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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城市发展模式的历史解读

韩 宇

　　提及中国的美国城市史研究 ,王旭教授是

学界公认的领军人物。他的研究不仅得到了史

学界同行的广泛赞誉 ,而且成为地理学、经济学

等学科从事城市研究工作的学者了解美国城市

历史和现状的重要参考。自 2000 年出版我国

第一部美国城市通史著作 ①后 ,王旭教授继续深

入探究美国城市的发展道路 ,并在此基础上完

成了新著《美国城市发展模式 :从城市化到大都

市区化》②。这部长达 64 万字的厚重著作是王

旭教授潜心研究二十余载之结晶 ,从城市化进

程、城市经济变迁、城市管理等方面对美国城市

发展模式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的解读。

一

　　从殖民地时期到 20 世纪 20 年代 ,美国城市

的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即农村人口不断地向

城市地区集中 ,城市数目增多 ,城市人口在总人口

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到 1920 年 ,随着城市人口超

过 50 % ,美国实现了城市化 ,这是传统意义上的

城市化阶段。在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的美国城市

发展进程中 ,郊区的发展势头十分强劲。相形之

下 ,中心城市每况愈下 ,人口和就业机会大量流入

郊区。因此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郊区化被视

为上世纪美国城市发展的主流。

王旭教授没有人云亦云 ,而是以更广阔的视角

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解读。“20 世纪郊区的长足发

展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 ,它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

段 ,城市功能外延 ,城市化范围扩大的表现 ,它的发

展是与其母体即中心城市紧密相连的。中心城市

与郊区由此形成互动关系 ,共同促成城市化地域范

围不断扩展。换句话说 ,这已经形成了不同于以往

的仅限于城区扩大的城市发展的规律性现象 ,出现

了新的地域实体。”这种新的地域实体就是由中心

城市和郊区所构成的大都市区。事实上 ,从 20 世

纪 20 年代开始 ,美国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在大都市

区范围内。随后 ,在系统分析美国人口统计署这个

权威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 ,以及具体阐述大都市区

的经济地位及其影响的基础上 ,王旭教授指出 :“20

世纪美国城市化的主导趋势是大都市区、尤其是大

型大都市区的发展。这种以大城市为轴心横向扩

展 ,从而使其市区和郊区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水

平不断提高的过程 ,又可称为大都市区化。”以大都

市区化来概括 20 世纪 20 年代后美国城市的发展

趋势是王旭教授多年潜心钻研的结果 ,绝非轻率之

举。十多年前他已经着手进行大都市区化的研究

工作。从 2000 年开始 ,王旭教授就此问题发表了

一系列的文章 ,为这一论断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基于对美国城市发展进程的深刻解读 ,王旭教

授以 1920 年为界将美国城市的发展历程一分为

二 ,此前为城市化时期 ,此后为大都市区化阶段 ,这

是美国学者的同类著作中未见的分期方法。

王旭教授在《美国城市史》一书中对大都市区

化进行了初步的阐释 ,但是对许多重要问题没有展

开论述。《美国城市发展模式》则对大都市区化的

相关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其中最为精彩

的部分是对“逆城市化”论调的有力批驳。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大都市区发展曾一度趋缓 ,以经济地

理学家布赖恩·贝里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就此

提出了美国城市出现了“逆城市化”或“反城市化”

现象。此观点在我国学术界影响很大 ,许多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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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口集中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由此发生逆转 ,并

以此作为主张在我国发展中小城市、限制大城市的

重要依据。王旭教授对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大都

市区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指出 :“如果把视

角扩大至整个美国 ,就会发现人口并没有分散 ,而

是完成了一种新的集中 ,集中到西部和南部新兴地

区的大都市区、尤其是大型大都市区。”而且 ,在

1980 年 ,全美 75 %人口居住于大都市区 ,其余人口

亦多分布于大都市区周围 25 英里之内的地区。绝

大多数距离大都市区较远的小城市人口鲜有增长 ,

甚至出现负增长。就此而言 ,70 年代城市化趋势

仍然为人口向大都市区集中。80 年代以及之后的

大都市区发展加速 ,彻底扭转了 70 年代的颓势 ,说

明 70 年代只是一个过渡性阶段而已。王旭教授进

而指出 :“逆城市化是由人口集中在城市和大城市

的集中型城市化转变为人口向大都市区内的郊区

和中小城市迁移的分散型城市化⋯⋯不是对城市

化的否定 ,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过渡性现象 ,是

城市文明的普及和城市生活方式的扩散。”

