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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２１世纪是城市的世纪。２０１０年，全球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

农村人口。我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被并列为２１世纪

初期影响全世界的两大事件之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

分工分业的扩大，为了寻求更幸福的生活，人类逐步创建了城市

并建立起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但是无可讳言，随着城市规模的不

断扩大，对交通、能源、建筑、信息等方面的需求迅速扩张，城

市对大气环境、水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的同时，城市自身的可

持续发展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风险。人们在享受现代城市幸福生

活的同时，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日趋严重地

妨碍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最近发布的 《亚洲绿色城市化报

告》已经提出 “亚洲城市化进程发展迅猛，如果管理不当城市化

将对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的警告。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尤其像四川省这样的

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阶段的西部省份，更需要高度重

视与处理好城市化、工业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走出一条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城市化既是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同时又是解决环境的出

路。采取包括环保低碳消费方式在内的绿色城市化战略有助于我

国的城市化与环保实现双赢。由我担任首席专家，包括本书的作

者吴铀生先生在内的课题组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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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下我国城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提出，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模式是建设 “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气候安全”城市。其实，“三型城市”也是绿色城市化战

略的实践模式，是应对我国城市化面临的经济发展、环境污染、

全球变暖挑战的根本出路之所在。

建设 “三型城市”既包括了城市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包括

了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消费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活

动，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

的重要基础。消费需求决定社会生产，消费模式的变化将引导社

会生产方式的改变。

一方面 ，“居民消费结构优化，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断提高，

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强”是党的１７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另一方面，盲目消费、挥霍浪费让我国城市

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导致经济发展与

能源资源供应矛盾尖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城市人居的生

活质量下降。转变城市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代之以节约能

源、适度消费、降低污染的观念，促进城市居民科学、文明、健

康消费，显然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重大课题，

也是建设 “三型城市”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建设 “三型城市”，必须要加强生态教育，培育全民族的生

态道德意识，充分发挥每个城市家庭与公民在践行生态文明方面

的作用，把注重生态环保、厉行勤俭节约作为家庭美德建设和创

建文明家庭的重要内容，让生态文明的理念、观念渗入 “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气候安全”的城市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形成全

民意识，用以规范、指导全民的行动。

转变城市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使 “理性消费、绿色消费、

低碳消费”由概念变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最终把 “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气候安全”的城市建设的任务落实到城市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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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庭和公民。通过公众提供环保创意，积极参与低碳活动，

并在生活中身体力行地节约资源，才能形成实现城市生态文明建

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强大基础。

本书从人类生产、生活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为切入点，论述了

建设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气候安全”城市消费观念和生活方

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阐述了城市过度消费和奢侈消费给城市生

活、城市生态环境、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的危害；探讨了人们消

费观念嬗变的根源，指出只有转变人们不良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

式，才能最终使城市环境得到好转，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才能得

以实现。只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崇尚科学，树立健康的消费

观，大力推行公共服务等，才能让城市生活更美好。该书同时展

示了党和政府审时度势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缓解资源危机，遏

制环境恶化，改善大气环境作出的应有贡献。我国的企业和民众

也积极开展节能减排、优化环境、绿色消费、低碳消费，以实际

行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总之，这是一本视角新颖、资料翔实、

值得一读的好书。

杜受祜

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８日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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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城市的创建与城市生活

第一章　城市的创建与城市生活

城市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文明史发展长卷中

的一个缩影。城市生活展现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和人们

对物质文化的追求与向往。人类也正是在不断地追求物质、精神

方面的需求中，创建了城市。

第一节　人类的生存与城市的发展

城市的起源来自于人类为自身生存的活动。人类为了自身的

生活与延续、发展，从适应自然到改造自然，逐步创建了城市，

并在城市中建立起城市生活。

一、城市的起源

历史唯物主义观认为，人类在原始社会经历了采集时期、狩

猎时期和农耕时期。采集时期和狩猎时期，人类主要居住在森林

和山洞；农耕时期，由于耕种面积不断增多，人们从林中或山洞

逐渐转向河谷、平原，由此创建了最早的、最简朴的城市雏形。

（一）人类为了生存创建了城市

原始人类最初依靠采集树上的果实来维持生命。伴随家庭成

员的不断增多，简单的采集劳动已完全不能维持生存，食物的短

缺迫使人类寻求其他生存方式，狩猎便成了人类继续生存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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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便捷方式。

