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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纽约的人口规模特征及增长变

动

　　纽约市面积 828．8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
10144．9人／平方公里。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
据显示�1990年�纽约市市区 （相当于北京市城八
区 ）人口约732．3万人�2000年增至800．8万人�
2005年再增至840．2万人�是世界上典型的人口高
度密集的城市之一 ［1］。与其他美国城市相比�纽约
市人口首位度相对较高�1990年为1．48�2000年增
加到1．51①�而且还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1．纽约人口的变动过程
从1686年建市起�纽约由一个人口几乎为零的

不毛之地迅速发展成为拥有800多万人的国际大都
市。纽约的都市人口变动特征显示�纽约的城市人
口增长经历了一个从快速发展到基本稳定�再趋于

缓慢增长的自组织过程�期间伴有郊区化和逆城市
化的阶段。本文根据纽约人口增长的变化速度�以
及典型人口增长的结构特点�将纽约的人口增长变
动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

（1）城市发展初期的人口缓慢增长阶段 （1686
－1830年 ）
在城市发展初期�纽约人口增长缓慢�1790年

纽约仅有3．3万人口。19世纪20年代�连接五大
湖地区的伊利运河通航�加之铁路建设改善了纽
约的交通条件�由此吸引了大量的移民涌入�1820
年纽约人口增至12．4万人。然而�由于刺激经济
快速增长的动力机制仍未形成�此阶段的人口增
长非常缓慢�年均人口增长率甚至呈现下降趋
势。　

（2）加速城市化的人口快速增长阶段 （1830－
1950年 ）

该时期包括加速增长和极度膨胀两个阶段。19

·84·

　总第182期 城市问题 2010年第9期　
DOI :10．13239／j．bjsshkxy．cswt．2010．09．013



外国城市

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是纽约人口的加速增长阶
段�期间�美国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工业发
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加速促进了城市化进程。1830
－1890年的60年间�纽约人口增加了大约130万
人�1890年人口规模达到150多万人。1890年至
20世纪50年代期间�是纽约人口的快速膨胀阶段。
在1890－1950年的60年间�纽约人口增加了大约
640万人�1950年�纽约市区人口总数达到789．2万
人。在这一阶段�受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动�纽约基
本完成了从移民城市向国际城市的转变�工业化成
为导致人口增长变动的首要因素。

（3）人口规模的稳定阶段 （1950－1970年 ）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此阶段也是美国由工业

化中期向后工业化过渡的时期。在历经100多年的
人口持续增长后�从20世纪中叶开始�纽约人口规
模保持在780万人左右�并渐趋稳定。纽约人口规
模在此阶段之所以能够稳定下来�主要原因是纽约
处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过渡阶段。纽约力
图在保持城市人口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市场机
制约束下的人口总量与产业结构的匹配。

（4）逆城市化时期的人口发展阶段 （1970－
1980年 ）

城市化和人口膨胀导致纽约中心城区产生了环

境污染、交通堵塞、居住条件下降等诸多问题�加之
私人汽车和高速公路网络降低了人们的通勤成本�
同时郊区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郊区商业等基础设
施配置水平不断提高�这都促使房地产市场外移�人
口大量从中心城区向郊区迁移。20世纪70年代�

纽约市区人口规模开始下降�1980年城市人口总数
约为707．2万人�比1970年减少约20万人。逆城
市化的人口减少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持续了大约20年的时间�最终导致中心城市空心
化�而近郊区和远郊区人口快速增长。

（5）再城市化阶段的人口发展 （20世纪80年代
中后期至今 ）

面对诸多城市问题�纽约市政府开始实施积极
的治理政策�改造老城区；另外�金融保险、信息以及
法律、咨询等社会服务企业和生产性服务部门也迅
速发展。在政府战略和企业发展目标的双重调整
下�中心城区经济区位的优越性重新提升�人口向中
心城区转移的态势日益加强。2005年曼哈顿、布鲁
克林等5区的纽约人口总数达到840．2万人。在近
20年的时间内�纽约人口净增长了130万人�增长
速度很快。

2．纽约人口的增长速度
第一�增长速度总体趋于下降�但波动较大。图

1表明�纽约人口增长的下降趋势非常明显。经过
模拟�对数曲线的系数为 －1．96�直线模拟系数为
－0．29�系数值相对较大。从数值上看�以1900年
为分界线�之前平均增长速度 （代数平均 ）为4．3％�
但后期的平均速度仅为0．88％。此外�纽约人口在
不同时段的增长波动非常大。经过模拟发现�对数
曲线的检验值 （Ｒ2）为0．445�直线模拟的检验值为
0∙546�均不满足检验值的最小值要求�说明纽约城
市人口的变化未呈现出对数曲线的变化规律�同时
也不符合线性规律。

