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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探讨城市政治经济学与城市管治的关系 , 认为城市管治是对各种社会

经济关系的一种调整 , 因此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管治的理论基础。简要回顾

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城市政治经济学与城市管治的研究 , 并从城市政治经济

学和城市管治的角度分析中国城市化和城市人口迁移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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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As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is the base of the theory of the urban governance

that is regarded as a readjustment for the social economic relations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explored in this paper. Also , this paper recalls the study in the

two respects done by th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he world , China is

included as well particularly in its urbanization and population mov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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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

化的进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 城市

管治日益成为重要的议题。在发达国

家 , 城市的政治和管理结构错纵复

杂 , 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和私人机构

的经济活动都会对各个利益团体产生

影响。在发展中国家 , 由于城市不断

扩展 ,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 不少沿交

通线的农村居民点转变成城镇 , 在大

城市边缘或外围形成所谓“城乡结合

体” (desakota) (Mc Gee , 1991) 。在

这种范围广泛的都市化地区 , 如何协

调基础设施和城市发展成为城市管治

的重要课题。

城市管治问题的出现实际上反映

了改变现行城市管治模式的一种需

要 , 试图通过对现行城市管理模式的

探讨 , 寻找城市管治问题的根源所

在 , 并试图提出解决办法。

城市管治的焦点是各个利益集团

之间的权力与责任的调整 , 主要是处

理它们之间超越于市场经济范围之外

的社会经济关系。也就是说 , 城市管

治是要协调和改进在现行法律和市场

规则下合法的关系 , 使这种关系更趋

合理。城市管治首先要实行依法管

理 , 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要求。

更高层次的城市管治则是要求对现行

合法不合理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行调

整 , 建立城市体系运行的新的框架。

因此 , 笔者认为城市政治经济才是城

市管治的主要理论基础 , 城市管治的

研究要用城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进

行分析和考察。

2 　城市政治经济学研究

城市政治经济学概括地讲就是用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城市的社会

经济现象和城市体系的动态。城市政

治经济学认为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以及

城市社会内部各阶层的不平衡现象是

特定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物 , 而不完全

是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看不见的手”

作用下的结果。从积极方面来讲 , 在

现行城市管治体制下存在的市场体制

带来的种种问题 , 可以通过改进或改

变上层的城市管治模式得到解决。目

前城市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研究主要局

限于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对城市问题

和城市管治问题作出解释 , 明确提出

城市管治对策或模式的还比较少见。

许多研究集中探讨如何通过城市管治

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中国家迅速的

城市化过程早已引起广泛关注。洛杉

矶时报在 1990 年 12 月 18 日以“城

市移民潮正在使各国社会紧张不安”

为题发表文章指出“在 1800 年 , 世

界只有 3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1900

年有 10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 , 到了

2000 年 , 在历史上第一次有超过

50 %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这一转变

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尤其是这种毫

无控制的转变主要发生在最没有应付

能力的第三世界 , 它将影响迁入城市

的移民、城市本身以及世界各国。世

界上所有国家都已连成一体 , 没有一

个国家能够免受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

民潮的影响。”事实上 , 发展中国家

的城市化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 特别

是不平衡城市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三

个层次上。第一 , 城市和农村地区机

会的不平等 ; 第二 , 在城市体系内

部 , 有限的资源集中于国家首都和主

要城市 ; 第三 , 在一个城市内部 , 少

数的富贵阶层同大部分民众之间的贫

富差异十分显著。对于不平衡城市化

的问题 , 1950 —1960 年代正统的发

展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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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一样要经历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

造成发展中国家城市长期贫困的根源

是“城市偏差” (urban bias) 。麦克·

李普顿 (Lipton 1977 ; 1984) 认为城

市的富裕阶层不平衡地分配有限的资

源 , 以补贴他们的城市生活水平。西

方国家也存在这种城市偏差 , 这也是

资本积累的一个前提条件。

但是 , 传统的发展主义无法解释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中独特的现象。比

如 , 这些国家城市首位度特别高 , 有

限的资源高度集中在首都和主要城

市。如 : 1990 年泰国 57 %的城市人

口集中在曼谷 , 秘鲁 43 %的人口集

中在利马。另一方面 , 在发展中国家

城市内部 , 豪富与赤贫现象同时并

存。在城市的富人区 , 富贵阶层的生

活水平同发达国家相差不大。在城市

的穷人区 , 大量贫民贫穷失业 , 生活

在贫民窟中 , 过着悲惨的生活。种种

迹象表明 ,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过程

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1970 年代以

来有学者尝试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方

法 , 并提出了控制 - 依赖理论和世界

系统理论。斯密斯 ( Smith , 1996)

