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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ＰＲＥＦＡＣＥ

中国社会发展正处于转型阶段，转型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是一个涉及
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大工程，是需要通过史上空前的城镇化来
完成的。基于这样的思考，《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研究》首先着眼于城
市社会空间的内涵是什么、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理论基础和战略方向是什么等，
这些都是本课题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重大问题。研究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重构必
须置身于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信息化“四化”背景下。首先，全球化对于今
天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但同时全球化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问
题。比如社会经济发展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即“中国制造、美国消费”的扭
曲模式，毫无疑问，这种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驱动
力，但随着“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潜力逐步消失，我国社会经济和城镇化发
展必须转型，我国参与全球化必须要由被动的全球化走向主动的全球化，这是
我们的方向。其次，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是长期过程。总体
来看，我们现在还处于“半统治”和“半市场”的过渡阶段，需要走向市场经济和
法制经济，改革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如果不战胜这种阻力，未来就可能
演变成一种权贵资本主义。这种过渡性体制已经对我国城镇化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政府主导下的城镇化导致了城镇化的“大跃进”和城市空间的无序蔓延和
扩张，城镇化空间已经成为权力和资本的工具，一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失去了自
己的家园，外来农民工无法获得空间权利成为真正的市民。再次，在这个转型
的过程中，分权化也成为重要的趋势，但是回顾这些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这
种分权只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政府向社会分权的力度仍然不
够，反而出现了“国进民退”和“国富民穷”等方面的问题，这充分说明分权化仍
然进行得不彻底。同时这也构成了十八大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
问题，即必须要让社会参与国家和城市治理的过程。最后，“信息化”对我国城
镇化转型将产生深刻的影响，是我国社会经济和城镇化转型的重大推动力，也
构成了转型期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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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化”背景下，我国城镇化和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战略方向是什么？首
先是 “做正确的事”，然后才是“正确地做事”。“做正确的事”是战略和方向，
方向和战略必须正确。“正确地做事”是操作层面的技巧问题。我们可以把改
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济发展和经济
改革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阶段；未来第三个阶段是政治
建设和政治改革阶段。当然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不是绝对的，比如在经济发展和
经济改革阶段也伴随着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但从总体上划分三个阶段还是可
行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城镇化作为实现经济发展和追求 ＧＤＰ的手段，这
样的城镇化本身就是一种狭义的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上的城镇化。未来中国
发展应该步入以社会建设和社会改革为主的新阶段。必须高度重视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是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是启动内需的根本，也是突破“中等
收入”陷阱的根本。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建立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
构，这是支撑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为步入政治建设和政治改
革即民主化过程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是避免“劣等民主”的关键选择。认真研
究东亚的日本、亚洲“四小龙”可以发现，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主动地进
行社会建设，是避免社会动乱、突破“中产阶级陷阱”的根本选择。基于这样的
思考，我国城镇化未来发展应界定在以社会建设为主的新阶段，城镇化要通过
社会建设推动社会结构的不断完善，推动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城镇化是一个社会空间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视角
去研究我国城镇化问题，即“社会—空间”辩证法和空间生产的视角（这是与制
度变迁一致的）。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化的空间是被动的空间，是权力实现政绩
和资本获得利润的空间，还没有将空间与社会关联起来，还未充分认识二者之
间的统一性。我们必须要基于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同时又要突破实证主义研究
视角，运用“社会—空间”辩证法和新马克思主义视角去研究中国城镇化和城市
社会空间重构的问题。西方空间内涵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被动空间”—
“能动的空间”—“行动的空间”，我们必须要通过社会建设来均衡权力和资本
的力量，使我们由“被动的空间”走向社会和空间良性互动的“能动空间”，进而
到人们可以维护自己空间权利的“行动空间”。正是因为长期以来空间被作为
权力和资本增长联盟的工具，空间重构中社会力量缺失，所以空间出现了重大
的失衡，出现了一种大一统空间。这种大一统空间虽然可以带来 ＧＤＰ的增加
和工业化的大发展，但它无法满足人们对于空间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各方面需
求，随着很多地区步入后工业社会或者都市化社会，人们对于多元空间的需求
更加强烈，包括多元的自然空间和人文空间，以及更加人性化的生活空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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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况下，只能通过社会的力量来均衡资本和权力的空间。
我国新型城镇化和城市社会空间重构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哲学基础，从哲学