图1　纽约市1790－2000年年均人口增长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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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在特定时段出现人口增长的突变。本文
将人口增长率严重偏离趋势线的1810－1820年、
1890－1900年与1970－1980年三个时段视为人口
发生突变增长的时期。其中�1812至1815年间的
英美战争使移民数量减少�造成1810－1820年纽约
人口大幅下降；1890－1900年的人口激增�主要是
受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石油开发利用新技术成果推

动�电气、化学和汽车三大主导产业迅猛发展强力带
动纽约都市经济增长所导致的；1970－1980年是纽
约逆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十年�该阶段是纽约都市人
口增长变动转向下降的一个拐点。

　　二　东京的人口规模特征及增长变

动

　　截至2005年末�东京都共有588．6万户家庭�
平均每户家庭有2．14人�总人口约1257．7万人 （其
中23个区�又称为区部�相当于北京市城八区�共有
845．7万人�多摩地域有406．1万人�诸岛有2．6万
人 ）。东京都的面积约2187平方公里�占全日本总
面积的0．6％�但是人口却约占日本总人口的10％�
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736人�人口首位度极高�
2000年达3．09。

1．东京人口的发展阶段
500多年前�东京是一个称作江户的人口稀少

的小渔镇�此后逐渐发展成日本关东地区 （日本划
分的8个经济区之一�东京都市圈均属关东地区范
围内 ）的商业中心。19世纪初�江户的人口已然超
过百万。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天皇由京都迁居
至此�江户遂改名为东京�成为日本的国家首都�由
此�东京人口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整个近现代
时期�除受到 “二战 ”的严重影响之外�东京的人口
呈现出强烈的增长刚性而且波动较小。总体上�东
京城市人口规模的变化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1）人口稳定增长阶段 （1880－1940年 ）
明治维新后�伴随着政治中心的迁移以及日本

经济的发展�东京人口快速增长。1880年东京人口
总数约96万人�经过60年的发展�1940年人口总
数已增加至735．5万人。尽管该阶段人口的年均增
长率波动较大�但人口规模总体上呈现出稳步和较
快增长的态势 （表1）。

（2）人口急剧减少阶段 （1940－1945年 ）
“二战 ”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盛行�日本国内

　　表1　1880－2005年东京人口规模变化 （万人 ）
年份 人口规模 年份 人口规模 年份 人口规模

1880 96．0 1945 348．8 1994 1179．2
1885 123．4 1950 627．8 1995 1177．4
1890 148．7 1955 803．7 1996 1179．0
1895 186．8 1960 968．4 1997 1183．8
1900 201．4 1965 1086．9 1998 1190．4
1905 241．1 1970 1140．8 1999 1197．3
1910 287．2 1975 1167．4 2000 1206．4
1915 285．8 1980 1161．8 2001 1217．8
1920 369．9 1985 1182．9 2002 1229．2
1925 448．5 1990 1185．6 2003 1238．8
1930 540．9 1991 1187．9 2004 1247．8
1935 637．0 1992 1187．8 2005 1257．7
　　资料来源：见参考文献 ［2］。

政治、经济等一切事务均以战争为中心。1945年�
东京人口总数仅348．8万人�与1940年相比减少了
近一半。

（3）战后恢复与人口快速增长阶段 （1945－
1970年 ）

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逐步恢复与腾飞�东
京的城市人口增长迎来第二个高峰�1951年人口增
长率高达 6．9％�1960年增长率仍然高达 3．6％。
到1970年�东京的人口总数达到1140万人。

（4）人口规模趋于稳定阶段 （1970－1990年 ）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京的人口增长放缓�城

市人口规模维持在1180万人左右�进入人口规模相
对稳定阶段。其间虽然也夹杂一些逆城市化现象�
但东京的人口规模总体上保持了一种稳定略有增加

的态势。这一阶段是受 “泡沫经济 ”与 “少子老龄
化 ”严重影响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京的
人口总量出现短暂下降。随着日本经济复苏和再城
市化进程的加快�东京都的人口规模从20世纪90
年代中后期开始缓慢回升�截至2005年末�总人口
规模已经恢复到1257．7万人。

