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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城市研究这个广阔的学术领域，对我个人而言，纯属偶然。
　　2002年初，当我获得提前攻读系统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的资格时，出于工作的惯性，我打算把高等
教育管理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为此，从2002年下半年起，我一方面完成了从学生辅导员到专业教师的岗位和身份转变，一方面开始
着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文献的搜集和整理。
至2002年9月份，恰逢学校政策研究基金年度申报启动，在选题指南的帮助下，我以《高等学校教育资
源优化研究》为题，申报了一个课题。
很幸运，这个题目得到批准和资助。
更加幸运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我还得到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教授、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林莉女士、西北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宛良信教授的帮助和指导，他们带给
我的学术温暖，让我至今难忘。
在课题收尾阶段，课题组其他成员，包括西北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的王伟教授（我的硕士导师）、副
院长栾云凤副研究员以及薛惠锋教授（我的博士导师），都对课题报告提出了修改意见和改进建议。
最终，大家的共同努力，换来了课题研究报告“优秀”的评级。
因为这个结果，校党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徐澄研究员对我印象颇佳，并多次鼓励我申报学校的政策研究
基金。
也因为这个结果，开始让我对学术研究有了信心，我也把这个课题作为自己的学术起点。
要特别强调的是，正是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中，我第一次接触到物理一事理一人理系统方法论（WSR方
法论），并尝试着把它和课题研究进行了初步结合。
　　2003年四五月份，全国的社会空气紧绷，防治“非典”成为头等大事。
而此时的我，也正面临着一场小小的煎熬：由于客观的因素，我必须在继续高等教育管理研究和开始
城市发展研究之间做出选择。
经过两个多礼拜的挣扎，我选择了后者，一个自己完全陌生的领域。
但此时，我仍然是幸运的，因为导师已为我申请好了一个基金课题：来自西安市科技局的工业攻关计
划项目——《西安发展重大问题及政务综合决策支持系统研建》。
概括起来，这个课题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疯狂补课、认真学习、定期研讨、外出实践、研
究写作与初步综合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代表性成果就是提出了西安发展“生态载市、文化立市、旅游
兴市、商贸富市、科教强市、人才亮市”的整体思路，同时完成了一批具有较强针对性的质量较好的
研究论文；二是从定性到定量的阶段，代表性成果是“西安政务决策支持系统”的研发，尽管课题组
成员协力开发出来的软件功能较为简单，但的确起到了深化各自研究内容的良好效果；第三个阶段，
可以认为是一个“综合集成”的阶段（尽管这种集成还比较初步），其代表性成果就是《城市系统工
程探索》一书的公开出版，以及一批学术论文的相继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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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WSR方法论的城市发展研究：城市系统工程新探》讲术了：立足物理-事理-人理系统方法
论（简称wsR方法论），提供了一种城市发展研究的系统化新框架，即城市系统工程。
在城市系统工程的框架下，依次研究了城市发展的“物理”“事理”与“人理”，对应内容包括作为
自组织系统的城市，自组织城市建模与仿真；城市管理整体框架，城市可持续发展预警及评价；城市
制度分析，和谐城市建设。
针对城市系统工程的实施，给出了设立“城乡发展总体设计部”、塑造知识城市等构想。
　　《基于WSR方法论的城市发展研究：城市系统工程新探》可以作为城市研究与规划、系统科学与
工程等相关学科专业人员的理论与技术读物，也可供各级城市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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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寇晓东，男，汉族，河南洛阳人，1976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西北工业大学自动化学院系统工
程专业讲师、博士，主讲本科生、研究生科技英语等课程，研究方向包括系统方法论、复杂系统、城
市系统工程等；任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会员、国际可持续发展学会会员、西安质量协会理事，曾在中国
系统工程学会第13届（长沙）、第14届（厦门）及第15届（南昌）学术年会、第12届国际可持续发展
研究年会（香港）、首届国际生态足迹会议（卡迪夫）上宣读或交流论文；2008年，获国家留学基金
委“西部地区人才培养特别项目”资助，将以访问学者身份赴美国进行为期1年的学习进修；2009年8
月16日至8月31日，以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Program”候选人身份赴美国圣塔菲研究所访问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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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聪明的增长”最初被认为是一种“试图重塑城市和郊区的发展模式”，其动因是近几十年来在
美国国内产生的人口迁移、强烈的环境伦理、与日俱增的对财政的关注及对增长的各种不同理解等。
它的主要原则是：创造各式各样的住宅机会与选择；创造宜于人们行走的小区；鼓励社区与投资者的
协作；鼓励富有特色和吸引力的社区形成；使发展决策可预见、公平及可行；混合土地的用途；保持
公共空间、耕地、自然风景以及重要的环境区域；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力Ⅱ强并指导面向现有社区
的开发；利用更加紧凑的住宅设计。
　　相对于新城市主义，“聪明的增长”是对城市发展问题的全面反思，涉及城市发展的社会与经济
、空间与环境，城市规划的设计与管理、法制与实施等各个方面的行动计划，需要政府宏观调控和全
民参与。
　　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城市发展理论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力图解释一个地理摩擦几乎为零的信息化时代，城市还能否成为经济活动集聚的中心，未来城市应
该如何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学者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城市发展的新理论，包括全球城市（世界城市）
、信息城市、柔性城市（后福特城市）、学习城市、智能社区及经济反射能力中心等。
以上的城市理论，尽管分析的角度和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都直接或间接地肯定了城市尤其是大城
市在未来社会中将继续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而且分别或同时强调了信息、知识、学习、快速反应能
力和在信息网络的支配控制力对于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性。
虽然我国城市发展的实践还没有达到很高的层次，但上述研究结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以便未雨绸缪。
　　假若将夏、商时代的初期城市发展撇开，中国城市及城市发展理论自西周建立后的3000多年，共
经历了封建时期、社会主义时期和现代化开放时期3个主要发展阶段，而现在正处于第3个阶段的起点
心。
封建时期（公元前1027一公元1949年）的城市理论体现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文化特征，其要点包括
选址、方向、布局等；社会主义时期（1949-1978年）城市理论的要点在于将“消费型城市改造为生产
型城市”及建设“人民城市”，造成城市基本设施建设及住宅质量及居住水平低落；改革开放时期
（1978年至今）的城市理论正处于形成、发展的阶段，比较有突破的方面包括“中国城市发展已趋向
集中在有地理优势的地方作组团式的发展，形成了超大都市区，或都市带”及“外向型城市化理论”
。
同时，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城市发展理论产生了积极影响，“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思想正融人
城市发展实践，将深刻改变城市发展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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