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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中重大历史现象，有其规律可循。
自20世纪初至今，世界各国相继向一个有别于“传统城市化”的阶段加速迈进，我们把这个崭新的时
期称为“新城市化”阶段。
所谓“传统城市化”，大致相当于城市发展的初期和中期。
其主要特征是人口和经济活动由农村向城市集中；城市规模由小到大，逐级递进；城市周边地区发展
迟缓，郊区完全处于依附地位，是城市化的预留空间；由于郊区发展滞后，因此城市的空间布局以单
核或单中心为主。
所谓“新城市化”，与“传统城市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第一，在这个阶段，人口和经济活动开始出现相对分散化的趋势，郊区或城市外围地区逐渐反客为主
，成为带动区域发展的主导力量；第二，中心城市与郊区经济重新定位，功能互有置换。
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效应依然存在，但在区域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有所下降，制造业、零售业等在郊
区获得广泛的发展空间；第三，在郊区普遍兴起的城镇中，出现一些经济独立性很强的次中心，与原
有的中心城市共同构成复中心或多中心结构，优化了区域资源配置和生产力布局。
结果，城市与郊区从此消彼长的博弈到同步依存，进而形成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的新的地域实体（一
般称大都市区）。
这标志着，城乡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良性互动，城市化从单纯的人口转移型向结构转换型过渡，进入高
级发展阶段。
与之相适应，城市与区域规划、市民社会和社会群体关系、地方政治和政府政策等，都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
这两个阶段的分水岭是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
这既是“传统城市化”的成熟期或称鼎盛时期，也是城市发展的困难期：有限的城市空间开始出现饱
和现象，“城市病”凸显，如城市住宅紧缺、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社会治安等问题层出不穷，无形
中增加了城市发展的额外成本，城市的规模成本逐渐大于规模效益，聚集经济变成了聚集不经济。
相形之下，郊区开阔的空间和宜居环境、公共交通的改善、私家车的普及等，比较优势凸显，城市和
郊区之间“推力”和“拉力”此消彼长。
故此，从“传统城市化”向“新城市化”的过渡是城市经济社会等方面结构性变化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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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纽约大都市规划百年：新城市化时期的探索与创新。
公众的声音：美国新城市化嬗变中的市民社会与城市公共空问。
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市民与城市社会问题：以禁酒运动为例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公共住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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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至于已有政府建制地区的人们反对兼并，情况就复杂一些，但这些反对最终都顶不住压力，被
强制兼并，此类例子也有很多。
1850年新奥尔良、1854年费城、1856年旧金山、1860年圣路易以及波士顿、1876年路易斯安娜、1880年
芝加哥以及巴尔的摩等数次兼并案例中，都有郊区居民持不同意见，最后是州立法机构强制实施。
通过兼并，城市的人口和地域面积都有极大的扩展。
人口方面具体数据很多，本章已有部分阐述，地域面积的扩展不易有确切的统计，但有些典型事例还
是很说明问题的。
根据《马唐草边疆》作者肯尼思·杰克逊的研究，19世纪最有意义的城市兼并是费城、纽约和芝加哥
。
费城于1854年与费城县合并，是美国城市历史上地域面积增加比例最大的一次合并。
仅这一次合并，其人口就翻了三番，地域面积从2平方英里剧增至130平方英里，成为1859年巴黎兼并
外围地区之前世界地域面积最大的城市。
被兼并的区域有已经独立建制的郊区斯普林加登（Spring Garden）、北利博蒂（Northern Libetties）、
肯辛顿（Kensington）、索斯沃克（Southwark）、莫亚门兴（Moyamensing）。
这几个郊区城市1850年时在美国城市中的排名分别是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第二十八。
芝加哥最大的兼并发生在1889年，扩展了133平方英里，将今天的远南部囊括进来，成为美国第二大城
市。
在兼并之时，尽管这个地域内已形成几个建制城镇，但人口密度并不高，人口总数仅22.5万人，很多
地方还是农村和分散的地域。
但30年时间内，这个被兼并的地域内人口就增加到100万人。
恰恰是因为芝加哥的兼并，威胁到了纽约头号大城市的地位，纽约才于1898年急急忙忙地进行了几乎
是美国城市史上最大的兼并。
是年，纽约将周边四个城市兼并为一个大纽约，包括布鲁克林、昆斯（皇后区）、斯达腾岛和布郎克
斯。
其中布鲁克林当时已是美国第四大城市。
纽约市的规模从此由44平方英里剧增到300平方英里，人口数量达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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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地方政府:区域统筹与地方自治的博弈》是新城市化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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