作为大都市区的两个基本构成要素 ,中心城市

和郊区的关系无疑是值得关注的重大问题。由于此

问题十分复杂而且仍处于变动之中 ,在美国学者的

城市通史专著中对此多浅尝辄止或者搁置不提。王

旭教授知难而进 ,对中心城市和郊区的关系进行了

深入系统的论述。他对中心城市和郊区的动态关系

的定位是 :“在大都市区发展初期 ,中心城市居主导

地位 ,郊区则是城市功能外延的产物 ,是依赖于城市

而存在的。但随着大都市区的发展 ,情况有了变化 ,

郊区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对城市的依赖性减低 ,开始

具备甚至部分取代城市的功能。”王旭教授首先以发

展失衡为切入点 ,系统探讨了郊区长足发展和中心

城市相对滞后的表现、原因以及所产生的经济、政治

和文化方面的影响 ,进而对在大都市区城郊发展失

衡的过程中 ,中心城市与郊区的经济功能和依存关

系发生的变动进行了阐述 ,指出中心城市发生了重

新定位 ,完成了从制造业中心向生产服务业和信息

中心的转变 ,这种转变“有助于强化中心城市在大都

市区经济中的中心性作用。在大都市区内 ,虽然郊

区形成一些次中心 ,在很多方面可与中心城市互争

消长 ,但在信息和服务这些后工业化社会的关键部

门 ,仍对中心城市有很强的依赖性。”接下来王旭教

授将笔锋转向零售业重心向郊区转移的现象。依笔

者陋见 ,此部分内容如包括制造业向郊区转移的情

况 ,并对郊区如何依赖于中心城市加以具体论述 ,对

全面认识中心城市和郊区的关系会更有帮助。

从整体上看 ,王旭教授对大都市区化的阐

释深刻独到、功力深厚 ,是《美国城市发展模式》

最精华的章节 ,也是我国学术界对此问题最为

深入全面的论述。

二

　　经济结构变动对美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是

《美国城市发展模式》的一条主线。美国经济结构变

迁遵循着这样的基本轨迹 :从 19 世纪初开始 ,美国

的工业化进程逐步展开 ,并向横广发展 ,在 19 世纪

下半叶和 20世纪初达到鼎盛时期。二战后 ,美国经

济开始了后工业化的转型 ,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部

门迅速兴起 ,在产业结构中的主导地位日渐增强 ,相

形之下 ,传统制造业部门举步维艰。作为美国城市

发展的主导力量 ,经济结构变迁的重大影响是任何

一部美国城市通史著作都要详加讨论的重要内容。

该书的上篇清晰展现了工业化对美国城市

发展的影响。在 19 世纪上半叶 ,随着工业化的初

步展开 ,作为美国工业革命摇篮的东北部城市开

始兴起 ,并确立了在全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到

了 19 世纪下半期 ,在工业化迅猛发展和西部大规

模开发的背景之下 ,美国城市化步入鼎盛时期 ,其

中 ,中西部和西部的城市发展尤为引人注目。王

旭教授指出 ,中西部城市的崛起是美国工业化纵

深发展最直接的反映。工业化和城市化同步发

展 ,互为因果 ,中西部城市具有典型的工业城市特

征。而且 ,该地区分散独立的中小城镇迅速发展

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城市体系 ,与东北部城市共

同构成了美国的制造业带。

接下来王旭教授对西部城市化进程作了精彩深

刻的分析。美国学术界普遍认为 ,西部的城市发展遵

循农业开发先行、而后工业化及城市化的循序渐进式

道路 ,与东部相比没有重大差别。王旭教授对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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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质疑 ,认为地处边远地区的美国西部并不是在简

