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城市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城市的发展与趋势是国家和全球经

济、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中心议题。中国的城市发展需要考虑长期以来的中

国历史延续性、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与经验，并考虑当今时代的独特性。

我们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发现国内学者的研究多是参考海外华人学者的研

究，对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多与提及，但是国外学者的中国现代城市研究却较少

被关注。鉴于语言与时问问题，本文针对的是英语世界对1949—2006年新中国成

立以来的城市相关成果的研究。本文通过大量英语世界学者的文献分析与阐释，

探寻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热点与时序，找到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

的逻辑演进历程，挖掘中国城市发展实际与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之间的关

系。全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立题的原因，概述当前时期中国与世界城市发

展的理论与实践，并对资料的搜集整理作简要说明。

第二章主要是从数据统计上把握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基本轮廓在

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期刊、专著与分类进行基础分析之后，判断了英语

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两个特点、热点问题的变迁以及研究的历史发展阶段，

这一章主要是基于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研究成果分析。

第三章在第二章的资料统计基础上得出的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四

大主题后，在这一章对城市化、城乡问题、城市发展与政府以及转型研究四大主

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基于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学术思想和代表性

观点及主要研究视角。

第四章，对海外华人学者与国内学者的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略加总结后对英语

世界、海外华人与国内三者的中国现代城市研究进行了一些比较。

第五章是本文的最后一章。在这一章，对本文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指

出今后尚需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部分以及本文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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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andtrends ofcities has been being the major issue ofevolution

of economy，society，politics and culture both in countries and around the world．

Chinese history inheritance，global history and experience in urban development and

specialty of nowadays have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the Chinese urban

development is referred．

While participating in some programs，the writer found that the references of

researches wriRen by scholars in mainland China are mostly fmits ofoversea Chinese,

and only few of foreigners．Considering language，time and energetic，the object of

this paper is Chinese urban studies during 1949 and 2006 in the English world．On the

basis of analysis and synthesis about abundant available material of foreign scholars，

the writer here is intent to discover hot topics during the period，trace the logical

evolution of Chinese modem urban studies，and exploit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ity ofChinese modem urban development and its studies in the English world．

The main contents are as foIlows：

111e chapter one is an introduction，including the reason ofthis topic，summarizes

on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urban development，and outlines on the process of

material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111e writer will portray the schema of studies on Chinese modem cities in the

English world through material statistics．After analysis of periodicals or magazines，

books and main subjects of such research，the writer include tWO characteristics,hot

topics and stages of development about studies on Chinese modem cities in the

English world．All contents in this chapter are based on analysis ofreseareh results．

Four major topics which are urbanization，urban·mini relationship，urban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and transformation studies concluded in the last chapter

will be discussed in detail in the third chapter．All contents in this chapter are based

on academic thoughts，representive views and major perspectives corresponding to

last chapter．

In the forth chapter,the writer will discuss studies on Chinese modem cities of

Chinese scholars in and abroad in a simpler way，and make some comparatives．

The end of this paper is a brief summary about all contents of this paper,and in

which some points ofdeficiency and fields for further study are also listed．

Key words：English World China Modem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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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1选题背景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趋势下，城市已经演变成为地方和国家政治、经济与社

会发展的中心。伴随着城市发展过程中问题的日益涌现和变化，对城市的研究也

日益凸显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随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以及东西方世界之

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技术与政治体制相互联接，一个

地区的变化通常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同时，中国城市发展的独特性吸引着世界

各个地区学者的关注。随着城市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有关是否存在或需要

建立中国的城市学派、城市的中国式研究方法以及如何在城市研究上与世界接轨

等问题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
‘

首先，我们在参与一些有关城市的项目过程中，发现大多数学者引用的有关

中国城市的文献或搜集到的相关切题的英文资料绝大部分都是海外华人学者或

是国内学者(诸如：C．Cindy Fan,GeorgeC．S．Lin，JiemingZhu，Laurence J．C．Ma,

Roger C．K．Chan,Sen—Dou Chang．Yanjie Bian，Jieming Zhu和Fulong Wu等等)

在英语世界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这引发了我们的一些思考：相对海外华人和国内

学者来说，外国学者是如何看待中国城市发展的呢?他们对中国城市关注最多的

是哪些方面呢?他们与国内学者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又有怎样的不同呢?等等，诸

如此类的问题。

其次，从城市发展的实际看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背景。城市出现已

有几千年的历史，“作为一种明确的新事物，开始出现在let-新石器文化的社区之

中”1，经过早期的城市过渡时期与聚合过程，先古时期形成最早的平原城市。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促使了生产方式大变革，促使城市经济活动向更为社会化和专

业化方向发展，迎来了城市发展史上一个新时期，进入现代城市发展阶段。现代

城市发展阶段也是城市化兴起并快速推进的阶段，从1760—1851年的城市化兴起

阶段到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欧洲、北美发达国家基本实现城市化，20

世纪中叶，世界城市发展进入了城市化加快发展的进程(图卜1)。

中国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发展起源于鸦片战争时期，但是在1949年以前，

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是非常缓慢的。1949—2006年，中国的城市发展进程虽然缓

慢，但仍然在曲折中不断推进(图卜2)，城镇人口与城市化水平自1949—2006

年成倍数增长(图卜3)。“20世纪是‘城市化世纪’，而21世纪是‘城市世纪一

2，未来的中国是城市的中国。’

1刘易斯·芒福德I美】著，采俊岭、倪文彦译．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2005年，第3l页。

2吴良镛．IJI水城市与建筑科学【M1．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杜．1999。

’连玉明．中国城市蓝皮书【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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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世界城市化与城市人口增长比

资料来源：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1．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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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2中国设市城市发展趋势图

资料来源：李争新．中国城市建制的沿革，见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秘书处．城市发展战略

与管理【M】．甘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

图1-3中国城市化与城镇人口增长比

资料来源：中国城市化理论专题研究[MI，曾赛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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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1949．2006)

再次，从城市发展的理论看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背景。虽然城市的

发展历程经历了漫长的阶段，但是，对城市研究的兴趣产生只不过是近百年的事

情，“在19世纪90年代，德国社会学的主要理论家们首先产生了对城市研究的

兴趣”‘。20世纪20一3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产生使得城市研究真正进入系统的

研究，并逐渐成为了社会学主要的研究领域，并于此后进入多学科领域的研究。

我们在此对城市发展的理论与规律进行了梳理。“城市的发展首先是经济的发展”

5，因此，首先我们从现代经济增长的几个重要因素来看城市发展(表1-1)，然

后再看城市发展的一般理论(表卜2)，最后看人类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表

1-3)。

表卜1：城市发展的经济增长要素分析

经济要素 代表人物 贡献

亚当·斯密 确立人的劳动在经济中的特殊地位

罗默、卢卡斯与斯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人力资本

科特

西奥多·舒尔茨 人力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凡勃伦、廉芒斯 制度经济学

熊彼特 创新理论
制度

新制度学 科斯 交易费用 制度是经济发

派 诺思 经济增长源泉来自于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展的决定因素

马克斯·韦伯 “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伦理

文化 彼得·柏格 “后儒家伦理”

福山 高信任的文化与低信任的文化

社会资本 帕特南 从社会资本角度探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产业集聚与 马歇尔 马歇尔集聚经济传统

创新环境 迈克尔·伯特 从竞争理论和全球经济下区位影响力等着手研究产业集聚

资料来源：城市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综述[J】，马庆斌．韩恒，城市问题，第2期，2004

现代城市发展模式与策略研究(D】，解本政，天津大学管理学院，2004。

表1-2：城市发展的一般理论

理论 代表人物 贡献

农业区位论 冯·杜能 城市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以社会生

区位理论 工业区位论 书伯 产的各种物质要素和物质过程在空

城市区位论 克里斯泰勒 间上的集聚为特征

‘许学强．朱剑如．现代城市地理学【M1．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年，第3l页。
’邹德慈．现代幽外城市的发展【JJ．SCIENTIFIC CHINESE．第3期，1996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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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 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型

费景汉和拉尼斯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
结构理论

乔根森 二元经济模型

钱纳里·塞尔昆 就业结构理论

汤马斯 推一拉理论

人口迁移论 泽林斯基 人口迁移转变假说

克拉克 配第一克拉克定理

佩鲁 增长极理论

弗里德曼 中心一边缘理论
非均衡增长论

缪尔达尔 循环累积论

赫希曼 非均衡增长

霍华德 田园城市论

帕克 芝加哥古典人文生态学论
生态学派理论

伊利尔·沙里宁 有机疏散论

王如松 城市复合生态系统理论

资料来源：现代城市发展模式与策略研究[D]，解本政，天津大学管理学院，2004：世

界城市化发展理论概述(http：／／www．curb．COffi．cn／dzzz／2003叭／0301lt02．htm)。

表1-3：人类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

开始时间 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

19世纪后半期 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地理学分支

20世纪初叶 城市与区域、环境与人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 城镇体系分布规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城市区域与国家战略的内在联系

60年代前后 “平衡发展”战略

90年代以来 大城市全球性

资料来源：现代国外城市的发展[J]，邹德慈，SCIENTIFIC CHINESE，第3期，1996。

西方学者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始于19世纪20年代初期。1920年代以前。西方

有关中国城市的著作多为非学术性的描绘或游记，而后20年，也仅有极少数的

学术研究问世(如Gamble and Burgess,1921；Siren，1924)。6新中国成立后，西方

学者对中国城市的研究逐步增多，50年代至2005年英语世界的学者对中国城市

的研究专著共100本左右，7而这期间发表的文章能够获取的也有2000多篇。

6马润潮【美】．弧方学者着中凼城市m．城市规划．2006年30期，增刊。第69页。
7参考《西方学者看中【|4城市》，根据作者马润潮教授本文以及厉期作者提供的资料，以及笔者自己本人的

搜集。英语世界1949-2005年出版的研究新中国城市的详细书目见表2-2。

4



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1949-2006)

2相关研究述评

直至日前，国内外有关城市各个方面的研究卷帙浩繁。中国学者在城市研究

上著作颇丰，特别是在国外或中国城市研究、国外有关的中国城市研究和城市发

展与建设的启示性等方面。在中国期刊网内，我们输入包含中国和城市两个关键

词进行的搜索，我们可以搜到4000多篇文章。虽然海内外研究中国现代城市的

研究成果很丰富，但是有关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国内外专著还没有，仅

有《海外中国学》等有关中国研究的相关著作，有关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城市的专

论也是极其稀少。在文献搜集过程中，我们只发现了六篇此类相关文献：《西方

学者看中国城市》、《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若干问题：英语世界学者的观点》、《评

西方学者论述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四例》、《研究中国城市化理论学派述评》、‘中国

城市化研究西方有关理论的演进及其意义》，此外还有一篇是沈建法教授在第三

次人文地理学发展前沿沙龙上的论文《英语世界中国城市地理学进展》，而这六

篇文章中有一篇，即《评西方学者论述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四例》是关于古代北京

城的城址条件、城市中轴线、城市总体设计以及古代规划。因此，有关国外学者

的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仅仅有五篇文章。

关于海外中国现代城市研究早期的两篇文章分别是1998年发表的《研究中

国城市化理论学派述评》以及2005年的《中国城市化研究西方有关理论的演进

及其意义》。这两篇文章均是有关中国城市化的西方理论研究。

《研究中国城市化理论学派述评》。，这篇文章是香港大学地理及地质系的

薛凤旋和蔡建明教授所作。作者通过对城市化各有关研究的比较和总结，归纳出

5种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说，即反城市主义说、工业战略说、城市二元体系

和工农业均衡发展说、工业化和城市偏爱说以及综合说，并分别进行了详细述评。

《中国城市化研究西方有关理论的演进及其意义》9：作者在文中首先对西

方城市化理论及其意义进行了阐述，然后在此基础上，论述西方学者对中国城市

化的研究。作者认为，中国大城市的多元性和非经济专一性以及小城镇研究是早

期西方学者关注的一个持久重点。改革后西方学者对中国城市化的研究主要是以

下几类：中国城市问题研究、中国城市化宏观政策的研究、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和

城市体系的研究、中国城市人口迁移问题研究以及从区域和个别城市的角度对中

国城市化展开研究。

《西方学者看中国城市》10：此文就西方学者在各类学科中对中国城市研究

的成果，特别是1980年之后的专著作文献评介。作者指出，“1970年代为西方

学者对中国城市研究的起飞阶段”，出版的书籍涵盖历史学、城市规划学、地理

‘薛城旋、蔡建明．研究中国城市化理论学派述评．地理研究．第17卷，2期，208．216页．1998。

’李宝粱．中围城市化研究西方有天理论的演进发其意义．江西社会科学．第4期．16-22页，2005。

”马润潮【美】，西方学者看中国城市．城市规划．第30期，增刊．69-74贞，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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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政治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领域，以及一些跨学科的书籍(表1-4)。

《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若干问题：英语世界学者的观点》“：作者选取了英

语世界学者对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四个主要问题，即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全球化

与城市发展、体制改革与城市转型及城市地理的理论与方法等进行归纳总结。

《海外中国城市地理学进展》”：文章重点是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若干主要

领域及以地理学家为主的代表性论文。作者在对主流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做一探讨之后认为主流城市地理学着重于新城市主义、新区域主义、城市体制理

论、地租差别理论、绅士化理论、世界城市理论和金融地理学，并认为英语世界

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趋势与进展主要是六个方面：城市土地开发与城市增长联

盟、城市迁移与城市化、全球化下的城市变化、全球化与地方推销、世界城市与

国际城市以及城市、国家与尺度。作者最后得出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在海外学者的

研究中仍然被当作是地区研究的一部分。此外，作者指出其文献是主观选择性的，

不包括所有文献，且绝大部分的作者都是海外华人。

表1-4：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城市的学科贡献

学科 代表人物 贡 献

历史学 施坚雅、Rowe 开启了西方历史学家对中国非都城城市作深入的个案研究先

Ⅳilliam t Hankow 河。

地理学 Chart Kam Wrig 在城市化、城市人口的性质与数量、城市土地、城乡人口迁移、

城市住房改革、迁居及人口的流动性、城市商业、郊区化、小

城镇、城市规划等议题的研究方面，成果皆居领先地位。

人类学 张鹂 是对城市生活方式及城市文化变迁的研究，包括了对城市就

业、媒体、音乐、涉外婚姻、消费、饮食、居民的健身与健康

状况、性关系、犯罪及死亡等的研究。

社会学 Whyte Martin King 城市居民分层及他们的社会不平等性是社会学及城市社会学

的中心议题。

政治学 Dutton Michael 城市生活、外来人口、单位制以及“企业家型政府”研究。

城市规划学 KirkbyR JR． 对中国解放后的城市规划研究很少，历史规划探讨较为详尽。

跨学科 Davis Deborah S． 多为文集形式，议题较多，涵盖面广，促进学科学术交流。

资料来源：西方学者看中国城市[J]．【美】马润潮．城市规划．第30期．增刊．2006。

“H抻昌、魏也华和林初升．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若干问题：英语世界学者的观点．人文地理，第2期

