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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乡空间重构与城乡融合发展

林聚任

摘要:中国已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新发展阶段,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乡村振兴战略”
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融合发展等方面解决体制机制上的问

题,这对克服当前城乡发展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可运用空间社会学的新视角,结合“城市问题”和新城乡

空间现象,在总结城乡空间研究新取向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城市空间扩张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困境.相

关问题体现在城市空间扩展方面,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乡空间结构方面,城乡二元空间问题突

出,空间结构关系失调;城乡空间关系方面,城乡居民分化明显,存在空间隔离现象.应通过城乡空间结构

关系调整与重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体包括:变革城乡空间结构,使其由分割走向融合;激活城乡空间

要素,使其从单向流动到双向自由流动;消除城乡空间界限,促进城乡居民平等化;加强城乡空间治理,确

立空间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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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城市问题”到城乡空间问题

伴随着全球城市(镇)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之中.据联合国秘书处经济和社会

事务部发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２０１８年修订报告»,全球范围内有５５％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而

１９５０年时这一数字只有３０％,预测到２０５０年将增至６８％.① “人类正在走向一个以城市化为主导的

世界.这不仅在于有数据表明,到２１世纪初大部分地球上的居民将生活在城市地区,而且在于农村

地区也将成为以城市为中心而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与通讯关系体系的组成部分.”② 根据第七次全

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大陆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６３．８９％,与２０１０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

比,城镇人口增加了２３６４１５８５６人,乡村人口减少了１６４３６１９８４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１４．２１个百分

点.③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近几十年的城镇化率提升较快,城市区域快速扩张,新城区

大批崛起,因此中国正在发生从“乡土社会”到“城乡社会”或“城市社会”的转型.
当代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与蔓延在带动城乡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令人关注的问题.

因此,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问题”(theurbanquestion)已成为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受关注的

重要问题之一.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空间转向”,关于城市发展及城乡关系的空间问题

受到了更多学者的重视.因为不但“城市问题”本身有了重大变化,而且相关的研究及认识也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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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转变.
(一)“城市问题”与城市空间

著名学者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较早系统提出和讨论了“城市问

题”,他主要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关注资本主义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把城市

看作社会的空间单元,属于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提出需关注城市危机和各种矛盾问题.“城市问题指

的是城市危机、不断加快的城市化、环境意识形态问题、国家日益强化的干预、城市规划的矛盾结果、
大众抗争、邻里组织和城市政治问题.”①卡斯特着重强调“城市问题”,一方面是为了批判传统生态观

的城市社会学研究,另一方面是倡导马克思主义空间观点的“新城市社会学”,重点是确立了城市研究

的空间观.他把城市化看作是一种空间组织过程,提出所研究的是城市(相对于乡村)“空间形式的社

会生产”.② 显然,卡斯特这里所说的“城市问题”不是从一般的社会问题意义上来界定的,而是指从

学理上如何去界定和认识此问题.
的确,到２０世纪６０ ７０年代,城市已成为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各种社会和政治矛盾集

中体现的主要场域,这引起了除城市社会学家之外更多学者的高度关注.如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出,随着都市(城市)社会的到来,需关注“都市总问题式”(problemaＧ
tiqueurbaine)③,指的是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密切相关的社会整体变迁的总体性问题.卡斯特正是在

列斐伏尔这一观点上提出“城市问题”的,当然他也做了批判性发展.
其中,关于“城市问题”一个重要的发展是空间分析观的提出与弘扬,将城市发展当作一种社会空

间现象加以分析是他们最突出的贡献之一.２０世纪６０ ７０年代,列斐伏尔从空间角度发表了一系列

关于都市化、城市规划和乡村发展等问题的成果,特别是关于城市空间生产的论述产生了广泛影响.
尽管２０世纪早期“芝加哥学派”关于城市现象的研究具有空间分析的色彩,但是在真正运用社会空间

