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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工业的发展
,
使城市成为人类现代

文明的主体和策源地
,
也使城市成 为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的最充分
、

最典型的标志
。

城市化最直观的特征就是人 口向城市的

集中和城市地域的变化
。

伴随着农村人口 向

城市人口 的转变
,

人们的行 为方式和生活方

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并引起和促进了与

农村截然不 同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产生

和发展
; 农村经济不断地向城市经济转化

;

第二
、

第三产业获得较大发展
,

在国民经济

中所占比重愈来愈高
,
从事第二

,
第三产业

的人越来越多
。

与此同时
,

人们的消费方式

也从 乡村消费方式向城市消费方式过渡
。

城市的主体是人
,
所 以从某种意 义 上

说
,
城市是人类为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需要

而建造的一种有结构的实休
。

人的需求是无

止境的
,
但是它的满足和实现则要受 到 资

源
、

时间和其它客观条件的制约
。

城市的发

展与此一样
, 它的发展受 到 社 会 经 济 条

件
、

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的 限 制
。

人 的 需

要有不 同的层次
,
城市的发展与此类似

, 经

历了并还在经历着不断发展完善和应高层次

转化的过程
。

作为这种需求与满足的体现
,

人类聚落形态与经济形态有着密切的对应关

系
。

经济形态愈低级
,
聚落形态也愈低级

,

规模愈小
;
反之

, 经济形态越高级
,
则聚落

形态也会与此相适应
,

规模愈大
,
联系愈紧

密
,
交通

、

通讯等设施就愈先进
。

一 般 说

来 , 当聚落形态与经济形态相适应时
,
就有

利于经济的发展
, 反之 ,

就会 阻碍经济的发

展 ,
然而其最终变化仍然受限制于经 济 形

态
。

因为城市既是区域经挤文化的中心
, 又

集中体现了区域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
。

一个城市的产生和 发展不仅 受 到 经 济

基础的制约
,

还受到 上层建筑的强烈影响
。

我国的城市 发展尤其如此
。

我国许多历史名

城
,

如西安
、

南京
、

洛阳等均是当时的政治

中心
。

解放后
, 我国的很多重工业布局没有

充分考虑经济
、

环境的影响
,

仅仅出于备战

的 目的而造成布局不合理
, 跟着兴起的工矿

业城市位置也很不理想
。

在
“变消费城市为

生产城市
” 的方针指导下

,

偏重于发 展 工

业
,

忽视第三产业
, 造成 城市产业结 构 畸

重
、

略轻
。

上海 1 9 8 2年第一产业在全部产业

中占6
.

1%
,

第二产业占71
.

4 %
,

第三产 业

占2 2
.

5 %
。

而 1 9 8 1年
,

日本东京等 10 个城市

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平均 占全市就业 人数的

71 %
,

美国纽约等5个城市第三产业就业人数

平均 占全市就业人数的 75 %
。

第三产业与工

业发展在结构上的失调
,

给
一

戏市的生产和生

活带米诸多不变
,
基础设施不足更成 为约束

城市发展 的瓶颈
。

直到 8 0年代
,

这种情况才有

所改变
。

从上所述也可 以看出
, 如果 政策的

影响自觉地适应了城市的发展
,

就会起到促

进的作用
, 反之就会阻碍其发展

。

城市的现代化
, 就是根据社会经济条件

的要求
,

主动
、

自觉地调整城市的结构
、

功

能的连续的动态过程
。

协调发展才是最快的

发展 , 跟上时代的变化
, 用人为因素主动地

促进城市的发展是城市现代化 的主要 内容
。

现代化的概念是一个不 断发展的概念
,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

不 同的地区
, 现代化的

内容和衡量标准都不一样
。

城市作为社会的

缩影
, 它的现代化也必须包含着 各种现代化

概念的内容
。

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
首先应包

含以下内容
:

有高度的社会化 分 工 与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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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这种协作不 仅 表现 在 经 济方 面

