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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思想 古代中国漫长的城市文明长河中的一个截面，在西方

人的中国游记如《马可  波罗游记》中竟被描写得如天堂一般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就当时来说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和管

理不同凡响。中国古代城市管理思想烂若繁星，且是镶嵌在

不同的星空块里的，在此，只能从我们有限的视野里捕捉几

个“亮点”与诸君共享。 儒家倡导“仁政”、“德政”。孔

子所主张的“仁”有诸多的涵义，最重要的恐怕是“仁者，

爱人”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2] 。孟子后来说，“

仁者无敌” [3] 。 孔子说 ， “政者，正也。子率而正，孰敢

不正” [4] 。 他认为，“为政以德，辟如北极，居其所而众

星拱之”，这种思想也体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实践中，如

咸阳 的格局即如此 [5] 。 在管理者的素质和数量方面，唐太

宗主张“官在得人，不在员多” [6] 。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

”。老子认为“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 [7] ，“道”是什么

呢？就是“顺应自然”。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

，道法自然” [8] ，所以他主张“去甚、去奢、去泰” [9] ，

“治大国，若烹小鲜” [10] 。 中国古人的“天人合一”思想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天人合一”可以理解为人与自然的

和谐，其中包含着生态理念。管子在城市选址方面的观点可

以说是“天人合一”理念的体现： “ 凡立国都，于大山之下

，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

因天材，就地利” [11] 。在城市建设方面，中国古人创造了



因山就势，傍水依林，楼台参差，花草布列，巧妙结合，千

变万化，浑然一体的园林城市建设经验，成为世界知名的宝

贵文化遗产。 我们应当看到，中国古代的不少城市管理思想

，是与专制制度血肉相连的，对之应当格外慎重。如， “爱

民如子”的思想，虽然在专制政治中具有边际优化的功能，

但其背后却是一种“为民父母”的“老子”意识，与当代的

“民主”理念格格不入。然而， 当今中国却有不少城市管理

者还停留在古人“父母官”意识的水平上（甚至不少媒体还

对“父母官”意识持颂扬立场），更遗憾的是，他们还自以

为这种境界很高。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视人民为“父母”就

值得推崇，因为，按自己的设想为“父母”安排生活，并不

一定会符合“父母”的需要。总而言之，当今的城市管理者

应当摒弃“父母”情结 。 2 ．改革前城市管理思想 新中国建

立之后，加强了城市管理规范，城市建设的基本思想是变消

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早在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

议就指出：城市工作的“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

产，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 1950 年 1 月 31 日，北

京市市长聂荣臻明确提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要求

。之后，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纷纷采取了恢复和发展生

产的措施 [12] 。在当时城市生产力薄弱的条件下，这种重视

生产的做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发展生产、迅速提高城

市生产力水平起到很大促进作用。但是，这种认识割裂了生

产和消费的内在联系，片面强调生产而忽视消费，从而也造

成了第二、三产业结构长期失调、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滞后以

及城市社会环境效益低下等不良后果。 建国后几年里，国民

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在成绩面前，决策者过于乐观，



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运动中，脱离当时农业的承受能

力，“以钢为纲”的路线使工业内部结构又异常畸形，钢铁

冶炼不仅单线“孤军深入”，而且是采用违背科学的、盲目

蛮干的生产方式，结果是，城市人口的迅速扩张成为无本之

木，无源之水，致使整个国民经济出现急剧倒退，酿成了巨

大的悲剧。在随后的调整中，城市人口倒流农村，城市化泡

沫破灭。这段历史中，城市发展的不成功，本来主要是决策

者主观认识错误造成的，但后来却简单地得出结论，认为城

市规模大了会出问题，进而奉行重点发展中小城市的理念。

以后，人为控制沿海城市和大城市的发展。到文革时期，极

“左”思想更是有增无减，城市建设和发展几乎停滞不前。

这样，就导致了中国城市化水平长期滞后。 从经济体制来看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由于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体制，城市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被纳入了无所不包的

统一计划，造成短缺经济，城市出现凭票供应配给制度，不

仅抑制了城市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而且导致城市中各种比

例关系失调，城市生产效益和效率长期低下。 3 ．改革以来

的城市管理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管理思想有了长足

的进步。在实践方面，“重生产轻生活”的做法不断被纠正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城市功能由单一的生产功能向多功能

方向转化。在城市化理论方面，“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思想

一度强化后又逐渐淡化。伴随城乡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大，城

市户籍限制趋于松动。城市现代化理论方面，城市环境绿化

美化净化、城市交通畅通化、城市信息迅捷化已成为共识。

城市体制改革理论方面，城市政府职能研究如火如荼，退出

直接经济管理，向间接调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化成为



大势所趋。城市非国有经济对城市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日渐

显现并渐受重视。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逐渐为人们认识，城

乡融合成为人们共同的追求。城市区域理论有新的进展，

CITISTSTE 理论被引入中国，并越来越受到重视。城市经济

理论方面，城市土地市场化研究不断深入，根据现代产权制

度分离城市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已成共识，要求组建国有土

地公司、根据市场经济规则经营城市土地的呼声日益高涨

[13] 。城市公共产业的经济效益分析受到重视，发行市政建

设债券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世纪之交，关于城市经营

的实践和研究方兴未艾，城市经营成为拓宽城市建设资金瓶

颈、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一种思路。在城市社会理论研究方面

，城市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城市建设和管理开始注重城市

的文化内涵。随着城市社会治安形势的复杂化和动态化，以

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城市社会治安管理动态模式成为城市治

安管理研究的一个方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