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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西方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有很多值得中国加以借鉴的方面, 但是, 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 中国的

城市化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与模式。本文的创新在于, 在对西方城市化理论批判的基础上,首次

提出了西方城市化理论的三大局限。并通过比较研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城市化理论与实践误区的三个不成

熟特点及中国本土化城市化理论建构的困境与建构入径。本文认为, 创造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和实践模式,

是引导中国新一轮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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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 中国

城市化是遵循怎样的城市化理论来发展的? 提及

上述问题时, 我们不禁要问: 在中国的城市化水平

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50%) 的今天, 难道没有

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 事实确实如此。至今

为止, 中国没有典型的、系统的, 已经被实践所检

验过的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中国的学者一直在

争论、探寻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和发展模式

� � � 从客观的角度分析, 中国的城市化一直是在

西方城市化理论影响下发展的。正因为如此, 中

国城市化在徘徊中发展, 在对西方城市化某些理

论的误读中建设, 走了很多弯路。总结过去, 我们

必须有一个划时代的中国式的城市化理论建构:

这既需要对西方城市化理论与认知模式进行反

思, 也需要对中国三十年来的城市化实践加以反

思, 进而创造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体系与范式。

� � 一、西方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的局限

所有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都具有典型的时代

性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性, 虽然很多理论可以在基

本原理上寻找到合理内核和同一性, 但是, 对任何

社会发展理论的解释和现实应用都应该与本土的

具体实践相结合, 这一结论既是一个简单的科学

常识, 也是任何理论存在的价值所在。中国城市

化发展的历程已经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即西方

城市化理论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特别要指出的

是, 我们对西方城市化理论和城市发展道路的总

结与反思是远远不够的 � � � 甚至往往对西方的城

市化理论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 就不分良莠地

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相反, 西方城市化理论

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都会自觉地提出反思与批

判。如二战以来西方学者对西方城市化理论中

�乌托邦理论�的批判、�漠视社会性�理论的批判、

�空间环境论�理论的批判, 对�反城市化理论�的

批判以及对� �空虚� 或者�空洞� 的批判� � 等。这

种理论反思的经验与思维方式, 对中国城市化理

论的建构有直接借鉴作用。

1. 西方城市化理论模式的局限: �理想类型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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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与�极端认知�

西方城市化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模式。无论西方古典城市化理论, 还是近代城市

化与工业发展关系的理论以及现当代的后工业社

会的城市化理论, 都是具体时代和具体国情的产

物, 其中生成的各种理论学派也必然存在着研究

者个人的认知能力与时代局限。这种情况从古典

时代就有发生。如被誉为西方古典时代城市建设

经典的�建筑十书�, 虽然展示了古罗马时代城市

建设的辉煌成就和思想, 但是作者著书的初衷是

对�凯撒皇帝�皇权的�效忠�, 其主要是设想�通过

公共建筑的庄严超绝�来�显示伟大的权力� � , 城

市建设规划成为�皇帝权力�的�婢女�和� 附庸�。

在近代社会工业化过程中, 西方各国的城市化之

所以具有多样化的类型和多样化的社会问题, 在

某种程度上是由其社会发展基础、发展进程以及

人口结构、人口总量决定的。透过表象可以清楚

地看到, 当时的西方城市化理论在某些方面明显

地表现出与现实的脱节性和滞后性。如美、英、德

和法等工业化早期曾出现的�过度工业化�、�城市

工人阶级的贫困�、�社会环境过度污染�等普遍的

都市社会问题以及工业化后期的�城市过度造美

运动�等, 城市化走过很多弯路。但是, 相关的理

论缺乏预测性和引导性, 而仅仅具有某种�城市化

历史的总结性�。历史经验证明, 中国既不能照

搬、套用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城市化理论, 也

不能照搬和套用后工业社会以来的城市化理论来

指导中国多类型的、区域差异过大的城市化。而

现代科学理论和技术已经为我们研究城市化并使

其少走弯路提供了某种保证和社会前提。

通过分析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时代局限, 我们

还可以发现西方某些城市化理论非科学性和非学

理性的倾向, 这也许与城市化理论本身学科属性

的模糊性有关, 但是同样受制于某些学者个人研

究视角的狭隘与价值观的局限。如欧洲早期城市

研究学者滕尼斯认为: �大城市和社会的状态从根

本上说是人民的毁灭和死亡��。��在大城市里,

在首都里, 尤其是在世界城市里, 家庭制度陷入衰

落瓦解。�大城市里�住所不管住多长时间, 处处都

为了钱。�� 这类对大城市的偏见与极端观点在西

方城市化理论中可谓是屡见不鲜。人类社会城市

化的历史证明, 从工业社会以来, 虽然大城市的发

展存在着问题, 但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

一, 并以不断产生新功能的方式建构新的人类社

会关系和社会结构。

在当代西方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国家, 仍然存

在着普遍的社会问题, 如富人社区与穷人社区的

隔离、城市住区就业区的分离、城市中心区几度衰

落和再兴及郊区化形成的城市蔓延等, 此类问题

在当代中国也正在不断重演, 甚至有些在西方城

市化进程中已经解决的问题, 仍然在中国的城市

化中不断发生。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存在

有封闭式的、隔离型的包以围墙的社区( 住区) , 城

市社会关系与结构的被�碎片化�, 社会分层不断

深化, 优质资源持续被少数人占有, 不符合中国国

情的大尺度空间的大学城、工业区、新城区的过度

圈地对土地资源造成惊人的浪费 � � � 这些现象均

与过度依赖西方城市化理论有某种关联。

值得指出的是, 西方城市化的发展过程所表

现的�集中与分散�的规律, 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

市场机制的创新形成的, 可以描述为高度集中与

高度分散的� 双重地域结构效应�。美国纽约、芝

加哥等城市的高度集中, 与美国 80% 左右的人居

住在中小城镇里表现的高度分散, 就是这种�双重

地域结构效应�的反映。西方城市化理论是以多

元化和多流派的方式构成并存在的, 既有强调城

市化�集中性�价值的一派, 亦有强调城市化�分散

化�价值的一派, 还有强调集中与分散结构的流

派。而中国城市化则把西方城市人口集中的流派

作为主要的理论核心模式, 如果 21 世纪初的城市

化仍然把城市高度人口集中作为主导, 这不仅是

对西方城市化理论的误读, 更是对中国城市化发

展道路的严重误导。而事实上, 中国通过�制度型

城市化�的创造, 以西方城市化理论中的集中派理

论模式为�模本�, 形成了高速与高度集聚的畸形

城市化 � � � 中国式�拉美经济陷阱�。�过度集中

和过度集权的城市化成为导致�都市病�深化发展

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从基本国情的角度讲, 仅适

于美国等人多地少国家的�城市过度造美运动�以
及大尺度、大规模占用土地资源的城市化, 推行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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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十分紧缺的中国是基本不可行的, 从长

远利益角度来认识、分析这种现象: �是一种�破坏

性� 建设�! 西方城市化理论与世界任何理论一

样, 有其合理内核, 亦有典型的历史与现实局限,

必须�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

在西方的城市化理论中, 还有些成果要么是

戏剧化的� , 要么是以过于理想化的 � � � 从乌托

邦的视角提出城市化的理论, 被喻为�要构建一个

虚拟的理想世界��, 在学理性和科学性方面缺乏

社会实践基础。如�田园城市理论�、� 同心圆理

论�以及�中心地论�等, 在创造理想模式方面的价

值大于实际应用价值。当然, 霍华德的�田园城

市�理论本身的价值就在于创造�理想类型�, 给后

人留下更多的空间来加以探讨和完善。

就城市化的动力来说, 中国与西方也有本质

的差别。以往我们在理解中国城市化动力时, 多

数是以西方城市化理论作为主体认知, 如�劳动力

人口流动说�� 等。欧美国家的城市化主要是在

这种人口�拉力 � � � 推力�的效应下兴起和加速发

展的, 在 1801- 1851 年的半个世纪里, 正是英国

工业革命兴起和蓬勃发展时期, 英国城镇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重由 26% 上升为 50%; 美国从 1800

年的 6. 1% 上升为1890年的 35. 1% �。西方城市

化动力理论还有�产业集聚效应说�、�农业产业剩

余说�以及�工业化动力说�等, 这些理论从不同侧

面说明了西方不同国家城市化�动力因�结构的不

同序列和城市化引发的社会变迁。与西方城市化

�动力因�相似的是, 中国城市化的外在形式也是

以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但是, 除此而外, 中国

城市化在发展�动力因�的构成与序列上, 非但不

同于西方, 而且还有着强烈的本土化�制度型动力

体系�构成特点, 在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里, 通过

�政府制度型安排�, 中国城市化已然走过了西方

200 年的路程。然而, 一方面城市化高速发展; 一

方面传统乡村分散与落后的情况基本没有改变,

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均是低教育简单劳动群体, 长

期不能够从农业生产领域直接转移到现代工业领

域, 使城市社会问题越来越深化 � � � 这种现象充

分说明了中国城市化原动力不足、动力结构不合

理的事实, 其主要结症在于中国没有本土化的城

市化理论加以引导。

2. 西方城市化理论发展前提的局限: 时代拘

囿与�西方中心化�的负效应

西方城市化理论发生的社会前提也具有某种

�本土性意义�。以美国为例, 其城市化能够形成

整体性的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原因有四: � 一是

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注入了

强大的动力; 二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制度形成的充分竞争和剩余价值规律, 促使生产

