鞍山啦，有套逃离北上广推荐你看下
5、　　                      连郭台铭都撤了，你还在犹豫什么？呵呵，听起来好诱人，也很有说服力。听说，
富士康曾把这本书当做员工的必读书目大力推荐。看完此书，是否能在广州、深圳活得更淡定？
6、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地方估是所有怀揣着梦想的大学生想去的地方。因为在这
里有成功必不可少的机会，有打开国门朝着世界看去的媒介，有这个国家最好的社会保障，最优秀的
师资，最舒适的生活环境，能满足我们所有关于毕业之后人生的一切美好幻想，并且，只要我们选择
对了，我们就能够在这里实现我们梦想。
　　
　　这样的诱惑是难以阻挡的，可是社会是现实，白手起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件难于登天的事情
。光有一股子冲劲儿没有用，还要有很多东西，比如忍耐，比如坚持。
　　
　　如今我也在这奋斗的行列里，只能跟与我同在一切奋斗的人们说一句：梦想一定能实现，虽然这
里势力，昂贵，竞争，但是我们仍旧要创出一小片天地出来！
7、有些文字纯属凑数
8、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9、　　这本书内容很写实，那些骑在高跟鞋上的白花花的大腿、那些杂志封面上的CEO、那些疾驰
而过的名车、那些好玩免费的party、那些CBD写字楼的独立办公室、那些国际论坛和航班头等舱的位
子、那些高档住宅小区的灯光，是为你而备的吗？好好看看这本书，会发现许多你平时没有观察到的
城市细节。
10、　　这本书写的很好，一个人在外打拼，离开了父母，朋友。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工作，生活着
。刚毕业的时候一心想着在外拼一拼，不管成功与否趁年轻，搏一搏。但年龄大了怎么办，该书值得
深思，希望那些在外奋斗的人都看看。
11、广东太竞争
12、豆瓣里面给这本书五星的都是托，书写的很敷衍了事，完全没有深入的分析，都是些在财经新闻
中就能看到的那类文章，只能让你稍稍了解一下广东而已，实在不值得购买。
13、很多人又逃回北上广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没去过广州。
14、自动借书机随机输入号码滚出的火车读物，各种复制黏贴的知音体文章，几乎毫无营养，徒增年
轻人心中的虚妄与浮躁
15、3.30周五下午借 4.12 还
16、在第一次去往广州的机场 买的 
17、以前没想过，在广州读书就在广州工作了。现在该想一想了！
18、　　                        做为一个深圳人，书里说的我深有同感，梦想是深圳最不缺的东西，但你不能拿
梦想和现实讨价还价，在这个竟争激烈的城市，是该重新考虑生活和人生到底应该怎样继续下去更有
意义。
19、　　现实是残酷的，处境可能是惨淡的，但是因为艰难，所以我们才会勇敢前行，去改变，去实
现。 不管哪个地方，我们都不能放弃自己的追求，但是实现追求的方式方法却有许多许多。 广东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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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的确竞争非常惨烈，对于深处期间的人来说，当局者迷，通过这本书能够有利于认知现状，更好的
制定规划，更好的发展。
20、究竟是怎样的一副未来蓝图让我背井离乡、义无反顾地奔赴广深二地呢？这里到底是人生驿站，
还是家？翔爷，今年，做个了断吧！
21、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会呆在这个拥挤的地方。
22、　　写得很细致，上海太昂贵我看了一半就明白了上海如何昂贵，再往下看就没什么意思了，然
而这本书相较上海太昂贵，却值得把它读完，全篇的内容都很有意义，看完这本书已经3个月了，这
篇评论是补发的，所以书的具体内容已经忘了，只留下一个“充实”的印象。还是值得看一看的。
23、出乎意料的好
24、广东人比较有同感！
25、中国三大国际性都市的真实写照！
26、改革的第一波浪潮下来到广东的可以饮头啖汤，但第二批来的不但不能后来者居上，甚至有可能
是最大的输家，因为你抢不了第一，还给了更后来者一些经验他们应该如何做，而自己则默默地从这
里漂流到那里，无根可扎。之前跟一位朋友讨论过这个话题，当时我说：“与其挤破头往里挤，跟别
人抢蛋糕，不如自己创造一块蛋糕自己吃。”当然，说比做容易得多，但不去尝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
？正如Ken Robinson在一期TED talk中所说的:"If you are not prepared to be wrong,you'll never come up with
anything original.'至于本书，叙述平平淡淡如白开水，且很多是数据与报章消息的堆砌，而最让我受不
了的是书中的错别字多如牛毛！
27、更多的是深圳的富士康
28、说的挺到位，但没啥高度，就好像把办公室大妈的普通话提拿出来讲一样
29、错别字超多，但系引用信息也很丰富。很有触动...
