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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市聚集作 用 引起的
“

涌现
”

现象极大的推动 了 城市及所在地 区 的发展 。 本文在分析城市化过程 中 出现的
“

涌现
”

现象的

同 时进一步分析 了城 市 因
“

涌现
”

而付 出 的代价 ， 即
“

浦现
”

成本 ，其 中 ＆括城市基本成本 、社会成本及环境成本 ， 并试 图 寻找在
“

涌

现
”

效益与
“

涌现
”

成本共 同 影响下的合理城市规模 ，通过结合对 已有理论成果的研究对城市规模与这二者的关 系进行分析找 出理

论上的合理城市规模 。 最后得 出 结论并结合我 国城市化现状 简要提 出有助 于我 国城市化发展的借鉴性意见 。

关键词 ： 涌现 ； 剩余价值 ； 滴现成本 ； 聚集庋 ；城市规模

中图分类号 ：
Ｆ２９ １ ． １文献标识码 ：

Ａｄｏ ｉ
： 
１ ０ ． ３９６９／

ｊ
．ｉｓｓｎ ．１００６

－

６０５５ ． ２０ １ ３ ． ０６ ． ０２８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ｏ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ＣｏｓｔａｎｄＵｒｂａｎＳｉｚｅ

ＲＥＮＨｏｎｇ

＊

ＺＨＯＵＲｕｎｒａｎ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ａｌＥｓｔａｔｅＭａｎａｇ
ｅｍｅｎｔＣｏｌｌｅｇｅ ，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
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 ，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００４５ ）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Ｔｈｅ

“

Ｅｍｅｒ
ｇ

ｉｎｇ

， ’

ｐ
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ｃａｕｓｅｄｂ

ｙ
ｕｒｂａｎｆ＾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 ｔ

ｐ
ｌａｙ

ｓａｈｕｇ
ｅ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
ｇ

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ｃｉｔ

ｙ
ａｎｄ

ｒｅ
ｇ

ｉｏｎ ．Ｔｈ ｉｓ
ｐａｐｅｒａｎａｌ

ｙ
ｚｅｓｔｈｅｅｍｅｒ

ｇｉｎｇ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
ｒｏｃｅｓｓ

， 

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ａｎａｌ
ｙ
ｚｅｓｔｈｅｃｏｓｔｏｆ ｃｉ ｔ

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

ｅｍｅｒ
ｇ

ｉｎ
ｇｐｈ

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
Ｅｍｅｒｇ

ｉｎｇ
ｃｏｓｔ

，
ｉｔ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ｈｅｃｉｔ

ｙ
ｃｏｓｔｓ

，
ｓｏｃ ｉａｌｃｏｓｔ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ｔｒ

ｙ
ｔｏｆｉ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ｃｉ ｔｙｓｉｚｅ

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ｏｔｈｔｈｅｅｍｅｒ
ｇ
ｉｎ
ｇ

ａｎｄｅｍｅｉ

＾ｉｎ
ｇ

ｃｏｓ 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
ｃｏｍｂ ｉｎｅｄｗ ｉｔｈｔｈｅｅｘ ｉｓｔｉｎ

ｇ
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ｌｒｅｓｕｌｔ ｓｔｏ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ｔｈｅ
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ｃ ｉｔ
ｙ

ｓｉ犹ａｎｄｉｄｅｎｔ ｉｆ
ｙａ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ｉｚｅｏｆ ｔｈｅｃ ｉ ｔ ｉｅｓ ．Ａｔｌａｓｔｉｔ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ａｎｄ

ｐ
ｕｔｓｆｏｒｗａｒｄｆｅｗｂｒｉｅｆｃｏｍｍｅｎ ｔｓｔｏ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ｉ ｔｈ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ｕｒｂａｎ ｉｚａｔ 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Ｃｈｉｎａ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
ｅｍｅｒ

