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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在2003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强调了进一步加快我国城市化
进程的地位，并把它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联系起来。
与此同时，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既出现了类似于发达国家出现过的城市问题，又生成了在转型经济条件
下的一些特殊的城市问题（比如如何解决城市下岗工人的就业、土地开发和土地置换、农村城市化、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住房建设、城市交通和环境等）。
与气势磅礴的城市化浪潮不相适应的是，中国的城市经济学发展相对落后。
　　这就需要加强学习。
怎么学？
这有一个方法问题，中国古代思想家子思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之法。
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应用经济学科，作为中国学者，研究应以中国的城市问题为导向，也要有世界视野
，力求言之有物。
如何“言”？
本书尝试以新古典经济学作分析工具，来趣味盎然地讨论城市经济问题。
　　这里呈现给读者的，只是城市经济学课程讲授中的部分内容，尚有城市就业、城市教育、城市贫
困、城市犯罪与治安、城市社区、城市衰落与创新等专题。
几年来，我为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设城市经济学（硕士学位专业课），选课的学生有01级
、02级、03级硕士研究生，这是一个优秀的“学习型组织”，除了我本人讲课以外，还安排了几乎所
有的学生都上讲台，或讲理论逻辑、经验观察，或进行探讨辩论，思想激荡，集思广益，教学相长，
其乐融融。
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都是本书的培育者。
本书的写作者是周伟林、严冀、郝前进、孙富敬、葛乾达、毛信真。
当然，需要特别指明的是，本书虽由我主要负责，但严冀和郝前进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们出色的工
作和锐气给本书带来了令人振奋的薪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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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19世纪开始，全世界的城市经历了一个快速的发展过程，而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内，发展中国家
的大城市发展速度，尤其是我国自1978年之后的二十多年中，城市发展之快更是惊人。
城市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是众人所公认的，在城市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同样也引起了学界
、企业界和政府人士的共同关注。
　　《城市经济学》作者试图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诠释城市经济的各个元素。
全书共分城市经济学导论、城市集聚经济、城市企业区位理论、城市体系的结构和演化、城市的经济
增长、城市土地利用及空间结构、城市住宅经济、城市交通、城市物流、城市的环境与污染、城市政
府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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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城市经济学：方法论和理论流派　　从1960年代开始，经济学家围绕城市经济问题开展了大量的
研究。
可以说，这个相对年轻的学科领域在两个方面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我们知道，经济学的方法论可以划分为两个类型：规范主义（Normative）和实证主义（Positive）。
前者回答这样的问题：经济体的结构应该怎样组织才能够达到高效率？
这一类的研究方法，一般是通过严格的经济学模型的推演来得出如“完全竞争型的市场是有效率的”
等理论命题。
相比之下，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则是要利用现有的资料，来论证现实的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且运行
过程和规范主义理论的描述是否一致。
　　城市经济学范围内的实证主义研究框架主要由以下5个步骤组成：　　（1）对现有相关研究资料
的收集；　　（2）进一步修正和分析收集到的数据；　　（3）建立能够解释城市问题的模型；　　
（4）结合数据来估计经济模型内的参数，并检验理论假说的准确性；　　（5）利用模型进行预测和
政策制订等等。
　　不过，在实际的经济研究中，研究者会根据问题的性质来确定工作的重点：例如，他们有时会结
合现实经济中的情况来对原有的模型进行修正（上面的步骤1、2和3），也可能使用那些已经被广泛接
受的模型来做出经济预测（上面的步骤4和5）。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量实证研究推动了理论模型的修正过程，但是在城市经济学中很多早期的模型
与最新的模型都在很长的时间内处于共存的状态，我们不能简单地判断哪些模型是更好的。
比如，本书的第五章第一节系统阐述了两类城市经济增长基本模型：经济基础模型和凯恩斯的城市乘
数增长模型，从需求的角度为城市的经济增长提供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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