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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中叶，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进程，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人口工作、居住、生
活在城市当中。
当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全球已经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口工作、居住、生活在城市当中，而包括中国
、印度等在内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也已经进入高速发展期。
因此，21世纪被称为城市的世纪，城市在国家和地区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
甚至当今世界，国家与国家的竞争，地区与地区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
以城市带动区域的发展、以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正在成为国家和地区领导人的战略选择。
　　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也推动了城市研究的兴起，城市历史的研究日渐受到关注。
20年来，中国城市史研究在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定成绩。
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兴起既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对学术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创新。
同时，中国城市史研究本身也需要不断地开拓与创新，才能保持活力和持续发展。
因而如何从一个新的角度、新的视野来看待中国城市史研究，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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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课题的研究意义还在于推进《清史·城市志》的编写。
2002年底，清史编纂工程全面启动，文化部、教育部、中国社科院等十几个部委和单位成立了清史纂
修领导小组。
清史编纂工程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其根本原因在于清代历史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如清史
纂修编委会主任戴逸所说：“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
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
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
”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是清代中国社会的缩影，也是清代社会变迁的主
要地域范围，对城市的研究，可以更为准确、全面、真实地反映清代的政治兴替、经济发展、文明演
进，而且也为当今时代发展提供借鉴，因此由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承担的《清史·城市志》成为《清
史》编写的一个组成部分。
资源型城市作为城市的一种类型，自然应该成为研究的对象之一，而且这种研究将会推动《清史·城
市志》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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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清代资源型城市研究的理论建构及相关问题　　一　对资源型城市概念的认识　　在界
定资源型城市时，既要强调资源的特点，也要体现城市的属性，它应该是资源与城市的有机统一，“
资源”和“城市”成为构成界定资源型城市的两个核心概念。
　　（一）对资源概念的分析　　资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学术界一般习惯地按其属性分为自然资源
和社会资源。
在资源型城市研究中，资源指向一般是自然资源，即自然生成、经过人类开发而利用的物质。
已有的研究和考古发掘告诉我们，直到20世纪末，资源型城市的资源选择仍然是以矿产资源为主，其
他种类资源开发形成资源型城市的较少。
　　最初的矿产资源开发以陶、铜、铁等为主，经历了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初期，被称为铜铁器为主
的时代。
铜铁器时代的生产技术主要以手工业技术为基础，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主要在地质的浅表层和处于对
资源的初加工阶段。
这一时期开发和利用的各类资源中，矿产资源对人类漫长的演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资源型城
市的研究中，整个农业时代的资源选择基本上是以矿产资源为主，其代表是铜、铁，以及建立在铜、
铁开发基础上的锡、银、铅、金、煤、盐、瓷土等传统矿产资源，这些资源也是工业化初始阶段所倚
重的主要资源。
　　进入工业时代以后，生产工具逐渐过渡到以机器为主，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断朝着地层深处方
向推进，并相继进入资源的深加工阶段。
这一时期，传统矿产资源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其中杰出代表是铁与煤。
铁是一种典型的传统金属矿产，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铁矿石的消费状况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
力的发达程度、经济结构的先进程度，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
。
煤作为工业时代的动力燃料，比农业时代更广泛使用于各个部门，正如李伯重所说，“即使在英国，
如果没有煤铁工业的重大发展，亚当．斯密时代的工业发展也不会导致近代工业化”，可见煤对工业
化的影响。
同时，现代类型的主导矿产得以认识、开发和利用，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代表，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铝、
矾、锰、镍等现代矿产资源。
另外，非矿产资源，比如森林、渔业等，在资源型城市形成中不断凸现，相继进入资源型城市中资源
的选择。
　　到了当代社会，除了传统矿产资源和现代矿产资源以及非矿产资源外，信息资源、旅游资源等成
为新兴资源，被称之为第四资源，而进入资源型城市中资源选择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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