总第耜期，67-7l页，2006。

”沈建法．英语世界中国城市地理学进展，第曼次人文地理学发展前沿沙龙，卜的报告，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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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料的搜集与选取

在各项课题进行的过程中，我们有针对性地搜集了一些关于城市的外文文

献，主要包括“城市建制”“城市等级体系”“生态城市”等等，搜集的英文文献

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的网络数据库。为了确保资料搜集的客观性，我们注意了以

下几个方面，特作说明：

1)主要对综合全文数据库(ScienceDirect(Elsevier)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

Blackwell全文电子期刊数据库、Jollll Wiley全文电子期刊、springerLink全文电

子期刊、Kluwer全文电子期刊、JSTOR西文过刊全文数据库、WorldSciNe!t全文电

子期刊、纸本期刊电子版全文、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H．ghWire Press

电子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等)进行搜集，这是为了避免某一数据库中搜集

出现有关此类研究过于集中的现象。如，未对教育数据库和心理学数据库类进行

搜集，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在搜集的文献中有关中国城市教育和心理研究的过于集

中，影响后文的判断；

2)以Urban，City，China和Chinese四个词组合搭配共16组，配合各个数

据库不同的搜索程式，分别与Keywords，Title，Caption混合交错搜索；

3)本文并未就Shanghai、Bering、Hongkong等等一些单个城市的名称关键

词进行搜索，但是由于本文仅从宏观上把握，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导致数据

或判断的某些偏颇，但不会偏离过多。

4)由于文献的可得性，本文的参考文献主要是期刊，对于书籍多只从题目

上判断，但是在数据统计上书籍都被纳入：

5)书目的资料主要来源于Review或ReviewArticle。

按照上述的方法，本文的判断是具有一定客观性的，但是，由于本文仅从国

外学者研究的论述出发，因此在文献选取上所做的工作有三：

1)在判断作者身份上按照作者的姓名来判断文章是否是国外学者所著，这

在一定程度上会漏掉一些诸如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的学者；

2)只对第一作者的身份作考虑；

3)在姓名的考虑上，比如C．CindyFan教授这类学者的姓名，由于难以判断，

会进行搜索、查询和验证，以确保判断的准确性。

4研究的内容．方法及框架

4．1研究内容与方法

本文针对的是英语世界对1949-2006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相关成果的

研究，全文共分五章。

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本文立题的原因，提H{当前时期国

外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实践与相关理论，并对资料的搜集整理作简要说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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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主要是从数据统计上把握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基本轮廓，在英语世界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期刊、专著与分类进行基础分析之后，判断了英语世界中国

现代城市研究的两个特点、热点问题的变迁以及研究的历史进程，这一章主要是

基于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研究成果分析。第三章在第二章的资料统计基

础上得出的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四大主题后，在这一章对城市化、城乡

问题、城市发展与政府以及转型研究四大主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释，基于英语

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学术思想和代表性观点及主要研究视角。第四章，对海

外华人学者与国内学者的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略加总结后对英语世界、海外华人与

国内三者的中国现代城市研究进行了一些比较。第五章是本文的最后一章。在这

一章，对本文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指出今后尚需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部分和

本文的不足之处。

本文典型主题分析与理论的互动贯穿始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并行，文献

分析法与研究成果再开发相结合，历史发展轨迹的探寻与逻辑演进交叉进行。

4．2研究框架

图1-4论文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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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基本轮廓

本章的所有数据以及结果的推断都来自于作者对所搜集资料的相关统计分

析。这里的资料包括前文提到所搜索的所有题名包含Urban，City，China，Chinese

交错搜索的外文文献(附录1)，以及根据Review统计出的英语世界学者的专著

(见表2-2)。

1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基础分析

1．1期刊刊物分析

我们对英语世界学者发表的刊物进行了简略分析，在这里我们列举出了自

1949-2006年刊载五篇以上中国现代城市相关研究的刊物名称(表2—1)。

表2-1英语世界城市研究成果主要刊载刊物

刊 名 数量

Cities 14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

Habitat International 13

Urban Studies 13

The China QI|an日ly 12

World Development lO

Journal ofComparative Economics 9

China Information 7

GeoJournal 7

Review ofIncome and Wealth 7

ne China Jonmal 7

Atmospheric Envwonmem 6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5

Journal ofContemporary China 5

Social Science&Medicine 5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关城市研究的文献的刊载和发表仍然是以城市研究的专

业性刊物：Cities和Urban Studies居多，有关中国研究的～些刊物也出现较多，

如The China Quarterly，The China Journal等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逐渐淡化了其

原始发行和出版地的概念，发行和销售地主要涵盖美国、欧洲、中东到非洲以及

亚洲太平洋地区等。我们对载有十篇以上文章的英文期刊略作介绍。

CITIES全称为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Urban Policy and Planning。此刊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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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载有关城市政策各个方面的论文，为国家与地方政府、非政府部门以及学术和

顾问机构的城市规划者与决策者之间提供一个国际的跨学科交流平台。此期刊主

要目的在于分析和评价过去与现在的城市发展与管理，以此反映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规划政策的有效性以及良好的城市政策的促进执行。此刊物主要涵盖以下

主题：住房、无家可归者与健康、城市管理、公共一私人部门的协作、第三世界

国家的发展与规划问题、城市更新、城市保护与设计、技术创新与城市规划以及

城市交通。CITIES的一个特点是每一期都会有一个主要城市的简单介绍，包括

这个城市的历史发展、当代出现的状况与问题以及当前城市政策、规划与管理的

述评。

cHINAECONOMIC REVIEW主要刊载学术领域内的原创成果，包括中国的

经济认识和经济学的学科内容。此期刊尤其关注政策、绩效以及制度变迁。经验

式的研究论文通常采用一套正规的模式、数据集合标准的统计技巧。

HABITAT INTERNATIONAL是一个关注人类住区研究的刊物：规划、设计、

生产与管理，并主要聚焦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研究。现今HABITAT

INTERNATIONAL刊载了一些对城市问题的研究与报告，诸如政策与执行、规

划、建设与土地、以及财政与管理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有关城市服务与其他相关

问题的研究成果。此刊物的主要关注点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验基

础上的广泛牵连与关系研究。相关的论文、信件、评论以及公开出版的论文与报

告等都可刊载。

URBAN STUDIES的主题是住房、城市地理与社会地理、城市规划、城市政

策、城市社会学以及城市研究。此项刊物旨在为城市与区域分析与规划领域提供

一个交流与讨论的国际平台。此刊物的一个特色在于刊载来自各个学科领域内城

市研究学者的主要文章，包括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科学以及规划学与

公共管理学等。URBAN STUDIES旨在提供影响发达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与区域

变迁的理论与经验相关分析，同时为后来者展示城市的变迁。

THE CHINAQUARTERLY在其研究领域内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性刊物，涵盖

当代中国、包括台湾的方方面面。这个刊物跨越多个学科，包括人类／社会学、

文学艺术、商业／经济、地理、历史、国际学、法律以及政治等。THE CHINA

QUARTERLY学术上的国际化为读者提供了历史的角度、深入的分析及其对中
国与中国文化的高度理解的平台。除了主要的文章之外，每一期都有一篇书评，

一篇季度主要事件回顾，这样能够让读者时刻感知中国，同时，每年都会有一个

专辑。如2006年的专辑就是1949—76年的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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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DEVELOPMENT是一个多学科性质的国际性刊物，关注世界发展

领域内的研究与促进。WORLD DEVELOPMENT走的是一条改善生活条件和人

居环境的探索道路，考察问题的内在解决方法，诸如：贫困、失业、营养不良、

疾病、无家可归、环境退化、科技资源不足、贸易收支不平衡、国际债务、性别

与种族歧视、军国主义与冲突以及人民对经济与政治生活的参与缺乏等等。此刊

物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与分析，并突出不同民族、社会与经济的经验教训。

WORLD DEVELOPMENT的目的在于互相学习并吸取经验教训，而无关民族、

文化、收入、经济规律、职业或意识形态的差异。

1．2专著出版分析

此项分析建立在英语世界1949-2005年出版的有关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专

著(表2-2)基础上。根据表2—2的统计，我们在表2—3中列举出了1949—2005

年出版的有关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专著主要出版社，也就是出版了两本以上书籍

的出版社及出版数量的基本情况。

表2_3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专著出版社

出版社(英文) 出版社(中文) 出版数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肆Press 加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l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California 伯克利和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 7

Pres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7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6

Armonk．NY：M．E．Sharpe 纽约阿尔蒙克：夏普出版社 5

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 科罗拉多玻尔得：Westview Press 4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马萨诸塞牛津：哈佛大学出版社 3

Press

New York：Columbia unhers姆Press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3

London：Routledge 伦敦：Routledge出版社 2

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牛津：blackwell出版社 2

Honolulu，HI：University ofHawai’i Press 夏威夷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 2

Chicago：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2

从表2-3我们不难看出，英语世界出版的城市相关著作多集中于以下几个出

版地区：加州、剑桥、牛津、纽约，科罗拉多、伦敦、夏威夷和芝加哥，其中斯

坦福大学出版社、加州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以及

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是美国十大著名大学出版社之一，因此，我们大胆推断，英语

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同时，出版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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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派对城市的研究，诸如芝加哥学派、洛杉矶学派、伯克利学派与哥伦比亚学

派等。

芝加哥学派对城市的研究主要采用生态学方法，这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

代，这个学派深受美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芝加哥学派产

生于美国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时期，因此，他们对新兴的芝加哥城市的

社会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从而使这个学派总体上具有重视经验研究和

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问题)为主的应用研究的特征。同时，“芝加哥

学派把生态学原理(竞争、淘汰、演替和优势)用于城市研究””，运用折衷社

会经济学理论强调城市用地分析。其主要的城市研究成果有早期的伯吉斯的城市

同心圆模式，霍伊特的城市扇形模式、哈里斯和尤曼的多核心城市理论以及后期

的卡斯托将城市社会学科学化的尝试。芝加哥学派推崇以商业核心区为基础，外

缘地带分布工业和不断向外扩展的居民区的城市化模式。

洛杉矶学派被认为是替代了过时的芝加哥学派的新型理论，这个学派对分散

现代城市中心理论进行了尝试。洛杉矶学派的激进性使得其被认为“散乱，带有

阶级和种族对抗倾向，属于一种经常用幻想强迫取代现实的文化”“。此学派认

为正式的政治体制弱点可能是有能力的工会组织和新的社会活动。

伯克利学派又被称为“文化生态学派”，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主要研究

对象是民居聚落，是关于城市功能结构形态的理论分支，注重地理的文化特征，

强调社会学规范主义或制度主义层面，注重政策性研究和价值体制。代表人物索

尔(c．O．Sauer)注重对地理景观时间演变过程的综合性研究。

哥伦比亚学派始于20世纪40年代，出现于美国社会结构从地方互动转变为

全国互动时期。同芝加哥学派一样，其核心哲学都是实用主义，但是后来哥伦比

亚学派逐渐走向了行为主义与功能主义，其研究重点不在于城市社会问题研究，

而是从个人的行为问题来研究城市社会问题。

1．3文献分类分析

在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主题分析的分类方法上，本文采用中国图书

分类法。中国图书分类法一级目录只分为五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综合性图书)，采用一级目录，明显会导致分析不

精确，因此在本文中，采用二级目录。二级目录共24项，按照这24项对英语界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进行分类。经过详细考察，我们可以将得到文献共涵盖以下

13类：工业技术，环境科学、安全科学，建筑科学，交通运输，经济，历史、

地理，农业科学，社会科学总论，文化、科学、教育、体育，医药、卫生，政治、

”顾朝林．战后西方城市研究的学派．地珲学报，第49卷4期．1994年．第371页。

“G．斯蒂尔特【加】著，冷毅、王焉译．西方城市史的理论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第3期，2003年，第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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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综合性图书。除了综合性图书外，其他类别均

分属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大类(表2—4)。从表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英语

世界的学者对于城市的研究多是社会科学类，且集中于社会科学总论、经济和历

史、地理三类。在自然科学文献中，较为突出的是医药卫生，我们对文献的分析

发现，医药卫生多是对疾病，诸如癌症、肝炎、艾滋以及公共医疗等。

表2-4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文献分类比例

一级 综合性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目录 图书

社会 政治、 经济 文化、 历史、 医药、 农业 工业 建筑 自动 交通 环境 综合性

科学 法律 科学、 地理 卫生 科学 技术 科学 化技 运输 科 图书
二级

总论 教育、 术、计 学、
目录

体育 算机 安全

技术 科学

百分 30．45 4．70 29．51 I．70 11．29 10．90 0．75 0．93 3，01 O．38 0．65 5．64 0．18

比(％) 77．65 22t35

在进行上述分析后，我们对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主题的分析只包括社

会科学类，由于在图书分类法上把区域规划放在了建筑科学类，因此我们把建筑

科学类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等也纳入我们的考察范围。在关于主题分析所采纳的分

类研究方法上，我们按照英语世界学者关注的城市研究主题进行分类。

为了便于统计，特作如下说明：

1)凡与“转型”有关的文献，均将其纳入城市转型研究，而不论作者关注

的是市场、住房或是制度改革等等；

2)凡涉及体制变革，制度变迁等等的文献，无论其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均

纳入城市发展与政府的相关研究；

3)区域、城市群、单位、社区等之类的文献均纳入城市区域研究；

4)凡与产业相关的文献，如“广告业”“金融业”‘工业化”等均纳入城市

产业研究；

5)文献没有明显的城市研究问题或城市要索，或是含有多个要素，或是无

法归入某一特定类型的文献，均将其纳入城市概述，诸如“中国城市”、“中国城

市发展”、“中国可持续城市发展战略”等等。

上述因素的考虑按照先后顺序考虑。按照上述的考虑和分类方法，除去城市

概述，我们得出含有i5篇以上的相关文献(表2-4)的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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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西方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关注主题

