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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生产到空间共享:
新中国70年城镇化发展道路的嬗变逻辑

胡博成,朱忆天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摘 要:空间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城镇化的理论轴心,以空间生产审视新中国70年来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有助

于全面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城镇化的本质特征。中国城镇化先后经历了工业塑城和资本塑城两个风格迥异的发

展时期,前一阶段的空间强调使用价值的生产限制了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后一阶段的空间生产引发了一系列社会

发展问题。校正空间生产回归社会主义本质是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吁求,也正是在过往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

训基础上,中国提出了以空间共享为核心价值旨归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并以此为指导不断推进新时代城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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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20世纪70年代新马克思主义者列斐伏尔将空

间和地理纳入商品生产环节并提出:“空间的生产,

在概念上与实际上是最近才出现的,主要表现在具

有一定历史性的城市的急速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

化以及空间性组织的问题等各方面。”[1]47 工业革命

以来城市是资本争夺和寻求发展空间的重要实践场

域,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关系发展演绎的重要历史载

体。马克思认为城镇化与资本主义发展相伴而行,

随着工业化发展乡村会被逐渐纳入到资本生产领

域,新马克思主义在继承马克思城乡关系理论基础

上,从全球化背景揭示了城镇化是资本实现积累和

转移的重要产物,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生产对资本

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指出“社会主义空间的生

产,意味着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

的终结。这又意指从分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适用

优先于交换。”[1]55

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为总结和反思新中

国70年来城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视角,

改革开放前城镇化主要服务于工业化发展,空间主要

从事的是使用价值的生产;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发展

与空间生产是全球化生产进程中的一个环节[2],交换

价值优先于使用价值,由此导致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社

会公平、环境等问题。正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城镇

化道路发展基础上,党和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道

路,坚持以人为本多措并举全面推进“房住不炒”,保

障人民居住生活权益。这正是回归社会主义空间生

产本质,全力落实新时代空间使用价值生产,实现空

间共享的深层逻辑所在。

一、空间生产:
新马克思主义城镇化的理论轴心

  工业革命后人类开始进入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

典型特征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马克思从资本生产及



其社会关系角度指出城镇化与工业化相伴而生,城

市对资本主义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马克思的城市

发展认识基础上列斐伏尔做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1970年他在《都市革命》中提出了“都市革命”命题,

指出城市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量级,试图从更高

的角度肯定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向城镇化生产转化

的历史意义,认为这种转化的重要性不亚于人类从

农业生产到工业生产的转向[3]。1974年列斐伏尔

在《空间的生产》中进一步提出了“空间生产”概念,

指出城市空间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擘画出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内在机理必须借助

空间概念。城市空间是多要素的混成环境,资本利

用城市空间生产剩余价值需要征服、整合多要素

的空间[4]。

当代资本主义确实已经开始从工业品和消费品

的生产转向城市投资建设,即实现了从空间中事物

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成为可以出售和

买卖的商品,以土地、建筑和房屋等为代表的不动产

业出现。在不动产业买卖过程中资本通过金融实现

了商品化和动产化,成为具有流动属性的资本,这个

投资过程中资本获得了快速增殖,空间生产开始超

过工业生产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的中心部门。由此空

间生产造成了世界范围内急速发展的现代城市和不

断变化的城乡之间的紧张关系,“世界化的农村对世

界化的城市”。空间生产表明资本扩张是通过全球

性城镇化发展进程实现的,城市空间成为资本扩张

和积累的重要据点。由于资本以实现自身增殖为目

的,城市空间生产难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以贫民

窟为代表的现象严重威胁资本的持续扩张。20世

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加强空间生产的国家干

预,纷纷通过新城建设、公共住房以及完善基础设施

等措施缓解城镇化压力,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出现了

福利化转向。国家投资和干预在空间生产领域发挥

的作用越来越大,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卡斯泰尔

将其称之为“集体消费”。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

兴起和资本增殖的双重压力驱使资本主义不断完善

城市空间的集体消费机制,城市危机不再简单地表

现为住房紧张和居住环境恶化,开始转向空间消费

中的不平等问题。

空间生产和国家干预深刻影响了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不再是简单的人口集聚,其深层机理是资本

