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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生产: 性质、逻辑和意义

孙全胜 (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211189)

【摘要】工业化生产与城市空间生产是发达工业社会的两个不同过程:工业化生产包含城市空间生产，并促进城市空间生产;
城市反映工业化生产，并反作用于工业化生产。为了克服城市空间生产问题，就要实行都市革命、变革城市空间结构和生产
出差异空间。城市空间生产是全球化的背景资源与现实语境，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必然结果。城市空间生产批判理论沿袭了
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理路与分析方法，从空间维度补充了马克思主义，对于分析发达工业社会的城市化趋势和中国城
市化问题，有重要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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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列斐伏尔①凭借空间生产视角为城市发展研究

补充了空间维度。他将空间生产与城市空间、都市

革命结合起来，开启了后现代城市空间批判。城市

空间生产既是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扩张的主要手段，

又是后现代消费社会空间生产的集中展现和运作

逻辑。城市空间生产让城市空间碎片化，也让城市

空间从静止走向流动。列斐伏尔考察了城市空间

成为商品的过程，并对城市化和空间生产的关系做

了考察。研究城市空间生产批判理论，无论是对继

续推动社会空间理论的发展、增强空间意识，还是

对深入认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本质，以及促进中

国特色城市化建设，都具有重大的指示作用。

1 城市空间生产与城市革命

1. 1 争取城市权利
列斐伏尔清晰界定了城市空间生产和工业化

生产的关系，揭示了城市化对日常生活的价值，主

张争取城市权利和差异空间，以复归日常生活的真

正含义。“城市权利”就是居民能够自主控制城市

空间生产过程，而有权拒绝外在力量的专制操控。
城市化让商业集中于市中心，需要哪里的居民迁

走，实现城市权利，公民就有权不搬迁。差异空间

就是反对空间生产的同质化，即拒斥空间生产的僵

化模式。列斐伏尔声称，社会学的创新点在都市空

间，而不是荒芜的乡野。人们要拒斥的是技术工具

理性，拒斥日常生活的无聊循环。都市革命是艺术

化的变革，是反抗城市景观控制的试验运动，是灵

动的生活，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存在。
现代都市是工具理性极度膨胀的结果。城市

空间生产是少数资本家操控、民众被迫观看的作

秀。城市化的背后推动力量是利益。受利益驱动

的城市空间生产铺天盖地的向人们涌来，让人们眼

花缭乱。控制与被控制、观看与被观看构成了城市

空间二元对立的因素。城市问题已经蔓延到世界

的每个角落。工业革命改变了乡村，而城市革命能

变革日常生活的质量。城市革命既关注城市的建

构和发展问题，又关注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的质

量。城市空间不只是建立在物质资料生产基础上

的上层建筑，而且生产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并

引导社会空间形态改变。因此，城市已经取代技

术、工业变成革命的主导因素。城市空间是资本主

义增殖的承载者。资本主义凭借城市空间生产延

续了生命。由此，城市空间转换为商品，城市空间

生产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的内在机制。于是，革命将

爆发于聚集了过多经济政治压迫的中心城市，而不

是边缘空间。
1. 2 变革空间结构

列斐伏尔呼吁变革都市空间结构，生产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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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城市空间生产的需要指导了工业化方向。
工业社会不标志着人类文明的终结，而只是为都市