人类的狩猎活动，第一次改变了人类自身在自然世界中的位

置。在采集时期，人类为了生存不仅需要寻求食物，还要随时防

御猛兽的袭击，以防成为猛兽口中的食物。为求自保，人们通常

居住在猛兽无法攀爬的树上或无法进入的山洞中，而狩猎则是放

弃被动受辱、采取主动进攻的一种生存活动。从狩猎活动开始，

人类就向世界宣布：顺从自然的时代结束了，人类开始改造世界

的序幕战打响了！

人类狩猎是一场围、追、堵、杀的团体行动，原来的生产单

位为家庭成员，无论从家庭劳动力的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

看，都远远不能满足狩猎的需要。这在客观上要求狩猎的生产单

位必须突破家庭成员，扩大到与其他家庭联合。由此，人类社会

生产关系也从家庭走向了社会，这也为以后的社会权力的争夺埋

下了种子。

人类的狩猎活动最初只是针对一些弱小的动物，但随着弱小

动物的数量不断地减少以及弱小动物逃速的增快，人类狩猎活动

的对象便从弱小动物被迫转向了大型动物。在猎杀狮、豹、熊、

虎等大型动物的狩猎活动中，人类遭遇了你死我活、殊死搏斗的

场面。艰难的狩猎活动，在给人们带来食物的同时，也给家庭成

员带来了悲伤，还给准备下一次外出狩猎的人们带来恐惧与危机

感。为了祈求上天给人们带来好运气，狩猎出征前人们会组织祷

告上天的祭祀活动。获得猎物后人们开展的愉悦身心的活动，也

为今天人类的歌舞才艺奠定了基础。人类的狩猎活动虽然改写了

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但却加重了人类的恐惧与危机。这也为

日后人类的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人类的狩猎活动一度改善了人类的生存状况，促进了人类的

发展，但狩猎活动对猎物时有时无的获取方式，始终未能改变人

类的基本生存条件。人类在生存的实践探索中，发现了植物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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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城市的创建与城市生活

种，于是人类以年度收获的农耕活动逐渐代替了狩猎活动，从而

进入了农耕时期。

（二）农耕时期人类创建了城市的雏形

年复一年地采集植物果实，使人类得到了启发，植物可以种

植，并能收获果实，以维持生计。其实，在狩猎时期，一些地区

的妇女与儿童就开始进行种植活动，但当时由于人们大多居住在

山林或海边，种植面积较小，且完全依靠当地水土和气候使植物

自然成长，收获的果实无法维持家族成员的生计，因此，在狩猎

时期家族为了生存只好以狩猎为主。狩猎活动步履维艰之后，部

落中的主要劳动力开始转向种植业活动。这在客观上要求：一方

面需要农耕的工具、种子，及其除草、浇水、施肥等田间的劳

作；另一方面需要迅速扩大种植面积，以使农耕收获能维持家族

成员的生存需要。

为了获得更多的农耕土地，人类走出了森林、山洞，开始在

地势比较平坦的地方安营扎寨，建房居住。原始人早在狩猎时期

就熟知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农耕时期的初期，部落的人们在修

建住房时，在其四周搭建篱笆进行防护，但后来在实践中发现篱

笆墙只能防护小型野兽 （如山猫、豺狼等）的袭击，无法防御大

型野兽 （如虎、豹等）的侵害。于是为了防止猛兽的侵袭，几个

部落联合起来组成酋邦以抗御猛兽的侵犯，酋邦中的人们逐渐将

篱笆墙改为土石墙。土石墙的建成不仅提高了防御猛兽的能力，

也为后来的城市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我国很早就有关于筑城的记载，例如， 《史记·轩辕本纪》