从图2-1我们提炼出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几大主题：城市化、城乡

问题、城市发展与政府、城市转型等。在第三章中，我们将着重对这四大问题分

别进行阐述。

2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基本进程

2．1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特点

这一节结合时间序列考察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时间进程，首先我们

对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总体特征进行分析。

图2-2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著述变化

表2-5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成果篇目表

1年份 篇目 年份 篇目 年份 篇目 年份 篇目 年份 篇日

1950 l 1970 4 1980 4 1990 13 2000 30

1951 l 1971 2 1981 l 1991 11 200l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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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l 1972 5 1982 3 1992 6 2002 34

1957 1 1973 4 1983 4 1993 ll 2003 26

1959 1 1974 3 1984 12 1994 12 2004 36

196l l 1975 l 1985 5 1995 22 2005 37

1966 2 1976 2 1986 4 1996 17 2006 5l

1967 2 1977 5 1987 5 1997 30

1968 l 1978 6 1988 6 1998 20

1969 l 1979 5 1989 12 1999 22

从图2—2和表2-5我们可以看到英语世界对中国的现代城市研究在逐渐增

加。1949年至2006年的在著述篇日上出现了十个不断向上增长的峰值，分别于

1970年、1973年、1978年、1984年、1990年、1997年、2000年、2002年、2004

年以及2006年出现。

通过对文献的分析，我们概括出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以下特征：

第一，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视角的转变，先是

从制度与政策的转变研究中国城市，到改革开放时期从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中国

城市，到现阶段从人口与社会研究中国城市(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社会公平和责

任等的研究增长较快)(表2-6)。英语世界学者从中国不同的发展背景来看中国

城市的发展，从新的视角出发重新解读和审视中国现代城市。

表2-6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视角的转变

研究视角 研究成果

制度与政策 ‘中国共产主义城市政策》(H．Arlhur Steiner，1950)、‘中国的城市公社}(Henry

J．Lethbridge，1961)、《中国城市发展流动性的政治因素}(John w．Lewis，1966)，

《中国城市的社会革命者》(Shirley Garrett，1970)、‘中国城市规划》(Robin

Thompson，1975)、《中国城市规划与发展》(Nick Jeffrey，1977)

经济发展 《矛盾的结果：中国城市的个体经济》(Linda Hershkovitz，1985)、‘中国80

年代的经济转型》第1、II卷(S．Feochtwang；A．Hussain；t Pairault，1988)、

‘中国城市住房改革：一项经济学分析》(George S．Tolley。1991)、‘中国的城

市私有经济》(Thomas B．Gold，1989)

人口与社会 《中国城市人类学研究》(Greg．Guldin；Aidan Southall，1993)、《中国城市性别

不平等与社会结构》(Norman Stockman，1994)、《家庭变革：1949-1968中国

城市与农村的政治、爱情与离婚》(Neil J．Diamant，2000)，<当代中国妇女的

农村一城市移民》(ArianneM．GaetanoandTamara Jacka，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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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类别比例

第二，从1949年以来英语世界有关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社会科学内容逐渐

增多，但在五六十年代自然科学方面有关城市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在70年

代后，城市研究的自然科学类比例逐渐增加，且维持一个较为平衡的比例(图

2-3)。同时，有关城市的研究社会科学类著述呈现出不断增长中突增的态势，表

图2-4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社会科学类著述的变化

图2-5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自然科学类著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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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跳跃式增长(图2-4)，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虽有同样特征，但表现的较为缓

和，只是数量在2004年以后开始迅速增加(图2-5)。此外，我们也不难发现英

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突变主要受社会科学领域有关城市研究的影响，并且

总体趋势与社会科学类城市研究呈现出较大叠合性(图2—6)．

图2-6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总体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类著述对比

2．2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热点追踪

在对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进行阶段划分之前，回顾了1949-2006年英

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历程。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在建国初期主要集

中对人口问题的关注，1949-2006年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热点问题如下：

人口问题(50年代)一社区研究(60年代)一医疗卫生问题(70年代初)一城市

生活(70年代中期)一城市化(70年代末)一城乡问题(80年代初)一城市化(80

年代中期)一城市相关改革研究(80年代末)一住房问题(90年代初)一城市经济

(90年代中期)一城市生活(90年代末)一转型研究(20世纪初)一社会公平与

责任(2004-2006年)。在表2-6中我们列举出了各个时期熟点问题的主要研究

成果。

表2—6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热点追踪

时间 热点问题 研究成果

50年代 人口问题 《中国城市化与人口分布》(Fenton Keyes，1951)、‘近期中国城市人

口的增长》(Leo A．Orleans，1959)

60年代 社区问题 <中国的城市公社》(Henry J．Lethbridge，1961)，《中国城市社区

的分支结构》(Lawrence w Crissman，1967)、《共产主义中国的城市

公社与反城市试验》(Janet Salaff,1967)

70年代初 医疗卫生 《中国医药局与北京联合医药大学：一个富有成效的协作史，

问题 1914-1951》(Mary E．Ferguson，1970)、《中国城市的四项医疗保健》

(K Okawa，t974)、《中国、城市与医疗》(D Leigh，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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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中 城市生活 《香港街道研究：一个中国城市的地方化》(FrankLeemingandGraham

期 E．Johnson，1977)，‘中国城市青年的乡村生活)(PeterJ．Seybolt，1977)、

‘上山下乡》(Thomas P．Bernstein，1977)

70年代末 城市化 ‘中国城市规划：没有城市化的发展》(Akira Koshizawa，1978)、‘中

国发展下的城市化与城市管理》(Stephen Andors，1978)、<中国反城

市化'(CP Cell，1979)、‘中国城市化与建设》(G Leblanc and E

Rol·Tanguy，1979)

80年代初 城乡问题 ‘毛泽东思想的消退：中国发展的城市与郊区》(Rhoads Murphey，

1980)、‘毛泽东时期的城市．农村矛盾》(CPCell，1980)、‘中国农村．

城市二元化’(John Coulter；,Paul Ivory，1982)、‘城市工业的农村劳动

力：当代合同工，城市．农村平衡与阶层关系》(Marc Blecher。1983)

80年代中 城市化 《低层次的城市与国家城市化政策：中国与印度》(T Banerj∞and S

期 Schenk,1984)、‘中国城市化与城市私有化的省际差异》(Anthony

Gex-On Yeh,Xueqiang Xu，1984)、‘中国大都市化?》(Bronger,D，

1984)、‘中国城市化》(Richard Kirkby，1985)、‘中国城市化：城市

体制转型的数据》(C Peisert，1986)、《中国城市化与城市问题》(Reeitsu

Kojima，1987)、

80年代末 城市相关 ‘从乡村到城市：中国城市-农村关系改革》(DavidZweig，1987)、<中

改革研究 国农村一城市移民控制：近期改革的因素》(Hein Mallee，1988)、<列

宁主义体制下的市场改革：中国城市的权力、地位与金钱分配的某些

趋势》(Connie Squires Meaney，1989)，《中国城市住房改革)(Jan

Middelhoek，1989)、‘后毛泽东时期的城市改革与相关紧缩：从计划

到市场转型的一项解释》(Dorothy J．Solinger，1989)、《中国城市劳动

力体制：改革展望》(Brian E．Becker and Yang Gao，1989)

90年代初 住房问题 ‘1990年代的住房不平等)(John IL Logan,Yaujie Biau and ruqin Bian，

1990)、‘中国城市公共住房：以天津为例》(MohammadA．Chaichiau，

1991)、‘中国城市住房改革：一项经济学分析》(George S．Tolley，

1991)、《中国城市住房消费》(Gill-ChinLim，Man-HyungLee，1993)、

《中国城市住房再开发》(David E．Dowall，1994)

90年代中 城市经济 《中国市场与城市·农村不平衡》(TszMan Kwong，1994)，《中国城市

期 的瞬时变迁：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城市公共产权制度”的毁灭》

(Dorothy J．Solinger，1995)、‘中国城市经济改革与卫生保健覆盖》

(Colleen M．Grogau，1995)、<中国经济的理论模式》(John Bennett and

Huw David Dixon，1996)、《外商投资的内城竞争：中国诱发区域的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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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与动力效果》(Keith Head and John Pies，1996)、‘市场侍从主义的

制度进程：中国南部一个城市的关系与私人商业)(David L．Wank，

1996)、‘中国经济奇迹与城市工人》(JudeHowell，1997)、<中国经济

改革的城市社会影响》(Michael Leaf,1997)

90年代末 城市生活 (00国城市生活模式与新媒体科技的利用》(Louis Leang，1998)、‘中

国城市家庭的传统与变革：生活安捧》(John&Logan；Fuqin Bian；

Yanjie Bian，1998)、‘中国的街道生活》(Dutton Michael，1998)、‘城

市化、生活方式变迁与营养转变》(Barry M．Popkin，1999)，‘台北城

市边界区的生活变化，1959-1994)(Du『yea,Maria，1999)

20世纪初 转型研究 ‘转型中的中国：城市劳动者新的健康保险计划》(D Hindle，2000)，

(oe国城市经济转型与性别收入差》<Bj娃m Gustafsson and Shi Li，

2000)、(ee国城市转型时期激励、分配与劳动力市场改革，1986-1990)

(David P．Coa由and Limin Wang，2000)、《解析中国福利状态：制度

转型下的市场与政治，1979—1999)(Edward X．Gu，2001)、‘上海转型：

中国世界城市的涡轮动力发展景观》(Michael S娟er，2001)、《中国城

市的卫生保险体制市场转型》(Edward Gu。2001)、《中国转型期可持

续城市发展问题：香港与深圳》(Mee Kam Ng，2002)

2004—2006 社会公平 《中国市场转型：中国城市的制度变迁与收入不平衡》(VictorNee and

焦 与责任 Yang Can，2004)、《青少年家庭义务》(Andrew J．Fuligni and Wenxin

Zhang，2004)、<中国不同层次劳动力的教育所得与贡献》(Margaret

Manrer-FazioandNganDinh，2004)、‘中国城市家庭儿童责任一项推断：

来自母亲、父亲与孩子的报告》(Jennifer M Bowes，Li Qing San，

May-Jane Chert。etc，2004)、‘中国家庭的信任力》(Alan Meier，2004)、

《香港老城区老年人的心理满意度：一个社会学视角》(c．w Lam，&

K．w_Boey，2005)、《中国城市经济转型与主观贫困》(JohnA．Bishop。

Fuijun Luo andXi Pan，2006)、《1995年中国城市与整个中国的财富分

配》(Bj01"11 G-ustafsson,Li Shi and Wei Zhong，2006)、《中国城市性别

意识形态、家庭行为与背弃》(Ellen Efron Pimentel，2006)

2．3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历史阶段

1949年以后，汽车的普及使得城市不断逐渐向外扩展成为可能，世界城市

化的进程大大加速，并且已经进入了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阶段(可

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时期，进入50年代后，郊区城市化的进程开始

加速)，且大城市化趋势明显，大都市带相继出现，而此时中国的城市化则刚处

于起步阶段，城市化的表现仍然以乡村向城市移民为主。结合上文的分析，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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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1949至2006年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

2．3．1第一阶段(1949-1969)：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起步阶段

第一阶段历时20年，这个时期是中国传统体制支配的时期，是中国城市化

上升再回落的时期，这个时期城市化进程缓慢且较为平稳，这个时期也是毛泽东

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进入时期。

中国1947年的土地政策强调土地的重新分配，关注的是作为支持战争前线

的后方农村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之后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与大批城市的收复，毛

泽东在1948年lO月指出：“加强城市和工业的管理工作，使党的工作的中心逐

步的由乡村转移到城市”15，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的胜利，中国共产主义政策

的重点转向了港口城市，这些城市是重要的工业和商业中心，且几乎都是省会城

市。为了抓住这个新的战略契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得不在城市政策问题上

做出迅速决定，而这最初被认为是在更远的将来进行的。实践证明将工作重心从

农村转到城市是正确的，1949年2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今后将一反过去二十

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同年3月，中共七届

二中全会就明确规定了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同时关注城

市与农村，将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关注城

市的同时不能忽略农村，但是党的工作重心要转移到城市上来。毛泽东在报告中

进一步强调“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自此，中国共产党

开始关注中国城市的建设与管理。

这个时期的中国城市化从起步阶段，经历1958．1965年的大起大落之后进入

到城市化进程的停滞阶段。城市化起步阶段中国的国家建设和投资方向主要集中

在重工业，为了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国家开始采取并逐步加强对经济的集中

统一计划管理，随之开始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使得计划体制

和政府统制成为资源配置和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手段。同时，为了支持重工

业的超前发展，国家采取计划手段进行高强度积累，形成了低消费方式。这种对

重工业的高度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轻视倾向，忽视了城

市基础设施的作用，从而制约了城市经济在将来的社会发展，妨碍了城市对人口

的容纳力，影响城市化进程水平的提高，造成城市发展的障碍，但是，这种经济

恢复与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吸引了大批农业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这在一

定基础上提高了城市人口的比重。第二阶段的大起大落时期，有一项重要的措施

是“减少市镇数量、提高建制镇标准”：1962年，国家做出调整市镇建制的决定，

1963年，颁布新的市镇设置标准，缩小市郊的范围。同时，在这一时期形成了

1’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同上。

’7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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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后来的中国城市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制度和政策：户籍制度的建立、“不建城”

思想的形成、“反城市化”政策、以及人民公社体制的建立。

这个时期的美国是人口迅速增长的时期，面对这种人口的巨大增长，发展商

与企业开始在郊区建设开发住宅，带来美国住宅带的蔓延。同时，二次大战后城

市建筑物又回复到原来简单的形态引发了60至70年代间有关城市发展规划诸多

问题的大变动。50年代初的一项将办公地点、住房与零售商分开集中的规划政

策舆论开始在美国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展现，美国郊区化进程自此开始，而来回通

勤、交通拥堵则相伴而生，于是，出现了一系列典型的铁路郊区、有轨电车郊区、

汽车郊区等等郊区化的类型。

这个阶段英语世界对中国现代城市的研究处于较为平稳的状态，多探讨共产

主义下的中国城市发展，对城市的研究多从中国的国家政治背景出发，如：《中

国共产主义城市政策》(H．Arthur Steiner，1950)、《中国城市公社》(Henry J．

Lethbridge，1961)、《共产主义中国的城市配给》(Ralph W．Huenemann，1966)、

《共产主义中国的城市公社与反城市试验》(Janet Salaif,1967)，并与世界发达

地区的城市发展做对比研究。如：《作为变革中心的城市：西欧与中国》(Rhoads

Murphey，1954)和《城市家庭消费：日本与中国大陆比较研究》(Toshiyuki

Mizoguchi，1969)，等等。这个时期英语世界对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自然科学领