,

而

且突出地表现在城市生活和服务方面
,

不仅

在城 市内部实行社仑化的 分 川办作
,

而且
J

随

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都市区的形成
,

城市与

城市间
、

城市与 乡村间也形成 了彼此合理分

工和协作的关系
;
有配套而高效能的基础设

施
, 即不仅有与城市生产和生活规模相配套

的充足的通信
、

交通
、

给水
、

排水
、

供电
、

供热
、

供气等各项设施和发达的商业
、

服务

业等
,

而且这些
一

没施都具 有 灵 敏
、

便 捷
、

通畅
、

可靠
、

优 良的效能
;
有高质量的生活

环境
,

其标志是城市 中各类污染普遍得到防

治
,

生态系统保持良性循环
,

城市居民普遍

生活在清洁
、

优美
、

安静
、

舒适的环境中
;

有 高 质量
、

高效能的管理工作
,

主要表现

在城市 的规划和建设都建立在科学预测
、

统

筹汁划和法治管理 的基础
_

卜
,

形成城市经济

建设和社会生活的有序和 协调
。

此外
, 我国

城市 的现代化还表现在具有良好的社会风气

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社会环境上
。

城市 的现代化
,

并不是可以由工业现代

化和城市化 自然带来 的
,
而是需要通过长期

的城市建设
、

城 市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才能

取得的
。

因而城市 的现代化是一个不 断发展

变化的动态过程
,

具有明显的发展阶段性
。

人为地超越其必然的阶段
,

不但会事 倍 功

半
,
而且还会带来更坏的结果

。

欧
、

美等发

达国家的城市现代化主要指城市的信息化
、

高技术化
, 将城市发展与电脑应用

、

现代科

技革命相结合
。

而在广大的发展中国 家
,

由

于经济水平落后
、

科学技术不发达
、

人 口数

量多而素质较差
、

城市基础设施差等条件的

限制
,

不可能实现发达国家的那种现 代化
。

因此 ,
发展中国家虽然也提城市的现 代化

,

但内容 与发达国家相差较远
。

发展中国家的

城市现代化一般是指
:

完善的城市产 业 结

构
、

高度分工和社会化的生产体系
、

发达的

市场体系和完善的基础设施
。

我国的经济水

平还很低
,
人 口数量较多

,

与广大发展中国家

有较多相似 艺处
。

但山于我国地域辽阔
、

历史

条件特殊
, 我国城市的现代化 内容又有着自

己的特 占
。

我例城 市的现代化不仅起点低
, 而且受

到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
,

时 间 短
、

任 务

重
。

城市的现代化受制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

区域的发展
。

我国人 口的总趋势是总量持续

增长
,
劳动适龄人口和老年人口高峰相继来

临
,

历史遗留问题较多
。

城市的现代化与现代城市化两个概念既

有联系又有区别
。

城市化对社会的影响既有

有利的一面
,

又有不利的一面
; 城市的现代

化则主要指有利的方面
。

城市化在大多数情

况 下是 自发的
, 而城市现代化则是 自觉 的

。

城市化 的动力主要是经济的发展
,
城市现代

化则主要是受人为因素的调控
。

可以说
,
城

市的现代化就是通过对城市化的人为调整
,

从而促进城市化向有利方向发展
, 以更好更

快地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过程
。

城市的现代化是现代城市化不可分割的

一个部分
。

现代城市化既有人 口
、

经济等向

城市的聚集过程
, 又有城市生活方式

、

文化

等向乡村的扩散过程
。

城市化在地域上 的变

化一般表现为三种形式
:

内部地域结构的变

动
,
专 业化分工和向中心的聚集过程

;
外围

地域的扩展
,

周围郊 区转变为城市的 一 部

分
;
城市数量的增多

, 即新城市的兴起
。

城

市的现代化主要指前两种形式
, 这是对具体

城市而言的狭义的现代化
,
有时也包括新城

的建设
,
是对整个区域

、

整个社会 而言的广

义的城市现代化
。

城市的现代化既是一种 目标
,

又是一种

过程
,

但绝不是一种静止的模式
。

在我国的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
,
实现城市的现代化

,

提高现代化水平
,
具有重要 的意义

。

但是
,

也应该看到
,
我国城市的现代化

,
既有条件

的复杂性
,

又有实现目标的艰巨性
。

在城市的

现代化过程中必将面临城市质量提高与人 口

转化的矛盾
、

消费与积累的矛盾和个别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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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前发展与地区经济不相适应的矛盾
。