概念进行城市研究方面,列斐伏尔无疑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所发表的«进入都市的权利»«从乡村到

都市»«都市革命»等著作,都体现了鲜明的社会空间观.比如,他明确提出,«都市革命»“这部著作一

定不是泛泛地探究都市现象,而是致力于空间的分析和政治学,致力于都市的拓扑学”④.
在体现列斐伏尔社会空间理论的集大成之作«空间的生产»中,他不但系统阐述了其马克思主义

空间观,而且对“空间生产”概念和过程做了独到论述,并成功地将其运用于分析城市的空间生产等现

象.列斐伏尔指出,每个历史时代的社会都有自己的空间形式,城市是被生产出来的不同的时空,是
空间生产实践的结果.⑤ 他提出,空间的历史与城市空间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其发展有不同的阶段

特征,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空间.列斐伏尔在讨论空间历史发展时,列出了不同类型的空间,如西方古

代的城市秩序体现了从自然空间到绝对空间的变化,而在资本主义的都市社会阶段,反映的是从历史

空间到抽象空间的转变.列斐伏尔强调,在这些空间关系变化中,空间权力具有关键性作用.这就构

成了社会空间意义的总体与部分或者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例如都市居于中心,而农村、乡村或其

他地方为边缘,中心主宰边缘,形成了不平等关系.
在关于城市空间问题上,卡斯特一方面受到了列斐伏尔社会空间论的极大影响,另一方面他又对

列斐伏尔较为激进的观点做出了批判,从而发展了城市空间理论.卡斯特明确提出:“空间不是一个

理论对象,而是一个真实的对象,因为它是一种物质要素而非概念单元.”⑥即在社会空间概念的阐释

和运用上,卡斯特虽然也坚持从社会关系角度去认识城市空间现象,但是他更加强调从物质层面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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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析,关注空间的社会实践基础.如他说:“空间是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持.”①认为正是

这种社会实践的同时性物质联接(articulation),才使空间相对于社会而具有意义.
卡斯特在对城市空间分析时,把城市看作是一种集体消费的空间单元,对城市系统的经济、政治

和意识形态等层面问题做了阐述.他认为空间的形式和过程跟这个社会发展阶段相关并由社会结构

所驱动的,指出:“城市系统并不外在于社会结构;它具体呈现社会结构,并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

分.”②卡斯特在后来关于信息化城市和网络社会的研究中,更加强调物质性技术因素对城市空间变

化的影响,特别是提出了以“流动空间”(spaceofflows)概念为核心的新空间理论,极大地发展了关于

新空间问题的研究.“很像其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发表«城市问题»带来了城市社会学革命一样,卡斯特

‘流动空间’概念的创用为社会科学开启了新的研究日程,而他本人无疑也成为了全世界被引用最多

的思想家之一.”③

卡斯特通过对快速发展的信息化社会和信息技术的研究得出,流动空间是当今信息化社会的支

配性形式或空间逻辑,“因为它是我们社会里支配性利益 功能的空间逻辑”④.所谓“流动空间乃是

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⑤.他关注到了信息化、网络化和全球化所带来

的社会结构大转型,指出相应地时间和空间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信息时代随着支配性的全球化、
网络化发展,地方性意义弱化,人们的活动超越了地方时空的限制.距离上的“消除”可能是流动空间

与地方空间的显著不同之处.即与以往人们生活和工作在特定的地方空间不同,现在人们的活动转

移到了网络空间中,并通过网络形成了虚拟化的空间,形成了全球范围更大的共同体.
因此,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城市空间也相应地发生了重要变化.概括而言,卡斯特所指出的

城市空间发展的新趋势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城市空间的信息化.他在全面论证信息社会如何随

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形成了明显有别于工业社会的一种新社会结构形态后,指出都市形式也发生了

