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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国家
和地区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城市发展的水平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我国自古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到近代虽然有了一点机器工业，但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
比重很低。
相应地，城市发展也十分缓慢。
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建制城市只有l 32座，城镇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0％左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城市也有了较大发展。
特别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不仅传统工业产业得到大幅
度提升，而且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也有了显著增强，从而极大地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使城市的
规模、功能、面貌都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43％，建制城市已增加到661座，城市在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及社会商
品零售额方面均已占到70％以上，城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进入21世纪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新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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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以我国现有各类建制市为单位设卷，既记述每座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又从城市功能定位、经济发展，以及城市规划、管理、公共设施、建筑、交通、服务、教育、文化、
环境、历史遗产保护等角度总结经验教训，展望发展远景。
每卷书的内容大致由这座城市的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的回顾、城市建设中的问题研究，以及城市未来
发展的展望等三大部分组成。
它既不同于已有的当代地方简史，也不同于城市问题的研究报告，更不是学者个人的学术专著，而是
在城市领导机关的主持或支持下，以学术研究为基础，既是面向城市决策者、建设者、管理者、研究
者的权威性的科研成果，又是面向广大读者的科学性、普及性读物，是史论结合、篇幅适度、图文并
茂、规格统一、装帧精美的系列图书。
它不仅可以作为研究城市问题、查询城市信息的参考书、工具书，也可以起到城市名片的作用。
    《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各卷的写作班子，一般应是由当代史、地方志的学者，城市各方面问题
的专家，以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所组成的三结合的写作队伍。
每卷书在回顾城市发展的历史和总结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时，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把
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在展望城市发展的远景时，应当从实际出发，坚持党的方针、政
策，立足国情市情，尊重城市规划部门和其他工作部门的意见，并力求吸收和借鉴当代国外有关城市
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
    杭州是浙江省的省会城市，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信息中心，国家第一批历史文
化名城，长江三角洲区域南翼的中心城市和国际风景旅游城市。
杭州这座千年古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物华天宝、钟灵毓秀，素有“人间天堂”之美誉，曾是世
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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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篇　　第一章　杭城的历史丰碑　　（五）南宋覆灭　昔日辉煌失色　　南宋杭州的繁荣，
反映了都市经济在整个封建经济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但就城市的基本特征来说，杭州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消费城市，其本质是脆弱的。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亚洲城市的兴旺，完全与政府的消费有连带关系。
一旦南宋王朝覆灭，全国性大都市的繁荣立即烟消云散，皇室贵胄和中央政府军政人员全部被驱往北
方后，剩下的地方政府消费能力势必大幅下降。
于是杭州城市的政治经济地位一落千丈。
其集聚功能、工贸功能、旅游功能和辐射功能，全面削弱。
最具体表现是这个古代世界最大城市的人口遽降；手工业品产量下降，商贸衰退，市场趋于冷落。
旅游业的主要游客赶考的学子没有了，朝山进香的香客明显减少，来京述职的官员没有了，外国来的
外交使节也不来杭州了。
随着商业中心地位的衰落，商贾稀少，当年首都的繁盛景象一去不复返了。
此后近七百年，杭城再没有恢复到南宋城市化的高水平。
　　元初，杭州由首都降为江浙行省治所，那时省区辖境尚包括今浙江、福建全部和江西东部、江苏
南部以及安徽南部，杭州作为江浙行省省会所在地，尚不失为中国东南部的区域性都会。
元末面临战乱，原江浙行省分出福建道，别立福建行省。
明初又分出江西东部、江苏南部和安徽南部，别立一个江南行省。
至此江浙行省变为浙江行省，缩为11个府，面积不及元初江浙行省的三分之一。
加以连续发生兵灾、火灾，尤其是元末的农民战争，明代的倭寇侵扰和清代的太平天国运动，都给杭