因

此
, 为了正确解决这些矛盾

,
使我国城市现

代化迅速发展
,

正常推进
,

促进城市和全社

会的共同发展
,

必须从现代城市化的总体规

律中去把握城市现代化的方向
、

速度及所采

取的方式
。

应注意城市与区域的联系
,
做好

城市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同步协调发展
,

个别城市与城市 区域的协调发展
, 城市内部

结构与功能的协调一致
,

以及城市 市 场 体

系
、

服务管理体系与生产体系的协调一致
。

同时
,
应保持较高的积累

,
增强城市的自我

改造能力
, 疏通各种渠道

、

理顺各种关系
,

为向高层次迈进打下基础
。

《城市问题》1 9 9 1年第6期刊登 的陈 敏

之同志的文章
“

时代赋予我们 的历史使命
” ,

指出了我国 城市发展的方向和存在的问题
,

不乏精辟之处
,
但对其中某些观点笔者有几

点不同看法
, 兹陈述如下

, 不妥之处 ,
敬祈

指正
。

(1 ) 关于城市的
“空间 容 量

” 。

城市

的空间容量据本人理解是将城市地域与人 口

容量相结合的一种提法
。

应当指出的是
,

城

市发展并不等同于地域的扩展
,

尽管二者常

常是相伴出现
。

一个城市的发展可 以从地域

的形态变动表现出来
, 也可以没有形态的变

化而功能发生改变式地强化
。

片面地强调空

间的扩大
, 只会使人误入歧途

。
.

空间的扩大

只是表象而不是城市发展的实质
。

城市容量

也不仅与空间大小有关
, 而且与技术水平

、

人 口构成
、

功能特点密切相关
。

譬如 日本的

东京就比上海人口密度高得多
,
但不见得它

的城市病比上海更为复杂而深刻
。

(2 ) 关于
“功能结合建设新区

” 。

居

住 地 和 生 产地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区域
, 它

们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均质性的要求
。

所谓均

质性
,
是 指 同 类 区具有凝聚力

,

成 团布置

而排斥其它异质区
。

建设新区时
, 把工作和

生活结合起来考虑虽有很多好处
,
但并不能

解决所有的问题
。

(3 ) 关于
“
城市的生产功能

” 。

生产功

能 应当是我国城市现在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

期 内的主要功能
,
这是我国 的国情所 决 定

的
。

关键是怎样生产
、

生产什么
、

在何地生

产
。 “时” 文中想象出了一个功能多元

、

结

构优美的理想城市
,
然而这早就被人想象过

的空中楼 阁也是早就被人证明 了是不 存 在

的
。

在某种条件下最完善的结构随着外界条

件的变化反而会成为阻碍发展的栓桔
。

因而

功能完善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
,
而没

有终极 目标
。

达到的结果也只有相对 的满足

而没 有绝对的完美
。

(4 ) 关于
“
基础设施

” 。

基础设施 对

城市的重要性勿庸多述
。

然而
,

基础设施的

完备性并不是由城市本身决定 的
, 而是全社

会的共同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

基 础设施既是

城市发展的条件
,

又是城市 发展的目标
。

在

我国当 前条 件下
, 还没 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

去发展基础设施
, 而必须逐步发展

,

逐步完

善
。 一

言目地超前发展基础设施
, 必将占用大

量生产资金
,
降低发展的速度

,
而反过来还

会出现以前建设的基础设施不适 应 新 情 况

发展的现象
,
造成更大的损 失

。

因此
,
基咄

设施建设一定要掌握好
“
度

” 。

禁止超前发

展
,

贪大求洋
。

(5 ) 关于
“
城市现 代 化 的 时 间

” 。

城市的现代化与城市 的出现与生俱来
,

没 有

终极 的时刻
。

对于我国城市来说
,

其现代化

的任务艰巨而时间漫长
,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跨入
“现代化

” 的行列
,
因为城市的发展受

制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

只能是逐步完善的渐

进的历史过程
。

通过改革的逐步调整使其适

应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

应该清楚
,

我国有

自己的特殊情况
,

不能与发达国家的城市随

意 “
攀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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