ｇ
ｉｎ

ｇ ；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ｖａｌｕｅ

；
ｅｍｅｒｇｉｎ

ｇ
ｃｏｓｔ

；

ｄｅ
ｇｒｅｅｏ

ｆａ
ｇｇｒｅｇ

ａｔ ｉｏｎ
；
ｕｒｂａｎｓｉｚｅ

规模的扩张 日趋弱化 ，而人 口规模的扩大 占主要地位 。 城市

规模是城市特征量的表现和概括 ，是一个含有社会经济意义

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启 了世界的城市化之路 ，尽管不同国和环境意义的数量概念 ， 由于城市的社会 、经济问题主要是

家或地区的城市化起源及发展形态不尽相同 ，但相同的是这在人 口规模上表现出来 ， 因此习惯上所称的城市规模即城市

个过程都包括大量地人才 、技术 、资源等要素及经济活动飞的人 口规模 。

速地向肺聚集 ’并由此产生的 涌现 效应极大地推动了城城市化中的
‘‘

涌现
”

与
“

涌现成本
”

市所在地区及整个国家的发展 ，城市正在逐步发展成为一个ｗ巾扎屮奶 ｍｖｕ１

国家或地区的政治 、经济 、文化中心 ，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所谓的
“

涌现
”

现象简单来说就是
一种

＂

整体大于部分

了巨大的推动力
⑴

。之和
”

的现象 ，而大于的那部分就是
“

涌现
”

产生的新质 。 具

大城市 、特大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扮演着
“

火车头
”

的角体指多个要素组成系统后 ， 出现了组成系统前单个要素所不

色 ，有难以替代的聚集效应和辐射功能 。 但是过快的城市化具有的性质 ，而这个性质并不存在于任何单个要素 当 中 ，所

会产生许多病态的大城市 ，这种大城市的发展是被数字蒙蔽以这种现象被形象地称为
“

涌现
”

现象
［
５

’
６

］

。 本文中提到的

了思维却忽略了城市化的本质 ，那就是城市 自 身价值水平 、

“

涌现
”

成本则是相对
“

涌现
”

现象而言的 ，要产生
“

涌现
＂

现

居民生活水平及文化水平 ，从而导致了空有规模却不能产生象的前提就是要有众多单体要素的聚集进而构成系统 ，但在

与之相对应的效益
［
２

］

。 同时城市规模并不能无限制的扩张现实中要使众多要素进行聚集直至构成系统并且维持系统

下去 ，到城市发展后期甚至 出 现
“

逆城市化
”

现象 ， 这虽有的正常运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而这个代价就是本文所说的
“

涌现
”

效应趋于极限的原因 ，也与城市在环境 、资源 、人 口等
“

涌现
”

成本 。 研究
“

涌现
”

现象却忽略了
“

涌现
”

成本是有缺

方面的承受及容纳能力有限有关
［
３

］

。憾的 。

一个系统只有它的
“

涌现
”

效益大于 了
“

涌现
”

成本 ，

２ 城市规模針雑相Ｔ難赫絲賴Ｓ励聽 。

３ ． １ 城市化中的
“

涌现
”

现象

城市规模是指地域空 间 内聚集的要素在数量上及空间城市其实就是一个由众多要素构成的系统 ，
而城市化的

上的差异性 ，它主要包括城市人口 、经济活动及其能力 、建成 过程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人 口 向某一地区不断地聚集 ，进而引

区 占地面积这三个互相关联的组成部分
⑷

。 城市化发展初 发各种人类生活 、生产及其他经济活动所必须的要素 的聚

始阶段 ，城市地理规模在人 口规模带动下快速的扩张 ， 但到 集 ，而这正是产生
“

涌现
”

所必须的前提 。 城市中的涌现现象

城市发展后期 由于地理 、环境 、交通等因素的限制使得地理 更像是一种
“

剩余价值
”

的体现 ，这里的剩余价值并非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中所提及的 ，而是指因聚集产生的价值在满足要

？，

￣

ｊ素 自 身需求后体现出来的价值 ，正是这种剩余的价值促使了
＊Ｌ－ｍａｉ 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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涌现的产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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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１ ． １ 城市化 中
“

涌现
”

产 生的条件３ ． ２ 城市化中的
“

涌现
”

成本

聚集虽是
“

涌现
”

的必然条件 ，但不是所有的聚集都能产
“

涌现
”

成本在城市 中 的表现为吸引 并维持聚集及应对

生
“

涌现
”

