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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成都，很多人脑海里首
先想到的就是安逸，觉得我们在这里
每天几乎无所事事，单纯就是喝茶、
享受生活。步调慢，但一切也都显得
古老陈旧。”刘颖笑着说道，这种对
成都的“刻板印象”实际上已经不符
合现实了。

“因为当下的成都发展如此迅
速，我们的节奏也是快慢结合。工作
的时候也是跑着做，下了班便可以到
锦里、宽窄巷子、老成都民俗公园闲
逛、喝茶。当然，除了安逸舒适的环
境，我们在休闲时同样享受着成都的
繁华。在天府广场、在春熙路、在高
新区，有很多新式的大型商场分布在
那里。不论是购买奢侈品、饭馆吃饭
还是看巨幕电影，这些繁华都市生活
的内容都能在成都得到享受。”

与一线城市相比，二线城市多了
一分舒适；与三线以下城市相比，这
里体现着繁华与便捷。在苏州，人们
既可以感受园林苏州之美，享受水乡
的文雅与恬静；同时也可以在工业苏
州的范围里享受各种都市生活的感
觉，商场、酒吧、城市广场……一切
的现代设施应有尽有。在杭州，求闲
适可以到西湖、到西溪观景品茗，求
热闹可以到武林广场、滨江新城购物
娱乐，同一座城市可以给予人两种感
受。

“还有就是二线城市的交通方
式，也不得不提及。尽管在高峰时段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也很严重，但拥堵
的总时间要短很多，不像北京上海需
要持续好几个小时。但同时，二线城
市的地铁、快速公交建设又比较完
善，许多城市已经通车的都不只两条
线路了，不用多少年就可以形成四通
八达的地铁路网，这样出行也很方
便。”谭筱表示，她所在的重庆另外
还有轻轨，即便是上下班高峰也达不
到北京的拥挤程度，即享受了便利又
不会难受。

另外，除了在城市里出行，到周
边地区甚至国外的便捷交通也是体现
二线城市的便利之处。例如杭州、南
京、苏州都位于长三角地区，京沪、
沪杭、宁杭高铁线将它们紧紧相连，
还有密布的高速公路网，无论是互相
之间来往还是去上海、去太湖、去西
塘、去乌镇，都可以在半日内到达，
用快捷的交通享受更宽范围内的闲适
生活。

“像成都的双流机场，现在客流
量已经位居全国第四 （前三名为北
京、上海、广州） 了，开通的国际航
线达 80 多条，10 余个国家的领事馆
开设在成都，所以不用绕道一线城
市，我们出国考察、求学、旅游也同
样很方便。”刘颖这样说道。

● 要生存也要繁华 ● 要竞争也要舒适

到二线城市创业去
本报记者 柴逸扉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北京仍是我报考大学的
首选之一。这里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大学和科研机
构，方便学术交流。但说到工作，我想我现在会
倾向于选择南京等发达的二线城市。因为拥堵的
交通、严重污染的空气以及跟南京等城市相比并
没太大优势的薪资水平，已经让北京失去了性价
比。

毕业后，我在北京工作3年。在北京，交通和
租房是最头疼的两件事。由于我单位先在国贸
CBD，后来又搬到三里屯，都是北京寸土寸金的繁
华地段，因此，我要想住得离单位近一点，即使
跟人合租，租金也要在3000元左右。如果为了省
点房租，住到稍远的地方，我就要忍受地铁车厢
浑浊的空气，过近的身体接触以及漫长压抑的换
乘通道。我常思考，这么辛苦留在北京为了什么。

于是，今年初，我辞职离开北京到南京一家
互联网金融公司工作。来之前，我没意识到有这
么多IT企业总部在南京，覆盖金融、电商、在线
旅游、在线教育、通信等等，工作机会、发展空
间都非常好。

在硬件方面，长三角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
的地区之一，高铁、高速连接了这里的每一座城
市。丰富的物产，便利的交通，让南京的物质生
活完全不输一线城市。北上广深有的，这里也一
应俱全。

密集的高铁网大大拓展了我的活动半径。周
末，我可以坐高铁去爬黄山、游千岛湖。小长
假，我可以回家陪家人、见朋友。而在北京，我
一年难得回家一两次。

虽然南京也堵车、也有雾霾，但是跟北京相
比，这里要通畅得多，经常有蓝天白云。现在，
我再也不用为租房和交通发愁。我可以住得离单
位很近，步行20分钟上班，房租还比北京便宜1/3
以上。更让我开心的是，我的收入还比过去高了
两三千，因而生活质量真是大大提升。