转变,出现了“信息化城市”.他说:“新的技术经济使得信息空间成为不可逆转的经济和实用组织的空间

逻辑.”⑥从而深刻地重塑了城市空间及其结构形态.第二,城市空间的网络化.卡斯特指出,信息化社

会的关键特征之一是其基本结构的“网络化”(networking),网络间信息和意象的流动形成了社会结构变

迁的基础,相应地新信息技术以工具性的全球网络方式改变了城市空间的意义和城市区域定位,甚至改

变了城乡互动的模式.城市空间网络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大量“巨型城市”(megacity)及全球城市

的出现.第三,城市空间的流动化.卡斯特说:“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
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的一个要素而

已:流动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⑦这也突出反映在城市空间中,即“流
动空间”作为信息化时代城市活动的一种主要形式,体现在城市生产和生活的各个层面.

总之,把城市或乡村当作一种空间研究的对象已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一种新趋势,正如多琳马

西(DoreenMassey)所指出的:“城市,不论是独立的城市还是城市之间的关系,都是空间现象.”⑧只是

因学科背景或研究视角不同,学者们关于城乡空间的研究存在一定学术分野.
(二)“新城市空间”及城乡空间研究的新取向

尽管近年来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等学科都转向对城市空间的研究,且“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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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在广泛讨论全球范围内城市和区域重构的背景下,城市问题已经在尺度视角下重新定义”①.但

是在关于城市空间的界定、研究对象和相关概念的使用上还存在明显的分歧.传统上地理学宣称是

关于空间研究的科学,或者按照大卫哈维(DavidHarvey)总结的更全面的观点来说,空间研究是地

理学的四个研究传统之一,其他三个是:区域研究传统、人 地传统、地球科学传统②.空间研究传统

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强调区位(location)、距离、方向和空间模式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哈维对地

理学研究的其他相近概念也做了辨析,包括地方(place)、区域(region)、领域或地域(territory),它们

跟空间概念是不同的.地方主要指某些特定的场所(locale)或区位.通常可把地方定义为“有意义的

区位”(ameaningfullocation),包含三个基本含义:区位、场所和地方感③.有时人们把地方和空间概

念混同使用,二者之间虽有密切关联,但是它们的含义存在差别.
此外,地理学非常重视区域研究,甚至把“区域问题”看作是区域空间发布而加以研究.如英国人

文地理学家多琳马西曾专门论述过经济发展中的“区域问题”,认为所谓的“区域问题”主要是指经

济活动方面区域(空间)的不平等,而这通常被看作是跟区域和政策相关的地理分布问题.但马西进

一步突出了劳动的空间分工,认为这是影响区域空间不平等的重要因素.她说:“新的劳动空间分工

不仅是新的就业方式它们代表的是不同地点活动之间全新的一组关系、是新的社会组织空间形

式、是新的不平等维度和新的支配与依附关系.每一种新的劳动空间分工,可体现一种真实而全面的

空间结构化.它表明了一种新型的区域问题;从更基本的方面说,它表示的不是空间中关系的一种新

重组,而是一种新空间的创造.”④她特别强调从社会关系角度去分析空间现象.因此,区域问题和空

间问题虽然密切相关,但它们在分析重点上是不同的.区域分析角度更多关注地域分布、区域差异等

不平衡因素,涉及不同的区域范围,比如从世界区域到各国行政地区.空间分析虽然也涉及地域分

布,但是它从更抽象层面使用空间概念,且具有社会层面的含义.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发展,学者们关于城乡空间问题的认识又有了一些新取向.特别是

尼尔布伦纳(NeilBrenner)所提出的“新城市空间”(NewUrbanSpace)概念和空间尺度研究引起了

广泛关注.他试图在列斐伏尔、哈维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批判性城市理

论.而且布伦纳提出,当下的城市空间研究已经超越了卡斯特所界定的“城市问题”,而是转向关注

“尺度问题”(scalequestion).“城市问题的分析核心不再是城市发展过程的功能统一性,而是资本主

义社会关系中各种实体化了的城市尺度的作用.”⑤这种超越体现在,一方面所关注的空间分析对象

已超出了城市,而是延伸到了各种空间尺度对象,从全球空间到国家空间,再到其他各类尺度空间(城
市、郊区、乡村).另一方面,从方法论上说,城市空间研究者需要有更宽广的研究视角和维度去开展

