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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新探索

—— 评 《城市功能论》

伍　新　木
(武汉大学 经济学院 , 湖北 武汉 430072)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 城

市的出现反过来又成为推动经济、 政治、 社会文化

发展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 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产

和生活。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 党的

十五大把加快中国城市化步伐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人类解放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

的科学 , 城市理论必然是其重要内容。经济管理出

版社最近出版的孙志刚博士的专著《城市功能论》一

书 , 既是作者长期管理大城市的经验总结 , 也是勤

于思考的理论结晶。作者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

方法 , 从抽象到具体 , 从内在到外在 , 对城市功能

发生、发展和演进的历史规律、城市功能的系统、城

市与城市以外区域的关系、 经济体制对城市功能的

影响、 城市功能优化的基本思路 , 以及城市政府的

职能转变进行了综合研究 ,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 ,是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新探索。

创新性是 《城市功能论》一书最突出的特点。该

书研究的主题是当代城市科学 , 特别是城市经济学

的一个前沿问题——城市功能问题。 城市建设和管

理一个首要的问题 , 也是最重要的问题 , 就是城市

功能的正确定位 , 它决定整个城市的规模及其发展

过程。 选题的前沿性 , 奠定了学术创新的基础。近

10年来 ,人们也关注城市功能 ,当研究发展战略、城

市规划时也涉及城市功能 , 但只涉及单个的、 具体

的、 特定的城市 , 并未把城市功能当作特定独立对

象作系统完整的研究。 作者对城市功能的区分、 界

定、 布局、 定位、 运行和管理等进行了深入的专题

研究 , 在许多方面都有新的创见。作者在 “城市功

能类型研究” 部分 , 分别从质、 量及质和量统一的

角度创造性地提出了 “能性”、 “能级”、 “能位” 三

个概念。我们通常从单一角度研究城市功能 , 而作

者从三个不同视角研究城市功能。作者对我国城市

系统的分类、 功能、 状况、 空间布局也进了探索性

的研究。 在 “经济体制与城市功能” 部分 , 对新旧

经济体制与城市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 明

确指出 , 只有坚定不移地深入改革 , 扩大开放 , 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 我国的城市建设才能有

光明的前景。在 “城市功能发展研究” 部分 , 作者

探索了城市功能发展的内在规律 , 在城市经济学界

首次揭示城市发展的基本规律是功能叠加性发展规

律 , 并进一步揭示出功能叠加性发展规律的三种表

现形式或具体规律是功能叠加倍增效应规律、 主导

功能变异进化规律和功能升级增量规律。

实践性 , 是 《城市功能论》 一书又一突出的特

点。 实践——认识——实践 , 这是人类认识和研究

客观事物的最基本规律。从实践中来 , 到实践中去 ,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

求。 作者切身体验了城市建设管理中的诸多矛盾和

问题 , 实感特别丰富。作者一扫从文献到文献 , 从

思想到思想的学术研究流弊 , 从城市管理的实践出

发 , 立足从实践中认识城市功能问题。 作者也不拘

泥于亲自管理的城市的局限 ,深入地考察了北京、上

海、 香港、 深圳、 大连等城市以及国外一些不同类

型的城市 , 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 在实践中获得了

大量关于城市功能的直接经验。作者在赴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学学习城市管理期间 , 对新加坡的城市功

能进行了比较全面、 深入的实地考察。 他一边从事

城市功能的研究 ,不断在学术理论上总结和创新 ,一

边从事城市管理的实践 , 使 《城市功能论》 全书洋

溢着鲜活的实践特色。无论是对城市功能发展规律

的历史考察 , 还是对城市功能类型的现时研究 , 以

及对城市功能优化的展望探索 , 都展现出城市科学

的创新与城市管理实践的提高紧密结合的见解 , 使

读者能感悟到是一位城市市长写的书。 该书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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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与城市功能关系的研究和城市政府职能转变的

研究 , 把城市功能问题推到了当前改革的两个主战

场——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 把城市功能

发展作为改革问题提出 , 指出改革的深化是实现城

市功能发展和优化的条件。 该书还进一步根据我国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 , 对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和转变城市政府职能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对

策。

理论体系构架上的整体性与开放性 , 是 《城市

功能论》 的另一特点。 该书的体系构架力求与研究

对象的内在逻辑一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严整清晰的

表达体系。全书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基本思路 ,

切合了城市功能时间上的动态发展性和空间上的结

构广延性 , 从抽象到具体 , 由内在到外在 , 以马克

思主义城市观为指导 , 对城市功能各种质的规定性

及其表现特征进行了辩证探究。 首先明确界定了研

究对象城市功能的概念 , 然后回顾了包括马克思主

义经典作家在内的国内外学者有关城市功能的理论

观点 , 以此作为新探索的起点 , 然后对城市功能进

行纵的历史考察提出功能叠加性发展规律 , 随后对

城市功能进行横的类型研究 , 接着在研究城市功能

与其重要制约因素经济体制的关系后详细探索了城

市功能优化的思路 , 最后把落脚点放到对城市功能

发展有着关键影响的管理者—— 城市政府的职能转

变上。 整个研究过程思路清晰 , 逻辑严密 , 组成了

一个自组织的结构体系。这个体系又是一个开放的

母体结构 , 许多范畴都可以作为单独的课题进一步

探索 , 如城市功能化、 城市政府职能转变等范畴都

有着进一步研究的广阔空间。子课题的深远研究前

景充分显示了 《城市功能论》 作为母体结构的开放

性和极强生命力。

学科的边缘性也是 《城市功能论》 的一个鲜明

特点。现代许多极具生命力的学科都是边缘学科。

《城市功能论》的研究展示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

要成果和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因素。 马克思主义经典

作家历来重视对城市的研究。 但是 , 城市尤其是现

代城市 , 是一个复杂的多功能综合体 , 不仅是一种

经济的组织形式 , 还是一种政治的、 社会的、 文化

的、 地域的组织形式 , 城市的复杂性和发展性 , 决

定了对城市功能的研究既不是某一时代能够穷尽

的 , 也不是某一学科能完成的。因而 , 在整个研究

中 , 《城市功能论》既以马克思主义城市观为指导而

又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已有的城市理论 ; 以城市经济

学为主 ,但又不限于此 ,还涉及到了城市社会学、城

市生态学、 城市地理学、 城市管理学、 城市规划等

有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 即使在某一学科内 , 也打

破学派界限 , 融各学派之长、 兼收并蓄。全书参考

中外各种相关文献 150余种 , 这种鲜明的学科边缘

性 , 对于广泛吸收各种理论营养 , 促成本学科的发

育成长 , 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有漫长的路 , 完全总结城

市功能发展规律的日子还很远 , 任务还很艰巨 , 《城

市功能论》 开创了我国城市功能研究的新起点 , 开

拓了我国城市发展的新思路。

作者简介　伍新木 ,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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