塑造城市的过程。哈维认为资本主义投资建成环境

的目的在于克服资本积累危机,即通过资本生产的

时空转移实现资本主义的修复(哈维称之为空间修

复理论)。他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克服危机的过程十

分复杂,是一个包含了三次资本循环的体系:资本生

产的初级循环是指生产流通过程,马克思的研究主

要集中在这个层级;资本生产的第二级循环主要指

建成空间投资生产过程,列斐伏尔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这个层级,并以不动产的动产化区分了初级循环

和第二级循环;资本生产的第三级循环指科技、教

育、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的投资过程。哈维提出资

本的三级循环不断流动塑造了城市空间,为克服危

机空间修复成为资本积累和社会调节的重要手段。

总之资本逻辑、空间生产和社会关系相互钳制,

为分析资本主义城镇化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随着

全球化、市场化、资本化进程的推进,社会主义城镇

化建设影响深远,成为关系全球的任务,而社会主义

制度使得中国城镇化呈现出了迥异于资本主义城镇

化的特征。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生产理论,为全面理

解和认识新中国70年来城镇化建设阶段和特征提

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传统中国长期存在城乡一

体的文化基础,城乡本质是乡村关系主导的自然和

谐状态。近代以来被迫开埠通商的口岸城市,本质

上是传统乡土中国被迫结合资本主义因素进行现代

化建设的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强调

兼顾城乡,初步孕育了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萌芽。

凡此,皆为认识建国70年来城镇化发展道路提供了

历史和文化的基础。

二、工业塑城:改革开放前(1949-1978)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及基本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废除了

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农村

生产关系发生了变革。1953年国家开始对农业、手

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
年“三大改造”完成,中国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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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的转变,这标志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

义城乡关系建立。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土地私有制

生产基础的乡村关系,也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基础的城乡关系,并且在根源上消除了生产资料向

城市集中的机制。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

务是发展工业和农业,解决物质生产问题。借鉴苏

联发展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产品实施统购统销

制度、城乡之间设置相互隔绝的户籍制度成为当时

的历史选择,因此改革开放前的城镇化发展有以下

几个明显特征:

(一)城镇化服务于工业化建设

推进工业化建设和社会发展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重要任务,苏联以最短的时间建立了国防和重工

业体系为新中国发展工业提供了重要借鉴经验,同

时加上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对立,中国采取“一边

倒”的战略全面学习苏联,因此苏联的城镇化经验直

接影响了中国。1930-1960年苏联对城镇化持批

判态度,他们认为城镇化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

义不存在城镇化现象。同苏联一样,新中国成立初

期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极少提及“城镇化”,在实际

建设过程中城市空间布局服从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城市建设是工业改造落后地区的组成部分。