各种空间尺度问题的研究.
以“尺度问题”为核心的这种“新城市空间”理论,将尺度作为体现社会空间性的主要维度,关注不

同尺度的重要社会空间过程,比如城市化、区域化、地方化、全球化等等.“到２１世纪早期,尺度问题

已成为城市理论与研究中主流趋势的一个主导性概念和方法论参照点,遍及各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之

中.”⑥此理论的核心点是强调:(１)社会空间关系的多元性、多形态性;(２)尺度间构型内每个层级存

在内在的关系性;(３)尺度化和再尺度化中最基本的动态性和过程性特征.⑦

按照这种理论来说,城市不再被看作是有一定界限的区域单元,而是看作嵌入在一个更大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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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变化的整体中的社会空间关系.不再把城市看作静态的地方或聚落,而是看作一种鲜活的社会空

间实践领域,这是存在于一个更广泛的由特定社会空间相互依赖的尺度间框架中的一种关系形式.
“它不是通过划分领域构成的,而是通过对存在于更广泛的多尺度关系框架中的社会空间位置的明晰

化(crystallization)来确定的.”①因此,这种新城市空间观跟以往对城市的理论解释存在极大差别.布

伦纳提出应关注的跟城市化相关的主要问题包括:多尺度的城市网如何不断转变,包括其社会空间关

系的不平衡扩展、领域构型与重构等.
这一新发展可称为城市理论研究的“尺度转向”(scalarturn),即尺度分析已被广泛运用于解释城

市化、全球化、城乡发展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各种空间现象与问题之中.它不但被布伦纳运用于“新
国家空间”重构②,同样也可以运用于分析城乡空间关系及其重构与融合.甚至有学者提出:“在不同

的空间尺度上把研究单位相结合,特别是把地方单位与全球单位相结合,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关注

的核心问题之一.”③

二、城市空间扩张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困境

(一)城市蔓延与城市空间扩张

城市蔓延与城市空间扩张已成为当前世界范围的发展趋势,极大地改变了城乡社会发展的空间

格局.“个别城市的演化影响到全球城市体系———也就是我所说的‘地球城’,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地
方’与‘全球’事务的关系.”④即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首先表现在城市发展的全球化,或者说城市的全

球蔓延.这不但是指全球范围城市人口已超过了农村人口,而是指城市现象已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方

面,世界性大都会或“全球城市”已普遍存在.卡斯特等指出:世界级“巨型城市与全球经济相衔接,跟
信息网络相关联,汇聚世界权力”⑤.认为这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发展的结果,并深刻地改变了城

市空间结构.
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在国家内部主要表现为城区面积的扩大和空间优势的凸显.近年来各国大

中城市数量增加,新兴城市不断崛起,新城区蔓延之势日益兴盛.这种空间扩张不但显著改变了城乡

布局和景观,出现了各种新的城市形态,而且也带来了明显的空间分化.从城市形态来说,现在城市

的分类已不仅是大小规模的区分,而是在形态、功能及特征等方面都形成了差异.比如迈克尔迪尔

(MichaelJ．Dear)列出了这样一些后现代城市形态:世界城市、二元城市(dualcity)、混合城市(hybrid
city)、赛博城市(cybercity).“全球化、极端元、碎片化和文化混杂、赛博城市这些方面的每个主题,都
在后现代城市主义中占有一席之地.”⑥