中记载：“黄帝筑城邑，造五城。”《世本·作篇》中有 “鲧作城

郭”之说。城池起源于人类对猛兽的防御，城池的建设改善了人

类原来不安全的居住环境，使人类的繁衍得到了保证。中国早期

的城市是由 “城”演变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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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始社会末期城市的出现

在原始社会里，常常发生食物短缺，特别在冬、春季节，食

物供给严重不足，许多家族中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为了改变这

种处境，必要的食物储备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为此，部落在城池建设中增加了储备食物的建筑，以防止

冬、春季节部落成员因食物短缺大量减少。原始社会末期，许多

家族、宗族之间，许多部落之间常常为争夺狩猎区域和种植土地

发生争斗，这种争斗伴随着部落人口的不断增多演变成部落战

争。部落间的战争加速了城市的扩展，促进了城市防御功能的提

高。为了保护部落成员生命和部落公共财产不受他族的侵犯，部

落在住宅外围通常用泥土或土石夯筑围墙，以防御敌人、野兽的

侵犯。同时，在部落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部落成员的

住宅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这主要反映在过去的单间变成了多

间，共居一室转变成家族以夫妻为单位的分间居住；家族中父

母、兄弟、姐妹分间居住之外，还有共同活动的场所和储备物品

的场所。《尚书》中对原始社会末期城市的描述为：“城：筑土为

城；市：城中的集、肆”，即筑土为城、聚物为市。中外考古中

所发现的许多城墙和建筑的遗址就是最好的证明。

原始社会末期，城市的出现也为部落间互通有无的交易奠定

了基础。一些保管公共财产的部落成员也伴随交易的增长将公共

物品转为私有，一些部落成员和家族也偷偷扩大自己的住宅面

积，将少许剩余物品放在家中隐藏起来，这些行为为私有制的产

生做好了物质准备，也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物资条

件。

二、城市的发展

私有制的出现，催生了奴隶社会的产生，而奴隶社会物资和

劳动力的交易、转移加速了城市的发展。奴隶社会城市的发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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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力获得释放的象征，同时也是促进城市发展的动因。

（一）奴隶社会中奴隶的买卖为城市发展创造了条件

原始社会末期，由于部落人口的增加，部落间的掠地战争愈

演愈烈，战争中所俘虏的他族成员，过去杀之、食之，现在由于

住宅条件的改变，部落战争的俘虏，一些部落成员也不再杀之、

食之，而是将俘虏留下，让他们为自己家庭劳动或农耕，将其变

为自己的奴隶。部落之间掠夺领地的战争连绵不断，奴隶的数量

也越来越多，最终形成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人类社会也从原

始社会过渡到了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中，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属于奴隶主的个人财产，

可任意屠杀或买卖，由此在城市中形成了买卖奴隶的市场。奴隶

之间交换的出现，改变了原有部落或酋邦中劳动力无法流动或转

移的现状，使不同地域的劳动力人群随着奴隶买卖开始流动。这

种奴隶交易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部落或酋邦在人才和劳动技能、

技术方面的需求与互补，为当时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人力资

源。例如，古罗马城市的建设，就使用了大量奴隶。据文献记

载，古罗马的奴隶大部分来自被征服的东方和西方，来自东方的

奴隶，主要有希腊人、马其顿人、色雷斯人、本都人、吕底亚

人、叙利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安息人、犹太人、埃及人

等，这些奴隶往往有很高的文化水平；来自西方的奴隶有高卢

人、日耳曼人、西班牙人、达西亚人、北非人等。奴隶主用这些

奴隶从事农耕、放牧、开矿、修建住宅与建设城市的繁重工作。

由此可见，奴隶的交易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二）推动城市的发展动力

为了获得更多的奴隶，部落或酋邦之间的战争也从单纯的领

地争夺转向以夺取奴隶为主要目标的城池之战。恩格斯指出：

“要使奴隶劳动成为整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那就还

需要生产、贸易和财富积聚有更大的增长。”城市要想快速发展，

·５·



就要不断地补充人力资源、财富资源。

在中国，筑城历史可以上溯到夏王朝。早期城市作为部落的

政治中心和防御中心，尤其在中国古代城市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我国在西周以前，城镇体系尚未形成，众多的奴隶主建设各自的

