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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工业发展与城市化

郭 吴 新

美国是当代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

也是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之一
。

在美国现代城市

体系中
,

以大都市区① 为主体的规模不等的各级城市或城镇
,

星罗棋布于全国
,

它们的功能

复杂多样
,

疽生委是构成爹
户

篇次的经济申;` 部芬城市同时是各级行政中心或大小不同的文化

科技中心
。

联结各城市和城镇的高速公路
、

铁路
、

水路和航空线密如蛛网
,

邮电通讯和信息交流

日益灵便
,

不少大城市还与世界上示同地区和国象保持着紧密的经济
、

交通和通讯联系
。

现

在
,

每四个美国人当中就有三个生活在城市化地 区里
,

`

城市化给他们的生活方式打上了明显

的烙印
。

与此同时
,

美国城市特别是主要的大都市区
,

又有地价和住宅昂贵
,

交通拥塞和公

用丧施不足
,

贫困化和种族歧视
,

产童的社会犯罪
,

城市财政困难
,

环境污染等、 系列经济
、

社会
一

和生态方面的突出问题
,

其中` 部分是现代大城市普遍存在
`

的何题
,

而另一些问题则是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特有
一

的弊端与祸害
。 「 ,

’
。

一
’

一

二个画家的城市花进程
,

无疑要受到多方面因素包括社会经济、
一

自然地理
、

政治
、

.

历史

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

资本主义美国也是这样
。

而在各种因素中
,

工业发展对城市化的促进

和澎响无为董要
。 ,

因此
,

以工业发展和城市化的关系为主线着手进行分析
,

会有助于揭示美

国城市花过程的物质经济基础和主要动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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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论迷人类历史不同析段上的城市伺题时
,

关于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
,

他曾经指

出
:

1

, 现代的厉史是乡村城市化
` 。

② 在资本主
`

义制度下厂城市化是二种社会经济现象
,

也是

一种必然的经济发展过程
。

城市化意味着人口 和经济力量 日益向城市和城市地带集中
, ’

乡村

地区逐渐转变为城市地区
。

`

其表现形式是
:

城市数 目不断增多
,

城市人口和空间规模日益扩

大
,

城市渐经济力嚎和作肘逐步加强
,

一

城市的地位和影响越来越重要
。

美国城市化的进程
,

特别是分
`
业革命起曰

:

个半世妃 以莱城市化的迅速发展
,

就是品个典型
。

” ’

干七世纪
;

; 欧洲移民在北美珊天陆天西洋沿岸建立起少数港口城镇
。

直 到美国独立战争

年代
,

英属北美殖曳地的这批港口城镇为数不多
,

规模也小
,

城市化尚处在开始阶段
。

十九

世纪初期尹美国并始产业革命亨城市化进材中轰生了重大转折
、
从此

,

在资本主义天工业的

有力推动下
,

城市化乃迅猛俞魁
。

总的图景有如下表 (见表 1 )所示
:

从产业革命勤现在
,

同士业发展的客个时期相适应
,

美国城市化大体上经历了以卞三个

阶段
:

一

写

一 一 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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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美国城市数 目和城市人口

.

全 国 总 人 口

年 份

(百 万 人 )

或 市

人 口 (百万人) 占全 国总人 口

的比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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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始包括被少雨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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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以下的市 镇

;
自

1 960 年起
,

包括阿拉斯加和麦城夷的城市妇” 如年还包括波多黎各的城市在丙
。

自 1 9 6。年起包括阿拉斯加和麦威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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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革命时期 ( 1` 1 0一终70 年 )
:

随着工厂工业的蓬勃兴起
,
交通浑输手段的 巨大变革和

资本主义制度在美国全境的确立
,

城市化出现了第二次高潮
: 人只在 2: “ “

`

“人尽上的城 市数
目增加了 14 倍

,

城市人 日增长近 19 倍
,

城市人 口在全国总人口电的比重由 7 , ; % 上升到25 %
,

以纽约为首的全国各城市初步组成为洲个体系
,

这是美国城市化的第 / 阶段仁即初步实现了

城市化
。

`

一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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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工业化时期 (1 8 7。一 1 9 4 0年 ) , 继产业革命之后
,
关国发生了又一次技术革命

,

资本

主义大工业得到了巨大发展
,

美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

井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丰头号工业国

家
,

同时
,

美国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
,

垄断组织的统治地位得到确立和巩固
。

这一切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 黔
.

促成
.