域几乎是空白。

2．3．2第二阶段(1970．1983)：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徘徊阶段

第二阶段历时13年，这个时期英语世界对中国现代城市的研究出现了三个

较为平缓的坡度变化，并分别在1970年、1973年、1978年出现了三个研究峰值。

这个时期是中国城市化在整体上受抑制和严格管制的时期。中国城市化的步

伐落后于工业化进程，这使得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再次与世界城市化水平拉开了距

离。其次，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国行政区划的特性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尤其是束缚

了小城镇的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自身的发展活力，相应的，这个时期中

国的大中城市有较好的发展环境。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不同的城市人口

政策、户籍制度和建制镇设置标准等，使得城市化水平从被人为地抑制转向迅速

提高；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均衡的区域发展政策向重点发展轻工业和非均衡的区

域发展政策的转变，造成了两种不同的劳动力流向和投资区域指向，带来城市化

不同的发展取向。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与体制转型的前后衔接时期。

资源配置机制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就业制度的调整与改革、人民公社

组织解体与微观生产组织重构、土地与户籍制度的进一步调整与改革等一系列开

放与改革政策与措施的转变与实行，都为中国城市的发展突破封闭与内向发展提

供了转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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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50年代办公地点、住房与零售商分区规划的城市政策在这个时期

开始出现其问题症结所在，城市中出现大量死区，于是，美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

那些曾经鼓励采用生活与工作区域混合方案的政策。自此，郊区不仅仅意味着居

住地，区域混合方案的政策促使了郊区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进一步推动了美国

的郊区化进程，从上一阶段的50年代到这一阶段末，美国“城市化水平由64％

上升到74％，年均递增O．33％，而同期郊区人口比例却由23％上升到43％，年均

增长0．67％，郊区化速度明显快于城市化速度”。”

这个时期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集中于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研究。如表

2．7列举的：<中国城市规划：没有城市化的发展》(Akira Koshizawa，1978)、《中

国发展下的城市化与城市管理》(Stephen Andors，1978)、《中国反城市化》(CP

Cell，1979)、《中国城市化与建设》(G Leblanc and F．Rol-Tanguy，1979)，等等。

2．3．3第三阶段(1984-1996)：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上升阶段

第三阶段历时13年。在这个阶段，中国改革开放与体制转型带来的结果逐

渐凸显，工业化成为城市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关联度明显加

强，中国的城市发展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这个时期及其之后中国的城市与城镇

数量迅速增加。由于大规模“地改市”、“县改市”的实行，全国的城市数量从

1978年的192个增加到2000年的659个；同时，小城镇数量也迅速增加，这主

要是由于改革以来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和农村商业流通与服务业的发展促进了

小城镇的兴起和繁荣．1983年取消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恢复乡(镇)建

制以及放宽建制镇的设立标准更是为小城镇创造了宽松的发展环境并使得小城

镇的发展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主力。

80年代，曾经过于拥挤和生活质量下降的同样的历史问题又开始困扰美国

政府。于是他们颁布了一部“规划法”来寻找解决对策，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这个时期，中国逐渐成长起来的众多城市的土地使用政策和城市规划政策等等的

变革吸引了英语世界学者的注意力。

郊区化进程是的郊区的人口逐渐增多的历程，到了80年代，美国的郊区人

口已经超过城市人口，这种变化反映了大城市的绝对人口下降，而小城市逐渐成

为了城市化的主力军，由此“产业空心化”、“年轻人口郊区化”、“富裕人口郊区

化”、“老年人口城市化”、“贫困人口城市化”等新的城市与社会问题浮现。城市

更新计划应运而生，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地价限制、就业机会刺激等一系列措

施开始实施。

在这一阶段，英语世界对中国的现代城市研究相较于前两个阶段也明显增

多，且对中国城市改革的研究异常突出，出现了一大批研究中国经济、住房、市

。杨立勋．城市化与城市发展战略【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敝社．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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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土地等等改革的研究成果。如：《新经济政策再调整：对中国城市妇女工人

的影响》(MarlynDalsimcrandLaurieNisonoif,1984)、《中国的城市住房》(Dinyar

Lalkalm，1984)、《变革中的中国城市：过去、现在与未来》(No,on Finsburg and

BernardA．Lalor，1984)、《中国城市化：城市体制转型的数据》(C Peisert，1986)、

180年代中国的经济转型》(s．Feuchtwang；A．Hussain；T．PairauR，1988)、《中

国城市住房改革》(Jan Middelhoek，1989)、《后毛泽东时期的城市改革与相关紧

缩：从计划到市场转型的一项解释》(Dorothy J．Solinger，1989)、<中国城市劳

动力体制：改革展望》(Brian E。Becker and Yang Gan，1989)、《中国城市改革：

现在的模式?》(1L Yin．Wang Kwok；William L．Parish；Anthony Gar-On Yeh，

1990)、<中国城市管理与市场改革》(GordonWhite，1991)、《中国改革与变革》

(TheresaC．CarinoandAileen SPBaviera，1993)，等等。

2．3．4第四阶段(199％2006)：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加速阶段

第四阶段是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加速阶段。经济的全球化、科技革

命的全面展开与信息化的迅速发展进一步带来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快速化进程。这

个时期，中国城市化与城市发展加速、城乡人口规模巨大的迁移、中国城市社会

空间结构的急剧变化、新的工业、商业、金融、高科技和居住空间的出现等等都

使得国际上城市研究和城市地理学方面的著名学者纷纷把研究视角转向中国。

20世纪末，一系列快速发展变化过程的结果是新的城市模式的产生。新世

纪的到来，人们对城市的期望逐渐从原有的经济发展走向城市问题的解决。面对

空地减少、社会公平的缺乏、区域问题的考量、社会亲密感的丧失、社会特征的

缺乏与环境恶化等等被提上了新世纪的议事日程。这个特征也在英语世界中国现

代城市研究中得到体现，他们对弱势群体、社会公平和责任的研究在这个时期快

速增多。

这个时期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中国企业家地

位：改革时期天津的房地产与商业部门》(Duckett,Jane，1998)、《中国的街道生

活》(DuRon Michael，1998)、《中国城市的公民身份竞争：农民移民，政府与市

场逻辑》(Dorothy J．Solinger，1999)、《解析中国福利状态?制度转型下的市场

与政治，1979-1999)(Edward X．Gu，2001)、《中国城市住房改革》(Ray Forreg

and James Lee，2003)、《全球化对工人和穷人的不同影响：中国、印度的国家、

城市与科技群聚》(Meine PieterVan Dijk，2006)，等等。

经过对上述四个时期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历史进程考察，我们可以

发现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视角的变化是随着中国与各个地区自身城市发

展变化而变化的。初始时期，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一个新的国

家与政权的特性无疑成为了关注焦点；第二阶段，美国早期城市规划所带来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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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开始显现，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城市化也逐渐凸显，这个时期，英语世界对中国

的城市化以及城市规划与建设等的关注度明显加强。第三阶段，美国郊区化的进

程导致的一系列新的城市问题，带来了城市更新计划的实施，而此时中国的改革

开放与转型的成果也进一步向世界展现出来，因此，英语世界对中国城市土地、

市场、住房等等的研究也就成为必然。第四阶段，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中

西方学者都开始着眼于对城市的未来发展和城市原有问题解决的研究，对城市的

社会和谐与稳定要求越来越高，城市所带来的社会公平与责任问题、城市贫困与

弱势群体、城市失业等等被摆在了城市研究的新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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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关于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若干主题的分析

1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数据采集与模式的分析

在城市研究的问题上，首先遇到的就是城市人口与城市面积问题。英语世界

的学者普遍认为这类数据在中国是不足且混乱的，被严格限制且不足信。如人口

数据，可以是城镇建成区的居民，又或者是行政边界内的居民。“这似乎是第三

世界国家的通性。”9同时，随着时间的变化，行政边界的变化及其这种变化记录

与性质的缺失使得数据更为复杂化。人口与面积数据多来源于公共出版物。

而在美国，城市周边有很多密集的郊区，但是由于人口普查局只认可政治边

界，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发展出了“城市边缘区”与“城市化地区”

来区分大城市周边的高密度人口的非建制郊区。而在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最

集中和最高度开发的农业都紧靠城市，由于很多农村地区本身的高密度人口，因

此，本来应该属于农村人口的人口被划归到了城市人口中去。中国很难确定乡村

向城镇以及城镇向城市的过渡区，这给人口与面积数据又带来了一层不确定性。

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主要数学方法有平行数据分析(Panel Dam

Analysis／面板数据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法。平行数据是指对不同时刻的截面个

体作连续观测所得到的多维时间序列数据，它是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结

合。这种分析方法可以用于分析各样本在时间序列上组成的数据的特征，它能够

综合利用样本信息，通过模型中的参数，既可以分析个体之间的差异情况，又

可以描述个体的动态变化特征，具有估计方法优良、估计精度高、参数含义明确

等特点。如在有关城市经济基本面对住宅价格解释和预测能力的相关研究上多采

用平行数据分析法。研究城市住房成本和价格的比例与人口、收入等的变化相关

性；城市住宅价格涨落的因素分析，尤其是经济相关指标对城市住宅价格的影响

程度分析；城市住宅价格的变化趋势与各城市问的差异性。

DEA(Data EnvelopmentAnalysis一数据包络分析)是以相对效率为基础，按

照多指标投入和多指标产出，对同类经济系统的相对有效性进行评价的一种方

法。DEA方法将一个“通过决策后投入一定数量生产要素并产出一定数量产品”

的经济系统称为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简称DMU)．这种数据分析方

法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直观性。

英语世界的学者研究中国城市，最初只是着手于一些经验性研究，后多从西

方发展的经济理论或从古典主义的区域发展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以

及采用国外的经验研究理论“增长机制”模式与“城市制度”分析等等。

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门主流经济学，仍有其自身的缺点与不足，它设定在没

”The Rural—Urb,m Dichotomy in Chma：ACase stu曲ofthe Mid．Yellow River Region using Rcmote Sensing

Data,JohllCoulter；PaulIvory,TheAustralian JournalofChineseAffairs．第7期t 1982年·第37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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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力推动时，经济体系无法实现持续的增长，只有当经济中存在外生的技术进

步或外生的人口增长时，经济才能实现持续增长：规模收益非递增；它一方面将

技术进步看作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将它

排除在考虑之外；政府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没有什么帮助。

增长机制、城市制度：在增长机制模式中，他们认为发展是一种自治的事务，

城市政治由经济主导，至少也是由经济决定；而城市制度分析是以一种相同的方

式，但更为扩大的视角来看，城市制度理论强调政府与非政府部门跨越制度界限

来进行双边合作。

Paulo、Brito和Pereim建立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在该模型中指出城市经济

长期的内生增长率依赖于住房和其他资本的相对价，因为住房既是家庭的消费品，

又是家庭的投资品，在住房和其他资产不能完全替代的假设条件下，制造业、建筑

业、教育和培训活动对长期增长具有正效应。

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模式(公共交通导向模式)概念最早出

现在美国，是为了解决二战后美国城市的无计划发展、交通组织混乱、住房需求

结构性矛盾的一种规划方案。TOD又分为城市TOD和社区TOD。“城市TOD”

将建立在主要公共交通节点上，面向商业和就业发展；社区TOD将建立在主公共

交通节点附近，面向居住、零售和服务：低密度的住宅、学校、社区公园及其他

商业和就业用途的“第二区域”将围绕在TOD周围，与TOD公交站点距离保持在

自行车距离之内。”

UGBs(Urball Crro、vth Boundaries／划定城市增长界限)与分期分区发展。划定

城市增长界限即政府在规划中，根据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土地利用现状，划

定城市增长区，以控制城市的增长速度。增长区内的土地应满足若干年规划期内

的城市发展用地需要。在增长区以内，允许土地开发，并提供适当充足的公共设

施；增长区以外则限制开发。分期分区发展(Zoning)是指即政府对土地开发行

为规定时序与区位，以适当而有效地提供公共设旌，避免不成熟的土地开发行为。

如马里兰州的乔治王子郡，将全郡划分为优先发展区、经济发展潜力区、限制发

展区、延缓发展区等，从而为土地开发确定不同的发展时序，引导都市发展的区

位与时机。”

城市建成区的增长幅度明显大于城市人口增长幅度，或“在都市区尺度上，当土

地转变为非农用地或保护用地的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2，这种现象就被称为

城市蔓延(Urb卸Sprawl)。

∞谈公共交通导向开发模式，

http：／／www．prhc．com．cn／delails．asp?BigclassNam翻／eE6％81％92％E6％98％8C％Eg％A7％82％E7％82％B9&Ne
wslD=495。

21城市朋地规模控制法律对策研究，http：／／www．eplawyer．conVxstt／1wxj／20060823／112546．htm

“USAToday’s Sprawl Index,USAToday,Febn岬22．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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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若干主题

2．1城市化

2．1．1城市增长、城市性与城市化

城市化表现为农业人口变为永久的城市人口。城市增长指的是城市地区居住

人口的增加。城市增长通常伴随着城市化进程，除非城市与农村人口成比例增长。

城市性是芝加哥学派刘易斯·沃斯(Louis Wirth)提出来的(Southall，1998”)，

他认为城市性是一种生活方式，从而使城市具有其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

化特质。根据上述三者的关系发展出一套从人口统计学角度阐释城市化动因的模

式分析，得出城市化发展的四种取向：城市化不明显、城市化加快与维持、城市

化高速发展、城市化减缓与倒退(但是只有少数的农村人口采用城市生活方式)

(Robert Woods，2003“)。

2．1．2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

按照西方的经验，以工厂为基础的制造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城市的必然现

象。经济增长伴随着城市化进程，新的城市产业模式支配下的农村地区转型虽然

在很大程度上是令人失望的，但是这种模式仍然被接受了，并被认为是“西方一

城市一工业”内涵一种的进步，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思想也进入了中国城市发展的

体系。城市的增长与转型发生在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中心。地理与社会、工业与

农业、一般模式与土地利用、职业构成与社会劳动力分割等之间的关系塑造了出

现在所有社会科学原则中的“现代化”理论，居于现代政治社会的有限和本质的

当代观点的中心，通过中国经验的阐释来理解现代化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当

代工业社会的城市危机本质(StephenAndors，1978“)。

2．1．3城市化动力

在城市化的驱动分析上，英语世界的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驱动经历了三个

阶段，首先是国家政策的积极推动，而后进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时期以及当前的

市场作用力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有些学者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思想