其中,城市研究者特别关注到了快速发展的“城市 区域”(cityＧregions)现象.“当前,社会与经济

活动正在不同的空间尺度发生重构,一些强大的城市 区域在全球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
第三次浪潮促使本地与全球之间以特定的形式相互结合,其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在当代世界中形成了

许多大型的全球城市 区域.每一个城市 区域都由拓展的城市化地区(通常包含一个以上的大都市)
和大范围的腹地(可能包含多个城市聚居区)组成,而且所有区域都会嵌入到更为广阔的全球经济之

中.”⑦这也被看作是一种高级城市化形态,反映了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城市 区域”在空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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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和结构上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的相对独立的城市.如罗伯特希尔兹(RobShields)提出这可以看

作是城与乡空间的一种新“样式”,“‘城市区域’不是无聊之语,但也不是灵丹妙药.相反,它们对原来

的边界问题提出了疑问,旨在重绘城市这种‘竞技场’的界线,放在全球范围而非国内范围来看,这些

城市相对于其他城市可发现自己的定位.它们也在城市与乡村之间重新划定界线,因而这对分析围

绕大都市核心的农村地区和小城市中心具有重要意义.”①“城市 区域”现象既反映了城市化发展的

新趋势,也反映出需要重新认识城乡之间的关系.国内近年来所关注的“城市带”或“都市圈”发展,在
某种意义上也跟“城市 区域”现象有相似之处.

城市空间扩张也带来了明显的空间分化,这种分化既表现在城市内部各构成部分之间,也表现在

城市之间及城乡之间的关系方面.比如,从城市内部的分化来说,卡斯特等学者通过对纽约等大城市

的研究特别关注到了“二元城市”问题.“纽约城的二元化不仅反映在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简单区分,也
不仅限于一面是奢华的富豪,另一面是在人行道上横七竖八躺的无家可归者间的鲜明对照.从根本

上说,它反映在基于新信息经济的相对立又是同样动态的两极之间相互作用基础上形成的城市社会

结构方面,其发展使社会极化,社会群体分割,导致文化孤立,并使具有不同功能、阶层、种族的群体共

享的城市空间出现隔离.”②

同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城乡空间的分化.关注这方面分化,学者们关注到了一些不同

问题.其中,突出的一个是“城乡分割”(urbanＧruraldivide)问题③,另一个是“中心 边缘”分化问题④.
对中国的城乡发展而言,城乡二元分割体现得较为显著,问题更加突出.⑤

(二)中国的城乡空间分隔与不平等困境

中国近几十年来城镇化发展速度快,城区急剧扩张和蔓延,已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甚至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把中国的快速城市化

称为影响２１世纪世界进程的两件大事之一.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６０％,城市建成区面积

超过了６万平方公里,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增加了五六倍.而且超大城市数量明显增多,截至２０１９年全

国城区常住人口５００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已增加到１６个,而１９７８年只有２个.
中国城市快速扩张带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明显的城乡空间分割和不平等困

境与问题.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城市空间扩展方面,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近几十年各地为追求高城镇化率,大

搞各类“新城”或“新区”建设⑥,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长明显快于常住人口增长速

度.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很多地方重视城市“圈地”扩张,结果导致城市化质量提升不够,市民化程

度不高.例如,从全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１９９０年以来人口的非农化率(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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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率之差距不断扩大(见表１).因此这就出现了目前突出的“半城市化”①或“伪城市化”等不完

全城市化现象.

表１ １９９０２０２０年人口普查的城镇化率与非农化率

指标
第四次人口普查

(１９９０)
第五次人口普查

(２０００)
第六次人口普查

(２０１０)
第七次人口普查

(２０２０)

I．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２６．２３ ３６．０９ ４９．６８ ６３．８９

II．非农人口率(％) ２０．２３ ２４．７３ ２９．１４ ４５．４

I与II之差 ６．０ １１．３６ ２０．５４ １８．４９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历次人口普查公报等资料整理.