柴逸扉整理

性价比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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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重庆被叫做二线城市，但许多人对这样
的叫法并不服气，因为与北上广深相比，在这里
工作生活的人都很有在大都市的感觉，这一点毫
不夸张。

比如我住的地方有大型商场，购物吃饭娱乐
都很方便。商场旁就是地铁站，想去观音桥、解
放碑、杨家坪都很快捷，那边的热闹程度完全不
亚于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本土品牌与
国际大品牌琳琅满目。

而谈到工作，在重庆也同样忙碌。尽管地处
西南，但如今交通也很便利，江北国际机场可以
到达多个国家和国内主要城市，尤其是到达附近
的成都、西安、昆明，更是有高铁或规划建设中
的高铁相连接。而我们的业务也是面向全国接
单，并不只是瞄准重庆本土。

当然，要说与一线城市的差别，重庆的城区
面积确实会小一点，人口少一点，商圈的密度也
低一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会觉得有那么多的
拥挤。比如可利用土地少、房价高不可攀，车辆
密度过大、需要摇号限行，还有落户困难等等，
这些问题我们基本都碰不到。

对于我自己来说，在科技公司做程序员一年
大概收入能有10多万元，这个数字在一线城市的
同行那里可能只是他们的一半。不过，要是考虑
起房价，我一年的工资在重庆主城区都可买到10
多平方米，而北京同行的工资在通州可能也就只
有几平方米，压力远远比我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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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很繁华
■ 王 旸 重庆某科技公司程序员

我 来 说 说我 来 说 说

二线城市，指的是对中国的经
济和社会具有较大影响作用的大城
市。这些城市相对于一线城市 （较
为通行的说法是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简称“北上广深”） 影
响稍小些，主要为区域性影响；但
在城市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文
化、消费等层面，它们一般领先于
本区域内的其他城市。二线城市的
划分没有固定的标准，目前通常认

为的二线城市有天津、重庆两个直
辖市，有长春、南京、成都、武
汉、西安、沈阳、杭州、济南等省
会城市，也有宁波、大连、青岛、
厦门、苏州等计划单列城市和部分
地级市。在中国经济的新一轮成长
过程中，二线城市逐渐成为带动经
济发展和区域城市化水平的主力，
有利于与周边中小城市形成分工合
作及形成城市集群。

今年9月16日，杭州获得2022年亚运
会主办权，成为了继北京、广州之后第三
座举办亚运会的中国城市。去年 8 月 16
日，南京成功举办青奥会，精彩的赛事及
各项志愿服务、筹备工作令世界瞩目。

成都、重庆、苏州、西安……它们
虽然都属于二线城市，但近几年来在国
际化、现代化方面迈出了较大步伐，与
一线城市的差距正在缩小；同时，它们
的城市规模与实力又远超三线及以下城
市，因而展现出充满活力的氛围。这也
是当下二线城市对毕业生及各路人才具
有强烈吸引力的原因之一。

“微软、英特尔、大众、联想……这
些世界 500 强企业都已经在成都做好布
局，比如像戴尔这样几年前就在成都开
设集生产、销售和客服于一体的全球营

运基地的企业就不在少数。”说到这，刘
颖告诉记者，自己就在成都的英特尔公
司做研发，这里有英特尔全球最大的封
装生产基地、全球最大的芯片封装测试
中心之一，因而工作起来很有成就感，
毕竟能够做到“为全球服务”。

而在杭州，供职于阿里巴巴的石伟
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作为中国网络三巨
头 （百 度 、 阿 里 巴 巴 、 腾 讯 ， 合 称
BAT） 之一，阿里巴巴的业务早已面向
全国甚至延伸到海外。“虽然不是在一线
城市，但在杭州也仍然要经常出差到全
国各地谈业务，绝不是安居一隅、干着

闲差的状态。”同样，这里也坐落着世界
500强中的上百家企业，这些企业也都提
供着各种有竞争力的岗位。

另外，在苏州，工业园区里分布着
数量庞大的新加坡及台湾企业；在西
安，三星、SK 等韩国企业正在这里落
户。在一线城市不断出现市场饱和、成
本高、竞争压力大的问题后，许多著名
企业开始转战二线城市，这也带动了二
线城市的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增强
了留人用人的吸引力。

不仅如此，二线城市充足的人才资
源也是它们发展迅速的重要动力。杭州

的浙江大学，南京的南京大学、东南大
学，成都的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这些学校不仅为全国各地输送人才，更
为当地培养了很多精英。毕业后留下来
的精英，再加上外来的优秀人才，让这
些城市活力四射，充满智慧火花的碰撞。

