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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本质上讲，城市化是一种社会变革。
它不仅表现为城市和城镇数量的增加与规模的扩大，更是基于生产力发展而引发的社会物质文明和精
神　文明的跃升，其中既包括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向城市的集中、转型、强化、分　化，以及城市景观
的地域推进与空间扩散，也包括以城市体系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变革，还包括城市的
文化、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标准的发展并逐渐成为社会文化思想的主体。
因此，推动城市化的健康发展，必须重视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的彼此协调和互相促进。
特别是在当前城市化建设正进入一个新阶段的形势下，如何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结合　本地区的
实际情况，实现文化的全面转型与持续繁荣，形成社会的良性发展，走上具有区域特色的可持续发展
道路，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问题。
为此，我们于2003年7月召开了“江南城市化进程与文化转型学术研讨会”，主要目的是为了引起更多
的　学者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推动相关问题讨论的展开和进一步深入；同时也是借此机会汇集有关专
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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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古代江南城市化的几个问题江南城镇发展历程的返观浅议宋代江南城市的发展与堪舆思想的衍变
南宋浙西地区市镇人口探析略论明清江南城市化浅析明清江南商路的经济与人文内涵明清城镇不存在
资本主义萌芽——与西欧中世纪城市的比较研究前近代时期传统市镇的发展状况——以长江中下游地
区为中心明清以来吴江同里镇社会经济与文化风尚探微——江南乡村城市化个案研究明清江南城镇研
究的回顾与展望近代上海与江浙城镇——以航运网络为中心近代苏州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以
晚清长元吴丰备义仓为中心试论南京在近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作用与影响近代宁波港腹地的演变
——兼及浙江港口腹地格局的形成民国时期杭州丝绸业同业公会的近代化近代江南城镇工商业会馆、
公所碑刻述论20世纪30年代南浔镇的社会状况——以1932年南浔调查为讨论中心从“通俗类书”生产
看明后期江南出版业的商业化古代西湖小说的题材特色及美学价值神化的江南才女——明末清初男性
士人心中的理想女性略论清代骈文家的时空分布——兼及“环太湖人文生态圈”的文化品格刘咸忻与
浙东史学浙江小城镇分化状况评价体系研究论城镇精神及其塑造——以浙江湖州织里镇为例“城乡一
体化”与“三农”新问题论中国“城”的起源论清代广州书院城市化抗战时期浙江经济损失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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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个重要因素而已。
生产成本、实际购买力、人口密度、耕地面积等因素，都是制约区域市场成长的变量，应从总体上予
以审视。
　　即便是山区，其市场发育水平不一定低于同一区域内的平原地区。
在交通运输便利、长距离贩运贸易旺盛的情况下，山区市镇可以获得相当大的发展，其势头甚至高出
平原地区的市镇。
如上引陈忠平的研究成果，在这种以市镇为圆心的初级市场贸易范围内，江南农家距市场的最大贸易
半径在平原地区一般仅有2～7公里左右，即使在山区也只有5～9公里左右。
据笔者估算，在两湖平原区，市镇贸易半径约为8公里，丘陵山区约为15公里。
这说明了虽然长江中游地区的商品经济在清季成长较快，但较之江南地区仍有差距。
从表2的统计结果看，江浙地区市镇贸易半径平均为5～6公里，两湖地区为8～12公里，均大于施坚雅
的估算结果，表明民国时期的市场网络更上一层楼。
　　市镇间距亦可作为判断明清全国各地市镇发展状况的指标。
施坚雅估计1948年中国大多数基层市场区域内的集镇间隔不到8公里。
据笔者的估算，明清时期尚达不到这一水平。
发达地区如江浙市镇间距约为11～14公里；两湖地区更大，约为16～25公里。
　　再从专业化的角度看，前近代时期传统市镇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专业市镇的成长上。
所谓专业市镇，是指以生产或销售某一类商品或某几类商品为主的市镇。
明清时期，专业市镇可分为手工业生产专业市镇和商品流通专业市镇。
实际上，手工业生产专业市镇兼营商品销售，形同商品流通专业市镇。
言及专业市镇，不可遗漏墟集专业市场。
并非所有的墟集都有专业市场，但确有若干墟集在历史变迁过程中形成了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专业市场
。
专业市镇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表明某地区的市镇经济迈进了规模经济的门
槛，其市场化程度较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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