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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646170.htm 在人类社会300多万年

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

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历史时期，城市作为一种区别

于农村的聚落，是在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时期产生

的。人类社会劳动大分工是城市产生的根本动因。城市的产

生与人类技术的进步和阶级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 一、人类

劳动大分工和生产力水平提高导致城市的出现 城市发展是人

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的城市是人类劳动大分工和

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声物。在原始社会的漫长岁月中，人类过

着完全依附于自然的狩猎与采集生活。随着以农业和牧业为

标志的第一次人类劳动大分工，逐渐产生了固定的居民点。

当农牧业生产力的提高产生了剩余产品，商业和手工业从农

牧业中分离出来，商业和手工业的聚集地就形成了城巾。所

以，最早的城市是人类社会第二次劳动大分工的产物，出现

在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在人类文明的各个发

祥地，尽管城市产生的年代有先有后．但城市发展的历史过

程都是相似的。把城市规划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二、工业化和

科技革命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 人类社会的城镇化进程是与

工业化进程和科被革命紧密相关的。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

人类经历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从封建社会向资事主义

社会的演进过程。工业化和科技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空前提

高，不仅促进了原有城镇的扩展．而且导致了新兴城市的涌

现。城市逐渐成为人类吐会的主要聚落形式。工业化和科技



革命对于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农

村的推力”。工业技术使农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提高，不仅

满足了人类日益增长的基本需求，而且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农

业剩余劳动力。以西方国家为例，美国的农业人口比重

从1880年的44％下降到1964年的6．8％。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

力，农业部((2006年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估计约为2亿人左右

。 另方面，“城市的引力”。工业的兴起为庞大的农业剩余

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工业的就业规模逐渐超过了农业。

城市所具有的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使之成为工业经济所必须

依赖的物质载体，因而也就成为工业社会的人类聚居地的主

要形式。 综上所述，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是现代

城镇形成的根本动因。工业化不仅极大地提高丁农业生产力

，也导致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产生，同时又在城镇中不断

地创造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导致人口从农村

向城镇的大规模迁移。从而，工业化不仅推动了既有城镇的

扩展，还形成了一批又-批的新兴城镇。尽管其他因素也许会

使城镇化进程出现波动，但无法改变工业化导致城镇化、城

镇化促进了工业化的基本趋势。2000年，全世界人口中已

有50％左右生活在城镇地区，21世纪全球城镇化还将进一步

提高。 三。经济能量的集聚与扩散和经济增长中心的转移是

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各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都和经济能量

的集聚有关，经济能量在什么地方集聚，什么地方就会出现

城市化高度发展地区，随着城市群的形成，必然涌现出大城

市。经济发展重心转移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城市群和大城

市。 1．经济能量积聚促使大城市的诞生 工业化带动城市化

，城市群足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在第一次产



业革命时期，由于蒸汽机的动力是煤，因而最早的城镇是在

接近煤和其他原料的产地发展起来的，例如英国的伯明翰和

德国的鲁尔地区。第二次产业革命，电力、内燃机和化工技

术的发展，汽车、飞机以及大吨量级海轮的出现，使交通运

输效率大大提高，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也大大缩短，联系更为

方便；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分工越来越细，

各城市完全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条件，在专业化的分工与协

作中承担自己最擅长的角色，以推动经济的更陕发展。在这

样的条件下，城市就从分散的点，逐渐连接成线，扩展成片

，最后形成数量规模不等、各具特点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的城镇体系。这种城市群体，经济学家称之为城市带、城市

圈或城市连绵区。在这个城市群体中，必然有一个或几个核

心城市，城市规模的扩大更有利于组织生产和流通，为城市

提供更好的服务，进步推动各项事业的发展，使城市从制造

业中心，逐步扩展为贸易，金融、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以

及管理决策中心，使其成为对定地域具有强大辐射力的处于

经济支配地位的中心城市，这就是大城市的诞生。 2．经济

能量的扩散引起新的城市的崛起 经济能量集聚能给城市带来

繁荣，200多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在经济能量不断集聚与

扩散的运动中成长的。在一定地域，经济增长达到高峰以后

，必然有一个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低谷，引起增长重心的转

移。接受转移的地域，由于接受现成的先进技术，且可博采

众长，少走弯路，产生后发优势，以极快的速度赶上发达地

域，如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技术创新，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

就会从量变到质变，超过老牌的发达城市或国家，后来居上

，成为新的经济中心。美国在20世纪上半叶超过欧洲发达国



家跃居世界第一位，日本在二战后迅速崛起，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经济大国，都是先引进、后创新的结果。经济学家把这

种现象称为长周期波动，完成一次波动的周期大约需半个世

纪。200多年来，世界已经历过4次经济发展长波周期，经济

增长重心先后从英国转向欧美又转向亚太地区。目前，正处

于第四次长波下降和第五次长波上升的交替时期，11世纪谁

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中心，还要拭目以待。 四、世界上最早的

城市 城市因人类聚居而产生。世界上最早的城市，此前发现

的是公元前3200年左右建于尼罗河下游最南段的孟斐斯城。

它是古埃及历史上第一王朝时期美尼斯国王经过长期战争统

一全国之后确定的首都。因城市的城墙是白色的，故当时名

为白城。 到了第三王朝国王裘萨统治时期，特聘他的顾问、

建筑师英霍德甫重新规划设计了孟斐斯城。由于古王国后期

战争频仍，直到十二王朝的国王重新统一埃及，建首都于伊

套伊，使农业和工商业均有较好的发展，该城才日趋繁荣。 

直到新王朝时期，即公元前1370年前后，皇帝阿克亨纳顿在

阿玛纳建立首都，此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无城墙，用十

年时间建成。平面上是带形的，沿尼罗河布置。城市分南、

北和中三大区。其南为高级官吏们的居住区，中部为皇城中

心，其北为劳动人民居住区。以三条南北向道路联系三大区

，道路系统比较灵活、自然。明确的分区和城市中心区的凸

显，是这座城市的创举(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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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