“一五”计划期间中国城市布局基本遵循发展生

产力的要求,重点城市主要分布在东北、中部和西部

等资源富集区域。当然这一历史时期在保证工业发

展的同时也开展了一定规模的城市建设,“一五”计

划对职工住宅规划、城市公共事业投资等方面都做

出了基本预算和规划。总体而言城市规划建设服务

工业化发展是这一时期空间生产的中心逻辑,作为

城市发展的非生产性建设是基础建设的一部分,但

基础建设的主要部分还是生产性建设。适当降低城

市建设和街道市容标准,节省资金用以支援生产性

建设,为社会主义工业化贮备物质基础是这一时期

城市建设的主要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一时期城镇化服务于工业建设,城市是工业

化的载体,重点突出城市的生产性功能,限制城市的

规划和消费功能,工业塑造城市特征明显。尽管国

家集中全国力量重点建设了一批工业城市,但通过

抑制人民的生活和消费水平将资源大量倾斜于工业

生产领域,是这一时期城镇化发展的主要思路。

(二)农村地区开展人民公社化建设

与城镇化服务于工业化遥相呼应的城乡政策是

人民公社化建设运动,当时党和国家的城乡政策主

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革命时期党关于工农关系

和城乡关系的基本认识,另一个是对苏联城乡建设

经验的深刻省思。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着重反

思了苏联把农民搞得很苦,中国要吸取苏联教训平

衡好城乡、工农、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关于平衡城乡

发展的考量深刻地折射在乡村建设的空间生产进程

中,农村以公社为单位进行生产劳作,农业合作化运

动不断扩大,先后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

合作社、人民公社等发展阶段。当时认为若干公社

围绕一座城市组建成更大的公社将实现共产主义,

因此从1958年8月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展

开。党和国家着力探索社会主义城乡建设的初衷是

“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

或者还要更好一些”[5],目的在避免工业化发展过程

中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引起城市膨胀带来的诸多

问题,让乡村和城市一样吸引人,建设乡村型的城市

或者像城市一样的乡村。

人民公社化是社会主义城乡建设过程中综合了

中国传统城乡共生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过

程中城乡均衡发展实践的创新探索。人民公社是一

种多职能的崭新组织形式,既负责生产又负责教育、

政治和军事,列斐伏尔指出它追求以地区规划逐步

消灭城乡和工农的对立[6]。人民公社化运动作为新

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空间生产实验,体现了党和国

家试 图 实 现 工 农 一 体、城 乡 一 体 的 共 产 主 义 价

值追求。

(三)多措施控制城乡人口流动

人民公社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实践单元,人

口流动和社会消费品分配都通过计划来维持不同地

域之间的平衡。社会流动性增加的情况下城乡的平

衡状态会被打破,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维持

城乡之间和生产分配之间的平衡成为当时面临的巨

大挑战。工业化的全国布局和农村的集体化建设,

让统购统销的粮食生产趋于紧张。为有效维持农业

生产力和城乡居民消费的紧张平衡态势,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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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成为当时的历史选择。

发展工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由于近代以

来积贫积弱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新中国发展工业的

资金只能通过内部的农业积累来实现,这就出现了

严格限制农民向城市转移的政策,并且还出现了城

市年轻劳动力向农村转移的青年下乡运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1958)明确区分了农业

和非农业户口,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条件极为严格,随

后国务院和公安部以户口登记条例为基础出台了一

系列控制人口流动的政策和规定,这标志着城乡二

元户籍管理制度的确立。严格控制人口流动的举措

抑制了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进程,到1978年中国城

镇化率不足18%。以户籍制度为基础建立起了粮

油、教育、医疗、就业等城乡有别的福利和生产分配

体系,广大农民被户籍束缚在农村土地上辛勤劳作,

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总之改革开放前服务于工业化的城镇化、人民

公社和控制城乡人口流动三个方面相互关联,共同

塑造了计划经济时期空间生产的基本图景和风貌。

由于受国际环境和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缺少外部的资金支持,城乡均衡状态长

期维持在较低水平。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人口、土

地和资本的流动性,由资本生产带来的城乡对立矛

盾没有体现出来。然而重点发展工业的战略使农村

生产和消费长期处于较低水平,既无法有效吸纳富

余的农村劳动力,又无法为人民提供充足的物质基

础,并且为保障工业生产挤压了农业进一步发展的

空间。在城市以住宅为代表的城市建设处于崩溃的

边缘,而农村面临着更深层次的发展问题。种种迹

象表明排斥资本和城镇化的空间生产严重影响了国

民经济的平稳持续发展,唯有重新审视资本和商品

的历史作用,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才能走出空间生产

的“乌托邦”。

三、资本塑城: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及主要问题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观念和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变。在经济体制转型过

程中资本和劳动力被市场激活,城镇化和空间生产

也获得了迅速发展。在这一阶段,中国城镇化发展

道路以1988年为界,大致经过了农村工业化推动城

镇化发展和土地住房商品化发展的两个历史阶段,

资本在空间生产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

时不论是从城镇化发展的内部机理还是外部现象来

看,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与社会公平正义之间的矛

盾是导致系列城镇化危机的根本原因。

(一)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至今)城镇化发展

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988
年以前乡镇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小城镇的迅速发展,

