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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综述海外学者对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主要进展。中国城市的急速变化为城市地理研

究学者提供许多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机会。大部分海外关于中国城市地理的研究集中探讨中央

和地方政府、国际资本和经济改革在城市化、城市发展以及城市空间重构中的作用。至今城市地理

学与城市研究的大多数理论研究是在中国以外的实际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有必要加强在中国的实

际背景下城市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各种过程与空间关系动态的研究具有很大的潜力。这包括地方

化、城市主义、区域主义、城市竞争与合作过程、城市管治过程、地方、区域与全球过程的动态关系、

空间与尺度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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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地理研究的中、英文文献日益增加。在中国大陆之外, 美国、英国和香港是主要

的研究中心。有关研究着重城市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各个方面[1] 、[2]。同西方主流的人文地理学

相比, 有关中国文化、历史、社会和政治地理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

1 研究内容界定

本文综述海外学者对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主要进展。海外学者指中国大陆以外的学者。

中国大陆学者与海外学者有广泛的合作与交流, 二者之间并无明确的界线。但这二群学者却

有一定的分工, 其研究结果分别主要在中文和英文国际期刊上发表。本人任职于香港中文大

学, 经常参加海外学者之间的学术活动, 希望本文有助于海内外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发展的进

一步交流。海外华人学者在海外的中国城市地理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一领域积累了

不少实证和理论发现, 在不久的将来将对主流的国际城市地理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关于中国城市转变近期的研究进展己由多个学者做过综述。马 [3]综述了 1949- 2000 年

中国城市化研究的进展与不足。他认为应重视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与党政系统在城市发展中

的作用。因为中国城市化的经历同其它转型经济国家不同, 因而提倡按国家建立城市变化的

理论。李 [4]集中综述有关城市空间结构的文献。影响中国城市结构的因素包括改革以前社会

主义的计划传统、在权力下放条件下地方增长联盟的形成及其对土地和居住空间开发的影

响。何等[5]总结了 1995- 2005 年期间中国城市转变研究的英文文献。综述比较全面, 涉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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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化、郊区化、城市移民、住房、全球城市与空间差异研究的文献。吕拉昌等 [6]概要地回顾了

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城市地理问题的观点。

本文的综述是选择性的 , 不包括所有文献。重点是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若干主要领域

及以地理学家为主的代表性论文。目的是确定主要研究领域、目前的进展及未来的方向。

有些领域如城市工业发展、城市服务业、城市住房、城市重建、城市贫困和城市空间不平等

并未涉及。

2 机会与挑战

2.1 机会

自 1970 年代末以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中国城市化与城市发展加速。

2000 年人口普查显示, 中国城市化水平为 37.04%。中国正处于高速城市化的关键阶

段, 城市化水平在未来二十年将达到 60- 70%。自 1978 年以来, 珠三角地区一直是广东和中

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龙头 [7]。珠三角成为中国其中一个最发达和高度城市化的

地 区 。 根 据 2000 年 最 新 普 查 , 珠 三 角 的 人 口 达 到 4, 078 万 。2000 年 城 市 化 水 平 达 到

71.59%, 城市人口为 2,920 万。香港- 珠三角地区 (大珠三角) 的总人口, 远超过东京大都市

( 3, 200 万) , 纽约大都市( 1, 870 万) 和洛杉矶都市 ( 1, 050 万) [8]。城乡人口迁移规模巨大。中

国城市的社会与空间结构急剧变化, 并出现新的工业、商业、金融、高科技和居住空间。

中国城市的急速变化为城市地理研究学者提供许多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的机会。海内

外许多学者为此作出不少努力。近年来, 国际上城市研究和城市地理学方面的著名学者纷纷

把研究视角转向中国, 包括罗根和弗里德曼 [9] 、[10]。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已成为地理学和社会科

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2.2 挑战

但是在海外 , 中国城市地理研究仍被当作是地区研究的一部分。在主流城市地理学中

只处 于 边 缘 的 地 位 。主 流 城 市 地 理 学 仍 由 关 于 西 方 资 本 主 义 社 会 的 理 论 与 实 证 研 究 主

导 [11] 、[12] 、[13]。中国城市地理学与主流的城市地理学仍有很大的距离。主流城市地理学的新近

发展反映了中国城市地理学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方向。主流城市地理学关注的主要研究领域