单重复东部城市化的老路。由于西部山地居多、交通

不便、人烟稀少 ,难以同时进行全面开发。其自然经济

又属矿产资源型 ,不宜发展大规模的多样化经济 ,而开

发之初所必需的主要是经济联系功能较强的中心性

“支点”,作为沟通东部与西部腹地的“桥头堡”,而不是

以分散和渐进性发展为特征的农业经济 ,这就决定了

它不可能走东部的城市化道路。王旭教授指出 ,以工

业化时期较高的生产水平为依托 ,西部开辟了一条有

自身特色的边远地区城市化道路:其一 ,绝大部分城镇

是西部开发的先导和主体 ;其二 ,西部的主要城市均呈

跳跃性发展。而美国东部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

的地理条件 ,其城市发展是在农业开发已经完成的基

础上进行的。就发展模式而言 ,东部各城镇发展较为

均匀 ,呈逐级递进的过渡形式。因此 ,美国西部城市化

并非在简单重复东部城市化的道路 ,是边远地区城市

化的典型。

二战后 ,特别是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 ,美国

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动。其中 ,传统制造业的衰颓

与高技术产业的兴起对美国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

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之下 ,西部和南部这

两个美国历史上的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异军突起 ,而

一直居于领先地位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城市举步维

艰 ,此状况分别被称为“阳光带”和“冰雪带”现象。

王旭教授在该书的第八章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深

刻的解读。他指出 ,联邦政府的扶持、高技术产业

的兴起、美国对外贸易比重及格局变化和美国人口

的老龄化等因素共同促成了西部和南部的崛起。

“冰雪带”城市缘何走向衰落呢 ? 王旭教授借用区

域经济发展周期理论 ,通过对典型的老工业区美国

中西部历史发展的长时限的追溯加以分析 , 认为

“冰雪带”城市的消沉是工业城市发展周期和经济

结构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 ,东北部

和中西部的老工业城市在经历了转型的阵痛后逐

渐走出低谷 ,反映了美国区域经济变动的新趋势 ,

王旭教授在第十一章中对此进行了追踪和分析。

高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对美国城市的经济结

构和空间结构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旭教授以

“新科技革命与加州城市发展的新模式”为题对此

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选择加州作为此问题的

切入点实为颇具匠心之举。众所周知 ,加州是举世

闻名的高技术中心硅谷所在地 ,也是美国高技术产

业最发达的地区。而且 ,这里的洛杉矶大都市区和

奥兰治县形成了多中心的发展模式。笔者认为 ,此

部分内容若对高技术如何促成城市的多中心结构

加以具体阐释 ,则会更有说服力。

应该指出的是 ,在战后美国经济结构变迁中 ,服

务业、尤其是生产服务业长足发展 ,对城市经济和空

间结构的影响与高技术产业不相上下。《美国城市

发展模式》对此问题也有多处论及 ,但是没有进行专

门的讨论 ,与服务业的重要地位似乎不相匹配。

全面追踪美国城市发展的最新动态是《美国城市

发展模式》一书的鲜明特色。在此方面 ,该书完全可以

和美国学者的同类著作一争高下。王旭教授是一名密

切关注美国城市发展现状的历史学者 ,借助于互联网

的便利和与美国学术界的频繁交流 ,对美国城市的最

新状况和发展趋势了如指掌。该书的最后一章“新世

纪的美国城市和大都市区”,对美国城市和大都市区发

展的最新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了追踪性考察。其中 ,

机场城市、棕色地带改造、黑人郊区化以及老工业城市

的转型与复兴等问题都是美国学术界近年来研究的新

热点 ,这些我国学者鲜有论及的问题对了解美国城市

发展的最新动态无疑大有助益。

正如王旭教授指出的那样 ,美国历史发展进

程由于很少受外来偶然或不确定因素的干扰 ,市

场经济影响直接而强烈 ,发展脉络清晰 ,带有一定

的“原型”特征 ,据此可更准确地认识城市化的一

般规律。因此 ,与一般的国别城市史相比 ,美国城

市史有其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中国正在步入加

速城市化时期 ,合理有序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是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王旭教授所著

《美国城市发展模式》的问世 ,有助于我们正确认

识美国城市发展模式 ,及时为我国城市化研究和

建设提供更准确的参考。

[本文作者韩宇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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