进一步用这些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

的城市化。这些理论认为不平衡的城

市化是资本主义在世界系统内扩张的

不可避免的后果 , 强调在城市建设和

人口动态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

素的作用。斯密斯认为 , 个人和家庭

的迁移和生育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 , 并受到宏观的政治、经济和政策

背景的重大影响。同样 , 通讯和交通

网络并不是在空间上均衡分配。有些

地方的富贵阶层可以掌握更多资源用

于建设道路、电话和电力供应设施。

而其它地方则可能没有足够的设施。

控制 - 依赖理论和世界系统理论强调

用不同地区参与者之间控制 - 被控制

的关系来解释它们的差异 , 并认为各

地在全球性的控制 - 依赖关系中所处

的地位也非常重要。

肯特 (1995) 在《再论从属性的

城市 ———城市发展和社会政策的政治

经济学》一书中对美国城市的分析是

发达国家城市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

代表。该书用城市经济学的方法分析

了各个不同时代美国的商业城市、工

业城市、后工业城市、中心城市变迁

和郊区化的政治经济问题。肯特认为

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尝

试用各种新的方法去解决各种迫切的

社会经济问题。但是 , 很多方法并不

是很有效 , 有的使问题变得更加严

重。里根 - 布什时代减少联邦政府对

城市事务干预的城市政策引起了许多

1990 年代的城市问题 , 无家可归者、

种族住区分隔、地区税收负担、失业

等 , 种种城市和郊区病变得更加严

重。肯特认为美国最严重的城市问题

其实是取决于政治抉择 , 需要政府的

干预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才能解决。

由于日益加深的全球化以及全球

和区域经济的不断调整使得城市、国

家和地区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 , 城市

政府为了稳定和发展当地经济 , 并争

取选民的支持 , 需要面对商界、社会

团体、公共机构等利益团体的压力做

出政策选择。从这种意义上讲 , 城市

政府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 , 它在一

个范围广泛的政治 - 经济体系中处于

从属或依赖的地位。

城市政府同中央政府不同 , 它不

能限制人口、资本和财富在国内各个

城市之间的自由流动 , 城市政府没有

发行货币的权力、也不能对进出城市

的商品和贸易立法加以限制。一个城

市的经济比一个国家的经济面临更具

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因此城市政府要

面临巨大的市场压力去提高一个城市

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 , 促进当地城市

经济的发展。

城市政府的决策可以分成发展政

策、再分配政策和分配政策三大类。

发展政策可以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并增

强城市的经济基础。城市政府可以通

过土地规划和政策、建设基础设施和

住房、提供税收优惠等吸引商业投

资。再分配政策主要是对低收入者提

供福利支持 , 如生活援助 , 公共房

屋 , 住房补贴及各项社会服务。由于

政府收入来源于付税的个人和公司 ,

而接受福利的人士通常并不从事经济

活动 , 因此再分配政策会提高当地的

生产成本 , 削减城市的竞争力和经济

基础。城市的分配政策是指那些使居

民和商界普遍受惠的政策 , 如治安、

消防、街面清洁、垃圾收集等方面的

服务。这些政策并没有明显侧重于再

分配或促进经济方面。

大众控制在美国资本主义体制下

对城市政策也有深远的影响。它迫使

政府官员制订能获得选民支持和同意

的城市政策。因此政府官员需要在取

得选民支持的政治逻辑和取得市场效

益的经济逻辑之间进行取舍。同中央

政府相比 , 城市政府面临的大众控制

的压力要大得多 , 因为居民 (特别是

富人) 和企业家可以自由地从一个城

市迁到另一个城市 , 富人和企业家的

迁出可以对城市政府税收和城市经济

造成重大损害。城市政府在制订政策

时通常要顾及富人和企业家的利益。

这也是资本主义“自由 - 民主”制度

的一个基本缺陷 , 当然 , 城市政府要

经常需要取得大众的支持 , 并受制于

有关的法律和程序。肯特 (1995) 讨

论了纽约的两个例子来说明政治经济

学对城市问题的解释。第一个例子是

纽约市政府与国家广播公司 (NBC)

