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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_E6_B3_A8_

E5_86_8C_E5_9F_8E_E5_c61_646331.htm 简单地说，城镇化是

乡村变成城镇的一种复杂过程。对这一过程的理解，不同学

科有很大的差别。归纳起来有社会学的、人口学的、经济学

的和地理学的不同概念。 社会学家认为，城镇化是一个城市

性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它意味着人们不断被吸引到城镇中

，并被纳入城镇的生活组织中去，而且还意味随城镇发展而

出现的城镇生活方式的不断强化。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

类网站(100test.com) 人口学家认为城市性生活方式的扩大是人

口向城镇集中的结果。因此，城镇化就是人口向城镇集中的

过程，这种过程可能有两种方式，一是人口集中场所即城镇

地区数量的增加，二是每个城镇地区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性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以非农业生

产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人口向城镇集中是为了满足第二、第

三产业对劳动力的需要而出现的。因此，他们把城镇化看成

是由于经济专业化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人们离开农业经济

向非农业活动转移并在城镇集聚的过程。 从地理学的角度来

看，第二、第三产业向城镇的集中就是非农业部门的经济区

位向城镇的集中，人口向城镇的集中也是劳动力和消费区位

向城镇的集中。这一过程包括农业区甚至未开发区形成新的

城镇，以及已有城镇向外围的扩展，也包括城镇内部已有的

经济区位向更集约的空间配置和更高效率的结构形态发展。 

上述对城镇化的不同理解，不是互相抵触而是互相补充的关

系。城镇化过程是一种影响极为深广的社会经济变化的过程



。它既有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向城镇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

异，以及城镇景观的地域推进等人们看得见的实体的变化过

程，也包括了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在城镇等级体系

中的扩散并进入乡村地区，甚至包含城市文化、生活方式、

价值观念等向乡村地域扩散的较为抽象的精神上的变化过程

。前者是直接的城镇化过程，后者是间接的城镇化过程。 由

于城镇化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它几乎成了整个社会科学所共

有的研究对象。人口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

、经济学、政治学、规划学等都将城镇化作为自己的热门课

题。在实际研究中，与城市有关联的各种问题，大如社会生

产方式对城市发展现象的解释，小到城市发展结果带来的某

一具体问题，都可能冠以“城镇化”的标题，内容极为庞杂

。地理学更多的研究城镇化的空间现象和空间过程。以上是

从横剖面上对城镇化概念的简单分析。 在纵剖面上，对城镇

化也有不同的理解。国外有人把城镇化过程追溯到几千年前

城镇出现的年代，分古代的城镇化和现代的城镇化。国内也

有人把城市在地球上出现之日起到乡村城市化完成、城乡融

合时止这样一个长过程作为城镇化过程；另一种观点认为城

镇化只是工业革命以来开始的过程。作者持后一种看法。 从

一个世界性过程来看，在漫长的采集和渔猎社会，人类经历

过上百万年的穴居和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在旧石器时代向新

石器时代过渡的时期和新石器时代初期，养畜业和农业先后

起源，人类才开始进入分散的乡村聚居的阶段，并长期停留

在半永久的农牧业村舍形式。城市和定居农业差不多同时出

现，大约在公元前5000年和3500年这段时间，人类开始进入

城市生活的时代。但是直到二三百年以前，城市总的发展水



平一直是很低的。即使古代也出现过有数的几个大城市，但

兴衰起落很大，发展很不稳定，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始

终占统治地位。这几千年的古代居民点的发展史，与其说是

城镇化的历史的一部分，不如说是乡村居民点扩展、发展、

完善的过程，即乡村化的过程。 只是到了18世纪后半叶工业

革命开始以后，现代工业从手工业和农业分化出来，才开始

了二、三产业和人口向城镇稳定的、持续不断的和急剧集中

的世界性过程。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发展

。城镇，作为这种先进生产力的组织形式也得到迅猛发展，

逐渐成为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主导力量。马克思曾经做过这样

的概括：“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

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

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

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

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

不象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①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

漫长的古代城市的历史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在整个社

会经济中不占统治地位，本质上不过是乡村的一部分。 赋予

“城镇化”这一专门术语以特定时代、特定规律的内涵界定

，也许比把它推广延伸，等同于人类城市发展过程的概念要

科学一点。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如果城镇化只是工业

革命以后的一种世界性现象，接着就产生了这一概念的社会

属性问题。有人认为城镇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下城乡对立的产

物，是和社会主义制度不相容的。社会主义要缩小城乡差别

，以便最后消灭城乡差别，当然不能走城镇化的道路。有人



则认为城镇化是近现代人类社会的共同过程，社会主义制度

下也不例外。至于更久远的未来，城镇化的前途则另当别论

。笔者持后一种见解。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正象城市

是分工的产物，它虽然出现在奴隶社会，而资本主义和社会

主义社会也需要城市一样，城镇化是现代工业和技术进步的

产物，它虽然开始于资本主义，却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

象。列宁很早就密切注视着欧美各国和俄国的城镇化现象。

他指出“城市人口（一般地说是工业人口）由于农村人口减

少而增加，不是目前的现象，而且正是反映了资本主义规律

的普遍现象。这个规律的理论基础，⋯⋯第一，在于社会分

工的发展使愈来愈多的工业部门脱离了原始农业；第二，耕

种一定面积的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一般地说是减少了。”①

列宁说这话时，还没有社会主义国家。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社会分工的发展也要促使愈来愈多的人脱离农业；科学技

术的发展，使投入单位面积耕地的活劳动也要逐步减少。城

镇化规律的两个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存在。列宁

在批评某些伤感的浪漫主义者斥责城镇化现象是资本主义“

制度”的某种缺点时明确指出：“如果城市的优势是必然的

，那么只有把居民吸收到城市去，才能削弱（正如历史所证

明的，也确实在削弱）这种优势的片面性。如果城市必然使

自己跃居特权地位，使乡村变成从属的、落后的、无助的、

闭塞的，那么只有农村居民流入城市，只有农业人口和非农

业人口混合和融合起来，才能提高乡村居民，使其摆脱孤立

无援的地位。”②列宁以后的世界各国包括非资本主义国家

的历史，也雄辩地证明了城镇化是当代世界的历史性潮流。

来源：考试大 综合上面的见解，可以说城镇化的实质含义是



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始了农业活动的

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步上升的过程。与这种

经济结构的变动相适应，出现了乡村人口的比重逐渐降低，

城镇人口的比重稳步上升，居民点的物质面貌和人们的生活

方式逐渐向城镇性状转化或强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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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