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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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纪之交，新旧文明转换之际，我国城市发展面临两种选择。
或者走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发生根本改变，最多只进行适当的调整；或者对传统
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化发展之路。
第一种选择是危险的，“边发展、边治理”或“先发展、后治理”使人类“生存危机”无法从根本上
解决甚至拖延解决，只会使为之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到最后可供选择的余地也愈来愈小。
我国应该也必须选择第二种，尽管我国城市将在发展中面临更多挑战。
城市走生态化发展道路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走出“城市病”困境的必然选择，是提高人居环境质
量，维护全球生存与发展的迫切要求，变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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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到元代，北京与上海已分别发展成为中国的国家首都与地方县城。
明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发展环境的变化，两城市的经济功能都得到增强，其中又以上
海经济功能的增强表现得最为明显，从而使两城市在中国的地位、作用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力量仍然弱小，也难以冲破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束缚，因此，直至鸦
片战争以前，两城市在中国的地位与作用在总体上延续了历史的定位。
与此同时，为适应新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局部性变化。
而且这种变化又在一定程度上被以新的方式引入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在政治地位与作用上，北京在元朝时期成为封建中国大一统帝目的首都之后，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不
仅没有对其地位提出挑战.而且因为漕运的发达和各种形式的物资流动不断扩大而为其提供了更为丰富
的物质保障，从而使其封建政治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同。
而上海，在元代成为县城以后，一方面，随着明清以来尤其是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上海地区在维
持国家统治需要的经济基础方面的重要性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明清以后来自海外的骚扰与侵袭开
始时有出现，除明朝时期的倭寇外，人清以后西方殖民者也开始在中国东部海岸周围出没，因而使上
海的政治地位出现上升的趋势。
雍正八年（1730年），经江苏巡抚尹继善上奏，将分巡苏松道南苏州移驻上海，并加兵备衔。
在国家的行政等级上，“尽管道的衙门在某些方面比较像省级的专门机构，而不像区域层级中的单独
的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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