现象 。 早在 １ ９４６ 年理查德
［
７

］

就有过这样一条评这种大规模聚集产生的不 良后果的代价 ， 同时也包括在产生

论 ：

“

贫民窟问题的真正元凶不是拥挤 ，而是贫困
”

，就是说贫剩余价值前聚集的各要素本身所需的价值 。 我们在研究
“

涌

民窟的这种人 口聚集仅处于维持此聚集存在的边缘线上 ， 而现
”

现象的时候更多的关注了它的效益 ， 却忽略 了前提条件

无法产生剩余价值 ，也同样由于这种单一的聚集并没有构成聚集所带来 的成本 。 而研究
“

涌现
”

成本就不得不引 人
“

聚

功能完备的系统 ，所以并不能产生新质 。 与
“

涌现
”

理论相类集度
”

这个概念 ，所谓的聚集度简单来说就是要素的聚集程

似的聚集经济理论认为 ，聚集能够使企业获得成本节约的聚度 ，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 ， 城市的聚集度越高那么产生

集经济 ，但聚集经济并不是无条件的 ， 只有把存在着种种 内的
“

涌现
”

效益也就越大 ， 同时聚集成本也越高 。

外联系的工业按一定规模集中布局在特定地点 ， 才能获得最欧共体积极提倡的紧缩城市就是 旨在遏制城市扩张 ，通

大限度的高效率或成本节约
［
８

］

。 因此只有 聚集 的各要素组过提高城市密度对集 中设置的公共设施进行可持性的综合

成合理并聚集到一定程度能够组成功能完备 的 系统才能够利用 ，
以有效的减少交通距离 、提髙能源利用率等 ， 降低城市

产生新质 ， 即
“

涌现
”

。的成本
［

１２
］

．

。 这似乎与
“

聚集度越高则聚集成本也就越高
”

互

３ ． １ ． ２ 城市化 中 的
“

涌现
”

相矛盾 ，实则不然 ，这是因 为我们在分析某一个变量时有一

首先是人才的
“

涌现
”

，从生物的角度来说人类是一种群定的前提 ， 即假设其他条件不变 ， 在此我们假设城市的聚集

居动物 ，城市化带动的这种大规模的人 口 聚集并不是简单的度上升到某点时 ，城市因聚集减少的成本为 Ａ
，

， 而因此增加

人数的聚集 ，而是社会分工 中不 同工种人群 的集合 ， 这就具城市公共设施维护及公共管理难度等产生 的 聚集成本 为

备了涌现的基本条件 。 当伦敦 因工业革命使得人 口 聚集到？ ，如果 Ａ
，＞ Ａ２ ， 就说明 聚集使得城市 的 总体成本有所下

２５０ 万时 ，恩格斯做过这样的评价 ：

“

这样的城市是一个非常降 ，如果 Ａ
，＜ Ａ２ ，就说明此时的城市聚集度 已经呈现不经济

特别的地方… ２５０ 万人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 ２５０ 万人的力量性 。 第一种情况多出现于城市化初期 ，第二种情况才是普遍

增加了１ ００ 倍
”

［
９

］

，这种人才的涌现大幅度 的提高 了社会生阶段 ，城市内的
“

涌现
”

成本具体可 以归总到基本成本 、社会

产效率 ；进而是由其引 发的智慧 的
“

涌现
”

， 在这种大规模 的成本 、环境成本三个方面 。

人 口 聚集中必然包括各领域 的精英 ， 由 他们之间 的交流 、协３ ． ２ ． １ 基本成本

作而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正是各种技术改进 、技术创新 、新理城市是各种聚集要素 的容器 ，规模越大它能容纳的聚集

论诞生的根本原因 。 科研部 门及各种智囊机构竭力 聚集人要素就越多 ，与此同时所需的运营成本就越大 。 城市运营成

才试图提高本身的科研或综合水平就是以
“

涌现
”

理念作为本可以理解为确保城市社会经济正常运转所需的各项财政

支出 ， 主要包括 ：城市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建设与维护 、生产
“

涌现
”