之间的交易。国家广播公司设在市中

心曼哈顿勒克菲勒中心已有 33 年。

但 1985 年该公司宣布为公司寻找新

的地址 , 并正在考虑纽约市以外的多

个地点 , 因为其它地点的费用相对便

宜并且搬迁正好可以更新公司的设

备。对于纽约市政府来说 , 这是一个

极不利的事件。因为这影响到四万个

工作职位、数百万美元的政府税收、

以及纽约市作为世界主要通讯中心的

地位 , 更不利的是 , 如果国家广播公

司搬出纽约 , 其它广播公司也可能跟

着搬迁 , 对纽约的打击将非常之大。

从 1985 到 1987 年的两年时间内 , 纽

约市和州政府的官员一直在同国家广

播公司进行周旋 , 希望它能继续留在

纽约。纽约市长爱德华甚至在 1987

年 6 月的一个大清早 6 点钟打电话给

国家广播公司总裁怀特 , 请他考虑纽

约的几块土地用作设立公司总部。大

清早把他从床上叫醒 , 甚至使总裁很

不高兴。但是纽约市长的焦急的心情

是可以想见的。1987 年 12 月底纽约

市和国家广播公司终于达成协议 , 国

家广播公司将继续租用勒克菲勒中心

并更新它的设备。作为回报 , 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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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未来 35 年为公司减免总值

7200 万美金的地产税 , 提供 8 亿美

金的免税债券 , 冻结土地税 , 减免部

分商业租金税 , 减免公司购买 11 亿

美金以上新设备的销售税。这些税收

优惠总计达到 9700 万美金。

上述例子说明了城市政府是如何

依赖于商界 , 城市政府并不能完全独

立地运用有关资源去解决各种社会问

题。肯特的第二个例子是纽约市的无

家可归者问题。纽约市每年为商业公

司提供数百万美元优惠的同时 , 仍要

面对需要资源投入的各种问题 , 如维

护不足的街道和公园 , 拥挤的课室 ,

不断蔓延的贫民区。政府是否把经济

置于社会需求、社会公正之上 , 为了

增加就业机会而牺牲穷人的利益 ? 可

悲的是 , 纽约市没有商界提供的就业

机会和税收就不能生存 , 但它并不需

要求助于无家可归者来实现繁荣。

在联邦政府宣布地方政府必须为

自称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房屋的规定之

后 , 纽约市长爱德华勉强地扩大了有

关的房屋计划。但是他的继任者 , 对

穷人和弱者深表同情的纽约市第一任

黑人市长定肯认为把无家可归者送到

简陋临时房屋和劣质的旅馆是不足够

和不人道的。他上任后迅速改变了有

关无家可归者的房屋政策 , 无家可归

者家庭将可以搬入永久性的房屋 , 同

时改进单身住的临时房屋的质量。

以前要求无家可归者家庭需在旅

馆中住满一年 , 现在则只要一个月左

右就可以搬入临时或永久性房屋。但

是不到一年 , 定肯市长不得不改变这

一政策 , 因为申请政府房屋的无家可

归者越来越多。因为不需要在临时房

屋住很长的时间 , 所以全纽约及外地

的住房条件差的家庭纷纷申请 , 希望

获得提供给无家可归者的廉价的政府

公屋。申请这种公屋的无家可归者挤

满了政府办公室 , 甚至不得不在办公

室过夜。政府不得不恢复旧政策 , 要

求申请政府公屋者先在临时房屋住一

年 , 定肯市长感慨地说 , 这就像填坝

上的洞一样 , 一个人只有 10 个手指 ,

无法应付坝上的 22 个洞。

上述两个例子说明城市政府没有

商界就不能生存 , 但同时它又没有足

够的能力去照顾所有的无家可归者。

如何在社会公正与商业利益之间取得

平衡 , 这最后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

选择。通过建立适当的机制和公众的

广泛参与 , 城市政府还是有可能实现

社会公正。

3 　中国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在中国城市社会经济活动中 , 城

市政府也面临着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和

实现社会平等和公正的双重任务。虽

然市场经济力量起着越来越大的作

用 , 但是各项城市政策应该说主要还

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决定 , 而

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性的决定。中国

关于城市化和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

政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 21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初 , 中国建立了城

