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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2_E8_A7_84_E5_c61_647803.htm 城市的结构，包括城

市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也可称为“外部结构”两个方面

。 一、城市内部结构 不同类型城市有不同的城市内部结构。

一般说来，城市结构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

职业结构、人口结构、生态环境结构这样几个基本组成部分

。 （一）经济结构 城市的经济结构，是城市生产力结构和生

产关系结构的统一体。它可以分为五个方面，即所有制结构

、生产结构、流通结构、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 1．所有制

结构 所有制结构，是指各种所有制经济形式在城市经济体系

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所有制结构是否合理，主要

是看它是否适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2．生产结构 其主

要内容大致有五项：狭义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

，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生产组织结构。 3．流通结构 城市流

通结构大致包括：城市流通系统与生产系统、消费系统的相

互衔接，以及它们发展规模的比例关系；城市商业的所有制

结构，即国营、集体、个体、中外合营商业的比例和相互关

系；商业系统的组织结构，包括内贸与外贸、生产资料购销

与消费品购销、批发商业与零售商业等系统的组织结构和相

互关系；城市商业网点的布局。 4．分配结构来源

：www.100test.com 其主要内容包括三项内容：积累与消费的

比例关系，积累基金的分配结构，消费基金的分配结构。 5

．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社会消费力与社会消费关系的统一。

它大致包涵三方面内容：社会消费力的构成，社会生产力与



社会消费力的关系，社会消费关系。 （二）职业结构 城市职

业结构（又称就业结构），包括城市中劳动就业的社会形式

和社会渠道，城市各行业的就业比例和劳动力构成，以及劳

动力的供求和劳动力的再生产等问题。这既是一个经济问题

，又是一个比经济问题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不同类型的城市

，职业结构很不相同，也不应该相同。城市职业结构合理化

的基本要求，就是与城市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相适合。为了实

现这个要求，城市政府在调节职业结构的过程中，应注意以

下几个问题：第一，通过劳动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实现劳动

就业社会形式的多样化，充分重视集体经济、个体私营经济

对劳动就业的容量；第二，开辟多方面劳动就业的社会渠道

。不仅要从本市广开就业门路，也要从更大范围来研究劳动

力供求的平衡。突破一个城市的限制，促进本市和外地城乡

之间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和专业人才的交流，这既有利于城市

就业问题的解决，又有利于全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第三

，按照城市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有步骤地调整城市的行业结

构和职业结构。有些行业需要建立、发展和扩大，有些行业

需要限制、收缩乃至取消。应在研究、制订发展规划过程中

，做出瞻前顾后、未雨绸缪的安排。 （三）政治结构 政治结

构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我国城市的政治结构，包括两个方面

的内容：一是各种政治组织的具体构成、互相关系以及它们

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二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各种政治关系。 1

．城市中的政治组织 我国城市中的政治组织，主要有：执政

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以下简称党组织），政权组织，工人阶

级的各种群众组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在许多城市

中，还有各民主党派组织和统一战线组织等。 2．城市社会



成员之间的政治关系 城市社会成员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多种多

样的。上述政治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都是社会成员之间的政治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两种重要

的政治社会关系：一种是城市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之间的

关系，另一种是城市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关系。前者是在所有

城市中都存在的，后者是在部分城市中存在的。 （四）文化

结构来源：www.100test.com 这里研究的城市文化结构，是狭

义的文化结构。它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城市中从事各类精

神产品的生产、传播、利用和储存社会行业的具体构成、发

展规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衔接关系和比例关系；各种文

化事业发展速度与社会需求的关系；各类文化设施的规模、

配置和布局；文化指导机构的设置及其与各个文化事业单位

的关系。 城市文化结构合理化的基本要求：第一，城市文化

事业发展的规模、速度，要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

相适合。第二，城市的文化建设要与城市的类型、规模相适

应。第三，不同类型的城市要注意挖掘与发挥自己的文化资

源优势，发展具有特色的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建立丰富多

彩的文化结构；第四，要积极发展文化交流，在开放交流中

促进本市的文化发展。 （五）人口结构 1．常住人口规模结

构。合理调节城市常住人口的增长（包括自然增长机械增长

），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任何城市都要执行国家规定的计划

生育基本国策，严格控制人口的自然增长。对于城市人口的

机械增长，根据不同城市的市情，分别采取措施，实现负增

长、零增长或正增长。 2．流动人口结构。任何城市，都有

一定数量的流动人口。这是城市人口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现代社会中，城市流动人口呈现出日益增长的趋势。城市



管理必须重视这一趋势，有计划地调节流动人口结构，并相

应地调整城市的其他结构。 3．人口自然构成。包括人口的

性别结构、年龄结构等内容。人口自然构成，属于整个社会

结构的一部分，与许多社会问题密切相关。例如，在人口年

龄结构互不相同的城市中，劳动就业、社会消费等需求很不

相同；又如在某些产业结构比较狭窄的城市，如矿业城市中

，往往会出现性别比率失常现象，带来许多社会问题等等。

4．人口社会构成。包括人口的职业结构、文化结构、家庭结

构、民族结构和宗教结构等内容，对于城市的生产、生活各

个方面，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六）生态环境结构 城市生

态环境结构的主要内容包括：城市自然资源构成及其合理开

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城市人口规模与绿色植物的比例关

系和园林绿化建设的合理布局；城市各种物质、能量输入和

输出的平衡；城市污染源构成及其治理、控制等等。城市生

态环境结构合理化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社会生产系统、生活

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实现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为城市创造一个净化、安全、美化的生存环境。 二、城市