效应在经济方面类似于聚集经济效应 。 韦伯 建设和公共服务等活动的支出及城市行政管理费用的总和 。

对聚集经济下的定义是 ：

“

聚集经济是 由 于把生产按某种规 基本成本从剩余价值的层面来讲 ，就是聚集要素 自 身对聚集

模聚集在同一地点进行 ， 因而给生产或销售方面带来的利益产生的价值的消耗 。

或造成的节约
”

。 这种有规律的产业聚集随着规模的不断扩３ ． ２ ． ２ 社会成本

大会不断的吸引人力 、资金 、技术 向此地聚集 ，进而产生不同城市 内 的
“

涌 现
”

效应就是其吸 引 人 口 向 城市 聚集 的
．领域的

“

涌现
”

，促进产业集群的生成 ，有效地提高集群 内企
“

向心力
”

，而
“

涌现
”

成本就是排斥人 口 聚集 的
“

离心力
”

。

业及所在城市的竞争力 ， 同时为城市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在城市化的初期这种 向心力要远远大于离心力 ，致使城市人

力 。

“

涌现
”

效应能够使城市化过程中经济呈非线性增长 ， 这口飞速增长 ，继而超过 了城市 的 消化能力 ， 使城市管理难度

种现象在城市化率处于 ３０％￣ ７０％ 间时尤为明显 。 从下 图大大增加同时引发一系列 的社会矛盾 ， 如道路拥挤 、房价上

中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城市化过程中 因人 口 聚集产生的
“

涌涨 、失业人数增加 、犯罪率上升 、人 口老龄化等 ， 在规模大的

现
”

现象对世界经济的巨大推动力 。城市中这些问题就更为明显 ， 为此付出 的代价也越大 。

１ ００一７０ ０００对于城市交通 ，虽然城市道路建设发展很快但始终跟不

８０

＇

；
＾°ＤＰ＾／＋ ｉＬ ）

＾
１

；
６００００上城市 内机动车辆 的增加 ， 致使城市交通越来越繁忙 ， 道路

．

—— 入

Ｚ
－５ ００００负荷 日 益加重 ，交通拥挤 、道路堵塞 、交通事故等问题也越发

＂０
－

／
＿

４００００

＾突出 ， 据统计 ， 中 国 ２０ １ ０ 年 因 交通事故死亡 ６５２２５ 人 ， 伤
４０

－－３００００

ｑ－

２０ ０００２５４０７５人
，直接经济损失达 ９２６３ ３ ．５万元

［
１ ３

］

。 其 中必然包
２０

：－－一

， 圓

Ｉ ， ，

： 丨
：

１ ０ ０００括由于拥挤而导致或加重的交通事故 ，这部分与聚集有关的

１ ８００１ ９００１ ９５０１ ９６０１ ９７０１ ９８０ １ ９９０２０８０２０ １ ０损失应该纳入
“

涌现
”

成本之列 。

图 Ｉ 世界城市人 口 比例与全球 ＧＤＰ 总量 ［
１ １

］失业造成的无业游 民； 同样困扰城市的 ＩＥ常发展 ， 数据显

Ｆｉ
ｇｕｒｅ１Ｔｈｅ

ｐ
ｒｏｐ

ｏｒｔ 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ｗｏｒｌｄ
＇

ｓｕｒｂａｎ
ｐ

ｏ
ｐｕ ｌａ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市登记失业人数儿子是随着城 市人 口 比重逐年递增 的 （ 表

ＧＤＰ１
＂

）０ 。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 产业结构必须不断进行调整升级 ，

导致新旧 岗位交替 ，
工人就得转 岗 ， 这是城市正常发展过程

第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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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３ 年 １ ２ 月世界科 技蚵 究 与 欢展管理学

中劳动力配置的客观规律 ， 同时也对劳动者的适应能力提出经济学家开始了合理城市规模的研究 ，其中对城市规模研究

了更高要求 ，这就使得进人城市生活的成本越来越高 ， 此外产生深远影响的研究成果有最小成本理论 、生产成本双方面

失业人数的增加也从侧面上加剧 了城市内犯罪率的上升 。的成本 － 收益理论 、城市聚集理论及城市机能效率理论等几

表 １ 中国城市失业人数表
［
？

］种方法
［

１ ５
］

。 本文在借鉴 以上理论的基础之上 ， 简要分析 了
Ｔａｂ ｌｅ１Ｃｈ ｉｎａ

＇

ｓｕ ｒｂａｎｕｎｅｍｐｌｏ
ｙ
ｍｅｎ ｔｎｕｍｂｅ ｒｔ ａｂ ｌｅ

［
ｌ ３

基于
“

涌现
”