“所以尽管苏州只是地级市，但我从
来 不 觉 得 在 这 里 是 过 着 小 城 的 生 活 。
GDP 江苏省第一、古典园林城市之外崛
起一座现代化新城、到上海浦东机场只
需一个小时、遍布的奢侈品和进口产品
商店、现代洋气的消费娱乐场所，这样
的二线城市怎么不体现活力、展示大都
市的氛围呢？”在一家台资企业做人力资
源工作的慧如告诉记者，每当自己因为
留 苏 州 被 别 人 认 为 是 “ 乐 活 于 小 城 ”
时，她总会这样回应道。

“在重庆当公务员，虽然一个月也就
4000多元，但从同类工作的工资水平上来
说并不比北京差很多。要说性价比，那在
重庆可就高很多了。”说起在重庆与北京
的对比，在两地都有过工作经历的谭筱这
样认为。

“前几年在北京的时候，我在团结湖
附近上班，房子租个单间都要 2000 多元，
这还是个老房子，屋子里连客厅都打了隔
断。而现在，我在重庆只需要花650元就能
和室友平分一套两居室的新房，精装修，
就在一个商业中心边上。”谭筱笑着说，这
样的价格要是在北京就算去天通苑、回龙
观甚至燕郊都租不到这么好的房子。

而对于企业，尤其是在金融、房地产、
高科技等领域中工作的员工，他们在二线
城市同样获得有竞争力的薪水。“如果我

在深圳的华为公司，一个月能拿到 1万多
元；而在成都，我每个月收入大概是七八
千元左右。虽然差了三四千元，但深圳的
开支要比在成都大许多。”作为华为的一
名程序员，王威对自己从深圳调到成都的
选择并不后悔。收入虽然少了，但日子却
比以前更好过。“尽管刚开始还是要租房，
但买房的打算在成都变得更容易实现。这
一年来，深圳的房价已经处于疯长的状
态，连最北端的龙华新区都要接近 3万元
一平方米了，但在成都，许多地方，包括我
所在的高新区，很新很现代的楼盘也就不
到两万元一平方米。只要不买大户型，首

付稍微攒一下就出来了。”
事实上，在二线城市中，除了杭州的

房价稍高（均价超过两万）之外，其他的城
市如重庆、南京、苏州、西安等基本都在 1
万元上下，与当地的收入相比尤其是与白
领阶层的收入相比处于相对适中的状态，
让大家觉得买房是一件有奔头的事。

除了房价，物价也是衡量在一座城市
生活压力是否大的一个指标。在南京工作
的方旭表示，工作日期间自己通常在写字
楼底下的商场里吃饭，一份肥牛套餐一般
不到20元，但是在北京、上海，这类套餐都
需要近 30元。“还有像吃烤肉、炒菜等等，

人均在南京五六十元的一顿饭，到了北
京、上海几乎都要八九十元。海鲜自助这
样的高档菜更是不用说了。”

此外，工作压力相对小也是许多毕业
生及职场跳槽者选择到二线城市工作的
原因。就读于上海一所 985 高校的黄磊告
诉记者，自己在毕业时到了西门子公司，
之所以选择的工作地点是杭州而不是上
海，就是因为上海人才过于集中，压力太
大，每天只能疲于应对各种工作，连周末
几乎都在加班。而杭州虽然也是人才济
济，但至少自己能够有空间施展自己的
才干，而不会压得喘不过气来。

“上班时会忙碌，但很少加班，下了
班也可以有自己的时间来休闲娱乐。这
样的环境我更喜欢，毕竟休息好才能工
作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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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不在一线城市工作就会没前途？你看成
都世界500强里就有256家，二线城市也可以很有竞
争力呢。”在谈到自己选择到成都工作而没有留在北
京时，刘颖提到了自己的想法。在她看来，成都这样
的二线城市生活压力较小，同时也很有发展潜力。

不久前，智联招聘发布的数据显示，与往年不
同，2015年毕业生求职首选杭州、成都等二线城市的
高学历毕业生明显增多，占比达到35.3%，较去年上
升5.3个百分点。大家不再扎堆“北上广深”。同样，
许多在一线城市工作多年的白领精英也有不少转战

“二线城市”。
曾经，许多人工作选择在二线只是因为一线城

市无法容身；不过，现在的二线城市正迎来飞速的发
展机遇，吸引力也因此不断增强，这里也日渐成为各
路人才主动选择的“栖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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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的生存压力较小的生存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