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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省会一般意味着省内最优资源和最高话语权，但因财力不济而被同省其它
少壮派城市挑战的也有不少。而像南宁这样既是经济老大又是省内首府，又混的那
么差的省会倒是不多见，也可以说只此一家。

广西的建制起源于秦时期的桂林郡和象郡，而如今该省“桂”的简称仿佛在时刻提
醒着南宁历史上非嫡出的身份。

南宁的经济总量早已排名省内第一，但是这仍然阻挡不了“桂林阔子、柳州棍子、
南宁巴子（乡巴佬）”的经典谚语流传数百年。兄弟城市相互挤兑起来，也挺不留
口德的。

在西安、重庆等城市凭借短视频大火的当下，“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
可能打工”、“蓝瘦香菇”等魔性南普（南宁普通话）早已在互联网成为一种现象
级文化成功出道，但是南宁这座城市本身存在感却一直很低。

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南宁这样的境遇？低调如此的南宁到底是座什么样的城市？让我
们先从广西省会几度易手开始说起。

南宁及其周边 地图来源：Google earth 制图：搜狐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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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开放北海、芜湖等地为通商口岸。自此
，帝国主义开始直接对广西进行海上侵略。而事实上在条约签订之前的1863年，英
国轮船就开始定期往返于北海和广东沿海港口。

此时，距离海洋更近的南宁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
税务处批准南宁于次年开辟为沿江通商口岸，南宁正式开启了依托江海进入现代化
的进程。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相对桂林，南宁不仅离海洋更近，还离东南亚各国尤其是越南
更近。在封建王朝早期，位于中国大陆西南部的“烟瘴荒蛮之地”广西自然不受重
视，就连省会也选在了距内陆腹地和中央王权更近的桂林。但当边患骤起、海洋时
代来临时，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在越南开打的中法战争结束后，南宁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加上开埠之后经济实力
的上升，广西省会南迁的动议终于被提了出来。

因“勤王”有功而成为清末重臣的广西人岑春煊，极力主张将广西省会从桂林迁到
南宁。但彼时焦头烂额的朝廷还有更棘手的事情要处理，还没等迁省会，大清就亡
了。1912年，在广西大权独揽的桂系军阀头子、南宁人陆荣廷不顾反对，直接将省
会迁至南宁，效率极高。

对于省会南迁，陆荣廷辩解道：“迁省到南宁，并不是为我个人，而是为了全省人
民，为了便于治理全省，为了兼顾国防。”作为军阀斗争的政治表现之一，省会南
迁“不为个人”当然是不存在的。但更重要的是，迁省的确便于治理全省，且兼顾
国防。

于是，1912年，南宁第一次成为广西省会，并且持续了24年。九一八事变后，南
京国民政府与桂系军阀握手言和。出于抗战的准备和安全的考虑，1936年，广西的
省会又回了桂林。接下来就到了1949年广西解放，南宁再次到了命运转折点的时刻
了。

1949年，广西解放前夕，省会的设置就成为了重要议题。桂林、柳州、和南宁同时
进入备选。惊险的是，这场广西C位之争，南宁一开始并不占优。

桂林是传统文化名城，名气大、历史底蕴深厚；柳州作为广西地理上的中心，工业
有基础，铁路可通湘、黔，水路直达粤、港，公路也方便。此时的南宁遭到战争的
严重破坏，铁路不通、通讯落后。在此背景下，广西的省会在当时花落谁家还真说
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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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时刚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未完全摆脱对外战争之虞，国防自然被放
在了最高优先级。加上海权时代的趋势已不可逆转，沿江、靠海、临近越南的南宁
再次脱颖而出。此后不久便发生的援越抗法、抗美，更加证明了选择南宁的正确性
。

但是，战争毕竟只是特殊情况，稳定时期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不要觉得已经成为
省会的南宁经济发展也“稳了”。

广西的夜市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20世纪90年代，贾平凹来到南宁，逛了夜市之后写了一篇散文投给了《广西文学》
。其中写到南宁的饮食时有这么一句话：天上飞的除了飞机不吃，地下走的除了草
鞋不吃，什么都吃……怎么说呢，南宁和广东，连被地域黑的点都那么相似。

除了饮食，南宁还和广东共享语言。在南宁以及广西，粤语被称为“白话”，很早
就成为当地的通用语言之一。有了语言这个载体，文化的传播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而广东文化对于南宁的影响，可以追溯到明清时代广东的移民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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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广东人会经商是出了名的。历史上粤商和晋商、徽商并称为“三大商帮”
，明清时期，粤商的脚步遍布全国。与广东相近的广西以及南宁则近水楼台。