现象及其成本共同作用下的合理城市规模。
￣

登
錢

业
Ｈ

＂＂“—￣

登ｉ

淺
业 城錢

口１ ９７９ 年 由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通过对英 、 美等发达 国
‘

（ 万人 ）（
％ ）（ 万文 ）（ ％ ）家的城市化发展之路进行总结提出 了

“

诺瑟姆曲线
”

公理 ，揭
＂

１ ９９７５７６３ Ｌ ９ １２００４８２７４４ ． ３４示了城市化发展水平同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 ，认为城市化发

＝ ５７５ＩＩ

＇

１１＝８４７Ｚ Ｚ展过程呈 ３ 型 曲线 ，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个阶段为初期 ，

２０００５９５３６ ＾ ２２２００７８３０４５ ＾ ８９城市化率 ３０％ 以下 ，城市化速度 比较缓慢 ；第二个阶段是 中

２００ １６８ １３７ ． ６６２００８８８６４６ ． ９９期 ，城市化率在 ３０％ ？ ７０％
，城市化加速发展 ； 最后一个阶

２００２７７０３９ － ０９２００９９２ １４８ － ３４段是后期 ，城市化水平超过 ７０％
，城市规模在达到 ８０％ 以后

—————— 增长就变得很缓慢
［

｜６
］

。 冯云廷认为 ：

“
一般而言 ， 城市规模

３ ． ２ ． ３ 环境成本越大 ， 聚集的要素越多 ，作用越强 ， 聚集优势就越显著
”

［
８

］

， 据

由于城市 自身纳污能力有限 ，城市人 口 的快速增长及在此我们可以认为城市规模可作为衡量聚集程度的依据 ， 且城

此刺激下经济的加速发展给城市带来 了
一系列 的环境污染市规模与要素聚集度成正 比 。 由此我们借鉴

“

诺瑟姆 曲线
”

问题 ，城市内污染物的排放远远超过了其环境承载能力和容认为
“

涌现
”

效益在城市规模的不同 阶段也呈现出类似于 Ｓ

纳能力 ，这不仅仅制约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给城市居 民正型的发展轨迹 ； 而
“

涌现
”

成本在城市规模扩大之初会由 聚集

常生活带来不利影响 。作用使成本略为下降 ，但之后会随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快速增

据中 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自 ２＿ 年以来全国污水排放长 ， 如 图 ３ 。

量就在 ４００ 亿吨以上 ，并逐年递增 ， 到 ２０ １ ０ 年 以达到 ６００ 多’
成本／效益

亿吨 ；
二氧化硫及烟尘 、粉尘等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同样居高Ｉ

成本

不下 ，
２０ １０ 年全 国二氧化硫总排放量 为 ２１ ８５ ．１ 万吨 ， 烟尘驗

８２９ ．１ 万吨 ，工业粉尘 ４４８ ． ７ 万吨
［

｜ ３
］

， 由 空气污染引 发的酸， ／

雨现象造成的缺失也不容忽视 ，众多城市每年的降雨 中酸雨／／

所占 比例一直很高 ， 中 国部分城市如 ： 湖南的常德 、江西的德／／
兴 、浙江的丽水等城市几乎逢雨必酸 。 同时空气污染 巳危害Ｊ／
到城市居民健康 ， 由 ＷＨＯ （世界卫生组织 ）

２０ １ １ 年公布的数

据指出
“

估计室外空气污染每年造成世界上 １ ３０ 万人死亡 ，
一

＂^

城市规模
生活在中等收人国家的人们面临 的这一负担更大

”

，这是因


？

为中等收人国家的城市化发展不够成熟 ，致使遭受空气污染图 ３
“

涌现
”

效益及
“

涌现
”