如下: 全球化、世界城市与金融中心; 城市区域与城市网络; 城市体制、创业型城市与城市管

治; 尺度研究 [13] 、[14] 、[15] ; 社会不平等、孤立与包容、居住空间分隔; 城市中的文化与种族问题。

除了丰富的实证研究, 主流城市地理学特别着重理论发展 , 比如新城市主义、新区域主

义、城市体制理论、地租差别理论、绅土化理论、世界城市理论、金融地理学等。如何在中国城

市地理的背景下探讨这些理论上的发展仍是很大的挑战。主流城市地理学中的理论适用于

中国城市地理学吗? 中国的城市过程与众不同因而需要发展新的理论吗? 马 [3]认为西方理论

在应用于中国的情况时需要大幅度修正。主流理论家也应该接受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下提

出的理论视角。

3 海外中国城市地理研究趋势与进展

3.1 城市土地开发与城市增长联盟

土地与房地产开发是城市发展和城市重建的驱动力量。许多研究试图明确土地市场运

作与土地转让与开发的过程 [16] - [21]。 政府的作用及其与国企和外资企业的关系成为研究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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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16] 、[21]。

在现行制度下, 农村土地为农村集体所有。农村人口可以占用一些土地建自用的住房,

也可以建乡镇企业用的厂房。但是, 许多地方的农村土地管理失控。在珠三角地区, 许多农民

建了多层的出租房租给暂住人口, 形成“城中村”。农村集体也开发了很多工业和商业用地,

但没有把它们正式转化为城市用地。这种用地一般在城市规划范围之外。

另一方面, 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 但可以按协议或拍卖出租 [16] 、[19]。法律规定, 国家可以

征用农村土地用于城市发展。按农业生产年产值的 6- 10 倍赔偿农村人口 。赔偿水平只是土

地市场价值的一小部分。城市土地与农村土地存在巨大的地租差。随着人口增长、基础设施

改善、工业及城市发展, 地租差不断增加。在城市扩张的城市边缘区, 地租差最大。但这种地

租差一般不归农民所有。

1988 年以来, 土地和住房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产生了与土地相关的巨大收益[16]、[17]、[18]。当土

地用途由农田转化为商业、办公楼、住房和工业等城市用地时, 地方政府从两种用地之间庞大

的地租差别获得丰厚的土地收入。因此, 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扩大其行政地域范围以控制

更多的土地, 并在农田上发展工业和城市。这成为当前中国城市空间扩展的一个主要推动力。

已有学者应用西方的“城市增长机器”和“城市体制理论”研究中国城市的变化 [16] 、[18]。

从“城市增长机器”和 “城市体制”的概念出发, 有关研究着重地方性。朱 [16]在研究中国的城

市动态时, 谨慎地使用城市体制及城市增长机器这两个概念。他发现地方政府和企业形成了

一个非正式的地方增长联盟。张[18]在上海的研究中正式采用城市体制理论。他的结论指出城

市体制的概念在经济方面完全适用, 但在政治方面则不适用。

3.2 城乡迁移与城市化

城市化研究有三个重要的进展。第一, 发现了经济转变和城市化相互促进的关系。早在

八十年代已在珠三角发现农业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对经济和城市转变的影响。第二, 发现城

市化的一种新形式, “自下而上城市化”、“去农业化”或简单的 “农村城市化”[22]。 城市和农

村地区的任意区划也受到质疑。城市化的亚洲模式 , 概念化为 McGee 的城乡一体化(de-

sakota), 被认为能更恰当地描述珠三角的城市化过程 [23]。第三, 有学者认为在改革时期出现

了非常重要的双轨城市化: 国家主导的城市化( 非农业人口的增长) 和自发性城市化( 基于

乡镇企业的农村城市化及暂住人口的迁移) [24]- [27]。1980- 2000 年期间, 城市人口增加由双轨

城市化带动, 包括城市非农业人口增加, 暂住人口增加和由乡镇企业发展带动的农村城市

化。因此, 中国目前是一个二元社会, 城乡没有完全融合。中国农村有大量劳动力。但农村人

口缺少资金、技术、知识、教育和培训。如何把农村的劳动力与城市的资金、技术和教育资源

结合起来是成功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在过去的二十多年, 不少农村人口接受正规的高

等教育, 加入国家主导的城市化。农村移民也以暂住人口身份进入城市, 提供廉价劳动力。乡

镇企业应用简单的技术在农村经济中实现了原始的资本积累。

关于城乡人口迁移已取得很大进展。研究涉及暂住人口、户口与非户口迁移以及户口制

度的作用[28]- [33]。

3.3 全球化下的城市变化

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平台, 城市受全球化的强烈影响 [34] 、[35]。大规模外国投资与劳

动密集型外向型工业化是推动中国沿海经济发展的重要过程[36] 、[37]。城市对外资的开放程度

对发展有正面的影响 [38]。在沿海城市, 外资企业扮演重要角色, 使得沿海与内地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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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日益扩大。

全球化与经济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城市新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 许