了第早缚翱缈平 在城市数目和城市人 口分别

增加几倍的同时
,

全国城市人口 终子超过 了乡村人口
,

涌
’

现出一大批具有现代风貌的资本主

义特大城市和大城市
,

并基本上形成了全国性的现珍城市体系
,

城直首先是特木越市租大城

市
,

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为加强叭这是第二二阶段
,

美国城市化 已发展 到气个新的水

平
,

城市化基本上实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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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工业化时期(1 9 4 0年起迄今 ) , 这是美国不业李展的新时期
,

在最褥四十多年里
,

以

新的科学技术革命
、

垄断性大公司和国家垄断芳本丰界发展为背景
,

羡国辛现了工业的高度发

展
,

拥有十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
,

垄断资本主早声咦靡所固有的二系列矛盾澳异常深刻
`

与

此相应
,
城市化也向更高水平发展

,
_

即达到了高度撼市爬的新阶段
。

阵赓那在城市化过程中
出现了新高娜即第三高潮

;
」

关国城市数 目和城市人尸又感倍增加
,

`

大都爽乓的迅速增多及解
市化过程中积聚和集中趋势的减弱

一

引人注月
,

、 一

这些大都本尽构本不断扩辱的皿伟城市体不的
「

主体
,

聚集着全国大部分人 口
,

既集中地体现着当葬资本主义的娜质文明
!

鸡突出地显示出
现代大城市所普遍具有的问解

,

以及垄断资卉主义制髯下乖绪避兔的许多娜端与祸害
!

」
」

事实

上
,

美国统治阶级正是以大都市区为基地
,

操纵着全国的经济
、

政治和社会生活
。

.

.



产业革命与初步城市化

产业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在美国的确立
,

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的进程
,

改变了在此以前

早期城市缓慢增长的局面
,

促成了美国历史上城市化的第一次大发展
。

导致这次巨大变化的

新的社会经济条件
,

主要是
:

其一
,

产业革命期间机器生产和工厂制度的兴起
,

给新老工业中心的形成
、

扩展打下了

坚实的物质基础
。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
,

美国产业革命基本上实现
,

资本主义制度在美国全

境取得了胜利
。

「

产业革命对美国城市化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
,

这表现在
; 以蒸汽力为动力的工厂工业的

勃兴
,

推动了原有城市的扩大和新工业城市的兴起
。

蒸汽机的使用具有重要意义
。它使工业生

产获得了新的动力
,

从而可以摆脱过去利用水力动力所具有的地方局限性衬因为蒸汽力是自
由的

,

这就意味着
,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
,

它的使用可产主要地集中于城市
,

并把工厂乡村转变

为工厂城市
。 ”

③ 易言之
,

这是有利于城市工业和工业城市发展的
,

即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
。

、

事实上
,

经过产业革命
,

使用蒸汽力的近代制造业
,

已成为众多美国城市特别是较大城市经

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和基础
,

在一系列新老城市的人口翻了几番的情况下
,

从事制造业的人 口

占到了巨大比重
。

如 1 8 7 0年
,

在美国北部和中部城市劳动力总数中
,

制造业劳动力占60 % 以

上的城市有福尔河城
、

纽瓦克等 , 占一半左右的有费城
,

克利夫兰
、

·

罗彻斯特等
,
占4 0%上

下的有纽约
、

波士顿
、

芝加哥
、

匹兹堡
、

布法罗
、

阿尔巴尼
、
圣路易等扩 不到 30 %的则有底

特律
。

当然 , 不同的城市由于各方面条件的差别
,

其工业发展也或多或少地具有自己的特色
,

或相互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工
,

并因此而不断加强彼此的经济往来
。

其二
,

声业革命年代交通运输方面的巨大变革
,

促成了处子交通便利地位的城市的发展
。

蒸汽力也是采用汽轮和火车的前提
,

而开挖运河和汽轮通航
,

以及大举兴修铁路和采用火车
,

则引起了交通运输业的革命性变革
。

产业革命期间
,

美 国开挖了几千哩运河
,

兴筑了儿万哩铁
路

,

从大西洋沿岸到密西西比河
,

形成了水运网路和一个初步的铁始系统
,

汽轮通航使货运

时间和费用下降了几倍
,

铁路则发展成为国内货运的主要土具
。

水运和铁路的扩展加强了城

市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
,
并使处于沿线交通枢纽地位的摊市和城镇能够迅速成长

。

如

伊利运河沟通了五大湖地区和大西洋沿岸
,

不仅导致了沿河城市布法罗
、
罗彻斯特和阿尔巴

尼的兴旺
,

也促进了芝加哥
、

纽约等城市的繁荣
。

东部 的铁路系统则为更多城市的发展创造

了有利条件
。

其三
、

同一时期美国向西部的大规模殖民扩张使版图急剧扩大
,

大批移民的源源流入扩大

了人力资源
,

而南北战争 ( 1 8 6 1一 1 8 6 5) 中资本主义北部的胜利又促成资本主义制度在美国全

境得以确立
,

这些对城市化进程也有过
:

积极影响
。

向西扩张使新殖 民地区原有城市旧金山
、

沃

思堡等被相继纳入美 国版图
,

资本主义经济也逐渐增长
。

加上移民的捅 入和南北战争的结局
,

全国人 口厢资本主叉画丙
一

市场显著扩无 城市化因而得到了堆纵
产业革命时期

,

在上述社会经济条件的作用下
,

美国初步实现了城市化
。

这个阶段的城

市化进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

首先
,
」

在新兴的工厂工业的推动下
,

城市化出现了高速发展
…,

城市数目与城市人口迅猛

增长
,

结果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占到了相当的比重
。

一般情祝见下表 (表 2 )
:

产业革命年代
,

基本上集中于城市的制造亚劳动力和城市人口分别增长了 14
.

3倍和 1 3
.

3



表 2:产业革命时期美国的城市化和制造业劳动力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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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业劳动力 (百万)

所占的比重 (% )

制造业劳动力 (百万)

所占的比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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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戈主编 。 《城市经济学中的阿题》
,

,

约翰
.

,

霍浦金斯出版社
,

1 9 6 8年 、 第 1 1 7页
,

倍
,

.

它们各自在全国就业劳动力总数和人 口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提高了 .2 3倍和 .2 5倍
,

即出现

了同步发展
。

这些年代是美国城市化历史上增长速度最高的年代
,

城市数 目和城市人口的年

平均增
·

长率分别为 .4 3%和 6
`

5 %
,

到 1 8加年全国已有四分之一的人 口生活在城市里
。

其次
,

多数城市 已开始成长为或大或小的近代工业基地
,

从而大大加强了城市的作用和

意义列并以最大的城市纽约为首如初步形成为二个城市体系
。

在这个初具规模的体系中
,

分

为军级的几十个较大城市是其主体
。

,

它们是
:
最高一级为余国性经济中心纽约

,

人日达 94
·

2

万人 (1 8 7 。年
,

下同 )④ 下一级是万个地区性经济中心
,

即费城
、

圣路易
、

芝加哥
、

巴尔的摩

和波士顿
.

,
人月各在 2 5 , 7 5万之间 ; 再下一级为四十个中小城市

,

人日超过 .2 5万但低于 2 5万
,

它们是地方性的工商业中心
,

其主要活动是与周围的腹地进行交易
。

此外
,

还有几亘个市镇
,

其影响范围只限于邻近的乡村
。

L 「

:

第三
、

一

国内各地区撼市化的发展很不平衡
, 个别地区十分落后

,

而关国已达到的城市化

水平仍然比较低
。

这可从以下材料中看出
: 丫

. . _

表 3
:

产业革命时期美国及各地区城市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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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森丫 《城市经

济学机 德赖登出版社
,

1 9 7名年
,

第 。 页`
’

1 8 2 0一娜 70 年
,

产业革命先行地怀东北部的城市化进展很快
, 城市人 口的比重遥遥领先

;

中央北部地区因近代制造业的兴起
,

城市化的发展尤其迅速
,
但由于起点过低

,

故期末城市

人 口的比重仍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酉部新殖民地带城市人
:

口的比重上升迅疾
,

可是移民人



数有限
,

城市甚少
; 原奴隶制南部在国内战争后

,

由于制造业微弱
,

城市人口比重很低
,

在

俄亥俄以南和密西西比河 以
」

东的广阔地区
, 1 8 7 。年人口在 2乃万以上的城市仅五座

,

其中最大

的新奥尔良也不足 20 万人
。

「

整个说来
,

在产业革命基本完成时
,

美国城市人 口占总人口韵比童虽然达到 2 5%
,

但比

当时先进的英国低很多
, 1 8 7 1年英国 (英格兰和威尔士 ) 城市人口已占总人口的61

.

宫%
。 4

」 「

最后
,

这个时期城市内部的土地利用和空间布局一般尚呈混杂状态
,

而随着近代工业的

兴起
,

城市作为大工业基地弓又产生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生态方面的问题
,

有些 .Nj 题还相当

尖锐
。

当时
,
.