成本与城市规模的关系

的人群大多是城市化进程 中 的城市居 民 。 此外还有城市 内Ｆｉｇｕｒｅ ３Ｔｈｅｃｏｓ ｔａｎｄｔｈｅｅｆｆｉ ｃ ｉｅｎｃ
ｙ
ｏｆｅｍｅｒ

ｇ
ｉｎ
ｇ

＇

ｓｒｅ ｌａｔ ｉｏｎｓｈ ｉ

ｐｗｉ ｔｈ

的噪音污染 、生活垃圾污染 、及城市
“

热岛
”

效应都加剧 了城ｅ ｉ？
ｙ

ｓ ｉｚｅ

市 内 因
“

涌现
”

造成的环境成本 ，我国每年在环境污染治理上由 图 ３ 可 以发现 ，这与利用经济学上的成本收益法研究

的投资也基本在逐年递增 ， 如下 图 。城市规模而得出 的成本 － 收益
＇

曲线有相似之处 ， 只是在本文

２ ，—

．． ７ ０００中涉及的成本和收益包涵的 内容更加广泛 。

“
、

涌现
”

的效益

？ ？ 投资总额／亿元＆
－６０００与成本曲线虽类似于城市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曲线 ，但在

，

２
‘

‘ ？０

本文中相应的体现为
“

涌现
”

效应产生效益的能力与为达到
、＾

？
－

４０００旧

ｇ０ ８
．

．
．
？
＊

－３ ０００
！§这个能力而付出的代价 ，所以分析合理城市规模就不能单纯

１

ｎ ４
“

２ ０００照搬成本 － 收益理论了 。

ｕ －４？
？
＊－１

０００

０
１ １

ｑ首先仅考虑
“

涌现
”

效益 ，在开始的时候它会随着城市规
２０００２００２２００４２００６２００８２０ １ ０２０ １ ２模的扩大而增长 ，并且增长 的趋势也越来越 明 显 ，但是它并

图 ２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 ［
１ ３

］不能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无限增长 ，所 以城市的
“

涌现
”

效

Ｆ ｉｇｕｒｅ２Ｉｎｖｅ ｓｔｍｅｎ ｔｉ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
ｏｌ ｌｕ ｔ ｉｏｎｃｏｎ ｔｒｏ ｌ

［
ｌ ３

］益与城市规模不是单纯的正相关 ，
Ｂ 卩城市规模并不能一味的

４追求高效益而扩大 ， 当城市规模增长到一定程度时 ，

“

涌现
”

“

效益会渐趋稳定进而 出现下降趋势 ； 其次仅考虑
“

涌现
”

成

合理城市规模是指城市 的发展规模符合人 口增长的 自本 ，在成本最小处的城市规模下 ，

“

涌现
”

现象还没有充分发

然规律和经济规律 ，能够为城市 内居民提供方便与健康的生挥作用 ，这会造成资源的浪费 。 因此合理的城市规模应该在

活环境 ， 并能取得 良 好 的 经济效益 、 社会效 益 与 环境效Ａ点与 Ｂ点之间 ， 此时城市 内 的
“

涌现
”

效益大于成本 ， 而基

益
［

１ ４
］

。 自上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随着城市经济学的发展 ，众多（ 下转第 ７９７ 页 ）

ｗｗｗ ．

ｇｌｏｂｅｓｃｉ ．ｃｏｍ第 
７９３

页



２０ １ ３ 年 １２ 月嗆界科弑研 究 与 成晨管理学

和筛选 ，最终有效治理逆 向选择风险 ，促进住房反 向抵押贷［
４

］张冉 ，范子文 ． 住房反 向抵押贷款的需求分析＾ ■基于北京市的

款市场的 良性发展 。相关调査数据 ［ Ｊ ］
． 技术经济 ，

２００９
，

２８
（
９

） ：
８８

－９４ ．

最后 ，文中只考虑 了借款人身体健康状况的信息不完
———

全 ，这是属于住房反 向抵押贷款合同签订前的信息不对称 ，

＋

隐含了双浦会忠实贿合＿假设 。 下－步的職可 以
ｓｓｎｎ

’