乡分割的户口制度。户口分为农业户

口与非农业户口 , 农业户口主要在农

村 , 非农业户口则主要在城市。国家

根据户口状况决定有关的待遇。总起

来说 , 非农业户口居民享受了许多农

业户口居民不能享受的各种福利政

策 , 如就业、教育 , 住房等等。1980

年代以前 , 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 ,

所有这些政策的制订可以说是一个政

治经济学的决定 , 而非市场力量。当

然经济目标也是非常重要 , 主要是增

加资本积累 , 加速工业化。

但是要实现这一经济目标并不一

定要使城市居民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居

民收入水平。因此实行城乡分割和城

乡生活水平差距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

上的考虑多于经济上的考虑。

1980 年代以来 , 由于政治经济

形势的变化 , 中国城乡分割的现象出

现松动的迹象 ( Chan 1996 ; 沈建法

1999) 。许多原来同户籍制度配套的

制度和限制已逐步废止 , 客观上造成

了农民进城的条件。比如 , 人民公社

制度和统购统销制度在 1980 年代以

后被废止 , 粮食与副食品凭票供应时

代已经结束 , 农民进城以后的基本生

活条件可以得到满足。另一方面 , 城

市经济的许多方面需要由进城的外来

人口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 在客观上对

城乡人口迁移起到推动作用。国家及

时地推出有关政策则使这种可能变成

现实。1984 年 , 国务院发布文件允

许农民自理口粮到中小城镇落户 , 从

事商业和各种服务活动。随后国家也

逐步允许有关企事业单位雇用各种暂

住人口。公安部在 1985 年公布“关

于城镇暂住人口管理的规定”, 要求

在城市或集镇计划暂住超过 3 个月的

16 周岁以上的人 , 申领暂住证 , 通

常为期 1 年 , 如有需要可以再续。在

城镇从事工商经营活动的 , 则申请寄

住证。对城镇暂住人口实行的这一规

定 , 实际上承认了农村劳动力可以进

入城镇地区务工经商这一城乡人口迁

移的途径。

估计 1979 —1990 年期间 , 中国

每年有 470 万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

口 , 是中国非农业人口的高速增长时

期。中国非农业人口由 1978 年的

1152 亿增加到 1995 年的 2182 亿 ,

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由 1978

年的 1518 %增加到 2318 %。中国非

农业人口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美国

的全国人口。

从 1992 年开始 , 国家开始推行

当地有效的城镇户口制度 , 即蓝印户

口制度。公安部于 1992 年发出“关

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

通知”。广东、浙江、山东、山西、

河北等地均开展了试点工作。实施地

区限于各类经济特区 , 经济技术开发

区 ,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小城镇 ,

为在当地进行投资设厂、购买商品房

的人员 , 当地需要的管理人员、科技

人员及其家属解决当地有效的城镇户

口。具有这种户口的人员同当地城镇

居民享受同等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

务。据估计 , 全国有 300 万人已领到

了蓝印户口。

当地有效的城镇户口同正常的城

镇户口仍有一定的差别。加入当地有

效的城镇户口者在入户前须缴纳一定

的城镇建设配套费。这一费用各地不

同 , 从 2000 元至 10000 元不等。具

当地有效的城镇户口者不享受国家的

副食补贴和社会保障 , 只享受升学与

就业方面的权利。在迁出城镇时 , 当

地有效的城镇户口即行失效 , 需恢复

为农业户口。

1997 年国务院批准进行小城镇

规 划 研 究
PLANNING S TUDIES

10　　　

沈
建
法
　
城
市
政
治
经
济
学
与
城
市
管
治

© 1995-2005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 , 向实行相对

自由但有序的城乡人口迁移前进了一

步 , 共有约 450 个小城镇参加这个试

点。在这些小城镇的农村户口人员若

符合下列条件即可转为常住户口 : 一

是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或有稳定的

生活来源 ; 二是有合法固定的住所两

年以上。

这种小城镇常住户口不收城镇建

设配套费 , 享受同当地城镇居民一样

的入学、就业、粮油关系、社会保障

方面的权利。

上述小城镇户口制度试点改革向

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局面、实行城乡

人口平等机会和平等权利方面迈进了

一大步。任何人只要具有稳定的职

业、收入和固定的住所 , 均可以成为

当地居民 , 与当地居民分担同样的义

务、享受同样的权利。

由上述分析看到 , 国家对农民进

城限制的放松一方面取决于经济的发

展 , 另一方面取决于城市政府和当地

城市居民对农村移民的接受程度。因

此在多大程度上让农村移民自由地进

城工作、居住又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意

义上的选择。

正如肖 ( Short 1996) 所指出的

“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其动机是为了他

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代的更好的生活”。

显然 , 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有益于移民

本身 , 但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说 , 可能

没有好处 , 因为劳动力市场多了竞争

者会影响当地工人的工资和福利。问

题在于 , 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是否应

该一视同仁地在平等机会下公平竞

争 , 还是以出身为条件把城市里的机

会优先留给当地城市居民 ?

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社

会公平问题。不少人担心 , 如果农村

居民毫无限制地进入城市会出现大量

失业和贫穷问题 , 使中国的城市变成

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一样 , 充满

混乱与贫困。当然 , 也有人倡导应该

实施城乡居民公平竞争的制度 , 城乡

居民都可以自由地流动 (陈吉元、韩

俊 , 1996 ; 余大兴、胡小勇 , 1998) 。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 应该尽快由城