层面深刻思考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和社会空间重构方向。新型城镇化进程中
城市社会空间重构需要从三个哲学维度来思考。第一，功利主义的视角，这种
视角将空间视为冰冷的、不带温度的，即工具的空间观，空间是追求 ＧＤＰ的工
具，对应着“被动的空间”，这也是长期以来我们城镇化所坚持的哲学观。第二，
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观，即空间和社会是统一的，空间不是铁板一块，空间是断
裂的，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空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可以看到我国城
市社会空间已经出现很大的分异。“空间是社会的表达”，城市社会空间出现分
异是客观存在和规律使然。第三，人本主义的空间观，也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空
间观，这种空间观认为空间是“以人为本”的，空间价值应与人关联在一起，更多
地表现为一种自然和人文的多元化空间。我们认为，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发
展，传统单一线性思维已经无法指导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必须要树立三维
视角下的均衡空间观，大一统的空间观需要转型为多元化和多样性的差异空间
观。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现代社会分为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系统世界是一个
以市场和权力为轴心的世界，自由主义理当为系统世界的主人，以权利与契约
规范市场，以法治和民主制约权力。而系统世界之外，还有一个非功利的、人与
人情感交往的生活世界。

在明晰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理论基础、哲学基础和战略方向的
前提下，本课题着重研究以下重要问题：转型期中国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背景
缕析；中国城市社会空间转型的理论基础；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研究（以苏州市
为例）；城镇化进行中的城乡社会空间重构研究；都市化与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重
构；地方政府企业化转向与城市社会空间重构；从象征到现实：大学城的空间生
产；转型期城市内缘区社会空间重构研究———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多维视角
下的新型城镇化内涵的解读。以上研究内容的重点和难点是建立中国城市社
会空间重构的理论基础和解释框架。根据中国的国情和国外相关城镇化的理
论，我们认为，城镇化是一个重大区域发展和空间重构的问题，空间重构是和社
会结构的重塑关联在一起的，两者之间制度变迁是桥梁，空间重构—制度变
迁—社会建设三位一体，是高度统一的，构成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社会空间
重构的深层逻辑，不能割裂三者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性，否则将会把新型城镇化
引向歧途。我国城镇化仍然需要从大的结构主义的角度找出空间重构的理论
基础，课题从规范和实证角度研究得出这一结论：我们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将
空间生产和“社会—空间”辩证法的理论作为城市空间重构的理论基础，只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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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才能揭示城镇化和城市空间重构的深层机制。同时在研究尺度上需要将宏
观的城乡社会空间重构、中观城市的空间分异和微观尺度的大学城和城市的内
缘区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也是本课题和其他研究的重要区别，我们需要将宏观
和微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其结合起来的基础就在于空间生产和社会—空间辩证
法，以及空间重构、制度变迁和社会建设逻辑线索。大学城和城市内缘区是典
型的社会空间，也是城镇化进程中空间生产的典型，我们需要揭示其内在的深
层机制和社会结构的问题，所以它们也成为本研究的重要内容。最后明确提出
多维视角下中国新型城镇化内涵解读，以期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指出明确
的方向。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突出特色就是从空间生产和社会—空间辩证法的角度
分析转型期中国社会空间重构的实践问题，其对于当前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城
市社会空间重构的理论提出和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中国新型城镇化虽然
提出了“人的城镇化”的理念，但仍然具有模糊性，更多是一种理念层面的东西，
我们需要从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以及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的城镇化”的内涵进
行深入界定，我们认为必须将城镇化的方向导向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方向，这
又必然要求在理论指导上必须将空间生产理论和社会空间辩证法的理论导入
城镇化的理论研究，也必然需要从哲学高度将单维的功利主义导向下的城镇化
转型到三维目标下即功利主义、人本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相互作用和均衡下的
新型城镇化。但将社会—空间辩证法、空间生产等理论和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实
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一项重大的课题，在国内还未见到更多的系统研究成
果。所以本研究可能在深度上还未能更加深刻地揭示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内在
机制，但尽管如此，本研究尝试提出了一种方向性的东西，也就是未来中国新型
城镇化的内在机制或者说驱动力已经从单一的权力和资本支配下的城镇化走
向一个权力、资本与社会三元合力驱动下的新型城镇化的方向，就这一点来讲，
与中国提出的由“土地的城镇化”走向“人的城镇化”的方向是一致的。我们反
对将社会力量排斥到城镇化的进程之外，也就是呼唤中国的城镇化尽快由权力
和资本主导下的城镇化走向由社会主导下的城镇化这一伟大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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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重构的背景缕析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２１世纪是
城市的世纪，城市将主导未来的人类生活。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和信息化