体系渊源来审视中国的城市化：①Weber(1958，1962“)认为儒教作为中国传

统的思想伦理，阻碍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城市化，促进了乡村主义的壮大。而持

反对意见的Tawney(1966”)则认为儒教与资本主义并不冲突，中国城市化不发

达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城市的经济实力过弱和城乡之间的差距过大。②城市化的

8
SoutballA。1kCityinTime and Space,CambridgeUniversityPⅢs：Cambridge,1998

2．4
Robert Woods．U而anisatiOil in Europe and China during the Second Millennium：A Review ofUrbonism and

D．．emogtaphy，International Jour'oal ofPopulation Geography．9(3k 215-227．2003．
D

StephenAndors．Urbanization andUrbanGovernmerRinChina’sDevelopment：Toward aPoliticalEconomyof

Urban commtmit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I Change．525·545．1978．
n Max WebeL 11le City,NewYork：The Free Press,1958．11精Religion ofChina,NewYork：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1962．

“Tawney RH．，Land and Labour in Chirla，Boston：Beacon Press，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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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扶持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内在驱动发展向外在驱动发展的转变，尤其是

外商投资的诱因。改革开放后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重建与农村工业化以及出

口导向型产业的出现、发展以及城市增长均受到世界经济和市场的影响(Victor

F．S．Sit和ChunYang，1997”)．GordonAndersonandYingGe(2004”)通过研究

进一步发现作为经济转型指标的国家经济发展对城市增长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城

市本身的对外直接开放政策则是城市增长的重要积极性因素。

2．1．4城市化特征

York W．Bradshaw和Elvis Fraser(1989”)用80年代末公布的中国人口地图，

从城市规模、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阐释中国的城市化特性。从覆盖了

中国的国家、区域、城市以及其他的行政单位的调和数据分析产生了三个主要结

果。第一，所有划定的城市相对于非城市地区都拥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

质量。第二，沿海城市拥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生活质量没有跟上去。第三，

教育和工业对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有较大的影响。他们认为这些发现印证了现代

化的理论以及某些独立／世界体系的理论。

2．2城乡问题

2．2．1对城乡问题的聚焦：城乡收入差距

在有关于城乡问题的探讨上，英语世界学者聚焦于城乡差距的研究，前期的

讨论多是强调中央政府在区域城乡差异中的角色(Griffin and Zhao，1993“；

World Bank，19972)，后期，关于城乡差距研究的关键性变化在于不断重视区域

和省际之问消费者物价指数差异。然而，中国城乡市场分割的证据表明物价的差

异与名义上的收入差距有很大的相关性，并且由此关于城市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

究开始得到强化并进入系统性的研究阶段(Young，2000”；Wederman，2003“)。

尤其是1978年改革以来，伴随着城市的增长，农村经济也逐渐从以农业部门为

主体转向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服务业等非农经济活动

相结合的经济形式，中国城市与农村的特殊性、城市与农村的发展等使得城乡关

系不仅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同时也受到越来越多国际学者的关注。在城乡问题

探讨上，本文着眼于英语世界学者颇为关注的城乡收入差距。

盟Victor E S Sit and Chun Yang．Foreign-investment-induced Exo-urbanismion in the Pcad I№er DeIta,Chi帆
Urban Studies．34(4)．647—677．1997．
爿GordonAnderson andYingGe．DoEconomicReformsAccelerateUfoanGrowth?ncCaseofChina．Urb锄
Studies,41f11)，2197-2210，October,2004

川Y0rk砒Bradshaw；Elvis Fraser．City Size，Economic DevelopmenL and QIIal时ofLifc in China：New

Empirical Evidence，American SociologicalReview,54(6)，986-1003，1989
“Grimn．Keith．Zhao．RenweL The Distribution ofIncome in China．Macmillan．London．1993．
32 World Bank Sharing R／sing Incomes Disparities in China The World BanL Washington．D．C．1997．
”Young,Alwin,The razor's edge：distors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cople|s Republic ofChina．Quarterly
Joumal ofEconomicsCXV 1091一1136．2000．
H
Wederman。Andrew,From Mao to Market：Rent Seeking,Local Ptotectionism．and Mm-ketiz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York．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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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城乡收入差距分析；产生与变化

从不均衡初始渠道的实际汇率分析中国城乡差距(S．Guillaumont Jeanneney

和P．Hua，2001”)：由于生产贸易的商品共享在城市比农村高，中国货币的实际

贬值城市比农村高，这与通常所期望的结果相反，然而正是这种高涨减轻了城市

／农村消费价格、实际工资以及工业／农业的受保护交换率的影响。作者认为这种

情况在内陆不发达地区出现较多，而沿海省份没有出现是因为以出口为导向的农

村产业的强有力发展。从消费路径分析中国城乡差距(Bio"m Gustafsson，Li Shi

和WeiZhong，2006”)。作者通过对1995年中国城市家庭的成分、不平等和财富

因素进行研究，并比较了中国城市一农村的财富分配，总结性的提出了中国家庭

财富分配不平衡的一个估算。估算结果表明，住房在中国城市家庭财产中占据了

很大一部分比例：大多数的中国城市家庭都有一个银行账户，但很少负债。同时，

家庭净资产与收入和地域紧密相关：净资产在城市家庭中比在农村家庭中的分配

更为不均衡。但是，与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作者认为中国城市与整个中国

的净资产的分配是较为均衡的。 ．

中国的经济改革导致了重心从公平向效率的转移，这带来了收入的不平等。

改革开放后的1988—1995年中国不均衡增长的明显性在很多研究和报告中都有

体现，而后期的变化则较少被提及。Khan and Riskin(2005”)对这个时期的不

太明显的但是却具有其重要性的不断缩小的不均衡态势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作者

认为这种差距的缩小主要在于省际之间差距的缩小，以及经济援助配置的变化，

虽然如此，作者认为收入的差距却仍然朝更为扩大的方向发展。在分析收入差距

扩大的原因上，也有学者将改革进程与个人收入构成的分析相联系(例如工资与

奖金)。扩大的不平等被认为是反映了奖金的不平衡的共享。这突出反映了劳动

者在企业的固定性与企业利润的不平等分配，而不是个体报酬的增加。因此，我

们有理由认为收入不平等在将来将由诸如资本或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秩序来决定

(David ECoady，2000”)。另一方面，教育不平等加强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Emily Hannum(1999”)辨析了中国教育日程摇摆不定的政治根源，将这种摇摆

不定与农村一城市居民社会不平等的一个关键尺度下的教育差异性相结合，发掘

政治和教育以及关于农村城市教育差异的经验性证据。作者分别讨论了教育政策

的政治内容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在城市与农村地区的执行，并考查了一系列的指

”S．GuillaumontJearmeney,PHua．Howdoes real戢ch蜘ge rateinfluanoeillcomeioequalily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Tc勰in Chinat Journal ofDevelopment Economics，64(2)，529-545．2001．

∞8jorn Gustafsson．Li Shj and Wei Zhong,The Distribation ofWealth in Urb锄China and in China∞a Whole in

1995．Review ofIncome and Weal虬52(2)．173-188．2006．
川Khan．Azi邪r R．，Riskin,Carl．China's Household income and Its distribution,1995 and 2002．Thc China

Quarterly 182．356-384(J岫e)，2005．
"David ECoady and Limin Wang,Incentlves,allocation and la嘶-madcet reforms duffng transition：the case of

urbanChina,198“1990．Applied Economics，32“)，511-526．2000

押Emily Hannum．Political Change and the Urball—Rural Gap in Basic Educatlon jn China,1949-1990,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43(2)．193．211．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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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来阐述城市一农村教育不平等的趋势。Margaret Maurer-Fazio and Ngan Dinh

(2004”)使用从1999-2000年的城市企业调查的工人数据，发现影响当前城市

工人、移民和下岗工人的收入是受教育程度(除了有工作经验的工人以外)。

中国城市与农村地区的收入差异仍然很大，但是这个差距已经在开始减小。

农民的收入自后毛泽东改革时期就得到了快速增加。农村地区有了新的力量，但

是这些都是改革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农村条件的改善反映了中央政府的发展战略

与意识的转变，同时地方对政府的鼓励性改革做出了回应。这些变化的推动力是

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维持。减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的失败同样也来

源于对政权的稳定和党的地位的保护的考虑(Jean C．OI，1993“)。自1979年以

来，市场重新被引入中国以用于改善农村的生活水平。Tsz Man Kwong(1994。)

考察了中国市场对农村一城市的收入差距的影响。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官

方数据研究29个行政区的市场对农村一城市收入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通

过重新确立食品生产与食品消费的水平联系，从而缩减了中国农村与城市部门之

间的收入差距。然而，市场在生产过程上对缩减城市一农村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

2．3城市发展与政府

2．3．1政府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发展的过程有不同的方式，并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家庭的、企业的、地方的、

省的、国家的与全球的。城市发展受地方治理与国家统治的双重影响，政府的决

策对城市发展起着控制性作用。城市的发展既受直接政策如城市人口政策和城市

规划建设政策的影响，又受间接政策如产业发展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的影响。不

同的城市人口、城市规划建设政策以及不同的产业发展、区域发展政策，对城市

的发展进程有着十分不同的作用和结果。同时，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

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行政建制的地方分权、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等等，这些

并非预示着中国政府与地方或人民的联结分离趋势，相反地，这种政府的职能转

变，更为深刻的表现为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的联结更为紧密，中国政府内部之间

的联系更为加强，自此也促进了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也促进了各个政

府权限范围内各种要素的融合。随着对城市发展的理论与经验性研究的加强，随

着城市发展在国家建设中地位的不断提升，随着各个城市间发展的差异性和地域

性，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政府与企业，个人等行为范式也相互渗透。

作为一般经济意义与特殊的城市物理建设上的基础性问题，城市发展秩序一

一不论是由中央计翅J还是由市场机制维持，以及所带来的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

40MargaretMaurer-FazioandNg∞Dinh．DifferentialRewardsto,AndContributions of,EducationinUrban

China's Segmented Labor Markets，Pacific Economic Review,9(3k 173—189，2004．

～Jean C．OL Refomt and urban bi雏jn China．Bcyong Urball Bias,129-148．

”Tsz Man Kwong,Merkets and Urban·Rural Inequality in China,Social Science QlIa^cdH 75(4)，820-837，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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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引发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争论，这种争论既有意识形态的倾向，也有其

实际范围内的尺度。市场强调个体主动性与偏好的政治经济双重重要性。亲市场

的思想学派坚定地相信自由市场能够带来高效和繁荣。然而，市场在涉及外部事

物以及提供公共物品上的失败提醒了我们提倡政府在市场中发挥积极作用。尽管

存在寻租和市场扭曲的问题，但是政府在城市发展形成体制结构过程中的作用被

广泛认为是至关重要且必需的。

2．3．2从国家与地方发展看政府与城市发展

中国，尤其是1978年的改革揭示出了国家在经济产业化管理和预防当前的

所有权结构、一般行政组织以及经济活动控制发生大变动之间的紧张状态。在这

种前提下，各种企业和政府部门在尝试形成不同类型的联结关系时遇到了各种各

样的问题。地方与中央权威之间在意识形态与战略考虑上，以及在产业化的动力

等方面都是存在冲突的。在这一节，我们主要从国家发展研究和地方发展研究来

看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国城市的发展深受政府的影响，而在这一节中，

我们将更为明显的发现这个特点。

1)从国家发展研究中国现代城市。

城市作为人类各种活动的集聚场所，通过人流、物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与外

围区域(腹地)发生多种联系，通过对外围腹地的吸引作用和辐射作用，成为区

域的中心。外围区域则通过提供农产品、劳动力、商品市场、土地资源等而成为

城市发展的依托。因此，可以说，城市与区域相互依存，城市借区域而立，区域

依城市而兴。城市不仅是区域的社会经济中心，也是区域的文化中心．是“社会

交际和信息交流之地；思想和产品在此流通，实现其社会的或经济的价值。城市

是创造性和文化轴心，为人们提供机缘，为进步创造条件，是文明的最牢固的基

础””。

表3-l中国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转变

战 略 论点

“西进”战略 。～五”时期：均衡布局论；“大跃进”时期：地区综合发展论；70年代

中后期：平衔布局诊1 60年代中期军7n年待初：=纬律设

沿海发展战略 80年代初：区域不平衡发展

西部大开发 先富论、限度论和时机论的统一

中部崛起 “政策边缘化地区论”与“中部塌陷”

资料来源：中外经济专家论坛：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转变，陈家海，2003，中部崛起的

战略意义及道路选择，董恒富，决策探索，第3期，2005。

”Willelm J．Introduction：Urban Challenge in Transitional Period,International Join'hal ofSocial Science．

14f1)，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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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于中国学者的东、中、西的区域分析框架，Paul Krugman“发展了一套

“制造区模式(Manufacturing Zones Framework)”，简称为MZF，这套框架被认

为更能够解释中国的区域空间差异性，虽然这个框架在实际操作上比起获得中国

的实际情况来更需要高度的理论基础。

城市发展优位性分析：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较低。尽

管如此，中国各省份的城市化程度与城市优位性有很大的区域差异性。在中国，

政府决策不仅仅减缓了城市化的总体速度，而且使城市化与城市优位性的省际差

异复杂化。东部省份的城市优位性较低主要是由于控制大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政

策，这项政策鼓励小城镇发展。从沿海省份向内陆省份扩散的空间产业政策鼓励

了西部的城市化并提高了他们的城市优位性(Anthony Gar-on Yeh and Xueqiang

Xu。198445)。

2)从地方发展研究中国现代城市

城市成功的关键不在于城市规模，而在于城市的文化内涵，而能够决定一个

国家最终的发展程度在于每一个个体单位的发展程度“。

在过渡阶段，中国从一个由中央控制经济转变成为一个市场导向的经济。地

方分权、市场化与政治合法化的力量将中国的地方政府转变成为对发展有浓厚兴

趣的地域国家。作为东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模式，发展中的中国把经

济发展、生产力和国家竞争力放到首要地位。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国家通过对市

场的指导、规范和调整来对经济进行积极的干预。国家在经济上的参与，与政治

和社会利益绝缘的理性而有能力的官僚来确保这种参与的成功(Evans，1995”)。

然而，中国是具有自己特征的发展型国家。中央政府不再是被动的行动者，中国

地方政府对地方的繁荣负责。地方政府被授权贯彻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通过对国

库与地方财政之间的税收分配的重新安排来实现，从而通向自治型的地方政府，

他们被高度激发来最大化他们的税收以支持地方增长。中国地方政府在拥有它们

自己的决策权条件下成为了经济利益群体。

1958年，中国政府第一次针对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向地方、企业

和劳动者下放权力。1958-1978年，行政性分权，以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权让

