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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于城市转型的研究，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上，而是用较大的篇幅，探讨“有机集中”发展
理论在具体的城市规划工作中加以实践的途径和方法，作者选取了深圳、大连、温州、汕头、泉州、
黄石、大理、盐城、嘉兴、关中等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地域环境的城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实证分析
，对于国内其他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本书既是一份研究总结、一篇对都市运动的评论，又是一种对城市发展、城市化、城市规划理论和
实战的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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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趋势演绎：规划引导的城市转型　　城市诞生于几千年前浩渺的人类历史长河之中，它
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文明时代的到来。
劳动分工、阶级分层和私有制的产生是城市形成的三大主因。
它们的出现使人类原始聚居状态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
从城市的空间形式来看，它明显区别于原始聚落的聚居方式。
一方面，城市的规模要远大于原始聚落，无论是从用地、人群数量或是建筑数量而言；另一方面，城
市存在着明显的功能分区。
前者是城市与原始聚落在量上的差别，而后者则是二者最本质的差别。
因劳动分工、阶级和私有制的出现导致社会性的分异，聚居在一起的人们不仅有原始聚落血缘上的差
别，而且有了身份和地位的差别（马武定，2005）。
　　城市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与精神活动的产物，而人的主观能动性又是城市发展与转型的巨大推力
。
城市在人的不断改造中发生着量和质的双重转变。
回顾城市发展的漫漫历程，根本性的城市转型大体有三次：　　第一次是由奴隶社会城市向封建城市
的转型。
封建土地经济的诞生导致了奴隶社会城市的瓦解。
转型之前，城市仅是奴隶主们的城堡所在地以及区域的权力中心，转型之后，大量的小手工业者和商
贩涌人城市，形成了大量此类人群的聚集地，城市的概念得以真正形成。
　　第二次是由封建城市向工业城市的转型。
它起始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给西方世界带来了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城市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
城市工业化使得生产力飞速发展，大量的乡村人口涌人城市，城市真正成为区域的劳动力和生产要素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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