等国际、国内双重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基础上，中国城市发展环境已经出现转

型。改革开放３０年多来，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已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８．６％提升到２０１１
年的５１．２７％，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将达到６０％左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可
资对比的是，从２０％提升到４０％的水平，英国用了１２０年，法国用了１００年，美
国用了４０年，而中国仅花费了２２年。国外许多学者因此称中国的城镇化是西
方国家当年所经历过程的“浓缩形态”，但事实上中国的转型环境比当时西方国

家的发展环境要复杂得多，这造成了中国转型期城市发展问题的复杂化、矛盾

的尖锐化、短期的集中化，而这些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又通过城市空间表现出来。

因此，只有对中国城市发展所处整体环境转型和背景做深入的分析，才能科学

地揭示城市社会空间演进的内在机制和规律。

第一节　世界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空间重构

一、世界城市化的总体进程

人类发展史，也是一部城市不断兴衰和发展的历史。城市孕育了文明，也

促进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及生产力的发展。早在约５５００年前，城市和城市文明
便在世界的许多不同地区相互独立地出现。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城市存在于美

索不达米亚、尼罗河谷、印度河流域及黄河流域。城市的数量从中世纪开始迅

速发展，但城市的规模依然偏小。那时的人口主要生活在农村地区，并且所有

人都必须投身于农业耕种之中。到１８５０年，城市居住的人口比重不过总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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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４％ ７％。
１．世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
１９世纪中期以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大量

的人口开始向城市集聚。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变革促进了科学、教育、政治及军

事等各方面的巨大变革，也使得城市的社会和生态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

时期欧洲成为世界城市化的中心，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期。１９５１年，英国城
市化水平率先超过５０％，并于１９世纪末基本完成城市化，法国、德国也分别用
了８０年和７０年时间将城市化率提高到５０％以上。１８００年世界的城市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例仅为３％，１９００年上升为１３．６％，１００年里世界人口增长了７０％，
城市人口增加了３４０％。２０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进程大大
加速。１９５０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２０．８％，２０００年上升到４７．２％，世界城市人口
从７．５亿增加到２８．６亿。２０１０年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超过５０％。世界城市
化率进程见图１１。

图１１　世界城市化率进程（２０５０年为预测值）

２．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包括欧洲、北美、日本等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早在１９世纪初就

已经开始。二战后，随着产业结构重心向工业和第三产业转移的速度加快，城

市化过程加速，２０世纪 ５０—７０年代是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１９５０年—１９７５
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率从５４．５％提高到６８．７％，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
达到年均２．５１％。１９７５年以后，城市化速度趋缓，１９７５年—２０１０年，城市人口
的平均增长速度降至年均０．９４％，２０１０年城市化率为７７．５％。根据联合国的
预测，今后 ２０ ３０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的增长将更加缓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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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６％），２０３０年城市人口将由２０１０年的９．５７亿增加到１０．６４亿，城市化率
将达到８２．１％。事实上，目前西欧和北美的大部分国家已经有超过８０％的人
口生活在城市。可以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已经结束。世界

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率及预测见表１１。
表１１　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率及预测（单位：％）

地区 １９５０年 １９７０年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３０年

北美 ６３．９ ７３．８ ７５．４ ８２．６ ８５．８

欧洲 ６３．８ ７１．５ ７４．１ ７９．５ ８４．２

日本 ５４．４ ７１．９ ７７．３ ９０．５ ９６．８

澳大利亚／新西兰 ７６．２ ８４．５ ８５．３ ８８．６ ９０．７

　　资料来源：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Ｗｏｒｌ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ｅ２０１１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３．发展中国家成为世界城市化主流地区
从地区角度来审视世界城市化进程，欧洲和北美长期以来一直是城市化水

平最高的地区。１８００年世界６５个１０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２１个在欧洲，到
１９００年，世界１０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增加到３０１个，欧洲就占了１４８个。从１８００
年—１９２５年，世界发达地区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由 ２７．９％上升到
３６．７％，而城市人口占世界城市总人口的比重由４０％上升到７１．２％，城市化水
平从７．３％上升到３９．９％。二战以后，特别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亚
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普遍胜利，世界城市化的主流地区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