乡分割体制过渡到城乡平等体制 , 无

论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均可以自由迁

移 , 找到社会上、空间上的最佳位

置 , 自由竞争 , 公平发展。城乡居民

是否享受平等权利是一个政治经济学

问题。如何防止大量移民进入城市 ,

实现城市有序发展则是一个城市管理

问题。

但是实现开放式的人口管理体

制 , 绝不是简单地打开城门让大量农

村移民进入城市 , 随意在城镇公共地

方开店设摊、建屋搭棚 , 甚至随意在

公共场所露宿。也不是城镇的企事业

单位、个体工商户可以随意以低工资

雇用外来人口从事脏苦累差的工作 ,

而不注意改善工作环境和生产安全。

城市移民管理应同城市综合管理结合

起来 , 其中的关键是实行城市规范化

管理。要制订切实可行的各种规范个

人、企事业单位的法规、条例和制

度 , 违法必究 , 执法必严 , 从而才能

在开放式的人口管理体制下避免许多

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城市病 , 使城市有

序、健康地发展。

所谓城市规范化管理 , 首先就是

外来人口与城市原有居民在政府提供

的教育、住房、卫生、交通基础设施

和社会保障方面享受同等权利。大部

分目前由政府提供的或补贴的社会服

务应逐步改为市场化经营 , 各种服务

以不亏本经营为准则 , 这样才能够出

现使用人口越多 , 服务数量与质量越

好的良性循环 , 克服过去那种使用人

口越多、政府补贴越多的现象 , 从而

消除城市人口越多 , 政府和社会负担

越重的怪现象。城镇居民目前享受的

许多福利待遇与社会保障 , 有的应逐

步取消 , 有的应逐步覆盖到全部人

口 , 有些项目如社会养老保险与失业

救济金等可以同在当地城市工作和生

活的年限联系起来 , 居留时间越长 ,

贡献越大 , 则获得的社会保障就越

好。

第二 , 城市规范化管理就是要对

城市移民和当地居民从事各种经营活

动进行强化管理 , 取缔乱占公共地方

设摊从事经营的活动 , 对确有需要的

菜市、集市划定专门地段 , 并实施收

费制度。从而对经营规模过小 , 服务

素质差、有碍城市有序发展的经营者

的数量实行间接控制。国内外实践证

明小商小贩的小规模经营由于进入成

本低、利润高极易形成大量外来人口

的生存空间 , 但对于现代化城市的发

展则有许多消极影响。如“脏、乱、

差”现象 , 影响环境卫生和公共交

通。在香港及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和地

区的城市 , 法律严禁在公共马路设摊

经营 , 违者会受到严厉处罚 , 商场和

菜市场需要的空间则在房地产发展过

程中预留 , 并按市场竞争价格出租或

出售给各经营者。由此形成有序、清

洁的城市生活和商业环境 , 提高生活

质量 , 最终有益于广大城市居民。

第三 , 城市规范化管理要对城市

移民和当地居民的居住条件进行严格

管理。比如英国的法律规定一个套房

中最多可以居住的人口数目 , 出租房

屋者有责任遵守这一规定 , 否则就会

受到处罚。这样的规定有助于提高城

市生活的相对成本 , 减少进入城市的

外来人口的数量。因为只有在城市里

找到有一定收入的职业的外来人口才

能负担起基本的城市生活费用。中国

许多城市的外来人口经常十多人聚居

一室 , 生活条件极差 , 生活成本很

低 , 导致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出现。由

于城市移民与当地居民生活成本存在

巨大差别 , 这些廉价劳动力有可能会

抢走当地居民的工作。为了确保城市

居民一定的生活水平、有必要对居民

生活特别是住房条件作出控制 , 事实

上 , 这也将成为最有力地控制城市移