2．东京人口的增长速度
战争成为影响东京人口变动的关键因素�个别

时段的人口增长波动异常。相关数据显示�东京的
人口异常变化区间集中于两个时间段：一是 “一战 ”
前后的1900－1920年期间；二是 “二战 ”爆发及其
结束后的1940－1955年间�这是日本大量人口输出
充军的时期。此后�受20世纪50－60年代战后恢
复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东京保持了较高的人口增长
速度。除去战争的阶段性影响�东京的人口增长变
化则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人口总体上呈现稳定
增长而后快速下降的趋势。将战争时期的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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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根据相邻时段进行调整�取其两个时段的平均增
长速度�然后进行线性和对数模型模拟�结果发现东
京人口比纽约人口更加接近对数和线性增长的变化

趋势�其对数系数为－1．4067�高于纽约的－1．965�
线性系数为－0．1866�高于纽约的－0∙287。

与战争的短暂影响相比�经济增长当属东京人
口增长的长期决定因素。在 “一战 ”后1920－1940
年的 20年的时间内�东京人口增长保持着年均
3∙5％的增长速度；“二战 ”后�东京人口规模出现快
速下降的趋势�由12．47％的超常规增速水平快速
下降到5．07％的正常增长速度�使得战争因素造成
的人口变动在大约10年内得以消除。从20世纪60
年代开始�东京人口增长速度呈现较快的下降态势�
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后工业化时期。

东京的人口增长变动还体现出与城市化历程较

吻合的总体特征。东京的人口增长与演变在趋势上
基本符合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城市化与人口
居住区空间转移的关系�以及产业与人口居住与再
城市化机制的关系等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发展规律�
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在经济快速增长阶段保持了较快的增速
1945－1955年是日本经济的恢复发展时期�在

美国的大力扶植下�以及朝鲜战争引发的军工品需
求引导下�日本经济全面启动并迅速恢复�工业生产
超过战前和战时的最高水平�国民平均消费额也达
到战前的标准�钢铁、化纤、电子、汽车等资本密集型
产业和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迅猛�就业岗位快
速膨胀�使城市人口保持了极快的增长速度。

（2）经济结构转型期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
1955－1973年�日本进入科技成果推动经济高

速增长的时期。期间�日本借助20世纪50－70年
代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充分运用第三次
科技革命的成果�适时制定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
略以调整国内产业结构�工业生产大幅度跃升�年均
增长率在10％以上�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作为
日本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载体�东京与周边地区进
行了有效的职能分工和产业转移�对劳动密集型产
业进行了空间置换。东京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使
得就业人口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眷带人口也因年
龄结构的年轻化而导致增速明显下降。

（3）在经济危机和逆城市化阶段总人口规模快
速下降并出现负增长

1973年之后�受经济危机影响�日本经济发展
放缓进入低速增长期。然而�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相比�1971－1975年�日本仍保持了5．5％的较高平
均年增长率。1970－1980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上
升3．2倍；199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达5万亿美
元。此间�以东京为核心的国际大都市经济区产业
结构的调整逐步深入�就业结构不断完善；同时�高
度发达的城市经济促使东京社会不断分化�不同层
次的消费群体大量出现�郊区化日渐成熟�导致
1975－1995年东京开始进入 “逆城市化 ”阶段。

（4）近10年来�东京的再城市化势头迅猛
21世纪�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速度

加快。作为世界城市之一�东京现代服务业极其
发达�新经济形式不断涌现�经济组织方式迅速变
化。在政府调整的基础上�中心城区经济获得复
苏�再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人口重现较大幅度的
增长。

　　三　伦敦的人口规模特征及增长变

动

　　根据相关政府部门的统计�1997年伦敦人口总
规模超过700万人�成为英国第一大城市。2003年
大伦敦总人口达738．8万人�其中内伦敦290．5万
人�外伦敦448．3万人；2005年大伦敦总人口约为
751．8万人 ［3］。作为英国首都和最大的城市�伦敦
的人口首位度非常高�20世纪50年代以来�伦敦的
首位度持续高于3；2000年甚至高达3．4�其水平与
东京近似�但高于纽约 （表2）。
　　表2　1961－2005年伦敦市人口规模 （万人 ）
年份 人口 年份 人口 年份 人口