力、资本、能源和人口向城市集中成为必然; 三是

由于美国当时拥有大量的殖民地( 包括西方列强

中的英国、法国等都有殖民地) , 随着本国国内市

场的饱和、资源短缺, 殖民地成为推销商品、资本

输出和能源供应的强大后方; 四是社会整体上形

成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市民社会的契约关系 � � � 而

这几种社会前提在中国不是不充分就是不具备。

东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 不仅表现在制

度体系结构与个体价值观、人口总量与结构、教育

水平与宗教文化传统等方面, 表现在生产力发展

的阶段性和发展水平方面, 同时还表现在文化的

总体价值取向方面。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价值

取向主导下, 西方城市化理论研究明显缺乏�内视

力�, 虽然学术自由批判时有发生, 但是没有真正

看到自身发展局限, 也没有意识到其理论发展的

超前性时代价值与特质, 更没有从西方社会属性

的视角总结西方城市化的历史理论与逻辑。相

反, 无论是西方社会, 还是在被�西方文化中心论�

不自觉�侵入�的中国, 都把西方城市化理论当作

人类整体的城市化理论加以应用, 特别是中国的

一些学者把西方城市化理论神圣化、唯一化、主流

化, 不分国情和历史阶段, 言必谈西方, 从教科书

到研究成果, 都把西方城市化理论与实践作为唯

一的参照系 � � � 时间, 中国大地到处都�洋规划�

和�洋人规划�的城市。总结、归纳西方城市化的

独有性可以看到, 西方的资本主义是承袭了古典

时代思想, 并且是从中世纪的土壤中�自然长入�

资本主义社会的。从古典时代起出现的�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到中世纪市民阶层崛起创造

的�城市文艺复兴�及市场契约关系的深化、国家

福利的演进及后现代社会的生成等, �自然长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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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显现了西方社会的发展规律和历史逻辑,

在这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机制内, 使得在城市

化中出现的社会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和文化

结构转型, 能够基本处于同步进化的结构变迁之

中, 没有出现典型的�社会堕距�与� 文化堕距�。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转型初期, 西方中世纪

庄园的手工业和纺织业等经济产业, 为工业化提

供了产业工人的劳动力; 工业化后期出现的新兴

工业化, 以 20 世纪 50 年代白领阶层超过蓝领阶

层为标志, 人口结构转型与产业转型几乎同步。�

这些证明了西方城市化发展的市场规律运性表

现。基于这认识, 我们可以看到, 从中世纪以来,

中西方城市化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两种城市化

形态的社会前提、进程、节点和社会结构都是不同

的。值得思考的是, 中国在研究西方城市化理论

的过程中, 对其社会属性、文化内核、历史前提及

理论局限都未能进行合理的批判和筛选。

西方城市化早期的历史是�双核动力发展模

式�, 即�城市经济�与�庄园经济�构成�双重动

力�, 城市工商业和庄园手工业并行发展, 从庄园

里逃亡出来的手工业者, 较快地转入了工业化的

大工业生产。西方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发展动

力来源也可以完整解释为�双核地域空间模式�。

而中国是典型的集权的传统农业社会, 可以解释

为�单核地域空间模式�, 城市在汪洋大海般的农

业社会中生存, 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意义上的土地

关系和契约关系, 由此产生的城市化�与传统农村

有千丝万缕联系�, 及至当代仍然是尚未与传统乡

村�剪断脐带�的城市化。正因为过度依赖西方的

城市化理论, 使得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形态和本土

化的乡村形态都处在正在消失的过程中。

中国城市化另一个特殊限制性因素是不能忽

视的, 即中国和西方人均土地资源占有模式和平

均占有量的不同。一是中国土地性质的特殊性和

集体土地的制度性因素。马克斯�韦伯曾说: �中
国以及整个东方的城市组织与西方截然不同的

是, 没有城市的政治特点。它不是所谓的古希腊

�城邦� , 没有中世纪那样的�城市法� 。���� 中国集

体土地所有制与国有土地的�非资本义的私有法

权性�, 是中国�制度型城市化�社会结构问题发生

的核心原因之一。二是中国土地人均红线的危机

性。2011 年中国耕地面积约为 18. 26 亿亩, 人均

耕地面积只有 1. 3 亩,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 ���。与世界其他国家按农业人口人均耕地数

量比较, 中国为 0. 1 公顷, 印度 0. 3公顷, 日本 1. 2

公顷, 英国 5. 9 公顷, 美国 30. 6 公顷, 阿根廷 8. 2

公顷��� � � � 仅仅是印度的三分之一, 日本的十二

分之一, 英国的六十分之一, 美国的三百分之一。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 中国 2000 多个县级区划中,

有66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联合国划定的0.

8 亩人均生存警戒线��� , 而这些县大部分在中国

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城镇密集的省区。显然, 作为

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土地奇缺的中国, 城市化理

论与实践不仅不能完全套用西方模式, 而且更不

能走与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同样的城市化道路!