30、广东没研究过，原来有人拿他对比新泽西，好多东西读了书才知道，好看
31、广州还是想去。
32、很现实，很无奈，就是这么个样子。广东，不是外乡人的温柔乡。
2012年读
33、按我朋友说。这种书只适合摆在机场的书店。下完飞机随手扔掉
34、看到了城市问题的本质所在，一针见血
35、　　《新周刊》曾出过一期专题：给我生活，地方随便。这本书的态度与此相似，由于书的广度
和深度，这个问题被阐释得更清晰可触。宣传中，这套书被称作“中国首部都市生存必读之作”，我
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但个人以为，这个说法并不过分。
36、确实，深圳的特区优势渐渐地不那么明显了~~
37、看封面还以为会以轻松的文字来写，没想到作者还挺严肃的，有许多经济数据和历史分析，做政
府的参考都不为过。另外想进入北上广也可以读，文化风俗等方面也讲到了。放心，书不是很乏味的
。
38、一朋友说过，读书是书和你相互的选择的过程，这本书我读起来倒是蛮喜欢的，可能只是恰恰应
和了我这段时间的心情吧，像是一些不精致的点心，本来是上不了台面的，但偏偏有的时候你饿了，
吃起来竟也蛮有味道。
客观地来说，这本书内容浅显，结构松散，素材稀少，又多作者个人主观意见，态度也非十分公允，
肯定算不上一本好书，在天涯上或许还能获得一些好奇人的点击率。
39、除了题目，几乎没有创意
40、作为一个广东银我表示亚历山大
41、拿着标题吸取眼球，内里却文不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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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写得很细致，上海太昂贵我看了一半就明白了上海如何昂贵，再往下看就没什么意思了，然而这
本书相较上海太昂贵，却值得把它读完，全篇的内容都很有意义，看完这本书已经3个月了，这篇评
论是补发的，所以书的具体内容已经忘了，只留下一个“充实”的印象。还是值得看一看的。
2、做为一个深圳人，书里说的我深有同感，梦想是深圳最不缺的东西，但你不能拿梦想和现实讨价
还价，在这个竟争激烈的城市，是该重新考虑生活和人生到底应该怎样继续下去更有意义。
3、连郭台铭都撤了，你还在犹豫什么？呵呵，听起来好诱人，也很有说服力。听说，富士康曾把这
本书当做员工的必读书目大力推荐。看完此书，是否能在广州、深圳活得更淡定？
4、豆瓣里面给这本书五星的都是托，书写的很敷衍了事，完全没有深入的分析，都是些在财经新闻
中就能看到的那类文章，比如什么富士康和比亚迪的商战云云，只能让你稍稍了解一下广东而已，跟
这本书一套的其他两本也大致如此，实在不值得购买。 
5、《新周刊》曾出过一期专题：给我生活，地方随便。这本书的态度与此相似，由于书的广度和深
度，这个问题被阐释得更清晰可触。宣传中，这套书被称作“中国首部都市生存必读之作”，我不知
道其他人怎么看，但个人以为，这个说法并不过分。
6、这本书热度很高，感受很深的是“逃离”这两个字，到底何处才是安放人生的地方呢？在家乡“
拼爹”，很难，去广东做“蚁族”，又很苦。拿着一线薪水，却沦落在下层中。书里用了鲜活的事例
，告诉你“广东”的利弊，有借鉴意义，很受用！和朋友同事在一起，经常会讨论关于2012那场所谓
的全球悲剧性的灾难，2012年真的有地球毁灭性的灾难吗？当地球在无形之中发动着一个又一个灾难
（西南大旱、全国沙尘暴、智利海地强震、欧美暴雪、日本地震⋯⋯），我们人类就应当反思这个地
球到底是怎么了？2012真的会是终结么？看了这本书，真的觉悟了很多~~
7、现实是残酷的，处境可能是惨淡的，但是因为艰难，所以我们才会勇敢前行，去改变，去实现。 
不管哪个地方，我们都不能放弃自己的追求，但是实现追求的方式方法却有许多许多。 广东深圳的确
竞争非常惨烈，对于深处期间的人来说，当局者迷，通过这本书能够有利于认知现状，更好的制定规
划，更好的发展。
8、这本书内容很写实，那些骑在高跟鞋上的白花花的大腿、那些杂志封面上的CEO、那些疾驰而过
的名车、那些好玩免费的party、那些CBD写字楼的独立办公室、那些国际论坛和航班头等舱的位子、
那些高档住宅小区的灯光，是为你而备的吗？好好看看这本书，会发现许多你平时没有观察到的城市
细节。
9、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地方估是所有怀揣着梦想的大学生想去的地方。因为在这里有
成功必不可少的机会，有打开国门朝着世界看去的媒介，有这个国家最好的社会保障，最优秀的师资
，最舒适的生活环境，能满足我们所有关于毕业之后人生的一切美好幻想，并且，只要我们选择对了
，我们就能够在这里实现我们梦想。这样的诱惑是难以阻挡的，可是社会是现实，白手起家对于大多
数人来说是一件难于登天的事情。光有一股子冲劲儿没有用，还要有很多东西，比如忍耐，比如坚持
。如今我也在这奋斗的行列里，只能跟与我同在一切奋斗的人们说一句：梦想一定能实现，虽然这里
势力，昂贵，竞争，但是我们仍旧要创出一小片天地出来！
10、这本书写的很好，一个人在外打拼，离开了父母，朋友。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工作，生活着。刚
毕业的时候一心想着在外拼一拼，不管成功与否趁年轻，搏一搏。但年龄大了怎么办，该书值得深思
，希望那些在外奋斗的人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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