政治、经济中心城邑。春秋战国时代，奴隶主的互相兼并，促进

了城市的发展，“战国七雄”的首府已是较大的城市。

为了获取更多的城池，同时也为了防御敌人的侵犯，避免自

身沦为敌人的奴隶，组织强大的军队和城池建设是奴隶社会初期

各部落联盟的主要任务。进攻和反进攻把奴隶社会的城市建设推

向了一个高潮。这一时期，城市修建的主要任务是防御敌人进

攻，保护城市的安全。城市中除了住宅、手工作坊、市场等建筑

外，还设立了军营。不少城市的城墙加高、加宽，在城墙上还建

立哨所和瞭望台。为了阻止敌人的进攻，人们在城墙外挖掘了护

城河。中国夏商时期已经有了颇具规模的城市，如夏的禹阳城和

商的成汤城。在古希腊、古印度、古埃及也出现了许多城市，较

为有名的如雅典、斯巴达等。

（三）城市向超大、超阔以及多功能方向发展

如果说原始社会城池属部落全体成员所有，而奴隶社会城市

属奴隶主 （诸侯）所有，那么，封建社会的城市就只归皇帝一人

所有。中国有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说，即天下所有土地
（包括城市）都归皇室或中央集权的集团所有。封建社会中，为

了体现皇权的威望，城市向超大、超阔以及多功能方向发展。例

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都于咸阳， “北至泾水，离宫三百，

两百里内宫观相望”。全国豪富１２万户聚迁，使咸阳发展成为全

国最大的城市。西汉建都于长安，据考古发掘，长安城周围长

２２６００多米，规模之大，超过古罗马城３倍以上；城垣每面有３
座城门，可容４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中央大道特别

宽大，为皇帝专用的 “驰道”。唐朝的帝都长安，其面积达８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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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里；城中建东、西两市，这里商贾云集，邸店林立，物品琳

琅满目，贸易极为繁荣。北宋时期建都汴京，城中可容纳百万之

众，城中店铺达６４００多家，汴京中心街道称作御街，宽两百步，

路两边是御廊。北宋画家张择端的名作 《清明上河图》，便是对

当时汴京市肆繁荣情况最形象的反映。元、明、清时期建都北

京，为了展示皇威，清朝时期以永定门经正阳门、紫禁城到钟鼓

楼的一条长达７５００米笔直的道路为中轴线，按九宫八卦来设置

的城中建筑；中心为紫禁城，帝王的宫殿设置在中央，象征着驾

驭四方四隅的权威；内城之中为社稷坛，在外城之内南为天坛、

北为地坛、东为日坛、西为月坛；同时，城市建筑注重舒适性，

出现了御花园、圆明园、颐和园等高水准的皇家园林。

（四）近现代社会城市的发展

城市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近代以来，西方国家

中以机器化工业代替了以手工业劳动为主的工场手工业，交通运

输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商品交换、经济联系和社会往来，缩短了

城市间的空间距离。这一切巨大变化，使城市从政治需要为中心

逐步转变到以生产、交换、储运、行政、经济发展等为中心的城

市发展阶段。

１８世纪中叶在欧洲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城市在人类发展史

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社会生产力加速发展的浪潮中，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发展之快，超过了过去的任何时期。工业革命

开始于英国，使英国很快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英国结束了城市中

以工场手工业为主的生产形式，取而代之的是以机器大工业。机

器生产使专业化的分工与协作日益完善，并以城市为中心开展经

济活动，向着社会化的方向发展。企业为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

寻求协作利益，便使生产在地域上出现相对集中的倾向。这种倾

向直接导致了近代城市内部工业经济的扩展和城市的区域分布格

局。在工业向城市集聚的推动下，１９世纪英国的城市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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