在城市内部
,

规模仍不太大的各类工厂
、

商店
、

仓库和居民住宅
,

多交错在一

起
,

而城市中原有居民和新来移民
,

包括不同种族和 民族的人们
,

富人和穷人
,

也常常混杂

地住着
,

都不象以后那样有明显的区先 同时
,

一

由于企业和居民迅速增多
,

~ 般说来
,

城市

特别是工业较集中的大城市
,

住宅缺乏
,

工人贫困
,

市容肮脏
,

环境闹杂
,

广大劳动者只得在

异常拥挤和极不卫生的条件下住宿和劳动
。

这同恩格斯在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所描述

的许多情景
,

颇为类似
。

⑤

实现工业化与基本城市化

十九世纪后期到二次大战前夕
,

美国实现了由产业革命所开始的工业化
。

与此 同时
,

美

国过渡到
一

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

经济垄断化的程度在两次大战之询文进么步提高
。

美国社会

经济方面发生的这些重大变化
,

为城市化的继续推进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
。

具体如下
:

其一
,

进行了第二次技术革命
,

实现了工业化
,

与此同时
, 农业从半机械化过渡到基本

机械化
。

十九世纪后期
,

美国发生了以电力
、

化学
、

石油提炼
、

汽车和飞机制造为标志的第

二次技术革命
。

到二次大战前夕
,

’

这些新的技术已陆续被大规模地运用于生产之中
。

美国工

业得到迅猛发展、 继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之后
,

’

本世纪二十年代重工业

产值又超过轻工业产值
,

从而实现了工业化
,

成为工业力量最雄厚的帝国主义国家
。

在实现

工业化过程中
,

作为技术革命和大工业主要基地的大
、

中城市发展迅速
,

特别是新英格兰—大西洋沿岸中部和中央东北部两大制造业地带的大城市扩展得更为迅猛
。

另外一方面
,

农业

生产的持续增长及基本实规农业机械化
,

既扩大了城市工业的原料供应及其产品销售市场
,

又保证了工业和城市扩展所需要的追加劳动力和居民食 品供应
,

从而使城市得以集中更大规

模的人 口和资源 ; 使城市化能够顺利前进
。

其二
,

实现工业化年代
,

美国以铁路为主的交通运输业有很大发展
。

1 8 70 年以后
,

铁路统

一了轨距
,

钢轨又代替铁轨
,

横贯大陆的铁路也相继建成
。

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末
,

全国铁路

线长度近 43 万哩
,

早已皇过饱和状态
,

年货运周转量达45 亿吨哩
,

客运量每年近 8 亿人次
。

同时
,

水运也扩大了几倍
,

1

汽车
、

管道及航空运输则各有茬度不同的发展
。

这有力地促进了

交通沿线一系列城市的兴盛
,

进一步加强了城市之间
、

城乡之间加地区之间的物资交流和人

员往来
。

1 ’ -
-

- ·

其三
,

随着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
,

`

垄断组织在国内确立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

并大大

加强了对外经济扩张
。

垄断组织
、
大公司总部和主要金融市场

,

又集中在纽约
、

芝加哥等最

大城市中
,

这些城市是垄断资本对国内实行经济控制的中心据点
。

因此
,

它们的规模和影响

自然越来越扩大
。 -

一 r

一

其四
,

这些年代
,

又是移民大量涌入美国的年代
。 1: 71 一 19 30 年

,

以欧洲移民为主的移



民人数年平均达到50
.

6万人
,
总计为 3 , 。38

.

5万人
。

移民多为劳动者
,

其中大批有各种技术 ,

也有不少经营管理人员
。 、

持续半个多世纪的移民高潮
,

对美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起过重

大的影响
。

在所有这些条件的共何推动下
,

美国城市化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

从全国范围说来
,

城市化基本上实现了
。

其发展特点和标志如下
:

1
. .

首先
,

城市化的进程吸然迅速
,

,

城市数目和城市人口继续大幅度增长
,

城市人口超过了

乡村人 口 ,

各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的差距趋于缩小
。
虽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能完全

表明城市化的水平
,

但可看出大致的状况
。 一

.

表 4
:

土业化时期美国城市化的进展
几 以 `

全 国 城 市 各地 区城市人 口所占的比重 (% )

年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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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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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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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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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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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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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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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_ r

、

1 8 7 0一 19 3 。年
,

「

美国城市数目和城市人口分别增加.3 8倍和 6 倍
,

年平均增长率仍 各 达
.2 6%和 3

·

3 写
。

本世纪三十年代
,

,

在严重经济危机和特种 肖条的打击下
,

、

城市化的进程暂时

停顿下来
。

.