国家，特别是东亚和非洲的城市化进程尤为迅速。由于发达国家在２０世纪初
已基本完成城市化，加上人口自然增长率趋缓，城市人口所占比重从高峰趋于

回落，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数量急剧上升。１９５０年，全世界６０％的城市人
口居住在发达国家，而４０％居住在发展中国家。到１９７５年，超过一半的世界人
口都已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照此趋势，到２０２５年全世界将有８０％的城市人口
居住在发展中国家。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及在城市和农村的分布见表１２。

表１２　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及在城市和农村的分布

分布
人口（１０亿） 增长率（％）

１９５０年 １９７０年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１０年 １９５０年—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０年—２０１０年

总人口 ２．５２ ３．６９ ５．３１ ６．８９ ２．７６ １．４９

发达国家／地区 ０．８１ １．０１ １．１４ １．２４ １．０１ ０．０５

发展中国家／地区 １．７１ ２．６９ ４．１６ ５．６６ ３．５８ 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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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布
人口（１０亿） 增长率（％）

１９５０年 １９７０年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１０年 １９５０年—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０年—２０１０年

总城镇人口 ０．７３ １．３５ ２．２８ ３．５９ ２．１２ ２．８７

发达国家／地区 ０．４２ ０．６７ ０．８３ ０．９６ ２．４４ ０．７８

发展中国家／地区 ０．３ ０．６８ １．４５ ２．６１ ９．５８ ４．００

总农村人口 １．７９ ２．３４ ３．０２ ３．３３ １．７１ ０．５１

发达国家／地区 ０．３９ ０．３６ ０．３２ ０．２８ －０．４５ －０．６２

发展中国家／地区 １．４１ ２．０１ ２．７１ ３．０６ ０．２３ ０．６４

　　资料来源：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Ｗｏｒｌ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ｅ２０１１Ｒｅｖｉｓｉｏｎ）．

４．大城市和城市群成为人口和产业集聚区
２０世纪以来，大城市人口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在不断提高，世界１０万人口

以上的城市１９００年仅为３８座，１９５０年为４８４座，１９７０年增至８４４座。百万人
口以上的大城市１９５０年为７１座，１９６０年为７３座，１９７０年为１６０座，１９８０年达
２３４座，２０１１年为４１１座。与此同时，城市规模等级越来越高，人口的发展速度
也越来越快。１９７０年—２０００年，世界城市人口以２．７％的年增长率增长，而农
村人口的增长率只有１％。过去３０年里，城市人口增加了１００％，百万人口的城
市人口增加了１５０％，超级都市人口更惊人地增加了４５０％。到２００８年，城市人
口中有４０％居住在百万以上人口的大都市。许多城市已经和区域融为一体，若
干城市组成大都市区，多个都市区的互相交错，形成城市区域的连绵地带。美

籍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通过对美国东北海岸城市与区域空间结构特征的观察，

提出了大城市连绵区的概念。大城市连绵区一般是指呈带状分布、规模很大的

城镇集聚区。以若干个数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为中心，大小城镇连续分布，

形成城市化最发达的地区。〔１〕许多大都市带首尾相连，形成了若干个人口超过

几千万的城市群。世界公认的城市群有６个，分别是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
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英国以

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这些城市群的规

模庞大不仅在于集聚了大量人口，还在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所积聚的资金、

人才资源。以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为例，它集中了美国全国人口的

２０％，创造了全国制造业产值的３０％，不仅是美国最大的商业贸易中心，而且也

〔１〕 戈特曼．大城市连绵区：美国东北海岸的城市化［Ｊ］．李浩，陈晓燕，译．国外城市规划，２０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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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世界六大城市群概况见表１３。
表１３　世界六大城市群概况

城市群
面积

（万平方千米）

人口

（万人）
主要城市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

市群
１３．８ ４５００ 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

华盛顿

北美五大湖城市群 ２４．５ ５０００ 芝加哥、底特律、克里夫兰、匹兹

堡、多伦多、蒙特利尔

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１０ ７０００ 东京、横滨、静冈、名古屋、京都、

大阪、神户

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

市群
４．５ ３６５０ 大伦敦地区、伯明翰、谢菲尔德、

曼彻斯特、利物浦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１４．５ ４６００ 巴黎、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安特