力为重点；1979—1993年，增量改革，以非国有部门和计划外部门为重点；1994

至今，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目标的改革。

”PaulKrugmart，Geography andTrade，Massachusetts：TheMITPress。1993．

”Antony Gab-on Yeh and Xueqiang Xu，Provincial variation ofurbanization and urban primacy in china,The
Annals ofRegional Science，18(3)，1984．

46引I刍Jerres Mirrlee，参考《理论突破、形态突破、体制突破：中国城市发展战略选择》，孙海燕，建设科
技，第12期，2005。

”Evans PB．，Embedded Autonomy：Statesand Industrial Transfonmatin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

NJ，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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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_2中国政府行政性分权历程

时间 内容

1956焦 企业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职工条配、福利设旌等方面有适当的自

治权利

1956年末， 对南斯拉夫的自治理论大加批判，把扩大企业自主权一起批掉，消除原有的企

57年初 业放权

1958盔 下放计划权、企业管辖权、物资的分配权、项目审批权、投资和信贷管理权、

财政权和税收权

1959矩 把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适当收回，由中央和省级控制

1962矩 确立金融、财政和统计的中央垂直领导，下放给地方的企业也大多由中央收回

1963矩 集中计划经济弊病再次显现，向地方下权放力成必然选择

1970矩 “下放就是革命，下放越多就越革命”

1976生 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8矩 旧经济体制的缺点在权力过于集中，而应该给地方工农企业在国家统～计划指

导下更多的经营管理权

资料来源：根据林拓：“城乡发展与体制改革”学术报告整理，2004

在中央逐步向地方和企业下放权力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的政策和本地企业的

经营业绩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各个地区，特别是发达地区与欠发

达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这种地方视角的变化也主要是基于“地区发展的

主要差距源自地区间的自然条件差距、经济基础差距和地方政府的发展态势和政

策能力”。”因此，在政策环境相同的条件下，城市的发展取决于地方政府的积极

性和能力。中央在资源分配和政策决定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地方利益则可以

通过制度化方式来影响决策和分配”。

EfrcdcricDeng(2003”)从城市土地租赁的角度来解读中国城市地方政府角

色的转变。1980年中国城市土地利用开始从行政分配转向公共土地租赁制。通

过财政分权与个体经济增长的考察，除了熟知的土地资源市场配置的有效性以

外，作者从公共土地租赁地租资本化视角来研究。作者认为地方公共财政的内生

演化取决于地租资本化，土地行政配置下的完全工资资本化为地方政府带来了新

的财政来源，同时，公共土地租赁使得私人企业能够进入地方公共财政系统，并

重新定向到地方政府的利益中。

“周克瑜，走向市场经济：中国行政区域经济区的关系及其整合【M1。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Fubinysu＆Dali L Yang,Political Institutions．Provmclal Interests,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Refomfist China,

Journal ofContempor州Cbin甜2000)，9f24)，PP．215．230．
”f．FredericDeng,Publiclandleasing andthe chan#nS rolcsoflocal govcrnmantinurbaaChina,TheAnnalsof
耻垂onal Science，39,353·373，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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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城市转型

中国政府行为是中国城市转型的主要推动者，行政改革的确立、重塑城市政

府、城市政府与财政分权、城市政府与行政分权、城市政府与行政改革等的研究

均展现了中国转型的一些主要的政府行政变化，并着眼于国家权力导致的中央一

地方关系的变更，政府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城市经济下如何操作其中央集权的

结构，经济改革在宏观范围内又是怎样影响政府的体制、结构和发展以及城市政

府如何能够处理政府行政改革所引发的大范围的经济重建。而中国城市的形态转

型则是一系列诸如就业与投资模式的重构、交通运输与住房变化等社会和经济变

革的结果。

2．4．1宏观层面：资源配置、体制变迁与社会形态控制

英语世界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研究探究了市场改革时期收入不平衡的趋势

以及谁得谁失的问题。在中国的主要城市中，收入不平衡只有在改革政策的第一

个十年期间有轻微下降；然而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却疯狂加大。国家的战略部署仍

然是收入的重要决定因素，尽管与市场体制的接轨渐渐成为了一个有利点。英语

世界对这些转型期有关中国城市的发现在经济和制度等层面进行了阐述。

在资源配置上，中国改革进程是否引进了一个更为直接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是值得怀疑的。没有竞争的分权不太可能会导致有效率的机制的产生。更为行政

决定型的常规工资是收益增加的一个渠道。我们有证据表明，在集体所有制企业

中存在“差异性奖金”，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国有企业的“奖金共享”的假设。国

有企业改革面临的问题是更为竞争性的市场在企业内部与外部的劳动力的高效

配置上应该有潜在的收益。

在体制变迁上，中国城市市场经济的发展重新确立了经济管理活动规则并对

收入不平衡产生了影响。与体制变迁相联系的有三种原因机制：私有企业相比于

国有企业有较高的边际生产率，国家对劳动力市场与劳动力配置垄断局面的结束

带来企业对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的竞争以及企业对奖金薪酬制度的逐渐看重。这

些机制正改变着企业的就业行为。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私有企业的经济具有较

高的边际生产率，企业之间熟练与半熟练工人的竞争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和

国家对劳动力配置的垄断而结束，同时，企业对奖金报酬体制逐渐重视。对中国

城市的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市场经济转型的这三个原因机制对新的收入差异产

生了影响，而这种差异是人才和私人企业家收入的增加和下层雇用工人收入的减

少。

在城市社会控制形态上，经济改革冲击下的中国城市社会政治控制危机。中

国的社会政治控制的传统城市制度形态，和旧形式变化而来的单位形式，后者的

变化形式假定了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工业化是由农民阶级的共产党创造了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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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村移民的工人阶级，这些农村移民都参与了非市场的生产和变革。非市场经

济关系的持续确保了控制的形式继续下去。1978年后，市场导向的改革破坏了

这种形式。随着新的形态的慢慢出现，社会政治控制危机在上升，同时，大量的

城市雇佣劳动者失业。为了处理这些危机，官方的贸易联盟，一种控制的工作单

位形式，逐渐在维持这种衰败的形式中占据主要地位，并且组织和拒绝了潜在的

社会爆发。然而，经历了控制的工作单位形态的这种经济改革进程也在严重的弱

化这种联盟。

2．4．2微观层面：劳动力市场、工资绩效与收入、企业发展与就业、住房

转型期中国城市发展有很多突出特征，表现为社会主义的城市空间结构与劳

动力市场的变革，经济改革与城市空间重建，住房改革与城市土地使用权变化，

滞后城市化与第三部门发展，郊区增长，城市移民，居住差异与住房不均衡等。

在劳动力市场、工资绩效与收入上：①中国劳动力市场是历史与体制转型的

产物，且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有着非常不同的制度因素。劳动力

市场的基石是就业和失业的制度管理。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转变可以从以下几个阶

段来看：计划经济的延续——前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的国有劳动力配置的主导地

位，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再出现与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粉碎“铁饭碗”，城市

国有部门的就业制度管理改革，从永不失业到失业：城市国有部门的就业制度管

理改革。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与劳动力市场交互作用产出的增加对收入水平产生

影响。(Edward X．GU，2001“)市场力量的增强，尤其是劳动力需求的变量，诸

如经济增长与外商投资决定了工资水平并解释了改革开放初期各个地区之间工

资差异的先下降，后又迅速上升的状态。同时，这些经验性的结果加强了区域和

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城市劳动力

市场的演进明显具有空前的灵活性。(Lora Sabin，199952)②John Knight和Shi Li

(2005”)使用有关1995与1999年的两项重要普查数据来分析中国城市企业利

润对工资的影响。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仍处于一个起步阶段，岗位流动性仍然很

低，所以工资在公司之间的差异是不必要由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来消除的。有证据

表明，工人特征值的标准化充分提高了工资水平；同时，这种效应随着时问越来

越强。此外，1995年工资收益率的效应与公司内部的任期密切相关，1999年，

这种效应发展到全局范围内。利润与工资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发展扩大了工资

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双面的；利润共享与效率工资(这两方面在中国是

纠结在一起的)。③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高速的GDP增长，出口和工业产值

”Edward X．GU．Forging a Labour Mm'ket in Urban China：Thc Legacies ofthe Past and the Dyna口raics of

lnstitutionaITransformatio．AsianAffairs．28(2)．92．111，2001．
”Lora Sabin,The Dcvclopmant ofUthall Labor Markcts：China's Urban Wage Curve,19∞．92．11le．JouranI of

Development Studies．35(3)．134-152．1999．

”JohnKnightand Shi Li．Wages．firm profitabilityandlabormall'ke[segmentationin urban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l 6(3X 205·22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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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增长，这些导致了较高的生活标准、消费的扩大和更多的机遇。然而，这种

奇迹的成功并不被平等享有：沿海和内陆、城市和农村、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

国有和集体部门的收入差距在扩大。Jude Howell(1997“)阐释了经济改革对城

市工人收入的影响，尤其关注国有和外商投资部门。作者发现劳动力市场的出现

及其演化进程所带来的影响逐步进入了外商投资企业。而旨在于提高分配灵活性

的政治变革使得城市劳动者的就业和报酬变得更加不安定，收入的差距逐步扩

大。

在企业发展与就业上：在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自1993年以来出现了大量

工人的失业现象。这些大量的下岗工人都是来自中央计划经济下的国有部门，下

岗工人的总数在1998年达到了一个危险水平。中国社会的福利体制依赖于工作

单位的分配利益，而这仅限于国有部门，这种分配被从国有到非国有部门的下岗

工人的流动性给阻碍了。为了处理伴随市场经济转型的高失业率，旨在废除国有

和非国有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制度障碍，特定的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在住房问题上：英语世界的学者对住房问题的研究多从中国住房改革的历程

出发，并且中国住房很多年来都被证明是存在诸多问题的，他们认为中国的住房

政策和规划的一个大问题是这些政策和规划缺乏充分的事实依据。有关1949年

后中国住房问题的探讨最早出现在赵刚“和William Hollister。的研究中。赵刚认

为中国的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在1949—1960年问减少了大约一倍左右，而Hollister

通过资本形成的研究则认为这种大规模的缩减在中国善未开始。自从1980年代

的经济改革以来，城市化成为了现代化的象征，结果造成了城市地区的住房供给

成为城市主要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中国主要的住房问题是住房供给的缺乏。自从

住房改革以来，中国一方面从完全的社会主义住房供给走出来，另一方面，仅仅

在住房的自由市场的道路上走出了一小步，因而这项改革让人失望的。尽管住房

私有化是住房改革的主要目的所在，但是仍然停留在租赁部门上。在经济层面，

租金低于成本，并且人们对住房的花费和国家的经济成本之间的联系并没有提

高。在管理层面，战略的严重匮乏不可能结束国有企业对劳动者住房的直接义务。

与当前改革相联系的很多问题仍然是跟以前一样，尤其是在法律层面上。Ste：phen

Pudney和Limin Wang(1995”)考察了中国两个省份的城市的公共居住区的住房

消费的分配，使用了家庭调查数据。作者发现的分配现象粗略的与市场租赁体制

的结果相一致，并惊讶的发现当代政府的配置系统是如此的低效。我们估计了以

H
Jude Howell．m Chinese Economic Miracle and Urb锄Workers．m European Joumal ofDevelopment

ResealfelI，9(2)，148-175，1997．

”KangChao．Industrialization andUrbanHousinginCommunistChina,JournalofAsianStudies,xxv,No 3．

1966．

"WiIliamHollister．Tren出inCapitaI FormationinCommunistCh．na．AnEconomic ProfileofCommunistChina,

Washington：U．S Printing O街ce．1967．
’7

Stephen Pudney；Limin Wang,Homing Reform in Urban China：Efficiency,Distribu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Securi吼Economics,62(246)，141-159，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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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为导向的住房改革的后果。在现金转换系统下的可选性的消费用于补偿市场

租金，作者发现了改革的分配效应以及低收入家庭现金收益的补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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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简要比较分析

1海外华人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几个主要视角与支持观点

在研究城市问题上，海外华人学者的中国现代城市研究多建立在人口、城市

数量以及经济增长数据(农产品、工业产量和GDP等)的分析研究基础之上。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认为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数据和资料往往是复杂而混乱的，

诸如城市分类的标准、城市人口的定义和普查、行政等级依托下的城市地域的划

分(这主要是对中国城市包括农村农业人口和农业地域现象的一种疑问。而城市

有一部分人口从事农业劳动也是中国城市的一个典型特征)等等。

在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上，海外华人学者多采用要素分析与实证分析，包括特

例及其城市内部发展的分析。如从省会、大都市等一些特殊单元的发展来分析中

国城市发展(Jiang Xu and Anthony G．O。Ych，2003”)以及世界经济上的特殊地位

城市的分析研究(Fulong Wu，，2003”)。还有就是从土地、城市再开发、城乡发

展、城市住房，城市贫困、不平衡发展等等来分析与阐释中国城市的发展。

1．1视角

1．1．1现代化、市场化与全球化视角

现代化、市场化与全球化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他们多把城市化的

阶段与中国城市的演化过程相结合，如中国处于城市化的初始阶段出现的自然性

质和特征就是城市增长集中在大城市(Roger C．K．Chan&X．B．Zhao，2002”)。

以及通过逆城市化，滞后城市化以及快速城市化等来分析中国城市发展与变迁

(GeorgeC．S．Lin，2002”)。通过现代化过程的铁路系统、煤矿工业、石油工业、

水电系统以及农业现代化及其对外贸易发展与人口变迁分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

一系列结构和功能特性。这也包括了现代科技对中国城市体制的影响，很多城市

都是由原来的皇权时代的行政中心转变成为了地方工业中心，也就是用现代科技

强化并附着于传统的城市网络体系(Sen．Dou Chang，1981“)。将城市化融合市

场化、全球化进程以及世界经济上的特殊地位城市的分析研究(RogerC．K．Chart，

1996”)。

”Jiang Xu andAnthony G0．Ycll，City profile．Cities,vol 20，No．5，P 361-374,2∞3．
59

Fulong Wu,Globalizalion．Place Promotion and Urball Development in Shanghal，Jouraal ofUshah

Aflairs，volume 25．NUnlber 1．pp 55—78．2003．
60

Roger C．K．Chan＆X．B．Zhao，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positiOn a叫cny size

developmentinChina,GeoJoumal 56：97-112，pp．97一112，2002．
61

George C．S．Lin．The Growth and Stmetural Change ofChinese Cities：a Contextual and Geographic