有些学者一直在传承传统的区位理论, 并以

此来指导、研究中国的城市化。如杜能的�农业区

位论�( 1826 年) 、阿尔弗雷德? 韦伯的� 工业区位

论�( 1909 年) 、帕兰德的� 设施区位论�( 1935 年)

等 � � � 这些理论在很多方面已经是时过境迁, 有

些解释已经不能够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

与要求。如传统区位论者在论及区位的存在价值

时, 无不强调交通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与地租

成本和原材料运输成本等, 这些成本虽然都具有

�事实成本价值�性, 但这些理论认知都是在交通

条件发展水平较低的�非信息化时代�产生的, 现

代社会在相对区域里出现的整体经济格局和现代

大交通体系已经打破了传统区位论的价值观与区

位观, 特别是现代�物联时代�、�高铁时代�、�智慧

城市�及�网络社会�的崛起, 使生存空间、生产空

间、物流空间、就业半径和社会区位意义等发生了

质的变化, 在第三方、第四方物流等虚拟区位空间

概念存在的条件下, 比较而言, 一定范围内的区位

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整合在整体运作成本之

中, 有些甚至可以被忽略。在新的智慧科学时代

和�新人文区位观�下, 后工业社会的城市化已经

不再是以人口集聚为前提, 而是以新的通信方式、

交通方式、沟通方式、工作方式构成后现代的、分

散化的城市化生活方式模式。因此, 中国式的城

市化理论应该在诉求民族智慧、天人合一和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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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意义上, 走中国式的、以城市生活方式普及

化为主的城市化道路。

总结世界上现存的城市化模式和城市发展方

针, 一般可分为: ( 1) 以大城市群发展为主的模式;

(2) 以大城市为区域核的发展模式; ( 3) 以大城市

和中小城两条线路平衡发展的模式; ( 4) 以中小城

市发展为主的模式; ( 5) 以城乡二元结构分异为主

的发展模式; ( 6) 以城乡一体化为主的发展模式;

(7) 以城市整体现代化为主的发展模式; ( 8) 以后

现代城市社会深发展为主的模式。很显然, 这些

模式有的是以国家为单位成为一种模式的( 如新

加坡等城市国家) , 有的是以区域经济和区域社会

结构为前提的发展模式; 有的是集中的区域型结

构, 有的是非均衡的多元状态结构。在英、美、法、

日等国���虽然以大城市连绵区的发展为主流, 但

是中小城市也依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存在着 � � � 即

使是很多人认为的以中小城市为主的德国, 也是

以大城市结构为主体, 形成地域性的城市( 群) 化

的结构模式。

3. 全球城市化理论的局限: 虚无性与�地方性

精神�的丧失

全球化的集中表现形式就是全球城市价值链

的形成与城市的全球化分工。现实的世界已经不

仅仅是国家的组合, 在某种意义上说, 也是由城市

相互联系或结盟构成的以城市经济结构为纽带的

地球。�所谓的全球化核心包括金融市场、国际贸

易、跨国生产, 以及某种程度的科技和专业劳工。

通过这些全球化、策略性的经济组成要素, 经济系

统可以在全球层次相互连接。����全球化具有不可

抗拒性, 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 瑟罗在描述全球

化时说: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任何东西都可

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生产并销售到世界各地的现

象。���� 全球网络的发展, 正在�创造着一个崭新

的、全球性的社会结构。����

全球城市化和城市全球化与其他的事物的发

生、发展一样, 也具有�二律背反�的属性。�全球

化不仅产生向上的拉力, 而且也产生了向下的拉

力, 给地方独立带来了新的压力。����在全球化引

导下, 城市替代企业成为全球竞争的主体, 城市与

企业发展一样, 惟恐跟不上全球化的浪潮, 被排挤

到潮流的边缘沦为被遗忘的角落; 另一方面, 每一

座城市都在努力创造自己的优势。�每一个城市

的辖地都遭受新的紧张和分裂。分野正在加深,

存在经济和文化活力的代表城市、活动减缓的和

遭受排斥阶层充斥的城市��这些分界并不仅仅

表现在空间上, 甚至表现在国际竞争和城市活力

方面。���� 全球城市化的一个显性化结果是: 全球

范围内的城市越来越同质化了! 从城市空间, 到

城市建筑; 从城市景观, 到城市色彩; 从城市街区

到城市社区的名称; 从城市的肌理, 到城市的文化

表现, 都似乎越来越西方化了。萨森认为: �全球

城市占支配地位的影响与其对当地造成的不良后

果始终是共存的。���� 但是, 她的分析远远没有涉

及全球城市化的本质 � � � 如果我们把全球的城市

分工看成是人类社会分工深化的一种进步的话,

全球城市化的发展应该也必须是差异化的, 这个

差异不仅仅是产业的差异、文化的差异, 还必须包

括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景观、功能及有机秩序的

差异, 这样的全球城市化才可以称为是一种社会

进化和进步! 一个假设是: 如果全球城市化使全

球的城市都朝着一个方向走, 以一种模式发展, 这

不仅是某个城市的悲剧, 更是人类全球化的悲剧!