坦2。年
,

一 「

美国城市人 口开始超过乡村人日
,

二次大战前夕
,

城市 已集中了全国人

口的一半以上
。

实现工业化的结果
,

1

东北部城市人口 的比重高达 77 %
,

其它地区虽明显低得

多
,

但与 1名70 年相比
, 、

他们同东北部的差距 已大大缩小
。

其次
,

工业化和垄断化促成了一系列大
、

中城市的迅猛扩展
,

它们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

而且由于发展的不平衡
,

一些新兴的大工业城市后来居上
,

导致了城市位

序方面的较大变动
。 、

玲砂一 19 叩年
,

,

许多重要工业城市的人 口
,

分别增加几倍
,

十几倍或几十

倍
,

个别城市 (洛杉矶 )则扩大一百几十倍
,

从而新出现了一批人 口超过 1 00 万的特大城市
。

1 9 29

年
,

以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为主体连同各 自的郊区和郊县所组成的33 个大工业区
,

⑥ 占到全国人

口 的3 5
.

9%
,

加工工业企业总数的 5 2写
,

职工人数的 5 6
.

2写
,

加工工业总产值的 62
.

3% 和净

产值的 63
·

4%
。

【 、 -

一 .
, L

在特大城市中
,

底特律和将衫矶的上升特别快
,
前者拿汽车工业发家

,

后者则以石油和机

械工业等为经济支柱
。

18 7啤
,

按人口数排列的前十名城市是:. 纽约 (指曼哈顿
,

1 94
·

2万人 )
、

费城
、

圣路易
、

芝加哥
、

巴年的摩
、

波士顿
、 1

辛辛拉提
、

旧余山
、

匹兹堡及布法罗 (人数最少
,

为

1 1
.

8万人 )
。

底特律当时位列第 16 名
,

洛杉矶尚默默无闻
。

到 1 9 3 0年
,

情况变动很大
,

前十名城市

的顺序是
:

纽约 (6 9 3万 )
、

「

芝加哥 ( 3 3 8万 ) , 费城
、

底特律
、

、

洛衫矶 (均 超过 10 0万 )
、

克利夫

兰
、

圣路易
、

巴尔的摩
、

波士顿和匹兹堡 ( 各在 66 万以上 )
。

旧金山
、

布法罗和辛辛拉提都降

到了十名以外
。

,

再次
,

在城市数量剧增
、

规模扩大
、

功能发展和相互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基础上
、

基本上

形成了全国性的现代城市体系
。

如下表卜
` 「



. l 9知年美国城市的等级规模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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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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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工
.

业化的实现
,

,

过去初具规模的城市体系
,

已基本上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城市体

系
。

这表现在
:
`

全国城市网络的密度提高了几倍
,

城市的地区分布状况大为改善
,

过去城市

稀少的西部和南部
,

已拥有一定数量的各级城市
; 由于特大城市的形成发展

,

全国组成了一个

较完整的从大到小的城市等级规模体系
,

它呈金字塔形
,

塔顶高踞着第一位特大城市纽约 (超

过 5 00 万人
.

!劲
,

再顺次往下
,

位于塔基的是几千个市镇 , 城市的功能也不断发展
,

许多大
,

中城市作为经济中心
,

既是大工业的基地
,

又常常是商业和服务业中心
,

有的还兼为外贸 口

岸
、

金融 中心
,

有的又是交通枢纽
。

有的城市或者兼作或者主要是等级不一的政治中心
、

文

化中心
。

,
:

第四
,

较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
,

在其内部空间结构和 立体景观等方面
,

基本上 已具有

美国现代城市的一系列特征现象
。

随着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产业
、

人口和地域的扩展
,

这些城

市内部形成
l

了不同的功能区
,

为明显地划分成中心商业区
、

若干工亚区和住宅 区等
。

工厂和

公司机构增多
,

交通改善特别是二十年代 以来汽车开始大量使用
,

老城中心区地价的昂贵及其

环境恶化等
,

又从不同方面促成大城市郊区化现象和摩天楼立体景观的出现
。 ,

市郊工商业或

住宿的卫星城镇逐渐增加
,

部分富户从市中心迁居郊 区
,

少数特大城市从二十年代起
,

其郊

区人 口和就业职位的增长开始超过市 中心区
。

随着新建筑材料和技术的采用
,

一憧憧高层办

公大楼相继在芝加哥
、

纽约等大城市建立起来
,

它成为美国大城市景观的特色之一
。

最后
,

基本上具有关国现代城市所必然面对冶勺各种社会经济何题和生态方面的间题
,

`

有

些 问题当时还特别深刻
。

这包括令人触 目惊心的种族岐视和种族隔离
,

’

经常存在的失业大军

和贫困现象
,

以纽约哈莱姆区为代表的规模庞大的城市贫民住宅区
,

日益严重的市内交通拥

挤
、

环境污染和社会犯罪
,

等等
。

美国城市的失业
、

贫困和种族岐视等问题
,

在三十年代的

危机和 肖条时期
,

曾经表现得异常尖锐
。

高度工业化和高度城市化

从二次大战起特别是战后四十年来
,

·

关国进行不新的科学技术革命
,

垄 断 性大 公 司不
-



断扩展
,

月家垄斯资杰“然卿熊埠尽钾雇选颇史查毫下
,

`

袭国工业现代仆取得了巨木成

就
,

并为城市化向高水平发展创造了有利环境
:

「

一
` 卜

其一
,

以新的科技革命为前提而达到的高度工业化
,
有力地推动着向高度城市化前迸的

进程
。

这次以原子能
、

电子计算机
、

高分子合成
、

激光和宇航工业为主要标志的科技革命
,

引

起新工艺
、

新产品
、

新部 门的成批出现和劳动生产率的巨大增长
,

促成 了美国工业和整个经

济达到了现代化的高水平
。

大都市区是新科技革命和新兴工业部门的主要基地
,

它们的发展

条件 自然特别优越
。

`

其二
,

混合联合公司和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
,

以及战后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巨大优

势
,

促使更多的人口和经济力量向大都市区集中
,

引起美国大都市区数量的增多及其规模的

扩大
,

并空前加强了美国最大城市纽约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

其三
,

国家政权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大大加强
,

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城市化的进

程
。

从二次大战起
,

美 国政府长期 以来执行加速西部和南部地区发展的政策
,

给予这两个地

区大批军事订货
, 促进了这些地区新兴工业部门和城市化的较快发展

。

与此同时
,

美国政府

还大力资助科研活动犷
`

并被迫加强对付城市甲各种巢班的社会经济向题和生态芳面的问题
,

`

这都对城市状况和城市发展产生了影响
。

一
其四

,

战后全国性高速公路系统的修建
,

航空运输和通讯事业的发展
,

,
「

以及大都市区市
,

内快速交通工具的较普遍采用
,

使
、

地区间
、

城市间
,

城乡闻和大都市区内部
一

分与部分之间的物

资人员交流更为便捷
,
、

业务联系迅速及时
,

并扩大了大都市区
_

的通勤范围
,

这些情况显然有

利于城市的郊区化和现代化的实现
。

` . · . .

由于有上述环境
,

美国在战后进一步实现了高度城市化
。

这一进程的基本特点是
:

首先
,

大都市区迅速增长
,

各地区城市人 口所占的比重趋于接近
,

全国绝大多数人口集

中在城市化地区里
。

表 6
:

二次大战以来美 国大都市区的增长和城市人 口比重的提高

各地区城市人 口所占的比重 (% )

南 部 中央北部 西 部

卜一口úbl矛n沙Q口
..

…
RO口介J,一八」一匕八O月10丹00古住1去汀八才匕ùó5864686470

叮̀八七ùO内bQó一.....364858766]

一一Rù5ZA
山

2一̀卜ó一
、̀

…
,一J刁一八on以几”éOQ

甘.一甲̀自子只n0
1

t̀

临 市 区

年 份
数 目

土地
国领
比重

占全
土 的
(% )

人 口

(百万人 )

占全国总人
数 的 比 重

(% ) 一

5 2

5 6

6 3

6 8

ǐ0SQ
材Qù

户
往n自产0Oln土

,

,主

O口匀ū了尽
户081 9 4 0

1 9 5 0

1 9 6 0

1 9 7 0

1 9 8 0

1 6 9

1 6 9

2 1 2

2 4 3

3 1 8

1 0
.

9

1 6
.

0

1 3 9
.

4

1 6 9
.

4 7 4
,

8

!

与城市人口占总人 口 的比重有某些差别
,

因为大都市区 内部各郊县有一定数量的乡村人 日 ( 1 0 8。年

共计 2
.

40 。万
,

占全国人 口 的 10 .6 % ) ,

而大都市以外又有较小城市的城市人
,

口八98 。年共计 2
·

1 61 万 )
,
1 9 8 0年

这两个 比重仅相差 .1 1 %
。

关于各年份城市人 口总占人 口 的比重
,

可参阅表 1
。

资料来源
: 《美国统计摘要 》 ,

1宫8 4年
,

第 1歌 26 页
;

暗里 一w
·

理查森
: 《城市经济学沂 第 9 页

。

这段时间
,

城市化又有长足进展
,

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大都市区的迅速增长
,

按其数 目
、

人 口和地域范 围说来
,

分别多出了下倍左右
。

各
「

地匹城市人月的比重
,

有的较高
,

有的更高
,

但差距已大为减少
。

以电子
、

军火
、

宇航等新兴工业部门为重要支柱的西部太平洋岸地区的

增长特别快
,

它在城市人口 比重方面己赶过东北部老的工业地带
。

城市化地区现 已聚居着全



国人口的四分之三
`

. `

一
。

:
.