Analysis．Ci6既．、，0l 19,No 5．PP．299．316．2002．
62

Sen．DouChang，ModemizationmadChina'surballdevelopment,Annalsofthe associationofAmerican

geogmphers V01．71，No 2，PP．202·219June,1981．

63RogerC．K．Chan．UrballDevelopment Strategyin锄EraofGIobaICompetition：ThcCas￡ofSouth

China,H曲itatintl．voI．20,No．4,pp．509-523．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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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生道(Sen-Dou Chang，1976“1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城市空问模式更像

中国晚期皇权时代的行政中心体制，而不是一个先进工业国家的城市体制。不仅

如此，城市化模式也不像其他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在中国，分别起源

于皇权时代和发达国家的城市中心的两种体制都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市

化趋势呈现出四个特性：

1)城市化的现代趋势：建制边界的扩展对大城市数量的增长起了很大的贡

献作用，特别是1958年以来。这些城市地域的扩展，直辖市和建制市

的扩张，经常导致20一30％的地方人口的增长。

2)省会城市优先发展：省会城市对工业建设和指挥的结点性具有良好的基

础条件，不仅包括每个省内的传统和现代运输系统，而且这些城市已经

成为了现代轻、重工业部门的最有利的安置点。这种有意的在省会优先

投资的分配加强了省会城市的城市发展中的领先地位。

3)城乡共治：整个中国广泛分布的建制市和这些建制市包含的扩展内的农

村地域，似乎目的都在于减少城乡差距、工农业差距、以及沿海和内陆

地区的差距，同时整合城市农村地区的资源。

4)现代化与传统城市变革：行政中心在空间结构上具有持续性，而处于省

和县的行政层级之间的地级市是来自大的工业城市和省会的改革创新

和科学技术“涓滴”过程第一个接收点，中国2000年来皇权时期延袭

的基本行政单位县，尤其是县级市在以前皇权时代都是围墙环绕的城

市，当时的政权下的这些老的行政中心都转变成了现代的地方工业生产

中心，从而用现代科技强化并赋予了传统城市网络系统。

在以上经验性研究的基础上，中国的国情与不同时期的国家政策对城市的影

响吸引了很多学者的注意力，特别是在国家的中央集权到权力的下放以及国家政

策对于不同地域的关注与倾斜，这也是中国不平衡发展而引起了学者的注意。

1．1．2地方分权

地方分权：由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这种行政与政治范围内的垂直政权——

水平政权、国家关节联结到分离(George C．S．Lin，1999“)、权力下放的标准与协

商引发了城市发展与演变。虽然是权力下放，但这只是国家权力的一种重新定位

与确立，国家领导人对政权与发展的坚持，也是形成新的区域发展一系列模式的

部分原因(C．Cindy Fan，1995”)。同时，地方分权的实施，形成了动力和集中的

“Sen·Don Chang,The changing system ofChinese cities．Annals ofthe association ofAmerican geographers Vo!．

6．6．No．3，PP 398-415，S印tsmber．1976．
"The Changing System ofChinese Cities．Son-Dou Chang,Annals oftllc association ofAmecicen geographers

V01．66，No．3，pP 398·415．September 1976．

”George C．S．Lim State Policy and Spatial Restruouring in Post-refoem China,1979-95．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Volume 23．Issue 4．Page 670·696,Dee．1999．

”C．Cindy Fan．OfBelts andLaddelm：State Policy andUnevenRegionalDevelopmentinPost-MaoChina,Annals
o曲e Assooation oiAmeiicaa Geographers．85 131，PP．421-449，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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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发展。但是，分权以后对各个地方和等级的分权的范围、深度和广度都是不

一样的。这种地方分权的方法多从地区行政等级、层级的分析与尺度视角来处理

中国城市与区域发展，如在国家行政／空间政策的方面三个政策的实施(George

C．S．Lin，1999”1。

1．1．3地区行政等级、层级的分析与尺度视角

在一定时期内，海外华人仍然是从城市外在或宏观层面来对中国的城市空间

进行分析和探讨，但是中国城市发展其内在的表现和结构逐渐在他们的著作中凸

现出来。这包括城市等级所带来的城市规模、人口以及国家投资和配给待遇的差

别性等。如在国家行政／空间政策的方面三个政策的实施。在城市成为一个独立

的行政类别、成为中国一个法定意义上的国家设立的行政实体、成为中国地域型

单位以外的另一种城市型单位的存在之时，城市就被认为并已经是国家经济发展

的主要驱动力及其增长地所在(Laurence J．C．Ma，2005。)，自此，国家的空间

等级由原来的中央与省为基础，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的空间形态，同时，这种等

级限制了不同等级行政建制单位之间要素的流通，省、地、县级市的“涓滴”与

“溢出”效应区形成分等级的技术和经济扩散模式。因此，中国的行政结构层次

与城市体系的内部等级地位对城市的社会和经济表现有重要的影响力，这包括城

市等级所带来的城市规模、人口以及国家投资和配给待遇的差别性等，尤其是这

种等级也造成了大城市的持续扩张与小城镇的收缩。而行政等级依托下的城市地

域的划分(这主要是指中国城市包括农村农业人口和农业地域的现象。而城市有

一部分人口从事农业劳动也是中国城市的一个典型特征。)则是明显区别于其他

国家。

空问地域的倾斜性。有关这类的观点主要是一些倾向说法的提出：

1)国家倾向——地方倾向以及他们之间的转变与融合。国家倾向主要是加

强了中国城市体制模式的独特性(ZhangL．andZhaoX⋯B 2001”)。这也反映了

中国发展的主体行动者的转变(Ash，R．F．，198871)。同时这也是政府决策与城市

空间区位之间关系的平衡。

2)北部、东北——南部和东南的发展转移。减轻了这几个区域之间的不平

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国家投资重心的转移，而是在国家将自己的长

臂作用疏缓之后的各个地区自身的自然物理条件优势所产生的转移(George

C．S．Lin，199972)。

埘见脚注38。

口Laurence J．C．Ma．Urban administrative restructuring,changing scale relation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Political Geography 24A77—497，2005．

”ZhangL andZhaoX B．TheImpact ofStateRgsotlreeAllocationONUrbanizationin SocialistChina．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13(4)：50s_524．2001．

”Ash。RF．．The evolutionofagricultural policy．ChinaQuarterlyll6,529-55，1988

花见脚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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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市倾向——农村倾向(Sen．Dou Chang，1976”)。中国城市化的道路主

要是由国家工业发展战略所塑造的(Roger C．K．Chart&Yao Shimou，1999)。在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三十年里，尤其是1950年代末中苏分裂以后，自给

自足战略的实施导致了城市倾向发展模式。之后由城市向农村倾向的转变是国家

为缩短和减少城乡差距的一种方式，为减少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空间格局的不平等

性。由原来的农村的单纯的“以粮为纲”，即以谷物种植为主的粮食生产来满足

城市的需要到农林牧渔共同发展、乡镇企业的大量涌现以及现代农业、商业和服

务业等的联动发展。由农村一城市，再由城市一农村的权力改组与经济决策权的

转移对中国城市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

1．2支持观点

1．2．1城市扩展

中国城市空间的规模尺度、水平尺度与关系尺度(Howitt,R．，1998“)在社

会、经济和政治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也是中国城市建制与体系演化的一种内在

的标准，同时，这些尺度限制了城市间的流通和渗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长了

城市的扩张与增长。

城市扩展的具体因素通常是不一样的，但往往都是将周围一些有优势的资源

或能源地囊括进来(Sen．Dou Chang，197675)，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把一些单纯的

区域扩张性的把农村、郊县等合并到城市那来，那么这样反而是加深了建制市内

的城乡差距，因为这往往是在损害农村利益的条件下谋求城市中心地区的发展，

尤其是把周围的县纳入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以后，政府就能够更堂而皇之的进行

这种“市刮县”“城市刮农村”的建设和开发了。此外，这种城市边界的扩展带

来了城市地方人口的增长，但是这往往主要是农业人口的增加。

一方面，城市发展与体系的空间演变加强了中心城市在领导城市和区域发展

中的主导地位，使原来的中心城市转变成为了城市地域。中国的发展由原来国家

所统一而单一的整体发展被城市为主导的区域发展所取代，即城市地域的扩张使

得以城市为中心的极化和扩散的作用及综合性得到加强，辐射作用和资源的流动

和渗透更为畅通。

另一方面，城市的大量涌现，虽然使得一些县或市形式和名称上的地位提升

了，但在实际上行政等级的相对地位并没有改变。

1．2．2中国城市双轨制的综合与重叠

在对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独特的发展国情和历史，使得大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城市发展在多方面是双轨的。

珏见脚注36。

”HowitLR．。Scale∞m雠ion：MusicalmetaphoⅨofgeographical scale．Area、30(I)。49-58。1998

7’见脚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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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种城市体制并行存在。这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中国城市体制既继承

了皇权时代的特征，也具有起源于发达国家的城市空间特性；二，中国城市重工

业与农业部门同时使用现代与中程科技。第三，市域规划与城市体系规划相结合

(1998”)。第四，对中国城市空间模式有重大影响的国家支配的城市化与自发性

的城市化过程(Kwan-yiu Wong，Jianfa Shen，Zhiqiang fcng和Chaolin Gu，200377)。

第五，资金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的现代城市工业与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与非现代

服务业以及小规模的商贸构成的城市空间特性(Sen．Dou Chang，1981”)。第五，

计划和市场以及政府与非政府部门共存。

因此，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以及对中国国家政策的变动的研究，中国政府，计

划经济时期是中央政府、过渡时期主要是地方政府，试图对城市发展进行直接干

预，这决定了中国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政府与行政结构形成的(Fan c．，

1997，1999”)，也就是制度与行政因素以及政府政策与利益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

这使得中国显示出了与资本主义及其他国家不同的其独特的城市演进的空间过

程。同时，中国的行政结构层次与城市体系的内部等级地位对城市的社会和经济

表现有重要的影响力。在城市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类别、成为中国一个法定意义

上的国家设立的行政实体、成为中国地区型单位以外的另一种城市型单位的存在

之时，城市就被认为并已经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及其增长地所在，同时，

中国城市分散在一个大的宏观范围内，但在微观上又呈现出一种聚合的模式，在

空间上形成分等级的“发展极”网络系统，成为中国发展过程的战略缩影。

2国内学者城市化与城乡发展研究简述

吴友仁(1979”)就“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发表的探讨性论文被认为

是揭开了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序幕。国内学者在城市研究方面主要是结合以下几个

领域对城市进行研究。

表4-l国内学者城市研究的领域

I学科 主要论题 l
l地理学 侧重于研究城市密集区的发展及其与区域发展的空间关系，主要研究了城市及城I

市密集区发展的宏观区域背景、形成机制、空间结构、演化机理等。(胡序威，1998”、I

7．6．Urban planning system in China,Progress in Planning v01．5l-pp．165-252。1998．

”Kwan-yiuWong,Jianfa Shen．Zhiqiangfeng andChaolin G11．AnAnalysisiofDual-trackUrbanizationinthe

Pearl RiverDeltaSince 1980,Tijdschrifl voorEconomischean SocialeGcografie，V01．94,N02，lap205-218，2003．

4见脚注34。
”Fan C。Uneven Development and beyond：佗舀ona]development theory in post-Mao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Urban and RegionalResearch 2l(4)：620_639，1997，Fan C．，The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expmasians of

China’SC时srstein．Urban Geography,1999．

∞r曼友t：．中困社会卜义城市化道路[J]．城市规划．1979。

”胡序威．沿海城镇密集地犀卒『口J集聚与扩散研究[J1．城市规划．第6期，1998。

虻颤朝林．论中国城市持续发展研究方向【J】．城市问题．第6期．1994；北京社会空问结构影响因素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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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朝林，1994、1997”，崔功豪，1998“)，农村城镇化理论、基本特征、指标体系

以及农村经济发展、乡村工业化等农村城镇化动力机制(郑弘毅，1998“)。

经济学 根据中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特征，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采

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对启动经济发展十分必要(林毅夫，2002”)，乡村

村工业的发展，不仅形成新的工业化动力，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新的城镇化模式

(杨云彦，2000”)，国家政策和经济体制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关性影响甚大，改革

开放后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的变动与区域经济格局十分一致，城市面临着进一步

发展以适应全面工业化和国家现代化的要求(李青、陶阳，1999”)，从发展经济学

出发，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乡镇企业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等方面，阐述了乡镇

工业化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支柱与力量(王振亮，1999”)，从企业、家庭的角度进

行分析，认为经济因素决定了乡镇企业和家庭的布局是分散的，是阻碍城市化进程

的决定性因素(黄树强、曾梓益，19978)。

环境学 周复多(2000”)提出：应保持适宜的城市化速度和城市化的有序性，衡量城市发展

与城市化水平不仅要有经济指标，还要有社会指标，要保护和发展城市——区域
良好的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的关键是提高人的素质，吴未

(2000”)等人提出：城市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物质载体，为了创造城市可持续发展

环境，应转变传统规划思想，承认城市规模极限的存在，实现从“功能规划”到“效

能规划”的转变。

生态学 “山水城市”(钱学森，1996”)，生态食物链中的分界线给予城市规划的启示一
城市规划的战略方向应该是开阔城市生产生活的“稳定领域”，应该是加强城市模

式和组织的应变能力(粱鹤年，2000”)；将传统城市化的机理归纳为产业理念，从

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城市化的新取向——从产业理念转向生态思维(程春满，

1998“)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演化研究【J】．城市规划．第4期，1997。

盱崔功豪．后现代主义城市窑l五】模式的人文探析佣．人文地理．第4期，1998。

H郑弘毅．我国乡村城市化的主要理论和基本特征印．城乡建设．第7期，1998。
"林毅夫．中周的城市发展与农村现代化IJl北京大学学撤(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2002。

铀杨云彦．乡村工业埴变与“自下而上”城镇化【J1．广东社会科学．第1期，2000。
盯李青、陶阳．对我国[业化与城市化相关关系的纵向考察【J1．城市问题．第1期，1999。

H王振亮．试论小城镇的建设与乡镇‘T．业化的发展【J1．城市规划汇刊．第1期，1999。

"黄树强．曾梓益．中同城市化进程滞后的燎因——从企业、家庭的角度分析IJ】．农村经济．第6期，1997。
叩J封复多．中凼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可持续发展【J1．现代城市研究．第4期，2000。
”吴未．城市生态网络与效能规划[J1．地域研究与开发．第2期，2000。

％鲍世行、顾盂潮‘卜编．杰H{科学家钱学森论城市学与山水城_巾l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li{版社，1996。

孵粱鹤年．j!吐划战略：来自生态学的启发p1．城市规划．第5期，2000。

舛程春满．城市化取向：从产业理念转向生态思维[J】．城市发展研究．第5期．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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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城市化