为后来的大规模城镇化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1988
年之后土地和住房的商品化市场化改革后,地方政

府开始主导城镇化发展潮流,中国进入了城镇化快

速发展的崭新时期。

1.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大发展阶段(1978-

1988年)。1980年国务院下发了《全国城市规划工

作会议纲要》,要求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

积极发展小城市。自此国家开始积极谨慎地推进城

市发展进程,同时与此配套的人口政策也在逐步推

进。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集体和农民兴

办各种企业,同年10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农民进入城

镇落户的通知,乡镇企业在政策支持下得以迅速发

展。以苏南地区为代表的农村地区建立起了一大批

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反映出了当时乡

镇工业化发展的重要特点。乡镇企业的崛起催生了

第一批农民工,也孕育了在我国城镇化发展历史上

具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批沿海新型城镇。值得总结和

反思的是,不论是乡镇企业还是沿海地区小城镇的

崛起都与土地制度的改革密切相关,土地有偿使用

在局部探索过程中不断走向成熟,住宅商品化在部

分城市开始试点探索,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探索土

地集中经营的实践,为乡镇企业和城镇发展提供了

重要的空间基础。

乡镇企业和新型城镇的崛起,彻底打破了计划

经济时期长期徘徊于较低水平的城镇均衡态,为后

面城镇化迅速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尽管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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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高度肯定了乡镇企业在解决就业和发展城镇

化过程中的作用,但这一时期与小城镇探索相对应

的城市土地改革尚在试点,城市的空间战略价值尚

未凸显出来。

2.地方政府主导城市化建设的新阶段(1988年

至今)。1988年至今的城镇化建设也存在一个重要

的分水岭,即以1998年终结福利分房体制为界可以

分成两个阶段:1988-1998年期间土地无偿的计划

分配模式被打破,随着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房产市场

开始形成;1998至今房地产市场兴起,空间生产与

资本逻辑高度融合,资本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一阶段:土地商品化和住房市场初步形成。

