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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化或称城镇化(urbanization)，其基本内涵即为人口向城市及其郊区集中的过程。
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大量产生，这个过程同工业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也由乡村
农业转向城市工业。
因此城市化究其本质而言，可以认为是由工业化所引起的人类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与分化过程，其生
成机制及发展演变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并且归根结底取决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结
构。
基于上述考虑，本书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在系统考察和总结了中国城市化理论成果的基础上，
梳理城市化理论的发展脉络和思维逻辑，力求客观真实地刻画中国当代城市化理论的演变过程。
　　本书共安排了五章。
其逻辑结构是： “导论”部分对中国和西方城市化理论作了初步的梳理工作，并得出结论：国内对城
市化问题的研究是从1979年才开始的，从而将论文的写作范围划定为1979年至2005年这段历史时期。
值得一提的是内部阶段的划分，即以国家政策调整为依据，1980年、1990年、2000年成为城市化研究
阶段划分的基本时间点，同时考虑到不同阶段城市化研究的侧重点有着相互的继承性和时间上的交错
性，故阶段划分可模糊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年至80年代末；第二阶段，1980年代末至90年代
末；第三阶段，90年代末至2005年。
　　在对现有的中国城市化理论评价的同时，笔者还阐释了学界尚待解决的四个方法论问题，奠定了
整部论文的基调和立论基础。
此外通过界定城市和城市化的内涵，提出划分城市化理论的标准和新的研究方法，确立了主题部分的
行文规范。
　　第二章以1979年吴友仁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问题》一文的发表作为中国城市化理论研究
的开端，虽然当时的城市化理论尚处于探索阶段，但是以费孝通的“小城镇论”为代表的独创性理论
已经在激烈地争论中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成为了当时城市化研究的主流观点。
城市化理论的活跃不仅是因为学术环境的转变，同时也得益于西方城市化理论的传人。
传人之初，学术界以客观引进为主，评论为辅，还不可能很快应用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分析，因而独
创性的城市化理论仍占主导地位。
　　第三章篇幅最长，不仅仅因为时间跨度大，单就城市化理论本身来讲也发展成为了一个十分庞大
的体系，其研究框架已粗具雏形。
本期城市化理论具有两点突破：一是对中国城市化实践的总结，包括对中国建国以来城市化进程中的
阶段和特点进行归纳和在总结的基础上把中外城市化进行比较分析。
从初期的单纯介绍进而拓展到总结和评价，不能不说是理论发展中的一次飞跃。
二是随着大量西方传统理论的引入，开拓了思路，特别是随着理解的深入，中国学者普遍发现西方传
统理论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于是他们在借鉴相关概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了适
用于中国国情的理论，即西方城市化理论的本土化过程。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较多地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讨论城市化相关道路的选择以及拓展
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范畴，与上一时期的研究态度相比，这一时期的大量借鉴和中西合璧趋势不亚于一
次大的进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对待西方理论态度的转变。
　　第四章中城市化理论主要围绕四个方面展开，即在原有基础上对城市化实践进行重新思考、动力
机制研究全面展开、城市化道路的新思考以及对城市化制度层面的研究。
对城市化实践的总结已经不再局限于对城市化自身发展的回顾，而是从整个国家宏观经济大背景出发
。
有关动力机制的研究明显地带有全面展开的架势，同以往的研究较多地强调中国城市化的特殊动力相
比，这一时期的“共性”研究(基本动力)恰到好处地填补丁相关理论体系的空白，而且随着中国加
入WTO以后将更加积极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成为动力机制研究的视角。
对于城市化道路的确定，学者们不再局限于对原有观点的重复讨论，而是跳出了“城市化道路之争”
的框框，开始在借鉴国外城市化成功经验和联系中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城市化发展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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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都市圈模式。
尤其可喜的是，这一时期对城市化的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了制度层面。
　　第五章作为结束语，除了总结前四章的理论框架之外，笔者重新审视了城市化及其理论的发展历
程，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其实就是在中国城乡二元关系下面对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的现实，政策力
试图在工业化与城市化两者不同成本和效益之间作出妥协与选择所形成的一系列矛盾，这与传统的西
方城市化理论有着显著的区别。
笔者从宏观经济大背景出发，力求描述更为精确的动态过程：初期的低成本工业化可以推动经济的增
长，而随着中国进入非必需品消费的阶段，城市化的投资拉动就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然而城市化的高成本以及内部的结构性问题可能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
基于以上理解，本书认为中国城市化正处于一个发展的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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