明代开始，粤商开始“成批抵达”南宁。到了清代，粤商势力日盛，并形成了最早
的广府人聚居区。到了近代，粤商开始掌握广西的经济命脉，他们的实力有多强呢
？

据史料记载，民国23年（1934年），南宁城区共有商店979家，资本共895269元
。资本属外省商人者共计299家，其中粤商为最多，为258家，占外省商人开设商
铺总数的86%，处于绝对领先。此外，在百货批零、洋货、燃料、金融以及交通运
输等行业，粤商占据着绝对主导。

随着日军大举侵华导致大批广东人逃难到南宁，广东因素对南宁的“渗透”开始从
商人逐步到达社会的各个层面。

根据统计，民国24年（1935年），广西公务员为3930人，其中广东籍的占了302
人。南宁共有歌妓156人，其中粤籍9人；娼妓共74人，其中粤籍33人。这标志着
，传统等级观念中最高层的公务员和最底层的特殊职业的广东人已经遍布南宁，南
宁全面“粤化”。

1933年后，粤语逐渐取代邕州官话和当地原生平话，成为南宁城区主要的交际语言
；粤剧也在30年代的南宁达到鼎盛；起源于广州的骑楼在南宁街头大量出现；起源
于广东的瓦煲饭（煲仔饭）也成为南宁的特色小吃之一……

以金钱为最大原生动力，以语言为最佳载体，广东文化对南宁进行了全方位席卷。
但如果说南宁没有自己的特色，那南宁人是不会答应的。

周某盗窃被抓后语出惊人 爆红网络

可以看到，南宁表现出了对外来文化开放的融合度和强大的自我进化能力。但是，
南宁的经济就没那么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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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徨的南宁经济

2014年4月27日，广西南宁市西乡塘区法院一审公开宣判 “1.18”组织、领导传销
活动系列案。该系列案件共118名被告人，传销体系成员超1900人，网络层级超过
40级，涉案金额达23亿人民币。被列为“广西一号传销大案”。

1989年，传销从日本传入中国，之后在中国发展出南北两派，广西就成为了南派传
销的发源地。2015年，反传销协会发布的一份“中国传销分布图”显示，南宁为传
销高发地之一。而更为讽刺的是，传销分子经常用来招摇撞骗的幌子之一，就是以
南宁为区域中心城市的北部湾经济开发区。

很长时期以来，南宁的传销肆虐和经济基础差就一直被人诟病，甚至有说法称，南
宁为了GDP而对传销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南宁传销严重不假，但是官方对此放任
自流则过于阴谋论了。南宁经济基础差也是事实，但是它也不是没有做过努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广西整体的工业基础都极为薄弱，除有色金属、森工采伐、几处
小煤矿和17家装机容量不足1万千瓦的小火电外，近代工业几乎空白。如前文所述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战备需要，广西的经济发展就被放在了比较低的优先级。这
样一来，南宁以及整个广西的经济就和别的地区进一步拉开了差距。

广西，坐不住了。

1958年后，中央决定对广西工业给予适当支持，但是首先获益的，却是柳州。广西
在中央支持下建设了柳州钢铁厂、柳州化肥厂和西津水电站。到了1960年，中央决
定安排108个工厂支援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上海工业
支援广西工业建设的高潮。

随后，上海16家轻化工厂迁至广西，为此，广西拨款160万元为上海16家企业建造
厂房和宿舍。经过积极争取，共有7个厂落户南宁，其余厂区分布分别为桂林市4个
厂，柳州市3个厂，梧州市2个厂。但是，这些内迁的工厂，却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命
运。

比如柳州针织总厂在20世纪80年代，稳居广西针织行业首位，是广西规模最大的纺
织企业，也是全国十大针织企业之一；桂林制药厂位列广西18家企业之首，是广西
最大的综合型化学合成制药厂；而南宁的代表企业南宁罐头食品厂虽然在80年代位
列行业前列，但却在1998年由于连年亏损而宣布破产。

总体来讲，上海企业内迁对广西整体工业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帮助，但是由于一些历
史和现实的原因，柳州工业发展要超过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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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8年的数据，南宁以3707.39亿GDP位列全省第一，但是人均GDP却低于防
城港、柳州、北海位居第四。第二产业1225亿元，低于柳州的1609亿元。根据此
前官方公布的2011-2017年一季度规上工业总产值的发展趋势，除2017年小幅回
升外，自2012年起连续5年处于下降态势。

与此同时，南宁的“星辰大海征程”也并不容易。

且不说中越北部湾海上边界问题到2006年才彻底解决，即使中国与东盟的联系加强
、北部湾发展成为重大国家发展规划之后，南宁的发展效果也有反复。

根据2019年1-9月数据，在南宁三大经济开发区中，高新区、经开区两区产值分别
同比增长1.5%和5.5%，而与之相较，东盟经开区产值却同比下降了12.2%。

南宁的经济，仍在彷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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