卫普、布鲁塞尔、科隆

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１０ ７６００ 上海、南京、杭州、宁波、苏州、无

锡、常州

二、世界城市化发展中的城市空间重构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世界城市发展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福特制的经
济发展模式和凯恩斯主义影响下的福利政策发生转型，表现为新自由主义的抬

头和对福利制度的怀疑与摒弃。城市化深入发展，全球城市、巨型城市开始形

成，郊区化和多中心城市区域产生，大都市里的贫困、种族主义、犯罪、住房和财

政危机层出不穷，加之经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时空压缩”，使得社会分异

在空间上放大，城市空间面临重构。

１．全球城市体系的重构
全球化为一些城市和区域提供了发展机遇，但也对区域空间结构产生了明

显的非均衡效应。这主要表现在世界层面上全球城市或国际性大都市的成长，

以及全球城市等级体系向国家内部的延伸。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城市功能的变

化重新定义了城市等级，而由于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承担生产、管理、贸易、

政治等职能，因此这势必导致全球层面城市等级体系的形成。

世界城市的概念最早是帕特里克·盖迪斯（１９１５）在其著作《进化中的城
市》中提出的。〔１〕彼特·霍尔（１９６６）从政治、贸易、通信设施、金融、文化和技

〔１〕 ＰａｒｋＲＥ．ＨｕｍａｎＥｃｏｌｏｇｙ［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１９３６（１３）：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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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方面对世界城市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全球城市等级体系包括了少数无可

争议的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和东京。之后是一群２０个左右的次级全球或区
域性的中心，它们服务于主要的世界性区域。这些城市中有少数城市发挥着一

些全球性作用，如巴黎、洛杉矶、旧金山等，因此对现有的全球城市构成某种程

度的竞争。〔１〕萨森（１９９１）提出了全球城市假说，并认为这些城市存在以下特
征：①世界经济总部高度集中；②金融和专业服务公司取代制造业而成为主导
经济部门；③是主导产业的创新源地；④具有新兴的产品和创新市场。可见，全
球城市的成长是通过发展总部经济、高端服务业和开发创新产品而不断积累

的。〔２〕

弗里德曼（１９８６）从“核心—边缘”结构理论出发对全球城市等级结构进行
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了衡量全球城市等级的７种指标：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
（包括区域）公司总部、国际性机构、快速成长的商业服务业部门、重要的制造

业中心、主要的交通运输节点、人口规模，并依照已有的世界银行的标准，将全

球城市按核心与半边缘国家（地区）区分为主要和次要两大类。〔３〕弗里德曼划

分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见表１４。
表１４　弗里德曼划分的世界城市等级体系

等　级 城　市

核心世界城市
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洛杉矶、芝加哥、悉尼、莫斯科、苏黎

世、鹿特丹

半边缘世界城市 北京、香港、里约热内卢、新加坡

次级核心世界城市
旧金山、休斯敦、迈阿密、多伦多、马德里、米兰、维也纳、法兰

克福、墨西哥城、约翰内斯堡

半边缘世界次级城市
上海、加尔各答、布宜诺斯艾利斯、首尔、台北、曼谷、马尼拉、

孟买

　　伴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高等级城市的综合实力与全球影响力的提
升成为世界城市化的突出表现。２０１０年，全球前２５位的城市个体，拥有超过全
球５０％的财富。这些高等级城市通过相互间的要素联系与紧密互动，构建出了
以世界城市为节点的网络体系。金融危机后，世界城市网络在整体影响力提升

〔１〕

〔２〕

〔３〕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Ｍ．Ｔｈｅｒｉｓｅｏｆ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Ｏｘｆｏｒｄ：Ｂｌａｅｋｗｅｌ１，１９９６．
ＳａｓｓｅｎＳ．Ｇｌｏｂ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ｉｔ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ｃｈａｉｎｓ：ａｎｙ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Ｊ］．Ｇｌｏｂａ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２０１０（１）：１５０－１６３．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Ｊ．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ｃｉｔｙ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Ｊ］．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Ｃｈａｎｇｅ，１９８６（１７）：６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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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时，网络内部节点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这种结构的变化，不仅反映出世界

