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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中，都能找到一种侵入并深刻改

变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人格嬗变进程的怪兽，那就是城市。

从农村社会过渡到城市社会，城市给了人们一切新奇和新生

活，同时也破灭着原始的田园牧歌式理想。 (《城市发展史》

起源、演变和前景)原序：本书开篇叙述了一座城市，这座城

市，象征地看，就是一个世界.本书结尾则描述了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从许多实际内容来看，已 变为一座城市，在追寻

这一发展的全过程时，我力求述及城市的形式和功能，述及

城市产生的各种目的。我深信我已经证明，城市一旦消除了

它有史以来的固有缺陷，它将来发挥的作用将会远超过历史

上所发挥过的作用。 第一节 城市的定义 一、什么是城市 什

么是城市?或者说城市的定义如何?这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

一个实际问题。理论上由于各学科对城市的着眼点不同，研

究重点各异，因此，对城乡的定义各持己见。实际上，因受

行政体制、历史传统及技术等因素影响，各国所采用的城市

与乡村的定义亦差别极大。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一个大家

公认的、各国共同遵循的城乡定义。 社会学家总是以居民的

行为和社群关系作为城市定义的基础。古典社会学家认为，

城市社会给人一种过量的神经刺激和增加人们大量的相互接

触，以至必然改变他们的心理和行为。而这些改变正是城市

人和乡村人的主要差别。 社会学家沃尔恩(l.wirth)，把人口数

量、人口密度和人口异质性(heterogeneity)当作城市的三个主



要标志，因此，他指出只以“人口多少”为标准并不是一个

很好的定义城市的指标。 人口学家马可耶(mmacura)通过在

塞尔维亚的研究，认为“从人口学的观点，应该以聚居地人

口的多少和人口的结构为标准划分城市与乡村，而人口密度

因度量上的困难，不宜作为一个准则。”因此，他建议城乡

分类可以最低的人口数和最低的非农业人口比例为准则，而

史特华(c.tstewart)则认为，可以居民中非农业就业比例进行“

最简单、最粗略的城乡分类”。但是，如果要进行精确的分

类，则应以市场和购物设施、服务和工业活动为准则，并辅

以就业比例和很难反映的其它因素，如城市中的文化、社交

、娱乐设施及组织形态等。 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从城市形态

人手，认为城市“是指地处交通方便，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

入收藏夹 覆盖一定面积的人群和房屋的密集结合体”。前苏

联经济地理学家巴朗斯基则从城市的作用及其形成的角度，

认为“在经济地理上，国家或区域的主要轮廊是由道路和城

市构成的”，“城市它如一个国家的指挥部，它在国家的一

切方面经济、政治、行政和文化方面担负着组织的职能”，

因此，他指出，“城市是靠那些以农村经济中分化出来的非

农业经济部门工业、商业、运输业以及行政、文化部门而成

长起来的”。 从城市文化角度，亚里士多德古老的城市定义

，也是人类最后的城市定义： “people come together in cities

inorder to live，they stay there inorder to live well”(人们来到城

市是为了生活，他们定居在那里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二、各

国采用的城乡定义评述 虽然各国采用的城乡定义千差万别，

但其定义的基础离不开下列五个基本因素： 1、人口规模 以

人口多少为标准，将凡是达到某特定最少人口限额的地方，



视为城市。但各国所采用的最小人口限额是非常悬殊的。如

乌干达和丹麦规定，凡超过100人的聚居地都可以称为城市，

加拿大1000人，美国2500人，而日本则高达3万人。由于各国

规定的城市最少人口限额不同，所公布的城市人口数和城市

化水平的口径不一样，缺乏可比性，因此，我们在利用这些

数据，分析对比各国城市化水平时，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2、人口密集 有时人口虽多，却分散在宽广的地域上，并且

互不联系.有时人口虽少，但密集于狭小的区域。两者相比，

后者城市色彩可能更加浓厚。日本提出，人口密度在每平方

公里4000人以上方可算为城市区域。澳大利亚规定，人口密

度最少在每平方英里500人以上，人口规模1000人以上的人口

聚居地方可设市。 3、行政地位和行政区域 这一因素主要是

根据历史、政治或行政的观点，而不是基于统计与物资设施

的考虑，具有比较静止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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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