、

其次
,

在大都市区增长的同时
,
城市化过程中的积聚和集中趋势

,
L

战后特别近二十年来
-

在明显减弱
。

:

这表现在
: 、 方面

,

按人口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而言
,

大
、

中城市的势头锐减
,

小市镇发展特别快 ,
「

乡村已在赶上大
、

中城市的步伐
。

1” 6 0一 1 9 8 0年
,

10 万人口以上的大
、

中城市
、

万人 以下的市镇和乡村人口 分别增加 6 , 52 4万
、 7 ,

93 落万和 爪 54 1万
,

其增长幅 度格

应为 始
`

8%
、

44 % 和 10
.

1写
。

七十年代 ,:: 已有几百万人从大
、

中城市迁往市镇和乡村
。

与此

同时
,

大都市区内部的郊区化现象十分突出
,

核心城市人只大批移居郊区
。

近四十多年来
,

大都市区核心城市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急剧下降扣市郊区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近期虽出现下

降
,

但总的说来比前者要高出几倍
。

在纽约
、

芝加哥等一些最大的大都市区内
,

各核心城市

的人口七十年代甚至减少了 10 一 20 %
,

而整个纽约大都市区的净外迁人数竟高达80 万人
。

·

第三
,

`

随着新的科技革命开展和工业的高度发展
,
大都市区内部的产业结构上也出现变

化
,

第二产业的比重显著下降
,

第三产业的比重则相应上升
; 而在整个国民经头中

, 大都市

区已完全起着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
。

上述经济结构的变化
,

河以从就业结构的变化中看出
:

」

表 了
:

「
.

美国10 万人口 以上的大都市区内部就业人数的产业部门分布

1 9 5 0 1 9 7 0 1 96 0一 1 9 70的变化

人 数
`千人 )

比 重
(% )

人 数
(千人 )

比 重

(% )

人数增减
f 士 千人 )

比重增减
(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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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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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

十一一+++

第 “ 产业 (农村渔。心

第二产业 (采矿
、

制造
、

建筑业 )

其中
:

制造业

第三产业 (其它部 门 )

其中
:

运输
、 :鱼讯

、

公用事业
。 ,

批发和零售贸易

金融
、

保险
、

不动产

服务业 (包括自由职业 )

国家机关

8 2 6

1 2
,
2 7 6

1 0
,
0 2 1

1 9
,
7 3 8

爷

2
,
9 1 1

6
,
8 3 4

1
,
5 0 8

6
,
7 5 8

1
,
7 2 7

2
.

5

3 7
.

4

3 0
.

5

6 0
.

1

8
.

9

2 0 8

组
.

6

2 0
.

5

5
.

3

7 8 2

1 6
,
9吐0

1 3
,
7 2 2

3 5
,
5 2 1

3
,
8 2 2

1 1
,
0 2 6

3 , 丈2 9

1 4
,
3 4 9

3
,
1 7 5

.1 5

3 1
.

9

2 5
.

8

6 6
.

6

7
.

2

2 0
.

7

5
.

9

2 6
.

8

6 0

一 理4

+ 4
,
6 6 4

+ 3
,
7 0 1

+ 1 5
,
7 8 3

+ 9 2 1

+ 4
,
1 9 2

+ 1
,
6 2 1

+ 7
,
6 8 1

+ 1 , 4 4 8

一 1
.

0

一 5
.

5

一 4
.

7

全 部 产 业 {
3 2

, “妙 } 了00 } “
粉

4 3 } ,。。 }
+

20, 403
一 包括未划类的就业者 43

.

5万人
*

其比重为 1
.

3%
。 `

产

按照我 国统计分类
,

公用事业应
.

列入第二产 业
。

此处 因公用事业数字与运输
、

通讯业数字 未 分

开
,

故暂列于此
,

“
1 -

一
资料来源

:

据 〔美〕埃德温
·

S
·

米尔斯
: 《城市经济学 》 、 第二版

,
1 9 8。年

,

第 24 页
。

表中所引的普查数字
,

重新分 类整理
。

以上材料表明
,

这段期间在大都市区 内
,

虽然制造业以及包括它在内的第二产业就业人

数有相当增加
,

但其所占比重则明显下降
; 相反

,

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及其所占比重都有较大

幅度的增长
。

这无疑是高度工业化
、

经济发达以及一般消贾和生活水平提高的一种表现
。

同时
,

在整个 国民经济中
,

大都市区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
。

七十年代初
,

大都市区抓

有全国制造业和第三产业约四分之三的就业人数
; 而全国制造业最大 1

,

00 0家公司中的 83 9家
,

以及零售贸易
、

公用事业
、

运输业
、

商业银行
、

保险业和其它金融机构共 3 00 家最大企业中

的 2 85 家
,

其总部都设在最大的 55 个大都市区内
。

第四
,

全国性的现代城市体系得到充实并继续扩展
。

由子大都市区数目和城市总数倍增
,

各地区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接近
,

以及交通高度发达
,
城市网络变得更稠密

,

城市的地区分布



门益趋于均衡
,

城市体系内部各点之间及点面之间的联系更为加强
,

城市的等级规模和功能
也进一步发展

。

纽约大都市区曾抓有上千万人口 (纽约一北新泽西一长岛巨大都市区 1 9色。年达

1 ,

80 0万人 ) , 它不仅是美国功能多样化的最大经济中心和重要交通枢纽
,

而且名符其实地也

是一个世界性城市
,

即资本主义世界最主要的金融中心
、

工商业都会
、

海运港 口和信息中心
`

之一
。

次于纽约的芝加哥和洛杉矶
,

也都是全国性的重要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
。

往下就是大

批的地区性或地方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工亚城市 (内有一些兼为政治首府

或兼为政治
、

文化中心 )
。

其中有的城市在某些方面也具有全国意义
,

如旧金山的金融业
,

费城
、

波士顿和匹兹堡的多样化制造业
,

底特律的汽车工业等
。

此外
,

有些城市则
,

由于某方面的功

能特别突出
,

又可看成是特殊类型的城市
,

`

为全国政洽中心首都华盛顿
,

以及~ 些文化城
、

’

港 口城
、

军事基地城
、

旅游城
、

·

赌博城等
。

1

最后
,
大都市区时市内交通

、
·

市政管理
、

市蓉景观等方面已经现代化
, 与此同时

,

前面

论述过的现代天城市特别是资本主义现代大城市所具有的一系列
一

社会经济矛盾利间题以及生

态间题
,

仍远未解决
。

战后美国政府实行的
,

稿利社会
, 、

缓和种族矛盾以及控制环境污染等

等政策
,

只不过使部分矛盾和向题有某种缓和
,

·

桓各种深刻的矛盾和无法根治的问题依然存

在
。

而且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社会犯罪比过去严重得多
。

许多城市政府还遇到严重的财政困

难
,

有的特大城市如纽约市政府曾陷入深刻财政危机之中
,

_

这不过是战后新突出的问题中的

_ 个
。

’
`

美国高度城市化的进程仍在继续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还会不断出现新现象
、

新矛盾
、

新

经验和新的间题
。

注释
:

① 大都市区全称为
“

标准大都市统计区
’ ( s t a n d a

记 M
e t r o p o l里t a n S t a t里S t里c a l A r e a一S M S A )

,

系美国城市统计中的专有名词
,

指一个由核心城市
、

郊区
、

郊县所组成的特定城市地区
。

按 1 9 8 0 年的规定
,

它要求核心城市人 口应 多于 5 万 ; 或者合乎普查要求的城市化地区的人 口在 5 万以上
,

而整个大都市区人 口

应超过 10 万 (在新格兰地 区超过 7
.

5万 )
。 `

② 《政治经济学批判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6 卷上册
,

第 48 。页
。

③ 恩格斯
: 《反杜林论 》 ,

人 民出版社
,

1 9 7 0年
,

第 29 1页
。

一

④ 这里仅指曼哈顿区的人 口
,

思为目前大纽约市的五个区 (曼吮顿是其史最主要的丫个区) , 1 8 7 0
_

年

尚未联结成一个城市
,

大纽约市是按 1 8 9 8年 的法令才建立 的
d
如按大纽约市范围计算

,

18 70 年为 1 4 7
.

8 万人
。

参阅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卜第 2 卷
。

-

每个大工业 区由一个大城市 (或相邻近 的两
、

三个大
、

中城市 )为主体
,

包括该城市所在 的县及若
⑤③

干邻 县组成
。

如纽约市大工业区包括 1 2个县
,

芝加哥大工业区包括 6 个县
。

’

~ ~ ~ ~ ~ ~ ~ >< ~ ~ ~
。

~ ~ ~ ~ 卿白。
。

~ 0 岭
`

~ ~ 心吟
`

~ ~ ~ ~ ~ 甲~ 0 ~
’

~ ~ ~ ~ ~ ~

(上接 3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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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畴和基本原理
;
才能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

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活

动服务
。

.

· · 卜
·

…

注释
:

④⑤

《列宁全集》第 3 5卷
,

第 2 38 页
.

《马点思愚格斯选集》第 4卷
,

第 4 85 页
.

《列宁选集》第 2卷
,

第 4 41 负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夯第忍卷
,

第 1盟

一
1 22

、

12 2页
、

②①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