第二,在城乡空间结构方面,城乡二元空间问题突出,空间结构关系失调.我国在城乡二元体制

下,所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发展道路,具有重城轻乡特征,因此产生了一些特有的城乡空间分隔

问题.这类问题是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可以归结为城乡空间的不平等.即“在
城市化及其空间生产过程中,城市具有突出的空间优势,各类资源向城镇聚集,城市空间不断扩展.
而乡村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持续受到城市空间的侵占和挤压,城乡发展差距巨大,从而形成了不平等

的空间结构与布局”②.城乡空间分隔反映在城乡结构的各个层面,致使城乡空间界限分明,城乡资

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与流动,城市空间向农村空间挤压,城乡空间矛盾和不平等现象突出.
第三,城乡空间关系方面,城乡居民分化明显,存在空间隔离现象.中国的城乡分割形成了不平

等的城乡空间关系,城乡居民在享有的社会空间权益和福利保障等方面存在明显分化.由于更多的

优势资源和发展机会存在明显的城乡空间分布不平衡,因而城市居民在就业、医疗保障、公共服务等

方面享有更多空间上的福利优势,而农村居民处于劣势地位,所获得的这类资源条件有限.城乡居民

的空间分化,不但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上的显著差距,甚至在较为发达的城市,像“城
中村”和大量“农民工”现象的存在,都表明了我国普遍存在的城乡空间分隔问题.这种状况极大地制

约了中国城乡的融合发展.因此,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克服城乡空间分隔问题,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当今工业国家的证据表明,发展可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城乡不平等.从一些指标

来看,高城市化和高经济密度可以跟较小的城乡福利差异并行不悖.③

三、中国城乡空间重构与未来

(一)城乡空间关系调整与重构

中国近几十年的快速城镇化发展极大地带动了城乡社会空间的变化,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也

产生了自己特有的“城市问题”.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提出要建立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随后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进一步明确提出要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具体规定

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等方面需要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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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机制上问题和策略.
但是,中国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既涉及城乡体制和政策问题,也涉及更根本的城乡二元空间结构

问题.关于城乡二元分割问题,虽然在我国已被公认为影响城乡融合发展、导致城乡差距的重要因

素,但是它也存在于其他一些国家并受到关注.比如,本世纪初来自不同国家从事城市研究的人口学

家、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基于对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系统探讨了如何“超越城乡二分”问题,
总结了城市化的一些新形式.其主要结论是:“第一,城乡地域界限的划分变得越来越模糊了;第二,
随着使用者及应用差异性的增多,仅仅基于对城乡聚落单一维度的分类受到了更多质疑;第三,一些

新型城市化形式的出现对聚落体系所具有的意义在于,不能再按照传统的城乡观念进行分类.”①他

们的研究在指出城乡二分法所存在的问题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些新的城乡空间类型,强调了城乡关系

的多维性和空间一体性.
我国近年来为克服以往城镇化所带来的问题或困境,也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这一新

战略的要义体现为,“‘新’在不断汲取传统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人类共同文明的最新理念和最高智

慧,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条道路就是科学发展观引领下以人为本、‘四化’同
步、城乡统筹、生态文明、文化繁荣的发展道路.”②其中他们专门研究分析了如何优化调整城乡空间

布局、促进城乡资源和公共服务合理配置等问题,强调推进“人的城镇化”发展.
当前,我国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而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还需要进一步重塑新型城乡关系,重构(restructuring)城乡空间结

构.城乡空间重构的现实意义是:
第一,通过城乡空间重构实现城乡空间结构关系调整,促进城乡更好地实现融合发展.中国以往

城乡空间存在着突出的结构矛盾或对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早期阶段城乡不平等是难免存在

的,但是进入城市化和现代化新阶段之后,城市空间即使已成为社会结构的主体部分,同时要求并可

以打破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城乡空间分割,真正实现以城带乡的格局,缩小城乡差距.如世界

银行«２００９世界发展报告»基于世界范围城市化发展经验分析得出,在城市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政策所

面临的问题维度是不一样的.到了城市化的中高级阶段,需要面对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缩短距离和消

除城乡分割(详见表２).