国内学者对城市化研究多为以国家、省级行政区为单位或自然地理区、经济

地理区为单位的个案分析，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自改革开放后

的城市化过程、特征、动力机制等更成为中国城市化研究的重点之一，且多从该

地区或全国经济、文化、社会、自然地理环境等因素出发。在宏观层面上，国内

学者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着眼于两个方面的探讨：城市化道路和工业化与城市化。

城市化道路(冯雨峰，1983”；周一星，1984”；宁登，1997”；等)：1980年以

来开始实施的“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方针、

分散的农村工业化、城乡隔离体制的制度性约束促成了中国自下而上的“农村城

市化”或“小城镇化”。城市发展政策与分散性城镇化道路：这条道路在80年代

至90年代中期被广泛认同，因为快速发展的小城镇促进了经济增长，冲击了传

统的城乡体制，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但是这条道路在90年代以后逐渐

显露的弊端，促使了中国学者对这种城市化道路导致的聚集效率损失的关注，认

为这条道路没有带来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因为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生产力

布局的分散化，制约了城市化的正常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土地资源浪费等问

题及资源的总配置效率的损失。1983年，“若干经济较发达地区城市化道路”课

题组概括了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五个动力：国家有计划投资、大中城市自身发

展与扩散、乡村工业化、外资引进的刺激和地方经济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中国城市发展策略的重点。

表4-2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研究的主流论点

小城镇重点论 防止城市大型化的种种弊端，促进工农结合、城乡融合。

中等城市论 中等城市兼有大城市与小城市之优势而又避其不利方面，获取适度规

模经济。

大城市论 以大城市为主、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前发展，实现规模经济和节约土地。

多元化论，多样 大中小城市并举，以大城市为依托，以小城镇为主，形成功能、结构

化论 合理的金字塔式城镇体系。

双轨归一说 从长远目标来看，限制异地转移的户籍制度应子废除，而就地转移只

是一种过渡转移，剩余劳动力的职业转换最终应导致空间迁移，分散

的非农化应导致集中的城市化，双轨归一，最终实现完全的城市化。

大城市超前发 城市超先增长并不排斥中、小城市的发展，它们之间互补互促，以经

展规律 济发展水平为基础，由经济因素引起和制约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冯南峰．发展小城镇是我国城市化唯一正确的道路吗【J1．经济地理．第3期．1983．
孵周一星，关于我嘲城镇化的几个问题[J1．经济地理．第2期．1984。

"宁登+谈中国城市化道路『uJ韪——论二元城镇化战略实施【JJ．城市规划汇刊．第l期，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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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时空关系研究。李青、陶阳

(1999”)通过对全国26个省区(不含京津沪和海南、西藏两省区)改革开放前后

相关系数的分别计算与分析，区分出五种类型。在具有不同特点的地区，工业化与

城市化相关程度与演化程度不同。魏后凯(1997”)也对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协

调发展的区域差异进行了计算，求出中部、西部、东部地区和全国范围内的城市

化不平衡指数。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偏差问题研究。王延中(2002⋯)认为

城市化与工业化其本质上的二元社会制度阻挡甚至隔绝了要素资源尤其是人口

在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同时，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制约了中国工业与经济的长

期发展，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降低了经济投入的产出与效益，

造成了经济与社会结构不合理状况日益突出，带来数量巨大的“进城民工”无法

有效地融入城市社区，形成中国特色的“城市病”与“农村病”。工业化与城市

化协调发展，多产业发展的角度(叶裕民、郭克莎，2002”1)、制度创新的角度

(许经勇”)来阐述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思路与对策。在城市化与工业化

的研究上，国内学者的研究在宏观的、概括性的成果较多，而微观的、具体某一

方面专题研究比较少；关于全国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整体性的研究比较多，分区域

的类型区或者说特征区的研究比较少；对于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相关关系如城市

化滞后或者脱节现象描述的比较多，而对于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机制、时空演变

模式、影响因素等理论方面的探讨少；二者偏差的原因、后果等问题谈的多，具

体的政策、思路、措施提出的少。

2．2城乡发展

在城乡问题上，国内学者阐释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认为这是中国城

乡收入差距存在的原因之一，着重研究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剖析中国城乡协调

发展的动力机制，建立了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模式，拟定了城乡协调发展的一系列

对策措施。

表4-3各研究领域学者对城乡一体化的理解

研究领域 对城乡一体化的珲解

社会学 城乡一体是打破相互分割的城乡壁垒、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

置、促进生产力在城乡之间合理分布、推动城乡经济社会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的

必经途径

经济学 分析了经济发展的规律，从城乡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角度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

姐见脚注58。

神魏后凯．中国地区经济埔长及其收敛性【J1．中国1=业经济．第3期，1997。

1∞壬延中．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艇展【J1．学术羿．第4期，2002。
"。叶裕民，郭克莎．：I：Nk化弱质；中幽城市化发展的经济障碍【J1，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2期，2002。

m许经勇．我国农村的两次历史性变革——人比公社·家庭承包·城镇化【J1．鹱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1．第3期，20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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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代经济农业和工业联系日益紧密、协调城乡发展以获取最佳经济效益的客观

要求

生态学者 根据区域生态群落的合理分布规律，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城乡区域生态经济良

性平衡系统的最高境界

城市地理 城乡～体化是城乡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城乡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自然．社会．经

学 济符合系统发展变化的顶级状态。它是通过城乡关系自身否定之否定而实现的。

资科来源：作者整理

国内学者认为城乡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扩散力机制、自

下而上的集聚力机制、外向型经济驱动机制、自然生态动力机制，并相对应的得

出了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几种模式：大、特大城市周围的扩展型模式、农村地域

的集聚型模式、外资引起的外向型模式和西部模式。在此基础上，国内学者认为

中国城乡协调发展需从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城镇体系的完善、产业的协调、功能

齐全的区域基础设施和公益服务设施的建立、环境保护与城乡生态设施建设的加

强、人口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从耕地保护等方面来保障和促进中国的城乡协

调发展。

另外，国内学者和国外学者对中国的转型研究都给与了高度的重视，但是国

内学者多从社会转型角度来阐释，主要分析了中国转型的动因、特征、内容并探

讨了转型所诱发的一系列的问题。中国转型从内外两方面来说主要是中国改革开

放政策和世界的政治格局演变与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竞争的态势，具有明显的

转型取向(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模式)，并且转型更快、更广、更深。国内学者研究中国的转

型，认为其基本内容主要有九个。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型：从国家调配转向市场交

换；资源占有关系的转型：从集中转向分散，从一元转向多元；分配关系的转型：

从直接转向问接，从单一转向多样；社会结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制、社会

功能结构从高度综合转向高度分化，从同质性转向异质性；社会阶层结构从封闭

到开放，从等级身份到平等契约：政治上的集权到分权，公共生活从伦理到法制；

精神文化生活从大一统到多样化，从愚昧到文明；在对外关系上从封闭到开放，

从脱轨到接轨。在这一系列转型过程中，中国的城市问题进一步凸现，有关转型

时期中国城市问题的研究就浮出水面并日渐增多：犯罪、城市建设、弱势群体、

社区、城市贫困等问题。

3英语世界、海外华人与国内学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简要比较

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呈现多主题研究的态势，研究视角从区域到地

方，从全球市场到制度与产业，但是相关的实证研究的多是短期内或某个特定时

间内的城市发展，对中国城市发展的长时间观测较为少见。同时，他们的研究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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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对中国有效的或者是与中国发展相应的理论支撑或背景资源。对改革前和转型

时期的城市研究有较多，在分析问题上多从经济层面考察，从单方面进入，如只

从政府层面、只从经济层面，或只从人口等等方面来研究。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

市研究对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与特性研究有较为明显的兴趣指向，并呈现出其自

身研究的特性，如对中国城市时也背后的政治过程的关注(Andrew G．Walder。

Bobai Li和Donald J．Treiman，2000”)。影响城市工人、移民和下岗工人的收入

是受教育程度，除了有工作经验的工人以外。教育的回报的增加是伴随着企业的

市场化和竞争的。共产主义下的职业流动性表明共产党员身份和教育对行政和职

业生涯有着不同的影响。在不同的职业路径中迫切需要一种测试和更强烈的比

较。直到最近，大学教育仍然是成为精英管理者的道路，然而这实质上是职业岗

位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党员身份，一直是较高行政岗位的必然要求。我们还

发现，职业人员很少成为行政人员，相反亦然。职业路径的差异已经有好几十年

的历史了，但是仍然很尖锐。在中国的各种灵活的政权中，政治机器与忠诚原则

相结合，并与现代职业的经营标准相分离。这些变革反映了一种向一般的国家社

会主义实践的回归，这种回归在毛泽东时期被坚决抵制，然而却影响了后来正逐

渐出现的市场经济。

与英语世界研究城市的学者相比，中国学者对城市化理论研究的实用性很强，

城市化方针与道路是中国城市化研究的经典课题之一，其研究成果既是国家有关

城市政策制定的依据，又是学者们的研究对象，或为其提供理论与经验论证支持．

或对其提出质疑。但是这些研究与分祈较少从全球背景出发考虑全球化对中国城

市化的影响，虽然近年来逐渐增多，如赵燕菁(2000“)将国际战略格局作为中

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影响机制。在理论方面，国内学者对相关理论关注的时间比较

晚，并且受政策因素影响。对一般性城市理论的研究基本上也都是受到相应研究

激发而产生的。对城市发展道路问题的讨论已经较为全面和深入，而城市发展一

般理论的研究大多没有得出十分确定的结论。此外，国内学者对改革后中国城市

研究较多，而改革前的有关城市的研究涉及较少；多从政府和国家层面着眼，体

制、制度和政策考虑，所以国内学者对于中圜城市的研究，在原因和对策上多归

结于政府，在研究上，把经济、社会、政府等等因素综合在一起考虑。在转型问

题研究上，针对城市方面的转型研究较少，主要是针对整个中国的转型研究或是

针对某一特定转型问题的研究。

海外华人学者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多具有意识形态的意味。

把城市看作是增长点，以此带来的官僚意识与偏见：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调

”AndrewGWaldg'L Bobai Li．Donald 21，Treim{m，Politics andlife cha唱∞in a state socialist regime：dual c．alccf

pathsinto；he urbanChinesedilAl949t01996．American Socio[og／cadReview．65{2)．19t-209．2000．

州赵燕菁，崮际战略格局中的r}I尉城市化(JJ．城市规划汇刊．第l期，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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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时期，无论是毛泽东反城市化和改革早期阶段的提升城市作为发展动力的国家

战略时期以及现在的快速城市化时期，地点极化理论的影响，使得城市与农村的

相互补充与对立、政治社会经济的优劣地位(城市：工业，农村：农业；户口；

福利等)，海外华人学者认为这样的观点在中国政府、规划者及一般人的思维中

都是存在的，而西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存在的。大城市疾病”与马克思主义

对抗阶级理论下的城市意识形态给中国城市发展和研究带来了诸多潜在影响。但

是海外华人学者综合了英语世界学者和国内学者研究的综合特性，在中国现代城

市发展的实践与理论研究上发掘的更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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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基本结论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城市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城市的发展与趋势是国家和全球经

济、社会、政治与文化发展的中心议题。如果不能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和全球发

展的视野来看待和审视中国城市发展与研究，则中国城市研究受到制约是显而易

见的，同时也将对中国以及中国城市的后续发展产生影响。中国具有古老的城市

文明，而现代中国的城市发展进程也是史无前例的。中国的城市发展需要考虑长

期以来的中国历史延续性、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与经验，并考虑当今时代的独特

性，从家庭、企业、城市、区域、国家以及全球等各个角度来看待与研究中国城

市及其发展。

本研究主要立意于对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进行一番探讨和分析，在对

城市发展的相关历史与理论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文献分析，探寻1949—2006

年以来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热点与时序，找到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

究的逻辑演进历程，挖掘中国城市发展实际与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之间的

关系。本文对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若干主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同

时结合海外华人与国内学者对中国现代城市的研究，对三者之间中国现代城市研

究进行了一定的比较。我们主要有以下几点发现：

1)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视角的循环性，即随着城市发展理论与模式

的演进，对曾经的城市研究问题进行反思和再探索，并呈现出研究对象从体制一

经济一人文社会的规律性。

2)英语世界中国城市研究打上了英语世界城市发展与研究的烙印，也就是

说，不同阶段和时期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焦点受两者的共同影响，但是

主要仍然是其本身所处地域城市发展的影响，除非所研究的对象国家经历了大的

社会变革而带来较为深刻的结果；

3)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缺乏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的理论，多是植根

或沿用于发达国家历史时期城市发展的理论或经验：

4)英语世界、海外华人和国内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上存在着断层现象。

城市研究涉及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等等诸多学科的领

域，本文仅从城市研究的宏观层面上把握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但是由于

时间和精力的有效，本文在很多方面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和改进。如，在英语世

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的基础数据与模式上还有很多可以借鉴和阐述的数据与模

式；在时间进程探讨上，我们可以结合当时历史时期西方或世界城市发展的阶段

性特征与理论进展，即英语世界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不仅仅受中国城市发展的影

响，还受到来自世界学术界和世界城市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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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论文搁笔之时也是接近毕业之际，我的硕士研究生生活也即将画上句号。三

年来，美丽的华师大让我收获了终身受用的知识，更收获了温暖的师生感情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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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知识以及他勤奋工作、锐意开拓的精神给予了我莫大的鞭策、鼓舞与启迪。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生活中，恩师都给予了很多帮助。论文的完成，更是得益于恩

师智慧的启迪和悉心的指导，从论文选题、框架构筑到最终成文定稿全过程，都

饱舍着恩师耐心细致的精心点拨及精辟独到的学术素养和洞察力。在此谨向恩师

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刘君德老师、汪宇明老师、张友生老师、黄玉霜老师，她们的学

术见解对我有深刻的启发。

其次，我要感谢我所有的师兄弟姐妹们，石超艺、胡德、熊竞、查立友、蔡

永记、杨丽霞、陈强、张利红、孟眉军、夏葵媛、程伟、朱河囡、崔庆仙、张春

燕、周惠、邓荚达、蔡伟丽、娄清芳、中立和施琴，以及我的室友和同学包月红、

陈亚玲、吴凯、刘洪清、吕帅、龚伟、程怡等等，感谢你们对我的鼓励和关心。

另外，还有我的好朋友唐增、周丽和万金玲，感谢你们一路上对我的支持和帮助。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人，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也不

能走到今天，感谢你们的养育之恩和无私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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