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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大约诞生在公元前10000～前8000年的中东地区，但在此后的数个世纪中城市化
进程相当缓慢，城市规模很小，其影响范围也不大。
到公元1～3世纪，古希腊和古罗马崇尚城市风气，在中东和欧洲形成第一次城市化运动，后又由于公
元5世纪古罗马帝国的衰落而衰退。
直到公元10—11世纪，第二次世界城市化运动才又慢慢形成起来。
尤其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城市出现繁荣。
“城市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马克思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在谈及城乡分离和城市
发展时，提出了“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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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时期，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推进器，也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
规划的重要科学命题。
本书从多维视角深入研究了中国城市化的格局、过程与机理。
全书共分四篇。
第一篇，中国城市化研究进展。
主要论述中国城市化的定义，相关的海外研究和国内研究，从中国城市化问题以及相关研究存在的问
题、借鉴国外城市化研究理论和方法构建了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多维视角新框架。
按此框架集中研究中国城市化的三个关键部分：格局、过程和机理。
第二篇，中国城市化格局与过程。
由中国城市化格局、中国城市化过程、典型地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辽中地区
、成渝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边界地区等）城市化格局和过程组成。
第三篇，中国城市化机理。
从历史基础、人口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土地系统、快速交通系统、巨型工程、全
球化与区域化、文化系统、区域创新系统、政治与管治等多角度进行中国城市化机理研究。
第四篇，中国城市化趋势。
由中国城市化系统动力学分析、全球化与重建国家城市体系组成。
    本书可供从事中国城市化政策、城市研究、城市与区域规划、经济学、社会科学、地球科学等相关
学科的学者、政府决策人员参考运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研究生参考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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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朝林，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建设
部城乡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地名与行政区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教育部
地理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建设部城市规划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建设部城市规划专业评
估委员会委员。
Urban China Network 成员。
曾任《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国际杂志编委，《地理学报》、《城市规划
》、《地理研究》、《地理科学》、《经济地理》、《人文地理》、《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地
球科学进展》、《城市规划学刊》、《规划师》、《华中建筑》等杂志编委。
　　于涛方，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经济地理专业学士，1998.7 南京大学城市与资源学系人文地理
专业博士，2003.7 香港中文大学地理系助理研究员，2001.-2001.3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后
出站，2005.6 现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5.6 研究方向与研究领域：城
市与区域规划、中国城市群、城市竞争与竞争战略；迄今已经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专著1
部，参编3部.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基于竞争的 动态城市战略管理（2003034038
：2003-2005）]；作为重要成员，参与湖南常德市城镇体系规划、福建三明市城镇体系规划、江苏连
云港市城镇体系规划以及福建福安城市总体规划、广东中山东部组团城市总体规划、广西柳州城镇发
展战略规划、南京江北区发展战略规划、济南章丘发展战略规划、辽宁锦州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河南
南阳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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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是世界上城市起源和发展较早的国家，但关于城市和城市化的研究较晚。
早在1922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中，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
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
竺可桢1926年在《东方杂志》发表“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
对江浙地区人口在1万～lO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1930年许仕廉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人口问题》，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
城乡人口比重做出估计。
1935年胡焕庸发表第一张中国人口密度等值线图，揭示了中国人口和城市空间分布的基本规律，即胡
焕庸线。
此后，少数地理学家开始进行城市地理研究（王益，1935;沈汝生，1937；陈尔寿，1943；沈汝生、孙
敏贤，1947）。
新中国成立后，地理学家结合城市发展进行了相关的城市研究，例如，赵松乔和白秀珍(1950)进行了
南京都市地理初步研究；黄盛璋(1951)研究了中国港口城市的发展；罗开富等(1952)结合大型项目进行
了包头城址与建设的研究；黄盛璋(1958)也开展了西安城市发展中的给水问题以及今后水源的利用与
开发研究。
尽管如此，中国早期的城市研究比较零星，城市化这一社会过程的研究并没有开始。
自1949年以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城市化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特有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
存在城市化现象。
受这一意识形态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国学者并没有进行相关城市化的研究(何念如等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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