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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源型城市因资源而生、而兴，尽管此类城市古已有之，但对其发展产生前所未有的关注则大致
起始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爆发后。
工业革命不仅使人类生产力得到空前飞跃，冲击了人类发展的观念，而且引起了生产方式的改变，进
而推动了城市化，大量人口向城市转移。
工业革命后发展起来的资源型城市则成为人类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掘取、开发和
利用的重要基地，对整个人类的近、现代化做出了巨大支撑。
但人类自身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与生俱来，这一矛盾伴随工业化的发展日渐激化，资源型城市作为
矛盾凸显的前台，不可避免地成为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发展问题研究的重要对象。

　　随着人类对资源不断掘取，资源型城市发展逐渐面临资源枯竭的矛盾，消亡还是生存下去，是现
代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有关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研究和探索不断深化，理论与实践并茂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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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资源中心脱离农村　　资源中心形成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比如，广东石湾的陶瓷在明清时期就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生产基地，产品分为日用陶瓷、美术
陶瓷、园林陶瓷、手工业用陶、丧葬用陶瓷五大类。
当时“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赢得了“石湾瓦、甲天下”的美誉。
到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石湾陶瓷行业会始创，至清末已有22行。
随着生产的发展，竞争加剧，资源中心逐渐从农村脱离，异质性增强。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行业内部划分更细致。
景德镇的瓷器，“从原料到成品，总的讲来有制坯、烧窑和加工三大步骤，要经过七八十个人的手脚
”。
清代四川富荣盐区的分工，一般盐井的正常分工有井口管事、勾水匠、车房管事、拭篾匠、使牛匠、
铁匠、木匠、石匠和杂工、学徒等。
就一个灶房而言，一般分工就有坐灶、烧盐匠、桶子匠、打锅匠及伙房等工种，另外还有掌柜、记账
、现金、材料、跑街等工种。
钻凿卤井的有管事、山匠、雄工、拭篾匠、牛牌子、辊子匠、白水客、炊事员等，为维护卤井正常生
产的有天车工、锅炉检修工、逗丝工等工种，辅助性行业有木材业、竹子业、牲畜业、煤炭业、篾索
业、牛骨制品业、皮革业、修理业、铁铺业等。
　　第二，行业类型呈现多样化。
在景德镇，且不说其他行业，仅仅是围绕瓷器生产的辅助性行业就蔚为壮观：白土业、窑柴业、制模
业、制刀业、制筛业、制笔业、木器业、竹器业、匣业、挛窑满窑业、制砖行、菱草业、航运业等等
。
随着瓷器业的发展，各种服务性行业也相继出现，如商业、金融、饮食、运输等。
　　第三，职业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
职业结构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当分工日益细化、行业类型日益多样化的时候，必
然改变原来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出现多种独立的职业。
比如，明清时期广东佛山的商业、服务业及自制自营的小手工业就有136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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