城市个体间地位的此消彼长，也折射出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金融危机后，世界城市网络和体系内部结构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网络节点数量增加；第二是中等层级的世界城市数量增加。这种变化趋

势使世界城市网络中传统的“金字塔形”结构逐步向以中低等级城市个体为主

题的“钟形”结构发展。在中等层级世界城市数量增长的同时，高等级世界城市

的数量与实力仍然稳定地得到了保持。ＧａＷＣ城市排名（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变
化超过５个位次的城市见表１５。

表１５　ＧａＷＣ城市排名（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变化超过５个位次的城市（单位：位）

排名跌幅前８位 跌幅 排名升幅前７位 升幅

洛杉矶 －３０ 北京 ＋２０

旧金山 －３０ 首尔 ＋１９

法兰克福 －１８ 上海 ＋１７

芝加哥 －１２ 莫斯科 ＋１７

阿姆斯特丹 －１０ 华沙 ＋１４

台北 －１０ 布宜诺斯艾利斯 ＋７

圣保罗 －５ 悉尼 ＋５

雅加达 －５

资料来源：ＧａＷＣ排名（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

经济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增强，使得大量新型城市不断被整合到以全

球生产链为核心的网络中去。这些崛起的城市一方面与高等级的世界城市进

行纵向交流，另一方面，更加频繁地与同层级世界城市进行经济、技术、文化、社

会、政治互动。此类城市还对区域内的次中心城市产生辐射作用，使周边城市

也逐渐进入世界城市网络。这种城市之间的垂直—水平—深度的多方位互动，

不仅使中等层级世界城市的数量和实力不断提升，而且进一步催生了新的节点

域与城市，成为世界城市网络规模扩大的重要动力。因此，世界城市网络层级

结构方面的“钟形”变化，事实上是节点城市规模扩大、网络形态趋于扁平的

表现。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高等级的世界城市普遍受到重创，其实现恢复仍
需时日，而中等层级城市由于经济结构更为多样化，城市发展的弹性较大，因此

所受冲击相对较小。此消彼长下，两个层级城市间的差距缩小，部分区域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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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城市有望进一步成长为全球城市。若上述变化得以持续深化，从更长的时间

段来看，世界城市网络的等级结构将有可能从“钟形”进一步演变为“鼓形”。

根据美国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公司全球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对全球经济贡

献率最高的６００个城市在２０１５年将拥有世界人口的１／５。更为重要的是，在未
来１５年里，今天世界城市前６００名中有１３６个发达国家的城市将跌出排名，取
代的都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当中有１００个城市是中国的城市，１３个来自印度，
拉丁美洲有８个入围。与全球城市相比，中等层级城市２００７年—２０２５年将迅
速成长，其人口与人均ＧＤＰ的超平均水平将起到助推作用。到２０２５年，６００个
城市中的５７７个中等层级城市将贡献全球经济增幅中的５０％。其中，人口在
１５ ５００万的中小规模城市将提供最大份额，即全球ＧＤＰ增幅的１９％。由于中
等层级城市增长迅速，２０２５年将有１３个城市跨过１０００万人口大关成为世界城
市。除了芝加哥外，其余的城市均属于发展中国家。这１２个城市仅中国就有７
个，分别是成都、东莞、广州、杭州、深圳、天津与武汉。２０２０年全球的十五大城
市预测见表１６。

表１６　２０２０年全球的十五大城市预测

排名 ＧＤＰ 人均ＧＤＰ ＧＤＰ增速 总人口

１ 纽约 多哈 上海 东京

２ 东京 澳门 北京 孟买

３ 上海 华城 纽约 上海

４ 伦敦 牙山 天津 北京

５ 北京 奥斯陆 重庆 德里

６ 洛杉矶 布里奇波特 深圳 加尔各答

７ 巴黎 迪拜 广州 达卡

８ 芝加哥 丽水 南京 圣保罗

９ 莱茵 鲁尔 秋明 杭州 墨西哥城

１０ 圣保罗 卑尔根 成都 纽约

１１ 深圳 圣何塞 武汉 重庆

１２ 天津 昆山 伦敦 卡拉奇

１３ 达拉斯 张家港 圣保罗 金沙萨

１４ 华盛顿 蔚山 洛杉矶 伦敦

１５ 休斯敦 嘉义 佛山 拉各斯

资料来源：麦肯锡公司全球研究所报告《城市世界：城市经济影响力布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