多城市建成了机场、港口、地铁、通讯系统、互联网等现代基础设施。

全球化对社会与文化变化也有重大影响, 产生了新的城市景观与图像。地方因素仍很重

要, 但以香港和西方国家为基地的全球性机构在中国的投资过程、城市规划过程、和改革过

程中的作用日益增加。外国专家与咨询公司, 即 “全球智库”的参与被认为是很重要的, 有助

于中国城市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达到国际水准 [39]。

中国的许多主要城市也采用概念性规划技术与设计比赛以建设“国际城市空间”。著名

的外资企业通常在大型的城市总体规划的国际竞赛中胜出[40]。

在住宅建设中, 为满足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及外国居民的需要, 西方风格的建筑也越来

越受欢迎。吴 [41]认为“移植的城市景观”和“有围墙的居住区”的出现不是简单地由全球化造

成。为推销住宅, 由开发商主导的地方发展过程在极力地推动和利用全球化。

3.4 全球化与地方推销

在全球化时代, 城市之间的竞争与地方推销日益加剧。许多研究关注上海的地方推销与

城市发展。熊彼得式的城市解释关注推动城市形态创新的能力, 城市竞争涉及经济和非经济

因素。创业型城市可以定义为一个在创业论述的推动下, 形成明确的共同创业战略并积极加

以实施的城市。因此创业型城市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创业风气、创业论述和创业战略的形

成。吴 [42]运用创业型企业的概念对上海进行了研究。上海在国家决定开发浦东时赋予成为中

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的使命。因此他认为上海的国际化其实是应对全球化的国家战略, 而不仅

仅是上海市的战略。

吴 [43]认为全球化是涉及复杂过程的政治论述。他在关注全球与地方因素互动的前提下,

探讨了上海变化中的城市管治、投资结构与城市动态。他认为新的城市管治模式的特征是:

不同层次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在不断调整, 权力不断下放但同时也变得更加分散和模糊。由

于缺乏代表性机制, 社区的利益未形成显著的力量。有学者探讨了决定上海取得全球城市地

位的国家政策与城市政策[44]。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在提出政策建议和推动城市与区域变化的

过程中, 地方政府起十分重要的作用 [34]。杨和李 [45]研究了跨国公司与地方合作伙伴之间的权

力关系。徐和叶 [46]则质疑在“软预算”和缺乏财政纪律的情况下, 广州市政府采用的城市战略

计划是否是创业型的?

3.5 世界城市与国际城市

对外开放及成为国际城市甚至世界城市已成为 40 多个中国城市的目标。随着中国经济

的继续增长与全球化, 在这些城市中, 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最有可能成为国际城市和世界

城市 [44] 、[47]。事实上, 在世界城市的一项详细研究中 [48] , 北京和上海被认定是 55 个世界城市

中的二个伽马级的世界城市( 第三级) 。根据中国某些官员的看法, 成为国际城市要求城市基

础设施与服务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城市经济广泛参与世界经济循环 [49]。中国正在兴起的国际

城市正极力吸引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和地区办事处, 以增强国际功能。

在关于中国的金融地理的研究中, 赵 [50]发现中国金融中心发展的模式与西方模式不同,

中国政府加剧了信息不对称在金融中心发展中的作用。赵等 [51]认为, 因为易于获得政府和国

内大企业的信息, 北京比国内其它城市更有条件成为国家金融中心。有学者认为中国政府需

要协调香港、北京和上海的功能[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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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已成为珠江三角洲的区域经济中心。深圳目标是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先锋城市。

主要措施包括提升基础设施、增强创新与工业升级, 加强环保及与香港的合作。

由上可见, 中国某些顶尖的大城市正在迅速成为国际城市。这些城市对外来资本和人才

很有吸引力。在国内外资本、技术与人力资源的支撑下, 这些城市也成为创新、开发与研究的

主要中心。深圳在创新与技术开发方面进展很快[52]。例如, 深圳已拥有二家大型的通讯设备

制造企业: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与中兴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它们在发展初期得到政府的扶持。

有学者认为大部分外资在华的研究与开发机构以局部调整产品以适应当地市场和提供技术

支持为主, 真正战略性的研究与开发机构只是少数 [53]。总之,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城市是正在

经历全球化的城市, 还未真正成为全球性城市 [34] 、[42]。

3.6 城市、国家与尺度

1978 年以前, 等级分明的行政体制使权力高度集中。八十年代初, 经济和财政的管理和

决策权力下放, 重组了不同尺度和形式的政府活动, 其中涉及管治和尺度的复杂过程。从社

会主义过渡到市场经济涉及权力下放、市场化及全球化三个过程的互动。沈[54]认为尺度理论

的原理也适用于正在转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正在重组尺度体系。政府的角色

和性质也受到挑战, 它们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重整。从个人层面来看, 户口锁定空间的功能

