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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化曾经是20世纪对人类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社会过程，特别是“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科学
家一直在关注城市化研究。
本书是布赖恩·贝利（Brian J.L.Berry）的代表作。
也是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前城市化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本书通过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过程的比较研究，认识到在20世纪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尽管城市
化存在很多共性，但是城市化的道路却各不相同，差异化主要源于文化背景及发展阶段的不同，并产
生了多样化的人类后果。
本书首先分析了19世纪工业城市化的特征，讨论19世纪发生在城市中的社会转型所引起的人口和社会
运动，并指出城市规划的出现是作为对城市负面影响的一种反馈。
其次，对北美、第三世界国家、欧洲城市化的过程进行描述和分析。
关于北美城市化动力机制和人文结果，从规模、相互作用密度和内部差异三个方面来进行解释。
贝利认为伴随着美国出现的马赛克文化，美国的规划方式也趋于支持私有化和马赛克文化，而不是提
高规划客体的生产性。
关于第三世界城市化的道路，作者认为不同于西方。
在乡村向城市社会转型中，人口主要迁移到大城市的外围聚落地带；在城市经济对劳动力进行吸纳时
，会产生空间扩散、阶级冲突以及次文化马赛克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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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市化曾经是20世纪对人类社会产生最大影响的社会过程，该书是布赖恩·贝利的代表作，也是西方
国家20世纪80年代城市化研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该书通过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城市化过程的比较研究，认识到在20世纪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尽管城
市化存在很多共性，但是城市化的道路却各不相同，差异华主要源于文化背景及发展阶段的不同，并
产生了多样化的人类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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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很多规划师和决策者来说，仍然担心大城市得“巨型症”，即使首位城市与
其他地方的城市相比并不算大。
这些担心从政府官员所表达的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和限制人口增长的想法中可见一斑。
他们的理由是，如不加控制会产生以下的问题：失控的城市蔓延、交通堵塞、失业、犯罪、非法棚户
区的激增、无法提供服务等，总体来说就是担心进一步的失控增长会降低生活水平。
对于接受西方教育的规划师来说，还担心出现“规模不经济”以及首位城市的寄生性。
规划师们认为现有经济体制框架内的不断变化只会产生更多、更糟糕的问题。
必须改变城市体系的性质以克服持续的经济低增长率、出口导向、殖民地遗留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会
限制大城市的现代化，使得过滤变得渺茫。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发达国家的经验对于今天的第三世界来说是无关的，所以正在尝试激进的新规划方
法。
有人认为，当发达国家开始现代化的经济增长的时候，在经济上是优于其他国家的，而今天的欠发达
国家在经济上是最糟糕的。
18和19世纪时的贸易制度比今天宽松，有着更多的人口国际自由流动的机会，政治和经济的壁垒也比
今天要少。
在第三世界，作为现代经济增长产物的制度环境要先于增长的过程。
打个比方，政治民主制度常常排除为了增长的目的而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这是在西方初始增长阶段的
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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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道路》：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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