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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城市是相对于乡村而言的一种相对永久性的大型

聚落。但是在没有进行空间界定以前，它仍然是一个非常抽

象的概念。从历史上看，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城市

其内容和形态千差万别；从地理上看，城市有行政意义上、

实体意义上和功能意义上的区别，从几万人的聚落点到几千

万人的都市带，城市包括了跨度极大的空间尺度。因此任何

以城市为对象的研究首先要明确研究的是什么地域概念的城

市。在引用城市统计资料进行分析时，选择合适的或可比的

城市地域显得尤其重要。由于这方面的失误而导致研究失败

的例子屡见不鲜。 一、城镇的定义和城乡划分（一）城、市

、镇、城市、城镇要找到一个与当 代世界相符合的令人信服

的城市或城镇的定义是不容易的，更难找到一个可应用 于不

同时代的解释，因为城市的定义同城市的起源问题联系在一

起，而城市的起 源在学术界是一个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大体上就有两种意见，争论是由对“

城市”这一概念 的不同理解而引起的，其实质也可以看作是

究竟以“城”还是以“市”来作为“城市”标志的问题。 “

城”最早是一种大规模、永久性的防御设施，主要用于防御

野兽侵袭，后 来演变为防御敌方侵袭，所谓“城成也，一成

而不可毁也”。中国最早的城起源 于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之

都（约公元前26世纪初）。考古发掘最早的古城为4000 多年

前夏代所筑，如山东章丘县城子崖、河南登封县王城岗、淮



阳县平粮台等。 和城类似的一种居民点的防御性构筑物叫郭

（廓），早在夏代就有“筑城以卫君， 造郭以守民”之说，

“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 但这时的城还不具备宗庙、宫

室、商业市场、手工业工场等一般城市所应该 具备的物质要

素。古代的城市常有城墙，但城市并不非有城不可，城墙对

于古代 的城市和乡村都是需要的。因此有人认为，原始的只

具有防御功能而没有以商品 交换为目的的商业市场的城或城

堡不能作为城市。①城与城市不可混为一谈，只 有商品经济

不断发展，在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设立市场，城市方才产生

。这时历 史已进入阶级社会的门槛。②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

看，有人认为从原始社会后期 至夏是“城堡阶段”，商到西

周是“都邑阶段”，只有到春秋时期才有完全意义 上的城市

兴起。③总之这一类意见认为城市是进①参见参考文献141 

～142.②参 见参考文献143.③参见参考文献144.入阶级社会以

后的产物，是国家出现的重要 标志。另一类意见则认为原始

的城堡从广义的城市概念来看，应是城市的雏型， 不能排斥

在城市范围之外，因此城市早在国家产生之前的原始社会后

期就已经产 生。④“市”是商品交易的场所。在城市产生以

前，市没有固定的场所。早期市 的位置常在居民点的井旁，

故有“市井”之称。人们在特定的地点按特定的时间 相互交

易，形成集市。商代货币的使用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为了经营上 的方便，市逐渐被吸引到人口比较集中，又是

奴隶主贵族居住的城中，并有固定 的位置，真正意义上的城

市方才产生。汉魏之际，市的位置在城外郭内。唐代， 市占

一坊之地。宋以后，市坊制解体，市由坊内扩展为一整条街

。在南北朝时期， 在城市的城门外开始设有供农民出售饲料



、燃料等产品的市场叫草市，但数量尚 不多。唐代还曾规定

“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①中唐以后，因手工业商业 

兴盛，水陆交通发展，草市在县以下居民点大量兴起，这就

是广大农村集镇的前 身。“镇”与市原本有严格的区别，“

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防者谓之镇”。 ②镇以军事行政

职能为主。到宋代，镇才摆脱军事色彩，以贸易镇市出现于

经济 领域，成为介于县治和草市之间的一级商业中心，近现

代逐渐引伸为一级政区单 位和起着联系城乡经济纽带作用的

较低级的城镇居民点。正因为“城市”与“城”和“市”具

有发生学上的密切联系，到了近现代， 城、市都成为乡的反

义词而作为城市的简称。加上镇的介入，就产生了城市和城 

镇混用的局面而带来许多麻烦。在许多场合下，城市和城镇

这两个概念有严格的区分。只有那些经国家批准 设有市建制

的城镇才称为城市（city），不够设市条件的建制镇才称为镇

（town）， 市和镇的总称才叫城镇或市镇（urb-an Place或city

and town ），在我国的人 口统计中，对应有市人口、镇人口

和城镇人口（或市镇人口）之分是最明显的例 子。在不严密

的情况下，又常常把城市作广义理解，代表城镇居民点的总

称。例 如我国的城市规划法所称的城市就包括国家按行政建

制设立的直辖市、市和镇。 出于同样的原因，urbanization（

城镇化）也被翻译为城市化，urban system （城镇体系）被译

为城市体系， Ur-ban Geography （城镇地理学）被称为城市 

地理学。在很多情况下，“城市”与“城镇”混用已经难以

扭转。（二）城镇确定的标准社会发展到今天，人总是组织

成大小不等的群体居住 在居民点里。居民点在类型和规模上

相差悬殊。最笼统地说，中外各国大体都有 这样一套居民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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