州带来巨大损失，最严重时城市人口仅剩两成。
另外，明清禁海，“寸板不得下海”，海舶断绝，扼杀了外贸互市之利；运河日淤日浅，故道堵塞，
内河运输远不如宋代便利。
这一系列的因素都是杭州城市遽然衰落、一蹶不振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政治原因，蒙古游牧文化的南下冲击，实施民族歧视，将社会划分为四个等级，杭州
人概被划入“南人”，列于社会的最底层，尤其是科举停废时南方文人处境更类同乞丐，城市文化遭
受到彻底摧残，严重影响了社会进步。
　　城市的衰落，牵涉到西湖也遭凌虐。
元政府错误地认为南宋亡国的主要原因在于佚乐湖山，把西子湖当作误国殃民的祸水，对它废而不治
。
蒙古贵族本来就重车马而轻水利，《元史·河渠志》对西湖只字不提，从来未加疏浚。
经百年荒废，西湖堤岸坍毁，湖中长满青草，湖底大部朝天，变为平田、野陂，任人分割开垦，几至
湮没，呈现极度荒凉景象。
　　明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杨孟瑛出任杭州知府，他排除万难，对西湖发动大规模整治，拆
毁湖中田荡3481亩，重新把湖底挖深，结合修复名胜古迹，将苏堤填高三丈，拓宽五丈三尺，两岸遍
植桃柳，恢复“六桥烟柳”，保存“苏堤春晓”。
同时利用挖起的污泥在西里湖筑起一条与苏堤平行的长堤，堤上自北而南建造环璧等六座石桥，合苏
堤六桥称为“西湖十二桥”，后人称这条新堤为“杨公堤”。
经此番艰苦整治，才挽救了西子湖的秀美容颜。
　　此后西湖又几经湮没，几番兴治，清代最大的疏浚工程要数李卫的两次抢救，还为湖山添加了一
些景点。
但从总体而言，西湖呈现逐步缩小的趋势，据地质资料考察分析，宋代西子湖为9.3平方公里，明清时
减至7.4平方公里，清末至民国以后湖面继续缩小到5.6平方公里。
　　至于点缀于湖山间的上百个豪华园林和密布的民间小园，那是南宋建都特有的历史条件所造成。
历史不易重铸，元、明、清至民国的几百年间虽有零星建树，而总的看来园林毁多于建，“半是湖山
半是园”的风貌难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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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世纪末期以后中国城市化之趋于迟缓，除了杭州首都沦陷的特例以外，还带有全国性的普遍趋
势。
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是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5年后的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杭州沦陷。
美国城市史专家埃尔文在《中国往古的模式》中认为，蒙古人入侵和明代前期实施锁国主义对外极其
保守的政策，是这两三百年中国出现城市化倒退的主要原因，尤其对东南地区影响最为严重。
他说：“大约在1300～1500年间，由于某些迄今多半还是无法清楚地做出解释的原因，中国经济衰退
了，此后恢复得很缓慢”，直接影响了城市化的发展。
所以宋亡以后整个中国都陷入城市化的倒退和经济萧条时期。
直到明朝中叶以后政策调整，经济有所回升，部分城市才有所复苏。
此后，杭州一直盘桓于40万～60万人口的规模，很难有更大的发展。
其中破坏最惨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在战后的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杭城人口一度只剩下十
多万人。
以后靠外来移民（来自温、台、宁、绍、徽诸州）补充，才逐渐恢复到三四十万人口的规模。
　　相比之下，邻近有些城市却赶超上来。
例如江南地区政治中心为南京所取代，它是明初的首都，永乐后的陪都，清代两江总督驻地，政治上
的集聚功能远大于杭州。
经济地位则被后起的扬州所超越。
扬州作为漕运、盐运中枢，资本雄厚的盐商木客汇聚，商业繁荣，消费水平高于杭州。
进入近代，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天津、大连、汉口等城市相继辟为通商口岸，尤以上海
租界形成十里洋场，呈现一日千里的发展势头，天津、广州紧随其后迅速发展，把杭州远抛在后面。
更不用说北京作为元、明、清三代都城，为全国龙头，城市发展遥遥领先。
遥看国门之外，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各种新型城市——工业城市、商业城市、港口城市、旅游城市
以及国际政治性大都，大批诞生，相形之下杭州昔日的辉煌黯然失色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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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丛书旨在全面回顾中国城市发展的道路和历程，深入研究中国城市现代化
建设和管理的重大问题，从城市功能定位、经济发展、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以及历史遗产
保护等角度总结经验教训，展望发展远景，以系统总结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成就、经验与教训，努力
探索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
 　　《杭州》旨在宣传杭州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弘扬杭州优秀的人文精神，展现杭州城市建设发展
的进程，彰显杭州城市个性特征，提升杭州城市整体品位，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本书立
足于杭州实际，以杭州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功能及其与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互动关系为
主要研究对象，从城市的区位功能、人文精神、基础设施和布局、主体经济功能、综合管理体系等特
定内容着手，在简要总结杭州城市发展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影响当前城市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
提出思考，并对21世纪杭州城市发展远景作一前瞻，力求具有一定的“资政”和参考作用。
同时，作为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研究总课题下的子课题，能发挥互相交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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