因而, 有学者说�全球化不是一个没有严重模

糊性和局限性的概念。我们可以从全球化的一个

定义开始, �行为活动的世界性扩散、洲际关系的

扩张、社会生活全球范围的组织、以及共有的全球

意识的增长� ��一种新型城市, 全球城市正在出

现, 并引起人们大量的思考和研究�。���这一解释

至少给我们一个启示, 就是在全球化面前, 世界必

须形成新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模式! 我们需要经常

试问: �全球性的变化应该带来的是越来越多的同

质性, 还是越来越多的异质性, 还是两者的混合?�
�本地性与全球性是一个什么关系?�学理性探讨

的价值在于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反思与

批判。当花旗银行赤字消息披露之后, 包括中国

在内的股市全球性下跌; 当美国攻破伊拉克后, 其

直播电视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 � � 地方文

化的混合性, 是这个时代的表征。�全球本地化的

另一个同义词就是克里奥耳化, 克里奥耳这个术

语一般指的混种的人, 但它已被延伸到�语言的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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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奥耳化� 这一概念��克里奥尔化与混合化经

常可以相互交换使用。�因此, 下面的例子或许可

以用来说明这两个概念 ( 以及全球本地化的概

念) : �坐在伦敦的一家[ 星巴克] 咖啡店里[ 现在,

它们在那里非常普遍了] , 伴随美国的�海滩男孩�

乐队的演唱�但愿她们都是加利福尼亚姑娘� , 喝

着一位阿尔及利亚的侍者送上来的意大利浓咖

啡�。���透过这种全球化浪潮形成的文化混杂性看

去, 我们会发现, 也正是全球化给�混杂文化�的成

长创造了前提和土壤。当世界的一体性、即时性、

同时空性、网络性给人们以现代生活的时候, 这种

文化的混杂性在说明全球进步的同时, 也在说明

城市地方精神文化的某种退化和丧失。

实际上, 当人们面对全球城市西方化的文化

大浪袭来时, 似乎所有的城市又都在试图创造民

族性、地方性以期与世界大潮相抗衡, 如有些国家

在举办世界全球化象征的奥运会时, 开幕式都在

强化国家与城市的特有文化, 似乎每一座城市和

每一个国家都在自觉与不自觉地形成两种并行的

文化行为: 在主动融入全球化浪潮的同时, 又不自

觉地竖起一座思想与文化的�大堤�, 抗拒全球化

浪潮的来袭, 似乎每一个城市既需要这种世界性

的全球化浪潮, 又怕被这个浪潮所吞噬。这或许

是人类社会进化矛盾的必然结果, 地方性城市文

化的丧失已经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事情, 是

全球城市化整体发展的普遍性问题。

全球化的本质应该是在同一性发展的前提

下, 实现地方性精神的传承与再造。英国地理学

家阿密和史瑞夫指出: �在过去, 一个显著的特征

是不同地点在国际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中的非公

平性。��因此, 全球化不是暗示地点之间的同

一性, 而是对不同疆土差异性的保留。����这种认

识是强调一种精神, 就是所谓的地点或者是�场所

精神( Genius loci) �, �根据罗马人的信仰, 每一种

�独立的� 本体都有自己的灵魂 ( Genius)�, �这种

灵魂赋予人和场所生命。����这种思想的深刻性在

于, 城市地方性的价值表现了多样化的世界, 越是

民族优秀的空间与文化, �越具有人类认同感���� ,

是�浓缩的小宇宙����。但是, 在西方城市化理论

主流化的冲击下, 其在中国几乎占居主导地位, 更

为堪忧的是, 中国很多城市� 被西方化�得非常彻

底, 不仅把西方化的城市形态与空间作为时尚, 更

作为整体性实体空间来建筑, 甚至在广袤农村的

乡镇建设、村镇建设中也比比皆是( 如湖北、江苏、

江西等地乡村建筑的�欧陆风�) 。除了在欧洲等

一些少数国家能够看到整体性的、典型的民族性

和地域性的完整城市空间体系外, 全球后发达国

家城市的地方性均被西方文化肢解得体无完肤。

古老的首都北京本来应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守

望者和创新者, 反而成为西方城市建设空间与景

观的试验场。包括南京、杭州、开封、洛阳等千年

古都, 在全球化浪潮中也正在丧失本土化的城市