1987年深圳特区土地使用权拍卖是中国土地制度

改革的先声,随后1988年宪法修正案删除了禁止土

地出租的规定,以宪法修正案为基础一系列法律法

规都在土地使用权方面作了修改,土地使用权开始

依法转让。1988年全国住房制度改革会议召开,标

志着住房制度改革从局部探索进入了整体落实阶

段。长期以来的福利制度分房给财政资金带来极大

压力,去福利化、出售公房成为当时的主要思路,福

利化和市场化双轨制运行下的房产市场开始迅速发

展。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土地和住房

的市场化改革方向,这预示着新一轮空间商品化和

市场化发展浪潮即将涌现。

第二阶段:福利分房体制终结,房地产市场蓬勃

兴起。1998年国务院下发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通

知,终结了福利分房体制,房地产市场成为住房分配

的主要途径。这一时期包括工业土地和住宅土地在

内的所有土地都要挂牌出让,地方政府开始在空间

生产中起主导性作用。城市发展从简单的工业化开

始转向综合性空间改造,城市空间与全球化发展、产

业空间集聚密切相关,资本与空间生产融合的深度

和广度持续增强,空间生产成为城镇化过程中不可

或缺的力量。

(二)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发展与全球化资本的时

空转移高度耦合,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和相对廉价的

土地成为吸引国际资本投资发展的重要红利。资本

介入空间生产,空间生产得以与工业生产并驾齐驱,

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能动力量。处于资本和消费

者中间的政府,努力在资本逻辑的逐利性和公共性

方面作出平衡。遗憾的是由于转型时期体制机制不

完善等问题,资本强势积累和过度积累导致了一系

列城镇化发展问题。

1.迅速扩张的新城建设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建设

和资源浪费。新城建设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最

为显著和最为综合的现象,国际资本与国内市场结

合迅速推进了城市建设进程。新城建设与空间的市

场化商品化高度契合,为国际资本的时间转移提供

了空间载体。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为吸纳资

本、发展经济,地方政府纷纷建设新城,但由于新城

建设缺乏整体性统筹规划,过急、过快和过多的新城

开发导致了城镇化建设呈现出低效化特征。部分地

区新城建设忽视人民的实际生活诉求,一味追逐巨

型建筑、宽阔街道、大面积住宅等,导致了“鬼城”等

现象的出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城市基础保障设施

和公共服务建设被长期忽视,医疗卫生教育等事业

发展滞后、公共空间的保障缺位导致了上学难、看病

难等各种“难”现象出现。另外,外来务工人口无序

化集中在城乡结合区域,也导致了诸多社会问题的

出现。

2.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带来的债务风险等负面

作用在经济新常态中被放大。地方政府需要大量资

金投入到城市空间生产领域,以期更好地吸引资本

投资。通过土地出让获取投入空间生产的资金过程

中逐渐形成了土地财政。随着金融的创新发展,土

地抵押获取贷款出现,土地的虚拟化、金融化特征凸

显,由此土地权出让和抵押过程中的风险系数开始

显著增加。土地金融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城镇化过程

中的资本循环建立:地方政府财政处在资本循环的

中间位置,通过招商引资获得产业土地出让金和税

收,通过空间生产获得商业开发土地出让金,并且地

方财政靠政府背书在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

还承担着融资和信用的作用。城镇化资本循环中土

地连同房产的金融属性被不断强化,地价和房价成

为宏观经济的指向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城镇化与空间生产不断扩张,相对宽松的金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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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刺激了土地和房产市场的投机性需求。然而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部分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超出综合财力,地方财政偿还债务能力下降、债务风

险增高。尽管地方财政在快速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但土地与金融结合以后逐渐异化为