外部联系 任何一个城市，都与其他城市和农村存在着错综复

杂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及其他社会联系。没有这种联系

，城市就不能生存和发展。城市的这种外部联系，亦称为城

市的“外部结构”，它是城市社会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主

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内容： （一）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城

市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个城市体系问题。从全国城

市化发展要求来说，实现城市结构的合理化，不仅要实现单

个城市内部结构的合理化，而且还要实现全国范围的或一定

区域内各个城市组合关系的合理化。单个城市的内部结构，



也只有与城市体系合理化的客观要求相适合，才能真正实现

自身的合理化。城市体系的合理化问题，包含两个层次：一

是全国各类城市合理配置、有机组合。这要从全国社会经济

文化发展总体要求出发，进行科学的论证和预测，制订统一

的规划，有计划地建设和调整全国城市、城镇网络，搞好城

市之间的分工与协作。二是各个城市在一定区域社会经济发

展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要经过有步

骤的建设和调整，逐步形成以某个城市为中心、带动一批城

市协调发展的区域性城市网络。人们所说的“长三角”、“

珠三角”、“大北京”城市带或城市群，就是一定区域内的

城市体系。 （二）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来源：考试大的美

女编辑们 我国的城乡关系，是城市引导农村，城乡互助合作

，城乡互相服务，逐步缩小城乡差别的关系。 城市引导乡村

，是城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这种引

导作用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按照城乡经济文化发展的客

观要求，建立城乡之间广泛开放的联系，使城乡双方都能受

益。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城市，其引导作用互不相同，需要

各显其长，注意分工协作，逐步形成以一批大中型城市为中

心以小城镇为基础多层次的网络型体系，以利于各类城市引

导作用的和谐实现。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并不是片面单向的

联系，而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相向联系，是城市与农村之间

吸引力与向心力的统一。城市应该“敞开城门”“拆掉围墙

”，促进城乡交流，促进城乡经济文化的共同繁荣，逐步缩

小城乡生产生活水平的差距。实现城乡关系合理化的关键，

是城市主动为乡村服务。只有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服务

活动，满足农村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才能增强城市的吸引力



，密切城乡关系。当然，这种服务不是无偿的，而是平等互

相互利互惠的，是充满活力的自愿活动。 三城市结构合理化 

城市总体结构合理化的基本要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

方面：采集者退散 （一）实现三个“循环圈”的平衡 第一个

“循环圈”的平衡，指物质资料再生产总过程四个基本环节

的平衡。城市要实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平衡，必须把城市

的内部结构和外部联系有机结合起来，并同周围地区乃至全

国世界的经济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才能实现，而不可能在一

个城市中孤立地自我实现。即城市要在开放交流协作中实现

这种平衡，在城市体系和城乡关系协调发展中实现这种平衡

。 第二个“循环圈”的平衡，指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的平衡

。人口的增长，在某种条件下能够促进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另一种条件下又能够延缓和阻碍城市经济文化的发展。

欲求城市社会经济文化正常发展和人民生活顺利改善，必须

使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有计划地协调发展，达到平衡。 第三

个“循环圈”的平衡，指城市生产生活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

的平衡。社会生产力消费力和人口发展，在不同程度上改变

城市的自然环境：一种是“顺向改变”，促进城市自然生态

系统的良性循环；另一种是“逆向改变”，造成城市自然生

态系统的恶性循环。保持和恢复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实现城市生产生活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是城市生存

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 （二）实现城市物质文明建设和精

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必须坚

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的战略方针。既要重视物质生产，又要重视精

神生产；既要重视物质生活的调节，又要重视精神生活的调



节；既要重视物质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又要重视精神生活

服务设施的建设；既要发展物质消费服务行业，又要发展文

化生活服务行业。促进“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实现城市结

构的合理化。 （三）充分发挥城市的主要功能和多种功能本

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城市功能的发挥，受多种主客观因素制约

，其中城市结构是一个带决定性的客观制约因素。城市结构

合理，就有利于城市功能的正常发挥，反之亦然。在全国或

区域性城市体系中，有些规模较小但结构合理的城市，往往

能够发挥出比它规模大但结构不合理的城市更为显著的主导

作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任何城市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

社会肌体，都具有多种功能。但不同性质的城市，各有不同

的主要功能。一方面应突出城市的主要功能，使之得到充分

发挥，另一方面又应使城市多种功能得到协调发挥，避免发

生相互冲突或“喧宾夺主”现象。这既是城市结构合理化的

一个基本要求，也是衡量城市结构是否合理的一个客观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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