民盲目增加的措施 , 使城市人口增长

同城市住房增长相适应。

第四 , 城市规范化管理要严格落

实城市规划 , 彻底消除外来人口与当

地居民乱建乱搭的状况。非法搭建住

房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常见的 , 也是

造成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并能在城

市中勉强生存的根源之一。取缔这种

乱搭乱建状况 , 城市移民都居住于合

法的住房中 , 可以抑制过度城市化。

4 　结语

本文探讨城市政治经济学与城市

管治的关系 , 认为城市管治包含二方

面的含义。第一是依法进行城市管

理 , 对各种违反城市规划和管理的现

(下转第 6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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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

(2) 改善类建筑需保护其墙基位

置所反映的四合院空间肌理 , 在其内

部做现代居住建筑设计。

(3) 更新的建筑应具备现代住宅

的使用功能及水、电、讯等配套设

施 , 有条件的可设停车库。

(4) 地块中的保护古树及准保护

古树均应加以保护。

(5) 设计应提供高、中、低档多

样化的户型 , 以适应不同需求。

(6) 本次做出的更新设计 , 目的

是给出设计的方向和原则 , 手法只是

一种参考。

314 　市政设施规划

该地区现有雨水、污水、供水、

电力、电信等 5 种市政公用设施 , 它

们仅分布在南北长街和西华门大街

上。由于街坊内胡同狭窄 , 居民使用

市政设施的条件很差。针对历史街区

这一特殊性 , 规划提出以下具体对

策 :

(1) 居民采暖用能应使用电力 ,

居民炊事用能应使用瓶装液化气。

(2) 电力、电信、有线电视线路

应结合在综合管沟内 , 在极为狭窄的

街坊路段 , 可以将这三条线路架空。

(3) 在街坊路上敷设的供水管网

采用环状和枝状相结合的布置方式 ,

雨污水采用合流制。

(4) 尽量运用高新技术手段来解

决市政设施的现代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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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加强执法力度 , 违法必究 , 执法必

严。第二是城市内外、城市内部各个

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与责任的调整 ,

处理它们之间超越于市场经济领域之

外的关系。大部分城市政策都会不均

匀地对各个利益集团产生影响 , 有些

是正面影响 , 有些是负面影响 , 有的

可以从某项政策中得益 , 有的则没有

任何得益。城市管治研究的核心是要

协调和改进在现行法律和市场规则下

合法的关系 , 使这种关系更趋合理。

城市管治是对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的一

种调整 , 因此城市政治经济学是城市

管治的理论基础 , 城市管治研究要用

城市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和

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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