形态, 城市空间结构、城市肌理、城市轮廓、城市建

筑文化要素等都披上了西方文化的外衣。有学者

批判说: 在全球化的现代隐喻中�渊源于人类境遇

的传统关怀大多被征服、控制和取代了: 现代生活

允诺人们可以脱离变幻莫测的身体 ( body) 、脱离

自然( natuer) 限制以及脱离对地方( place) 乡土联

系。颓然被看成是一架机器, 自然界被看作是仅

仅是现代经济的外壳, 地方观念成了世界主义者

眼中未开化之物�。���深入分析会发现, 世界一体

化的大潮往往是在牺牲城市地方性、牺牲地方性

原生态资源的前提下推进的, 如果这一地方性群

体中缺乏文化精英的社会文化选择意识, 某些地

方性的人文和自然原生态文化就会被荡涤, 进而

失去地方性价值的可持续发展力。当代中国从沿

海城市到内地城市, 从古代名都到现代新兴城市,

大体上都因循着相同的结构、相同的功能、相同的

�样式�发展, 似乎也在失去�身体�与自我, 失去自

然和地方性。

只有让全球的城市充满地方性, 世界的城市

百花园才能万紫千红。人类应该重视城市的地方

性文化精神, 否则, 全球真的可能只像一个城市

了。

� � 二、中国城市化理论与实践的误区及重构

1. 城市化理论与发展模式的不成熟: 从� 消灭

三大差别�到�均衡经济陷阱�

消灭城乡差别曾是经典理论家的重要思想之

一。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提出了�消灭三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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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号, 其中包含了�消灭城乡差别�的理念。列

宁曾经讲过: � 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地打破分工, 消

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 这些都是我们不

知道, 也不可能知道的。����从社会发展的进化角

度讲, �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具有社会的进步性

和理想性。但是, 是�缩小三大差别�, 还是�消灭

三大差别�, 这是理论科学性的一种认知方式。从

本质上说, 我们的努力只能是�缩小三大差别�, 而

不可能完全�消灭三大差别�, 由于对这一认识的

模糊性, 以至于在当代的理论研究中, 既很少有人

提及�消灭三大差别�, 更少有人论及�缩小三大差

别�。���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 差别是一种普遍模

式, 是世界存在的一种方式, �消灭差异�是一种典

型的不可实现的理想类型。从西方已经走过的城

市道路的经验可以看到, 即使是已经完成城市化

发展的国家, 也仍然存在�三大差别�, 只是存在差

别的程度和形式不同而已。

中国人口城市化无论是规模还是流动方式,

在世界城市化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21 世

纪初, 中国每年净增人口有 1400 万左右, 对城市

的基础设施、社会扩大再生产能力、土地与住房需

求和就业岗位数量等都造成巨大压力。1978 年

后的 20 年间, 大约有 1. 8 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

市。这个数字超过许多大国 l998 年的总人口数,

如巴西( 16000 万) 、俄罗斯( 14700 万) , 创造了世

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流动。���而且这些外

来城市人口长期是�候鸟型�的�城市边缘人�。���

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亚洲巨人面临城

市化风险�的文章, 表示: 中国� 2009 年创纪录的

2. 11 亿农民工, 普遍无法在他们辛苦劳作的远方

城市享受教育、医疗和住房等公共福利。���� 1987

年到 2001 年间, 全国有多达 3400 万农民失去了

土地, 成了失地农民。���当前, 中国失地农民总数

在5000 万人左右��� ,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

预测2020 年将达 1 亿人以上���。这样的社会人

口结构与土地结构关系, 迫切需要中国创造一个

与西方不同的城市化理论, 走一条与西方不同的

城市化道路!