表２ 关于城市化政策的一个简单框架

城市化阶段 初级阶段 中级阶段 高级阶段

城市人口比例 不足２５％ ５０％左右 ７５％以上

例子
柬埔寨磅士 卑、坦 桑 尼

亚林迪

中 国 成 都、印 度 海 得

拉巴
埃及大开罗区、巴西里约热内卢

政策应对问题维度 一维:提高密度
二维:提 高 密 度、缩 短

距离

三维:提 高 密 度、缩 短 距 离、消 除

分割

一体化途径

体制
土地 权、基 础 教 育、健

康、饮用水和卫生设施

土地使用管 理、基 本 服

务和社会服务普及

土地使用管理和土地税、基本公共

服务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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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HugoG．,ChampionT．(eds．),NewFormsofUrbanization:BeyondtheUrbanＧRuralDichotomy,London:Routledge,

２０１６,p．８．
徐匡迪主编:«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研究 综合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页.



续表２

城市化阶段 初级阶段 中级阶段 高级阶段

基础设施 交通基础设施 交通基础设施、其他需求

干预措施 防止贫民窟、减少犯罪及环境恶化

　　资料来源:TheWorldBank,WorldDevelopmentReport２００９:ReshapingEconomicGeography,Washington:

TheInternationalBankforR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TheWorldBank,２００９,p．２１６．

第二,通过城乡空间重构可重新定位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寻求新的空间发展方向.近几十年来

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展,不但深刻地改变了城乡空间景观,而且出现了各种新的空间形态.如各类“新
城”或者城乡结合部形成的“过渡空间”“边缘空间”等.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简单地把城市空间与农

村空间做区分,要克服“城乡二分”和空间“单维主义”,从多元或多尺度去认识城乡空间的发展,探寻

不同的城乡空间融合之路.
第三,通过城乡空间重构将有助于重新认识城乡空间发展策略,优化空间发展模式.城乡的发展

需要克服“二元”思维定式,探寻城乡一元发展格局下的融合发展策略,优化空间布局.既要避免“城
市偏向”(urbanbias),也要避免“乡村偏向”(ruralbias),应在一元框架内通过城乡空间重构,实现融

合发展.
(二)中国城乡空间融合发展之路

中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也对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从最早提出“城
乡统筹发展”,到后来提出“城乡一体化”,再到目前的“城乡融合发展”,这不但反映了我国不同时期关

于城乡发展政策的调整,也反映出城乡发展实践和要求的变化.因此,我们需要站在新的高度去研究

解决城乡融合发展问题,以克服当前仍然突出的城乡发展不平等矛盾.
我们从空间社会学的新视角来看,“中国的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是一个克服城乡空间不平等,进行

空间结构关系重组和空间整合的过程”①.其中涉及中国城乡社会空间的结构转型与重构、新型城乡

关系的空间模式、城乡空间要素合理流动的途径与原则、城乡发展的空间策略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我

们需要结合全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经验实践,深入探讨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和策略.本文主张应重点

从如下方面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首先,变革城乡空间结构,使其由分割走向融合.由于受历史和体制因素影响,我国自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之后所形成的城乡关系,在空间结构上是二元分割的.这种空间结构在实质上是不平等关系的

体现.因此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首先需要变革这种二元空间结构关系.由此来说,城乡融合的过程

