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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概念的内涵 1.1 城市化的涵义 城市化，或称城镇化，都市

化，是英文Urbanization不同译法。Urban（城市）是Rural（

农村）的反义词，除农村居民点外，镇及镇以上的各级居民

点都属于Urban Place（城镇地区）[1]。根据城市的发展历史

，现代城市由Hamlet（小村）、Village（村庄）、Town（镇

）、City（城市）、 Metropolis（都市）一步步演变而来的。

所以Urban Place（城镇地区）既包括City，也包括Town，因

此将Urbanization译做城镇化更全面。 对于城市化的涵义，不

同的学科分别依据各自的角度有不同的理解。例如，人口学

认为城市化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地理学认为

城市化是农村地域转变为城市地域的过程；社会学家认为，

城市化是由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经济

学家认为，城市化是由农村自然经济转化为城市集约大生产

的过程[2]。尽管不同学科理解的侧重点不同，但大家一致认

为城市化是一个过程，是人类文明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

过程，是社会分工和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结果，它包括人

口的非农化、产业的高级化、地域景观的复杂化等。 1.2 现代

化的涵义 现代化的英文是Modernization，根据|考试/大|《牛

津英汉大词典》注译有两个含义：①现代化，②现代文明。

现代化这个术语开始被学者们广泛使用是在1958年，丹尼尔

勒纳发表《传统社会的消逝》一书中。勒纳提出了相互对立

的两种社会系统，一是传统社会，一是现代社会[3]。所谓传



统社会是指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人们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

比较落后，生产力较低的前工业社会；而现代社会则指市场

经济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人们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提高，

生活方式有很大的改进，生产力较高的工业社会及后工业社

会。并且他认为现代化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

个过程，是一个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社

会、工业文明转变的过程。 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学者

英克尔斯给现代化下了一般定义的同时，还给出10项指标来

明确现代化的状态和发展水平，它们分别是①人均 GDP3000

美元以上；②第一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下降

至12%-15%；③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比重上升至45%；④

非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45%；⑤成人

识字率超过80%；⑥大学生占20-24岁年龄人口比重10%-15%

；⑦城市化50%；⑧每千人拥有的医生数为 2人以上；⑨平均

预期寿命70岁；⑩人口自然增长率1%以下[4]。可见现代化也

是一个由低级社会不断向高级社会转化的过程，其实质是由

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出现了产业多样化与高科技

化；生产的社会化与集约化；劳动者的文化、科技、健康观

念等方面的高素质化；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渐富裕化。 2 城市

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2.1 城市化过程与现代化进程是相生相伴、

既联系密切又有区别 城市是人类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农业

和商业、手工业分离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是城市兴起和成长的前提。所以从广义上说，自从有了 “城

市”，城市化进程也便开始了，只是在前工业社会，城市化

速度实在太慢了，由于工业化的推动，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

。现代化起源于工业化，但它不仅包含现代工业，而且还包



含有现代农业，现代科技和人的思想观念的先进性等，所以

城市化早于现代化。到了工业社会，通过工业化，城市化过

程与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联，其相生相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

从区域来看，工业化水平高的地方，城市化水平和现代化程

度也较高。从时间来看，自工业社会以来，世界城市化和现

代化进程基本一致。 现代化源于工业革命，但不仅仅限于工

业化。工业化推进了城市化，但城市化也不仅包含工业化。

相对而论，城市化更侧重从地域角度来推进农村地域向城市

地域的转变及城市内部的地域级差的转化，而现代化更侧重

从社会的角度来推进社会各要素变化的文明进程，但现代化

的含义更为全面，它既包括两种地域的整合，又包括社会结

构的优化等。所以从内容看，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

从时间角度来看，城市化是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发展过程。 2.2 

城市化的本质是现代化 在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中，最具有革命

性的是经济现代化，即社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而生产方式

的现代化必然要求人力、资金的集中，城市化正是在这种生

产要素高度聚合的背景下产生的特定现象。 从工业革命一开

始，城市化也就顺应了现代化发展的要求，促进了两种地域

明显的分异，一种是促使了现代意义上城市地域的形成；另

一种是导致农村地域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城市化过程中城

市产生的巨大集聚力和辐射力，农村地域的优化要素不断向

城市集聚，由此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产业

开始出现了专门化和多样化，科学技术在生产与生活中的作

用越来越大，城市居民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提高，这一阶段完

成了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工业现代化阶段。 当城市发展到一定

程度之后，城市化过程开始有要素的集聚走向扩散阶段，社



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产业分工更加复杂，科学技术成为第

一生产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都得到了提高，现代化建设覆

盖范围变宽，这时进入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工农业及其它行业

的现代化阶段。 将来随着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城市要

素与农村要素将融合共生，社会生产水平更高，社会文明程

度在所有人群中得到共同提高，人民生活将更加富裕，现代

化建设的内容更加全面，这样就进入现代化的第三阶段社会

的现代化阶段。可见，城市化发展过程所带来的各个方面的

变化正是现代化建设所要求变革的内容，所以从城市化引导

的动力机制看，城市化的本质就是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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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