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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镇化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标志，也是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
《近代湖北城镇发展研究》回顾了清末民国以来湖北城镇发展的历史，探索近代湖北城镇化发展的规
律，特别对这一百多年里湖北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和停滞时期的原因作了研究，并分析了湖北城镇化
进一步发展的前景。
书稿强调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城镇化正相关，并绘出了湖北城镇化进一步发展的建议，对促进湖北
城镇化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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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德钧，男，1962年生，湖北武汉人。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武汉炎黄研究会理事，江汉大学城市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主要从事社会史、近代城市史的教学与研究。
在《社会学研究》、《孔子研究》、《文献》等重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出版《皇族婚媾》（台湾文津出版社）、《诸经总归》（与涂文学合著，河南大学出版社）、《二十
五史快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乞丐的历史》（中国文史出版社）、《汉口的租界》（天津
教育出版社）等研究专著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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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与近代转型：近代湖北城镇发展的历史背景与逻辑起点三 清末民国时期湖北城镇的发展：动力、路
径与特点（一）时代因素与地区因素：考察城镇发展的两个维度（二）贸易驱动、极化效应、结构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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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城镇的转型发展一 湖北沿江城镇开埠的过程二 开埠以后湖北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一）以
“洋货进口、土货出口”为特征的进出口贸易迅速展开（二）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程度不断提
高（三）沿江地区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三 湖北沿江城镇的转型发展（一）武汉：从传统商埠向近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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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工业化作用之另一方面第四章 武汉的“极化效应”与近代湖北城镇体系的发展第五章 近代交通
建设与湖北城镇发展第六章 近代湖北城镇的空间分布第七章 近代湖北小城镇的发展第八章 湖北城镇
发展的历史启示与政策建议附录 “两型社会”建设中的共性与个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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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沿江开埠：近代湖北城镇转型发展的契因　　近代以前，中国城镇发展的基本规律是行政
中心型优先发展，即一个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与其行政地位的高低成正比，城镇发展的动力主
要来自政治军事力量的推动。
在传统农业社会，决定城镇兴衰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城镇在王朝行政体系中的等级地位，王朝统治集团
的政治主导与行政推动是那个时候城镇发展的主要动力。
在此规律的作用下，城镇的政治职能十分突出，往往超凌于经济、文化功能之上，成为城市最主要的
职能，这种等级分明的城镇行政体系一直保存下来，并不断被后世王朝加以巩固和完善，元代以后便
形成了等级森严、划分细密的城镇体系，即：首都——省会——府（州）——县四级城镇体系。
　　前近代时期，我国城镇的发展一方面受到行政力量的推动，使之呈现出明显的行政化色彩；另一
方面，南宋以后，县城以下的市镇大量涌现，特别是江南地区，这些“新兴市镇”的发展多与农业经
济的发展、粮食商品化率（或余粮率）的提高、人口的增长、农副产品区间贸易的繁盛等因素有关。
这些“新兴市镇”展现了新的城镇功能，其发展的动力机制也与行政型城镇大有区别。
不过，就湖北地区而言，在汉口开埠（1862年）以前，府（州）县治所仍是城镇的主体。
　　前近代的湖北地区，城镇体系具有鲜明行政等级色彩，其大致情形如前文所述。
　　武昌自元代起即成为湖广省会，这一地位一直延续到清代，故武昌从15世纪起就成为区域行政中
心型大城市，与南京、苏州、广州、成都等区域中心城市齐名。
清代的武昌理所当然地成为湖北地区的中心城市。
那时的武昌是一座典型的行政中心城市。
高大厚实的城垣，巍峨的城门，环绕城墙的护城河构成湖广省城的基本轮廓。
城内纵横有序的街道，沿街林立的官署衙门，整齐排列的里巷，以及时常响起的钟鼓号角，都表明这
是一个政治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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