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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城市及其发展、规划、建模、管理与决策的理论性著作。
本书以钱学森的系统科学理论为主导，以钱学森对城市学诸多方面的贡献为主线，论述了城市的本质
，城市化概念，城市发展的规律、机制，我国城市化的基本特点及小城镇的发展等问题；从各方面对
城市的结构与形态模式作了分析；分析了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并介绍了衡量发展态势的R0xY指数；
系统论述了可持续发展及相应的新文明观；就若干重大的城市对策问题进行了阐述。
书中为城市系统建模建立了理论框架，为此，系统地引述了系统动力学、耗散结构理论（自组织系统
理论）、协同学及混沌理论的应用；还介绍了基于控制论的系统规划方法，以及博弈论在城市学方面
的应用等。
本书以宏观的、综合的、系统的观点，密切结合国情，对城市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理论的深度
与广度方面有了新的进展。
引进了当代一些新的学术思想和理论、方法，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与实际工作的改革与创新。
本书适合于从事城市研究、规划、建模、管理工作的人员，以及有关的决策者阅读参考，可供高等学
校相关课程的教学参考，也可供硕士、博士研究生选题及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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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城市、城市化及其发展　　1.1　城市的本质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人类不得不终日
为获得食物和生存而操劳、奋斗，同大自然、野兽和各种敌对力量斗争。
这个过程涵盖了人类从事采集、渔猎，以至畜牧和农业的漫长时期，从旧石器时代初期算起大约有50
万年。
起初是原始群居，到旧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形成原始公社。
到中石器时代（距今约1～1.5万年前），人类生活开始以农业、畜牧业为主。
种植农业导致了固定居民点村落的产生，但这还不是城市。
　　当一部分人开始摆脱终日为食物操劳时，手工业与商业开始从农业中分化出来，人们开始有了剩
余产品，私有财产出现了。
人类社会出现了阶级分化。
商品交换（市）的需要和奴隶主阶级防御（城）的需要，导致了城市的出现。
我国夏代的城市，已开始有了城郭之分，如《吴越春秋》中所载：“筑城以卫君。
造郭以守民。
”　　如果说人类的历史只是地球历史的万分之一的话，那么城市的历史只是人类历史的百分之一，
现代城市的历史（工业革命以后），只是城市历史的百分之四。
新城市理论的出现则为时更短。
　　由此可以说，城市是人类文明之花。
但这朵花开始出现时，人类却还是处于痛苦的、残暴的奴隶制度之下。
工业革命导致了城市迅猛的、混乱的发展。
近200年来，城市化的发展迅速席卷全球。
现代城市发展的空间形态，20年就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周期。
人们对美好城市的建设，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城市的分布形态基于人口的分布，而人口的分布则基于人们的工作，即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的发
展。
对此，首先由苏格兰生物学家盖迪斯（Patrick Geddes）和法国社会学家勒普莱（P.G.F.Le Play）
于1883.1919年进行了研究，创立了人类生态学；与20世纪头十年法国的人文地理学（由Vidal de la
Blache，Albert Demongeon等掌握）共同奠定了这方面的基础。
　　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Uer）的名言“城市在空间上的结构，是人类社会经济活
动在空间的投影”，很好地概括了这种思想。
当然，人们不仅要工作，还要有优美的生活环境，还要从事各种文化活动。
城市必然有更为广泛的性质。
　　城市是相对于农村而言的概念。
城市与农村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产业上，职能上，人才、物质、财富的集聚上，文化、经济、政治的
带动作用上和空间形态上等许多方面。
但城市与农村之间在地域上并没有截然明确的分界，而往往是一种逐渐过渡的、犬牙交错并不断变化
的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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