全社会参与土地和房产投机的工具,偏离了城镇化

发展的现实需要,这是新时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

须审慎对待的问题。

3.空间生产中的资本博弈导致社会公平正义问

题不断涌现。改革开放前城乡发展的差异性表现在

人口集聚和土地利用形式上,改革开放以来土地财

政与土地金融迅速发展,产业空间集聚与空间生产

密切结合,资本逻辑宰治了城镇化的发展进程,因而

改革开放以来的空间生产不断呈现出地区差距和城

乡差距问题。虽然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

不断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扶持力度、持续完善农村社

会保障制度,但由空间生产带来的城乡土地财富分

配不均等问题使得城市的虹吸效应持续增强,农村

资源流向城市、小城市资源流向大城市的趋势无法

扭转[7]。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上的房产市场发育日

趋成熟,地产投资和房价上涨进一步扩大了不同地

区和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国家掌握着空间政策并

以此引导资本布局产业发展工业,为了有效平衡工

业生产和空间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地方政府又不

断扩大土地财政规模。农村开始依附城市发展,源

源不断地为城市发展提供土地和劳动力,由此形成

了层次分明、秩序井然的空间生产和资本循环(产业

集聚)过程。资本介入城镇化和空间生产是城市建

设初期为解决资金问题的探索性举措,是改革开放

以来城乡发展“摸石头过河”的发展结果。尽管空间

生产激发了中国资本发展的内在潜能,在此过程中

经济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空间生产过度依赖

资本不仅带来了社会公平正义问题,还导致了文化

和生态等多方面问题,这偏离了社会主义空间生产

目的———为人民提供使用价值的方向。党的十八大

以来全面推进新型空间发展战略,不断推行新型城

镇化发展道路,在城市多措并举地解决住房问题,在

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正是不断回归社会主

义空间生产价值的重要探索。

四、空间共享:新型城镇化的

深层空间逻辑和价值旨归

  城乡关系是马克思及其后继者认识城镇化发展

的逻辑起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城乡关系发

生了翻转性变化,改革开放前走的是城乡发展服务

工业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从乡镇企业主导发

展的小城镇走向了资本塑造城市化的进程,由此导

致了“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无法持续发展的矛盾

状态,因此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历史和现实发展的

必然选择。新型城镇化道路建立在城乡同生共长的

社会生态基础之上,空间生产目的由追逐资本积累

转向满足人民空间使用需求。空间生产开始成为新

时代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因而党和国家必将通过

空间生产实践全面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民真

正共享空间。

(一)以新型城乡道路校正空间生产方向

新型城镇化道路既吸取了西方城镇化发展的经

验,同时也是对新中国成立70年城镇化发展实践的

反思。新型城镇化不是城市带动乡村发展,更不是

消除城乡差别的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回归社会主

义空间生产本质的城镇化发展道路[8]。城市和乡村

在共同享有基本生产资料、共同参与空间生产、共同

享有价值创造过程中,最终目的是实现城乡共生、社

会公平和空间共享,这彰显出了新型城镇化消除城

乡壁垒、避免社会撕裂等异化现象的核心价值追求。

城镇化过程中的空间生产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资本主导的空间生产目的在于实现资本的扩张和增

殖,而新型城镇化追求的是建立空间与人的积极联

系,实现空间生产从交换价值转向使用价值的转换,

最终回归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本质。列斐伏尔曾经

指出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意味着私有财产对空间生产

的支配性走向了终结,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空间生

产使用优先于交换[4]。新型城镇化道路正是基于社

会主义空间生产本质,校正中国空间生产方向的核

心举措。人是发展的终极目的,改革开放前的空间

生产偏离了人的发展需要,是空间“乌托邦”;改革开

放以来的空间生产在资本积累与人民空间需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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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紧张矛盾,这是新时代空间生产所要面对的

重大挑战。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空间生

产,全方位处理效率和公平关系,全面推进空间生产

实践回归于民,初步形成了人民共享空间的格局。

(二)以空间实践全面推进社会公平正义

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深刻说明空间生产具有两面

性,工业化革命以来资本与空间生产高度关联,一方

面空间生产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另一

方面空间生产也造成了大量的社会公平问题。保障

人民共享空间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基本遵循,然而

由于中国城镇化进程方兴未艾,社群之间、地区之间

的差异需要借助空间实践来解决。

当前以特大城市为代表的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

吸纳了全国各地的资金和人才,城市发展的经济社

会矛盾不断突出、社会管理风险系数不断增加。而

以西部偏远地区为代表的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落

后,人民增收困难,城市化发展无法持续。面向新时

代的空间生产实践要全面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落

实,一方面要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提升中小

城市的居住生活水平,分担和疏解大城市的功能,使

得农村地区的资源和劳动力均衡分布在大中小城市

中,从而形成城乡一体的空间形态;另一方面要不断

因地制宜地发展偏远落后地区的经济,全面推进特

色小镇建设,实现就近城镇化发展,形成特色小镇的

城镇化发展。从全国空间格局上看,东部地区和西

部地区的空间生产都肩负着重要的生态功能,东部

地区要坚守生态底线、西部地区要全面落实生态补

偿。总之社会公平是空间生产的目的,空间实践要

着力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落实。目前空间生产实践

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并在一系列的空间

生 产 策 略 的 落 实 中 不 断 落 实 以 人 为 本 的 城 镇

化发展。

(三)全面落实新型城镇化空间实践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介入城镇化,一方面为城镇

化提供了发展资金,另一方面资本追逐积累也造成

了空间异化问题。如何驾驭和导控资本,平衡空间

生产中资本积累和人民权益,引导资本有效进行空

间生产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所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