1961 797．7 1976 708．9 1991 689．0
1962 797．0 1977 701．2 1992 690．5
1963 792．6 1978 694．7 1993 693．3
1964 789．4 1979 688．8 1994 696．7
1965 785．7 1980 685．1 1995 700．7
1966 781．0 1981 680．6 1996 707．4
1967 776．1 1982 677．1 1997 712．2
1968 769．3 1983 676．5 1998 718．7
1969 761．9 1984 677．2 1999 728．5
1970 753．0 1985 679．0 2000 737．5
1971 752．9 1986 680．4 2001 732．2
1972 744．3 1987 680．1 2002 737．1
1973 736．2 1988 677．0 2003 738．8
1974 726．4 1989 679．9 2004 742．9
1975 717．9 1990 685．3 2005 751．8
　　数据来源：1961－2000年数据来自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ｆｏｒＬｏｎｄｏｎ’ｓ
Ｇｒｏｗｔｈ；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ｄａ．ｇｏｖ．ｕｋ／．2001－2005年数据来自 Ｆｏｃｕｓ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2007；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ｇｏｖ．ｕ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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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伦敦人口规模的变动情况
1500年�伦敦人口不过5万人�1600年人口增

至20万人�1700年再增至70万人。1500－1600年
的100年间�伦敦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 1．39％；
1600－1700年间的人口平均增长速度为1．26％。
相对而言�这个时期的人口增长较为缓慢。18世纪
中期至19世纪中期�伦敦经历了第一个人口快速增
长期�1750年达到75万人�1800年、1850年分别达
到100万人和275万人。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
伦敦人口依然保持相对较快的增长速度。据 《福布
斯》杂志的数据�1900年伦敦人口达到600万人。
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伦敦人口呈现缓慢增
长态势。据统计�1939年伦敦人口约 861．7万
人 ［3］。1900年以来人口年均增长速度为0．91％�较
之前阶段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

早在1950年伦敦便出现逆城市化的态势。根
据政府统计数据�1961年伦敦人口为797．7万人�
1939－1961年人口平均年递减0．35％ ［5］�伦敦开始
出现人口绝对减少的态势。20世纪60年代后�英
国城市化由于面临 “城郊化 ”而导致大城市衰退�内
城人口负增长�具有城市特征的周边与外围地区人
口大幅度增长。20世纪70年代�伦敦内城人口下降
了4．2％�而周边与外围地区人口净增加率却达到两
位数。由此判断�20世纪60年代之前伦敦已经呈现
逆城市化的迹象。逆城市化格局持续时间长达40年
之久�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发生转变。

2．伦敦人口增长的变动机理
从城市发展的角度看�伦敦城市人口增长与变动

的影响因素、机制及其规律性都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和复杂性�其人口演变的机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资本原始积累的推动作用
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典范�其原始资本积累

从16世纪开始到18世纪中叶结束�大约持续了两
三个世纪。期间�英国与东方 （主要是印度 ）和北美
进行贸易�促进了其对海外市场的垄断�资本家获得
高额利润�资本原始积累加速。而且伦敦具有良好
的港航条件�是英国原始资本积累的首发地�资本积
累加快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海外贸易又增加了就
业岗位。总之�在1750年以前较长的时期内�伦敦
人口增长一直保持了较快的速度。

（2）工业革命的推动作用
工业革命前的18世纪60年代�英国农业人口

占总人口的80％以上�到工业革命后的19世纪中
叶�英国农业人口急剧下降到总人口的25％。工业

革命一方面导致人口剧增�另一方面又减少土地对
劳动人口的需求�使得大部分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成
为雇佣工人和产业后备军�为产业革命提供廉价劳
动力。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伦敦在这一阶段是
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极大地刺激了包括世界移民
的迁入�城市人口快速膨胀。

（3）政府战略调整的推动作用
政府支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1593年�

国会废除反圈地法令�引起圈地运动狂潮；二是
1640年�资产阶级革命爆发�资产阶级不再反对圈
地；从1688年起�政府公开支持圈地。另外�20世
纪60年代后特别是70年代�内城人口急剧下降而
周边与外围地区人口快速增长。为此�英国政府推
出城市重建计划：一是启动伦敦都市圈规划�旨在从
区域角度解决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二是加强城
市环境改造�试图从城市管理角度解决城市问题；三
是加强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制定现代服务业发展规
划以及区域产业转移规划等。