也就是实现城乡空间结构一元化的过程.但因空间结构有不同的层次,涉及从大中小城市到乡村不

同尺度单元,所以需要按照不同结构关系或空间尺度有梯度推进城乡融合.
其次,激活城乡空间要素,使其从单向流动到双向自由流动.以往的城乡分割极大地限制了城乡

要素的合理流动,主要表现为乡村各类资源向城市集中,人口农村大量向城市流动.这种单向流动的

结果,致使城市的空间优势越来越突出,而乡村空间越来越弱势,逐渐失去了发展活力.要实现城乡

融合就需要改变这种不合理因素流动状况,建立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机制与途径.
再次,消除城乡空间界限,促进城乡居民平等化.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但使城与乡的地理空间

界限清晰,而且城乡居民的社会空间界限也非常分明.城乡居民既有身份上的明显区别,也在社会福

利保障及享有的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较大分化.因此,城乡融合需要消除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空间

界限,打破城乡空间壁垒,实现城乡居民空间权益和保障的平等化.尽管未来城乡之间在居住等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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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聚任、刘佳:«空间不平等与城乡融合发展———一个空间社会学分析框架»,«江海学刊»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空间特征上仍有差异,也会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别,但是在社会空间意义上,应尽可能缩小或消除城乡

居民之间的不平等与分隔.
最后,加强城乡空间治理,确立空间新秩序.城市和乡村属于不同的空间形态,它们具有自身的

空间特征和意义,然而随着城市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城乡空间形态正在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各种新

的空间形态不断出现.从乡村空间向城市空间或新空间的转型,不仅是物理空间形态的转变,更是社

会空间形态或空间秩序的转变.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城乡融合发展也就是城乡空间秩序的转变

与融合,需要重视各空间主体的需要和选择,而不是城市空间简单地取代乡村空间或者相反.应在城

乡空间重构与布局调整中,加强空间治理,以构建良好的空间新秩序.哈维指出:“空间秩序安排的无

限可能性为社会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提供了前景”①,因此,我们应该重视城乡社会空间秩序的建构,创
造更和谐的城市空间生活,“(社会)秩序的空间就隐藏在空间的秩序之中”②.

NewUrbanＧruralSpatialRestructuringandUrbanＧruralIntegratedDevelopmentinChina

LinJuren
(SchoolofPhilosophyandSocialDevelopment,ShandongUniversity,Jinan２５０１００,P．R．China)

Abstract:Chinahasenteredanewstagewithurbansocietyasthemainbody．However,theuneven
developmentbetweencityandcountrysideisstillprominent．“RuralRevitalizationStrategy”puts
forward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cityandcountryside,andsolvestheproblemsofsystemand
mechanismintherationalallocation ofurbanandruralresources,basicpublicservicesand
integrateddevelopmentofinfrastructure,whichisofgreatsignificancetoovercomingtheinequality
ofurbanandruraldevelopment．BasedonasummaryoftheneworientationofurbanＧruralspatial
research,thenewperspectiveofspatialsociologycanbeappliedtoanalyzethespatialdilemmasof
urbanspatialexpansionandurbanＧruralintegrationdevelopmentinChinainthecontextofthe“urＧ
banproblem”andthenewurbanＧruralspatialphenomenon．Intermsofurbanspatialexpansion,the
urbanizationoflandisfasterthantheurbanizationofpopulation;intermsofurbanＧruralspatial
structure,theproblem ofurbanＧruraldualityisprominentandthespatialstructureisoutof
balance;intermsofurbanＧruralspatialrelations,urbanＧruralresidentsareclearlydividedandthere
isspatialsegregation．ThespatialstructureofurbanandruralareasshouldbeadjustedandreconＧ
structedtopromote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areas．Thisincludestransforming
theurbanＧruralspatialstructurefromdivisiontointegration,activatingurbanＧruralspatialelements
fromoneＧwayflowtotwoＧwayfreeflow,eliminatingurbanＧruralspatialboundariesandpromoting
theequalityofurbanＧruralresidents,andstrengtheningurbanＧruralspatialgovernancetoestablisha
newspatialorder．
Keywords:Urbanproblems;NewurbanＧruralspaces;Spatialsegregation;Restructuring;UrbanＧ
rural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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