2. 城市化核心价值与学科属性的不成熟: 以

城市规划理论替代城市化理论

特别要指出的是, 无论是学者和还是城市政

府官员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把城市规划理论视同于

城市化理论。如美国学者柯林�罗�弗瑞德在其所

著的�拼贴城市�一书中说: �弗兰克�劳�赖特认

为:�在这方面, 我看到建筑师成为现代美国社会

文化的拯救者, 一个针对目前所有文明的拯救

者。� 柯布西耶认为: �有一天, 当眼下如此病态的

社会已经清楚地认识到, 只有建筑学和城市规划

可以为它的病症开出准确的药方的时候, 也就是

伟大的机器开始启动的那一天。� ���� 这一观点似

乎把城市规划理论视作万能。无独有偶, 在中国,

用城市规划理论取代城市化理论十分普遍且更为

彻底, 在有些人看来, 城市化是规划出来的, 甚至

直接由区域空间规划、产业集聚规划设计出来的

� � � 到目前为止, 在中国尚没有真正分化出典型

的城市科学系统理论和具有�独立辩护词�的城市

化理论。

在�制度型投入�城市化的基础上, 中国的城

市变成了巨型企业。城市是国家 GDP 创造和考

核的主体单位, 这使得城市化在整体发展上主要

表现为工业化和产业集聚型的城市化, 以追求城

市创造的 GDP 产值为主要目标。为了使城市能

够创造更高的 GDP, 政府通过权力调控城市化发

展要素构成和序列, 从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中可以

看到: �合法权利用于制定政府计划, 因此生产关

系发生了变化。��对于合法化的需求是从行政

系统明显的功能性条件中产生的 � � � 这种行政系

统在填补着市场功能的空缺。����所以出现了�城
市空间规划型的城市化模式�和�产业规划型的城

市化模式�, 城市化的发展在�五年一次的计划�中

被一次次刷新, 每一届城市政府都有新的、在�城

市规划理论指导下�的�城市化模式�。这一问题

的核心是, 用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替代中国城市化

理论是有悖城市化发展规律的, 我们需要的是符

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理论和城市规划理论, 不仅

要创造性地表现本土化的城市物化空间, 而且还

要创造能够成为�人类集体记忆�的、21 世纪的中

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

3. 城市化区域行政管理理论的不成熟: 城市

地域关系的真空与结构空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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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系统未能形成跨区的

空间整合模式, 各行政区划间地域空间关系缺乏

市场关系和制度性突破。在区域空间整合方面,

既缺乏顶层的制度型创新与理论创新, 也缺乏市

场经济关系下的具体空间有效整合机制。中国已

经形成多种形态的都市圈结构, 在中国城市化率

已经达到 50% 的条件下, 2000 个县级单位中的

1600 多个�非设置市�的县域城市化, 没有国家层

面的战略设计。从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来看, 下

一轮的城市化必将主要在县一级空间深化和展

开, 其中一万多个重点乡镇是县域城市化的主要

空间节点。如果由于县域城市化发展方向长期模

糊不清, 必然使中国的高速城市化遭遇新的瓶颈,

如果未来的 20- 25 年间中国的城市化率接近

85% 左右, 将会有 5 亿以上的人口分流走向城市,

下一轮的中国城市化应该走何种道路? 这一现实

迫切需要中国建构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 并创造

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社会来临意义上的城市化

模式! 目前问题是, 在大区域都市圈内的城市之

间、在省域城市行政区之间、在县与县域城镇之

间、在县域内的乡镇区域之间, 甚至在街道与村组

之间, 存在大量存的或大或小的�区域性结构空

洞�, 存在着多类型、显性化的�三不管地带�, 成为

不同类型落后区域和被遗忘的�社会角落�, 这就

是所谓的中国区域社会发展中的 � 中间型地

带� � � � 在大区域范围内形成经济与社会发展水

平长期低迷和落后状态, 而且这些地方多是社会

问题的重要滋生地。

城市群内部城市空间格局分离, 必然造成就

业、居住、生产、生活和消费空间的不合理区隔, 更

重要的是�区域性结构空洞�的存在, 会使很多城

市社会问题陷入更深的轮回和放大之中, 特别是

县域城市化被排挤在国家整体城市化体系之外,

县域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定位, 会进一步导致乡镇

社会发展�负进化�的深化, 使得中小城镇与大城

市形成�结构性分离式模式�, 这种城市化形成�社

会偏心圆结构�的运行状态, 城市化发展越快, 传

统乡村和乡镇发展越是落后, 其结果是�经济回波

效应�, 成为新社会问题发生的土壤。从区域空间

结构发展现代性上分析, 中国的小城镇从未能够

与大中小城市区域形成地域结构关系, 小城镇与

大中城市形成两条分离的发展线路。2006 年中

国的建制镇有 1. 94 万个, 乡 1. 54 万个。���在城市

化的浪潮中, 乡镇城市化进程及社会问题呈类型

化、区域化、分散化和封闭化的特点, 费孝通早年

提出�小城镇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依

旧。���

� � 三、中国本土化城市化理论模式 � � � 三大核

心价值建构

� �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 就一刻也

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国城市化缺乏本土化的

核心理论必然导致并形成这样几个方面的困境:

第一, 创造本土化�循环社会型城市化模式�。
这是一种强可持续的生态化的城市化模式, 是以

低耗能为入径, 并最终创造循环社会型的�零耗能

城市社会发展模式�。���中国城市化已经形成了居

高不下的高耗能城市化模式, 应该有针对性地提

出对资源高消耗型城市化的化解之道。如中国仅

�在水污染方面, 30%的重点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

达不到�类标准�, 90% 的城市相关河段受到不同

程度的污染��� , 几乎中国的城市都是缺水城市。

从直接能源消耗意义上, 2010 年, �中国已成为全

球第一能源消费大国�, 一次能源消费量为 32. 5

亿吨标准煤, � 能耗强度是日本的 5 倍�、�美国的

3 倍0。�oy 这种高消耗型城市化一旦形成历史性代

价是很难偿还的。

第二, 创造本土化的/充分就业型富民城市化

模式0。中国城市化的核心病症就是社会就业的

不充分, 城市出现的典型产业及与之相应的就业

结构性空洞。�oz 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

数据显示, 2009 年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为

87% 。�o{ 而 2010年大学生毕业人数达到创纪录的

630 多万, 到/十二五0规划结束时甚至将达到 700

万人, �o| 大学生就业结构性/过剩0问题十分突出。

中国的农村只能为 1. 5 亿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

))) 也就是说, 在4. 98 亿农村劳动力中, 有近 3. 5

亿属于剩余劳动力。除了已经进入乡镇企业、非

农产业和大中城市打工的 213 亿人外, 还有 1. 5

亿劳动力处于绝对失业状态, 目前仍滞留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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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o} 就业结构的不合理, 必然引发收入结构的不