题。以此为出发点审视新型城镇化空间实践策略主

要包含重塑城镇资本循环、城乡共同参与土地开发

以及完善住房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空间生产一端连接着资本积累,另一端连着人

民福祉。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过程中诸多问题的根

源,在于资本逻辑一味追求增殖忽视了人民福祉,因

此新型城镇化首先要纠正和引导资本积累的循环机

制,引导空间生产中资本积累的财富转移到社会保

障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去,通过调整资本积

累的二次循环、三次循环全面化解城镇化发展问题。

土地是空间生产的核心要素和关键环节,驾驭空间

生产中的资本逻辑必须打破传统征地惯性,打破城

乡的割裂状态,将城乡纳入整体中规划,全面赋予农

村平等参与空间生产的主动权,当前探索集体土地

建设公租房的实践,正是因势利导赋予农村空间生

产主动权的试水之举[9]。新型城镇化的空间生产终

极目的在于满足人的空间需求,为此党和国家不断

落实市场配置和政府保障相结合的住房制度,通过

多方筹措资金建设保障住房、完善公共服务不断满

足新时代人民的基本空间需要。

此外依照国际经验和70年来的城镇化发展道

路,乡村空间生产仍需要进一步规划。由于长期以

来的城乡差异和惯性思维,导致乡村空间生产的规

划和管理力度不足。新时代要全面统筹城乡规划,

立足人的空间需求,协调城乡空间利益,规范空间生

产,优化空间利用。

五、结 语

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空间生

产战略,对从事城镇化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从大历史中才能深刻把握新

时代城镇化和空间生产的真实蕴含。马克思认识城

乡关系的历史逻辑起点是城镇化服从资本增殖,资

本主义城镇化的本质特征是资本积累和增殖。全球

化背景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社会制度长期共

存,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城镇化的异同,进而总

结出社会主义城镇化的本质特征,探讨社会主义城

镇化是新时代空间生产的历史和逻辑必然,新马克

思主义城镇化空间生产理论刚好为我们提供了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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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城镇化发展的理论视角。因此总结、提炼

和反思70年来城镇化发展道路的经验教训,坚定不

移地走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是推进社会主义城镇

化发展的实践需要,更是21世纪发展马克思主义城

乡关系的理论要求。

参考文献:
[1] 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生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

社,2003.

[2] 宋宪萍,孙茂竹.资本逻辑视阈中的全球性空间生产研

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6):59-66.

[3] 亨利·列斐伏尔.都市革命[M].杨生平,强乃社,译.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4] HenriLefebvre.TheProductionofSpace[M].Transi-

atedbyDonaldNicholson-smith.OxfordUK:BLack

wellLtd,1991:62.

[5]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和谈话

[Z].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7:197.

[6] 亨利·列斐伏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

泽东[M].李青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247.

[7] 胡博成.社会治理精细化的生成机理、挑战以及应对策

略———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阈[J].甘肃理论学

刊,2017(3):72-76.

[8] 奚建武.新型城镇化:对过往城镇化的解构与超越[J].

理论视野,2014(6):35-40.

[9] 奚建武.城镇化进程中农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方式创新

[J].重庆社会科学,2012(12):38-43.

FromSpaceProductiontoSpaceSharing:AStudyontheEvolutionLogicof
theUrbanizationDevelopmentPathinthe70YearsSincetheFoundingofNewChina

HUBocheng,ZHUYitian
(SchoolofMarxism,EastChina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Shanghai 200237,China)

Abstract:SpaceproductionisthetheoreticalaxisoftheurbanizationofthenewMarxism,andexaminingthe

roadofurbanizationdevelopmentinnewChinainthepast70yearswithspaceproductionishelpfultofullyunder-

standingtheessentialcharacteristicsofsocialisturbanization.China’surbanizationhasexperiencedtwodifferent

stylesofdevelopmentperiodsofindustrialplasticcityandcapitalplasticcity,duringwhichtheemphasisontheuse

ofvalueproductioninthepreviousstageofspacelimitsthepaceofurbanization,whilethespaceproductioninthe

latterstagehastriggeredaseriesofsocialdevelopmentproblems.Correctingthespaceproductionandreturningto

theessenceofsocialismisthehistoricalandrealisticappealofthedevelopmentofurbanization.Onthebasisofthe

experienceandlessonsofthedevelopmentofurbanizationinthepast,Chinahasputforwardanewurbanization

roadwithspatialsharingasitscorevalue,andhasuseditasaguidetocontinuouslypromotethedevelopmentof

urbanizationinthenew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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