　　四　世界城市人口规模的演化规律

　　1．纽约、东京与伦敦人口增长变动比较
总体上�纽约、东京与伦敦城市人口的增长均表

现出 “缓慢增长→加速增长→快速增长→稳定增长
→缓慢减少→稳定发展→缓慢增长 ”的基本步骤和
发展态势。尽管不同城市在发展历史、前期的人口
增长变化�以及人口缓慢增长所持续的时间等方面
存在较大差异�但是进入加速增长期和快速增长期
之后�各城市的人口增长差异并不明显�人口变动的
特征与规律比较一致�经济要素和城市自身增长的
过程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图3）。
此外�统计数据还显示�三个城市均有逆城市化阶段
过渡到再城市化的过程�只是起始时间和强度存在
较大的差异。

2．纽约、东京与伦敦人口增长变动影响机制比
较

（1）工业化是推动城市人口加速和快速增长的
核心因素

工业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17、
18世纪�经济全球化或者以全球市场定位城市发展
的规划思想尚未形成�各城市的人口增长仅取决于
地方政府的经营手段与管理方法�以及引导人口空
间集聚的社会经济背景。作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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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1880－2005年世界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情况

工业化进程对伦敦人口规模的增长变动具有显著的

影响；二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纽约、东京城市人口增
长的影响作用更为强烈。相对而言�伦敦长期以来
人口增长比较稳定。在高度城市化的条件下�城市
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增长变化影响因素的作用将
适当下降。通常�城市化初期的人口增长主要依赖
于农村人口的基本规模�城市之间人力资源再分配
的强度则比较有限。

（2）政治经济和军事背景成为人口增长波动的
关键因素

统计资料显示�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

英美之间的战争都对都市人口增长产生了强烈影

响。 “二战 ”则对东京人口规模的变动影响巨大�既
有战前人口规模的快速下降�也有基于战后经济恢
复的需要所导致的东京人口出现长期的持续快速增

长。此外�恰逢当时的世界经济发展环境适合东京
的产业发展策略�因此第三次产业革命对东京的人
口规模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但 “二战 ”对伦敦人口
规模的影响则相对较小。

（3）第三次产业革命是决定人口稳定增长向负
增长转变的决定因素

从世界经济的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特点来看�
第三次产业革命成为国际大都市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和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标志。第三次产业革命推动
了逆城市化而非加速人口集聚的主要原因在于：一
是第三次产业革命凸现了基于知识与技术创新的发

展模式�技术含量高�技术转化周期短�技术革新更
加系统化�失去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工业引
发大规模人口集聚的物质基础；二是第三次产业革
命更加依赖于高技术创新人才与高端经营管理人才

的组织方式�不再倚重传统的产业工人；三是第三次
产业革命导致技术传播的途径和方式多元化�物质
性生产部门可以通过产业或特定经济形式的空间转

移实现人口布局的空间分散化。
　　表3　 1880－2005年三大国际大都市人口规模及其增长变动情况

人口规模 （万人 ） 人口增长速度 （％ ）
年份 东京 伦敦 纽约

1880 96．0 550．0 120．6 年段 东京 伦敦 纽约

1890 148．7 580．0 151．5 1880－1890 4．47 0．53 2．31
1900 201．4 600．0 334．7 1890－1900 3．08 0．34 8．25
1910 287．2 620．0 476．7 1900－1910 3．61 0．33 3．60
1920 369．9 650．0 562．0 1910－1920 2．56 0．47 1．66
1930 540．9 810．0 693．0 1920－1930 3．87 2．23 2．12
1940 523．0 850．0 745．5 1930－1940 －0．34 0．48 0．73
1950 627．8 860．0 789．2 1940－1950 1．84 0．12 0．57
1960 968．4 790．0 778．2 1950－1960 4．43 －0．85 －0．14
1970 1140．8 753．0 789．5 1960－1970 1．65 －0．48 0．14
1980 1161．8 685．1 707．2 1970－1980 0．18 －0．94 －1．09
1990 1185．6 685．3 732．3 1980－1990 0．20 0．00 0．35
2000 1206．4 737．5 800．8 1990－2000 0．17 0．74 0．90
2005 1257．7 751．8 840．2 2000－2005 0．42 0．19 0．48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历年人口普查数据；伦敦1961－2000年数据来自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ｆｏｒＬｏｎｄｏｎ’ｓＧｒｏｗｔｈ；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ｄａ．ｇｏｖ．ｕｋ／．2001
－2005年数据来自Ｆｏｃｕ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2007；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ｇｏｖ．ｕｋ／；东京都统计年鉴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ｏｕｋｅｉ．ｍｅｔｒｏ．ｔｏｋｙｏ．ｊｐ／ｔｎｅｎｋａｎ／ｔｎ－ｅｉｎ-
ｄｅｘ．ｈｔｍ．