合理。2009 年, 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

/高度不平等0状态, 10% 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

全部财产的45% , 而最低收入 10% 的家庭其财产

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 1. 4%。 , , 从行业的平

均工资倍数来讲, 1978 年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最

高和最低是2. 1倍 , , 2008 年是 4. 77 倍。�o~ 中国

一度曾把/下岗0当作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内容, 事

实上, 没有充分就业, 就没有社会发展和稳定, 高

失业的城市化必然会/高发0社会问题。

第三, 创造本土化的/全员福祉型城市化模

式0。中国的城市化缺乏社会保障的强制性制度

设置, 社会保障缺失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会在深

层次上阻碍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和社会民主化的进

程。2009 年全国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

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

的比例分别为 7. 6%、21. 8% 、12. 2%、3. 9% 和

213% 。�pu 2010 年北京等城市曾发布有关农民工养

老保险参保的有关通知, 但在事实上多是执行乏

力, 有的形同虚设。以发达地区江苏为例, 据

52009 年江苏农民工的调查报告6, 在调查的 3032

名农民工中, 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只占

总人数的 25. 8%, �pv 除了医疗, 江苏省农民工的参

保率没有超过 50% 的。中国的发达地区尚且如

此, 可见解决这一问题仍然是任重道远。

当代中国城市化/超速发展0形成的问题越来

越复杂和深化, 构建中国本土化的城市化理论已

经是当务之急。首先, 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和西

方城市化的发展前提、影响因子、动力结构及资源

禀赋的本质差异, 只有依据中国实际才有可能走

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其次, 中国

的城市化理论必须从传统城市规划学、地理学和

区域经济科领域的视角中走出来, 并上升到城市

哲学理论价值的高度。/社会学家把城市形成的

历史当作社会进化的一个形式来研究。0�pw 城市化

的社会进化本身表现为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 �px

/ 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0�py 城市

在打破常规与传统的地域和血缘关系后, 以货币

关系为纽带形成社会压力体系, 产生出传统乡村

所不具备的功能 ))) /化力为形, 化能量为文化,

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 化生物的繁衍为社

会创造力。0�pz 城市成为人们理想与价值的实现

地。�p{ 我们必须用一种学理性的、科学的方法来研

究、探索人类的城市化规律, 而不是/规划0和/设

计0人类城市化的规律。其三, 城市化是国家现代

化和/现代性0创新的载体, �p| 城市化与现代化一

样, 是社会压力释放与矛盾整合嬗变的过程。/涉

及到价值观念、态度和期望方面的根本性转

变。0�p} 即某一社会阶段的现代化、城市化应该有

一定的/现代性0结果, 这样才能使现代化全过程

呈现良性发展, 并使社会进化实现整体的转型。

本文强调创造本土化的城市化, 是设想引发、创新

本土化的现代性))) 即以城市全员的幸福为现实

行动和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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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cator , Data, Courage and Insight

GuHaibing & Zhang Anjun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 ies of studying China. s economic problems currently, and

the difficult ies are summarized into three major points: lack of critical, suitable and public indicators of

China. s economic problems; The credibility of China. s economic data are not high ;The courage and in2

sight are supressed seriously of analyzing China. s economic problems, naturally, it is difficult to have en2

during research results, neither emerge economic masters.

Key words: data and indicator; credibility; courage and insight; Chines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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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f l e c t i o n o f W e s t e r n U r b a n i z a t i o n T h e o r y a n d T h e o r e t i c a l

M o d e l C o n s t r u c t i o n i s m o f C h i n e s e L o c a l U r b a n i z a t i o n

Z h a n g H o n g y a n

Abstr a ct: For China, there is muc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worthy of learn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Western urbaniz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different nat ional conditions, Chinese urbaniza2

tion cannot use the Western. s model and theory mechanically. The innovation of this article lies in put2

ting forward three limits of Western urbanization for the f irst time based on the criticism of Western urban2

ization.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ree immatur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nfusion between theoretical Chinese

urbanization and practical Chinese urbanization,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dilemma of Chinese local ur2

ban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path for the first time 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construct ing local theory and pract ice of urbanization will be the crucial premis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2

ment of the new round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Key words: urbanizat ion; Western urbanization theory; local urbanization theory; globaliza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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