被动摇, 农村移民的流动性大大加强, 冲破了造成城乡分隔的“无形的墙”。从社区和乡的层

面来看, 地方工业化和小城镇快速发展。从市和县的层面来看, 地方政府热衷于取得城市地

位和扩大其城市空间。与此同时, 中央政府忙于调整其城市政策以考虑地方利益, 同时在这

个权力下放、自由度和城市化不断推进的社会维持城市秩序。在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下, 中

央政府在城市尺度调整和地域化过程中仍有极大的权力。

应用尺度理论, 对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的空间再组织作政治经济分析, 认为在权力下放和

市场化之后, 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城市发展中变得愈来愈重要。从尺度角度出发, 强调不同级

别的政府之间以及城市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的互动。超越尺度固定的地方研究方法的约

束, 尝试在一个分析框架内综合不同空间尺度 (国家、城市、企业和个人)。通过城市转变的多

尺度分析, 在理论上把城市空间再组织视为一种政治过程, 从而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政府

战略、地方政府和地方社区的角色。

也有学者探讨了中国城市行政等级调整与尺度关系的变化 [55] 、[56]。事实上, 尺度的政治

学与尺度的产生已成为极具潜力的研究领域, 吸引了主流社会科学和中国地理研究学者, 包

括地理学家和非地理学家的兴趣。王 [57]认为中国政府也是一个重要的尺度构建者。

4 总结

海外的中国城市地理研究, 已在重要的国际杂志发表不少重要的论文和综述[2]- [5] 、[18] 、[20] 、

[24] 、[32] 、[37] , 也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著作 [7] 、[9] 、[58]- [60]。朱 [58]探讨了基层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过程。罗

根、马和吴 [9] 、[59]分析在全球与国内因素作用下中国城市发展与重构过程。黄和沈[ 7] 则关注

香港与珠江三角地区的经济融合。吴 [60]则集中探讨全球化影响下的城市变化。

海外从事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学者很多原来自大陆、香港或台湾。大陆与海外学者也合

作发表了不少成果[53] 、[61] 、[62]。西方学者也积极从事中国城市地理的研究 [37] 、[39] 、[40] 、[63]- [65]。中西

方学者也有不少合作成果 [44] 、[47]。

同主流城市研究中关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城市政治、社会、经济和空间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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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相同, 大部分海外关于中国城市地理的研究采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探讨中央和地方政

府、国际资本和经济改革在城市化、城市发展以及城市空间重构中的作用。实证研究试图探

索中国城市如何对这些因素作出回应。城市经济变化、迁移、住房与土地开发成为热门的研

究课题。但是关于城市社会与文化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

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目前也迫切需要回答最优城市规模、等级分布、什么样的城市经济、

社会和人口结构才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什么样的城市交通系统才是最优、中国需要建立几

个城市区域、全球城市和金融中心等问题。但是缺少严格的定量与模拟研究。由于中国城市

发展的规模与复杂性不断提高, 迫切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海外中国城市地理研究主要由以中国为主要的研究地区的学者进行的。城市地理学的

主流学者很少涉足。除了少数例外, 城市地理学的一般理论研究很少涉及中国 [48]。至今城市

地理学与城市研究的大多数理论研究是在中国以外的实际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有必要加强

在中国的实际背景下城市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各种过程与空间关系动态的研究具有很大的

潜力。这包括地方化、城市主义、区域主义、城市竞争与合作过程、城市管治过程、地方、区域

与全球过程的动态关系、空间与尺度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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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main progress in the overseas studies on the urban geography

of China. Rapid changes in Chinese cities provide ample opportunities for urban geographers to

conduc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Most overseas studies on the urban geography of

China focus on the roles of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global capit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processes of urbanization, urban development and urban spatial restructuring. Hitherto

most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urban geography and urban studies has been conducted in the

context outside China.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enhance theoretical research 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studies of various processes and spatial relations offer the greatest potential, such

as localism, urbanism, regionalism, urban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urban governance, the

dynamic relations of local, regional and global processes, the relation of space and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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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d the author′s research works on R&D globalization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recent years. The first is the location model of MNCs′overseas

R&D labs. The second is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model of MNCs global R&D networks. And

third is the aspect of technology spillover of MNCs R&D activities in host countries.

Key words: R&D globalization; MNCs; geography

( 上接第 35 页)

!!!!!!!!!!!!!!!!!!!!!!!!!!!!!!!!!!!!!

世 界 地 理 研 究 16 卷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