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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空间生产理论是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者将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空间概念结合的产

物。城市作为空间的载体，资本和权力在其

中起到了分配和影响的重要作用，最典型且

对于后世影响最大的就是巴黎的 19 世界奥斯

曼大改造。通过论述奥斯曼规划中权力与资

本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希望能够对高速发展

的中国城市规划给予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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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中的城市理论
关于城市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其中受认

同较多的一种观点认为城市是社会分工的必然产

物，随着社会大分工的形成，空间被分割为城市

和乡村两个组成部分，也同时出现了产品剩余，

创造了交换的前提 [1]。马克思关注到了城市起

源的问题，并认为经济基础是决定上层建筑的核

心力量，由此也认为城市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

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引起了社会分工，分工的加剧

导致了城乡分离，进而出现了城市。这种观点是

典型的经济决定论的观点。

在马克思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

场所，城市化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必然产物。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众多著作中，如《共产党宣言》

《论住宅》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于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与城市现象做出回应，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城市现象并不是马克思希望论述的重点。他并没

有对于城市体系进行详细剖析，也并未解释城市

中的时间与空间变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3]。

因此，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者着重在对于

马克思主义中的城市思想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

2、空间生产理论
2.1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

在二战之后，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这个

时候把空间仅仅当作是社会事件发生和运作的场

所，已经无法解释新形势下城市变迁背后的社会

动因了。因此，列斐伏尔对于空间的概念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哲学考察，并深刻的批判了将空间仅

仅视为容器和“场”的传统观点 [4]。空间不是

抽象的自然物质存在，也不是人类活动的静止场

所，它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是在有目的的社

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因此，空间不仅仅是自然

地理环境，也是社会互动的形式。

空间生产理论视角下的城市演变
——以巴黎奥斯曼规划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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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哈维的空间生产理论

哈维通过重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并从列斐伏

尔那里汲取灵感，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空间生

产理论框架。哈维将马克思理论系统的整合到多

样化的空间生产中。而对“城市本身的理论”的

关注则构成了哈维理论中的另一个聚焦点[5][6]。

他试图从资本的积累出发分析都市结构的过程及

其内涵，以及城市化对资本主义社会变迁的作用。

总体上，哈维尤其关注城市化与资本循环和阶级

替代的过程，这也是目前很多对中国城市化问题

研究的主要入手点。

3、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视角下的奥斯
曼规划

在这场巴黎城市的更新改造运动中，政府发

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具体来说，得到了当权者拿

破仑三世的鼎力支持，他的个人因素在这场改造

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7]。所有的君王都有

美化首都的想法，比如路易十四和他的凡尔赛宫，

但到了后期，人们开始发觉这种著名建筑远远不

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需要一场大规模的

改造运动。

奥斯曼受命于拿破仑三世，主掌整个改造巴黎

的命运。在这一时空背景下，拿破仑及其幕僚有心

将巴黎连带她的经济、文化、生活，从坚固的中世

纪束缚中解放出来 [8]。有些工程是迫在眉睫的，

如改善通往中央市场的交通道路，清除市中心周边

的贫民窟，以及改善火车站之间的交通等等。

奥斯曼不仅对于巴黎作为一个都市经济体所

面临的种种危机了如指掌，也在细节问题上十分

在意。在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资本在这场世纪

大改造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要知道，巴黎

要转型，光是将物流和民众从中世纪的束缚之中

解放出来是不够的。必须要启动资本的流通。通

过转化巴黎内部空间以及重新布置原有环境的空

间布局，促进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哈维对于巴黎

和奥斯曼规划的看法是，奥斯曼希望将巴黎建成

一个对得起法国，倘若不说对得起整个西方文明

的现代首都。但是到最后，奥斯曼将巴黎打造成

了一座资本流动成为真实至尊权力并掌控了一切

的城市。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的名言，“在

权力空间中，权力并非如其本然显示于人，它隐

藏在空间的组织里”。奥斯曼在不断施压巴黎的

重工业和污染工业，以至于到 1870 年，巴黎市

中心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完成了非工业化。

工人阶级也大都被迫签出城市，市中心让位给了

帝国权力的纪念性建筑，以及行政、金融和商业

区域，还有急剧增长的旅游服务业。

4、对于如今中国规划的启示与思考
如果能够将城市拟人化，相对于巴黎的百年

沉淀，慢慢发展，中国的城市规划更像是雨后春

笋，一夜发生。政府对于城市规划的几乎全部主

导与 19 世纪巴黎时代的奥斯曼规划有很多相似

之处。大量人口和资金的涌入使得城市在向外扩

张的同时，城市中心的密度也越来越高。基础设

施无法配套的现状引发了城市规划的建设高潮。

但同西方的问题相比，中国的问题更加集中

和迅速，自上而下的规划流程，公众参与的不合

理性使得中国的城市规划承受了比西方当初面临

的困境更多的压力。因此，中国无法照搬西方的

解决方式，必须寻找适合中国的发展途径。其中，

过分强调经济利益导致了现阶段的城市规划受制

于很多经济发展的目标。但能看的出，未来的发

展趋势正在朝着更加均衡和可持续的方向进行。

从奥斯曼的巴黎规划中能够学习的是，他从思想

上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这是整个巴黎大改造

中最为成功的一点。另外通过权力干预控制城市

空间发展，也同样是适合当时城市现状的逻辑。

对于现状的中国城市规划，规划者本身无法

做到奥斯曼规划时的如此权力集中，也不会运用

资本影响空间的布置方法，能够做的更多的是在

承上启下的位置上将需求和要求进行最大程度的

可持续性统一，正确的城市规划观念在城市空间

的发展过程中毫无疑问的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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