尝试找出更具区分度的信号机制 ，并 签约后的隐藏行为为
［
７

］柴效武 ，騰敏 ，朱杰 ． 房产养老寿险业务中老年人健康状况评价

出发点 ，对借款人可能的道德风险进行防范研究 。的不完全信息博弈 ［ Ｊ ］
．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

２００７
，

３７
（
６

） ： 

１７８ －

１ ８６ ．

参考文献＋

［
Ｉ ］柴效武 ，胡平 ． 美国反向抵押贷款发展历程及对我国的启迪 ［ Ｊ ］

．社：会利？学＝

，
２０ １２

， （
３

） ：
４８ －

５２ ．

经济与管理研究 ，
２０ １ ０

，⑷ ：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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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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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

． 北京 ： 中 ｇ农业出版 ，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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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房养老
”

的可行性分析——兼论养２（５ １ １
：
１７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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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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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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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征涛 ， 李世龙 ． 城市化的虚荣
——对我 国城市化现状的认识

于此理论的最佳城市规模就是效益与成本之差最大时的城［ Ｊ ］ ． 城市发展研究 ，
２０ １ １

，

１ ８ （
１ ２

） ：
１名 ．

市规模 ，超过 Ｂ 点之后 ，

“

涌现
”

成本大于效益 ，城市的离心 …— ？■化－
‘ ‘—— ｍ ＿

’

ａ：ｍ±

力大于向心吸引力 ，城市内各要素开始远离城市 ， 出现
“

逆城＆科学 ，
２０ １ １

，
３ １ （ ２ ）： ２４２

－２５０ ．

市化
”

， 只有城市内部做出相賴整或改革后要素才会重新
勇 ？ 对城市擁理论的再认识⑴ ． 经济经讳 ’

篇
’

向城市聚集 ’这就是 再城市化 。

［
５

］糊菲 ．

－般系统论一基础发展和細 ［
Ｍ ］

． 北京 ：清华大学出

５ 结束语版社 ，
１９８７ ．

［
６

］ 张英华 ，蒋丽华 ． 复杂系统
“

精益涌现
”

的形成机理研究——以供

．

中 国的城市化率于 ２０ １ １ 年已超过了５０％ ，正处于城市雌系统为例 ［ Ｊ ］
．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１
， （

３
） ：

１ 化的高速发展阶段 ， 由于我国人 口多 、资源少的基本特点 ，对７２
＿

７６ ．

涌现机理的全面研究可 以让我 国 的城市化过程中尽量少走［
７

］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ＪＭ ．Ｔｈｅｃａｓｔｌｅｓｏ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 ［

Ｍ
］

．Ｌｏｎｄｏｎ ：
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

－

弯路 ，
以达到减少资源浪费 、进一步加快城市化步伐的 目 的 。ｔｕｒａｌ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４６ ．

基于以上理论的研究提出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城［
８

］冯云廷 ． 城市聚集经济般理论及其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应

市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 ，虽然理论上城市规模越大聚集的要用分析 ［
Ｍ

］
？ 大连 ．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

２００ １ ．

^

素越多 ，

“

涌现
”

效应斡越明显 ，但是此时的涌现成本也就越［
９

］ 马克思 ， 恩格斯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Ｍ

］
． 北京 ： 人 民 出 版社 ’

高 ，并且涌现的另一个条件是聚集要素的构成要合理 ，增加１ ９５７ ＿

的要素要符合－定的规律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大城市
［剛阿尔弗雷德 ？ 韦伯 ． 工业区位论 ［

Ｍ ］
． 北足 ：商务印书馆 ，

肌

Ｉ士ｍ／ ｉ．ｖｊ． ？ａｆ 庙 八
＂

ｒｔｉｔ［
１ １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ｎｅ ｔａｒｙＦｕ

ｎｄ ．Ｗｏｒｌ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Ｏｕ ｔｌｏｏｋ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的效益反而不如小城市 。 因此在城市化过程中一定要合理ｎ ，ｍ？， ， ， “ ， １ Ｌ ，

— 、上上 ， ？ 上丄ｍ［ ＥＢ／０Ｌ ］
．ＴｈｅＷｏｒｄｂａｎｋ

，
２０ １ ０ ．ｈｔｔｐ 

ｊ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

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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