　　 （4）技术发展、产业组织与公共政策是逆城市
化与再城市化强度的影响因素

从人口增长变化的特征与规律看�国际大都市

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方式具有

较强的一致性。通过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导
致国际大都市逆城市化的主要原因包括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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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网络体系的发展。主要是指连接中心
城区与郊区或卫星城镇的高等级交通干线的快速发

展。其一方面满足了汽车增长的需求�促使公路经
济带快速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另一方
面为大规模的产业空间转移奠定了空间组织基础。

－－－产业的空间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使得企业
逐渐趋向大型化和自动化�尤其是制造业企业的组
织形式发生重大改变�城市中心区较高的土地租金
和狭窄空间无法满足其空间拓展的需求�迫使其率
先向郊区的工业园区集中。随之�商业、服务业和企
业办事机构也向郊区集中�郊区和卫星城镇的生产
和生活条件由此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

－－－通讯技术条件的提升。主要是电话的普及
和电脑网络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使郊区办公成为现
实�引导大型企业的生产性部门向郊区集中；另一方
面�郊区居民与城区建起了便捷的信息通道�弱化了
面对面交流和信息交换的基本需求。

－－－老城区居住条件的恶化。这一方面表现为
老城区存在严重的交通堵塞现象�总体空间运行效
率降低�通勤成本增加；另一方面�老城区的城市基
础设施日益老化�对生活环境质量和社会安全的保
障程度明显下降。与此同时�老城区原有的传统产
业集聚及技术的落后�也导致城区内的生态环境不
断恶化。

再城市化通常伴随着逆城市化�因此城市化是
两种人口增长方式的博弈过程�是一个政府、企业和
居民等主体对空间进行重新选择的过程。通过典型
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导致国际大都市再城市化的
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

－－－生产性服务产业的集聚趋势明显。在信息
技术和知识经济为特色的新经济时代�一方面技术
外溢性导致企业的公共服务性质和网络组织特征不

断提升�新型企业具有向城市中心区发展的趋向；另
一方面�城市的服务经济和部门日益发达�金融、保
险、房地产、法律、咨询、信息服务、通讯等现代生产
性服务产业�被作为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产业
配套的重要组成内容不断向中心城区集聚。

－－－企业组织形式发生重大变化。信息产业关
键在于信息的收集、处理和生产�需要多方面的不断
沟通�而中心城区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是无法改变
的�仍将成为信息产业的集聚地。此外�大型企业都
将管理和生产进行分离�形成总部经济的模式�其管
理机构适宜于集中在总部经济发达、企事业单位密
集的区域。因此�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逐渐得以被

重新审视和挖掘。
－－－政府加强了对中心城区的更新改造。地方

政府大都对中心城区的市政设施和交通网络体系建

设等进行不断的更新改造�使一系列的老城区问题
得以妥善解决�其中一些传统社区经过改造�更具有
人文气息�文化集聚能力不断提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ａｉｍｓｔｏ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ｃｉｔｙ’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ｚｅ
ｂｙ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ｔｈ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ｚｅ’ｓ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ｉｔｓ
ｇｒｏｗｔｈ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ｏｋｙｏ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Ｉｔｉｓ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ｅｗｏｒｌｄｃｉｔｉｅｓｈａｖｅｂｅｅｎ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ｎｃｉｔｙ’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ｔｈａ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ｍｏｄｅｏｆ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ａｒｅｔｈｅｃｏｒ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ｔｈａｔｌｅａｄｔｏ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ｃｉｔｙ’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ｚ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ｏｒｌｄｃｉｔｙ；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ｚ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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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根据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ｏｒｌｄ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Ｔｈｅ2003Ｒｅ-
ｖｉｓｉｏｎ中的数据整理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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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京都网站．东京都概况 ［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ｅｔｒｏ．ｔｏｋｙｏ．
ｊｐ／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ｖｅｒｖｉｅｗ03．ｈｔｍ�2010－02－17

［4］　ＵＫ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ＦｏｃｕｓｏｎＬｏｎｄｏｎ2007［ＥＢ／ＯＬ］．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ｇｏｖ．ｕｋ／�2010－07－17

［5］　Ｌｏｎｄ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ｇｅｎｃｙ．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ｆｏｒＬｏｎｄｏｎ’ｓＧｒｏｗｔｈ［ＥＢ／
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ｄａ．ｇｏｖ．ｕｋ／�2010－02－17

（责任编辑：赵　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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