社会做铺垫。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先导。城市空间

是实现技术革新、机械化生产和大规模经济的最佳

选择。工业化对城市起指挥作用。工业创造了城

市空间，城市空间生产反过来创造了工业。城市空

间生产没有改变社会关系，但充当了技术的调节作

用。发达工业社会凭借城市空间生产不但转嫁了

经济危机，而且缓解了阶级矛盾，由此，城市空间生

产成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缓解各类矛盾的必要手

段。然而，城市空间生产内部依旧矛盾重重，城市

空间生产并不是包治社会种种矛盾的良药。马克

思只是从资本主义运作过程考察城市的作用，而列

斐伏尔则考察了空间生产与城市的互动关系。
列斐伏尔还考察了马克思对城市空间生产的

阐释，论证了阶级斗争的城市空间性。城市空间生

产了最多的剩余价值，让资本凭借空间生产获得了

更多利润。城市化推到了一个个村落，让乡村成为

城市的“压榨物”。而发展中国家和贫困阶级处于

空间的边缘。城市化作为资本主现代文明的癌症，

需要治疗，治疗的措施就是变革空间结构。列斐伏

尔在《资本主义的幸存》中，试图疏导中心和边缘的

错位。城市化运动是发达工业社会的生产中心。
“任何一个‘社会存在’在成为现实的过程中，如果

没有同时生产出来自己的空间，它就是一个古怪的

实体。”［1］列斐伏尔将改变城市空间结构作为改革

的主要任务，要通过对空间生产的批判复归生活的

本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列斐伏尔将“空间生产”②范畴作为城市研究的

起点，并用空间冲突取代阶级斗争，以日常生活批

判考察空间生产活动。以往的城市研究忽视了空

间的社会意义，并且缺乏社会批判精神。而列斐伏

尔将城市空间与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资本增值过

程结合起来。城市空间生产的对象有两种: 城市空

间中的事物和城市空间本身。人类很早就开始生

产城市空间中的事物，而城市空间本身的生产是随

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城市空间

不是静止的既定秩序，而是不断运动的动态生产过

程。城市空间是工业生产的结果，带有资本增殖的

逻辑。城市空间生产既是发达工业社会生产力进

步的结果，又是资本获取利润的必然媒介。在发达

工业社会生产模式的主导下，城市空间生产的潜在

规则就是资本增殖力量。城市空间成了争名夺利

的场所。城市空间的建设、规划、设施等都是资本

增殖的手段。城市空间是体现意识形态的规划，是

生产方式的载体。城市空间分解着传统，创造着新

的生活模式，让消费娱乐占据日常生活舞台的中

心。由此，列斐伏尔将城市空间、日常生活、生产关

系结合起来。

2 城市空间生产的属性: 自然性、社会性和

精神性

列斐伏尔选择空间作为考察城市问题的入口。
空间也是深入日常生活的钥匙。日常生活的生产、
消费、休闲等活动都在空间中进行。都市化其实就

是城市空间生产过程。城市空间是资本运作的产

物和社会矛盾的中介。城市空间不只是简单的物

理范畴，而且是具体实践的社会概念。城市空间生

产既具有自然性和精神性，又具有社会性，呈现着

经济关系和政治意识形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

生产批判从城市空间的属性着手，对于促进空间正

义有重要启发作用。
城市空间生产具有三重属性: 自然性、精神性

和社会性。城市空间的自然性呈现为空间中进行

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实践。作为物质资料生产的

物理场所，发达工业社会的城市空间与道路、旅游、
工作地点紧密相关。这些具体的、感性的空间是能

够进行准确测量和细致刻画的。感性的空间是传

统空间科学考察的重点，是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

的基础场所。城市空间的精神性表明城市空间是

范畴化的空间规划，是政府官员、物理学家、规划者

等所想象出来的空间。作为生产关系和生产秩序

的制造者，城市空间呈现为一个由景观、符号、色彩

等要素组成的乌托邦精神世界。城市空间的社会

性证实城市空间展示着统治秩序，有着政治意识形

态色彩。就这样，列斐伏尔阐述了蕴涵物质性、精

神性和社会性的城市空间。
2. 1 城市空间生产具有自然性

城市空间首先是物质形式的存在。“哪里有空

间，哪里就有存在”［2］。城市空间既是质料和形式

上的存在，又是社会关系的具体呈现和载体。城市

空间是普通的、第一眼就能感觉到的东西，是能够

被体验的物理环境，与其他空间产品没有太大的异

质性。城市空间不是学理性的起点和终点，而是实

在的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城市空间作为现实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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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外部“容器”。城市空间形态

虽然是按照一定目的组建的，但它却是真实存在

的。城市空间按照差异和使用尺度，具有三个维度

的价值: 其一，如小区、公园、城市景观、酒吧、餐馆、
商店和其他的日常小尺度空间产品，具有市场出售

的价值; 其二，如具体城市、旅游区、开发区、交通基

础设施和其他大型空间产品，具有社会交换价值;

其三，行政边界与特定的制度空间，如一个国家、一
个地区经济共同体等，具有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城

市空间自始至终不能脱离物质资料生产而独立存

在。特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模式产生出特定的城市

空间形态。要消解旧的空间形态就必须创造出新

的空间形态。城市空间生产活跃于发达工业社会

关系和社会交往的各个领域。发达工业社会为了

资本增殖，将大量资金投入城市设施的建设上，导

致资本的过度集中，阻碍了资本的有效流通，于是

资本需要不断地毁灭旧的城市格局、建立新的城市

格局，以实现资本运作。城市空间建设完全遵从资

本的增殖需求，这让许多新建的城市设施完全成了

摆设，一些新的商业建筑刚建设完成就被拆毁，一

些新的居民小区刚刚建完就面临拆迁。城市的商

业占据中心位置，居住区移向城市边缘，娱乐场所

的增多，都是发达工业社会空间生产的展示。城市

空间的物质性还展现在城市形态的爆炸。城市形

态的爆炸不仅体现在城市面积的增长，还表现在城

市向高处延伸，出现了一系列摩天大楼; 不仅体现

在经济过热，还表现在人口爆炸。城市人口爆炸导

致城市拥堵，外来人员与本地居民在资源上展开了

激烈争夺。城市空间不仅是消费场所和生产场所

的组合，而且是沟通的载体和资本生产的工具。城

市空间生产如同机器化生产，有自己的组织和逻

辑，也如同工厂生产出新的产品，增加了社会财富。
发达工业社会通过投资对城市不断进行规划和建

设。城市空间生产自身把自己当作自己的对象和

目的。
2. 2 城市空间生产具有精神性

城市空间是一种同时具有自然尺度和精神尺

度的社会空间。城市空间要呈现精神性，必须具备

三个条件: 形成空间体系、形成对人的诱惑、进入交

换领域。而空间一旦具备符号功能和价值，就不仅

是使用价值的载体，而且还体现着名誉、权利、等

级、社会秩序、身份地位等。城市空间呈现的影像

都是经过加工剪接的，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和

经济意图。城市空间是消费工具和媒介，就像技术

工具、土地原料和社会劳动。城市规划中越来越强

调个体的独特性，让个人的欲望渗透进消费活动。
符号消费让日常生活的物理空间消解，而兴起充满

消费欲望的城市空间。城市空间布满资本的等级

和秩序，布满资本的增殖逻辑和消费欲望。当代发

达工业社会是消费控制的等级社会。“消费受控的

科层制社会”是列斐伏尔对现代消费社会的特征概

括，也是他城市空间生产批判理论的基本范畴。人

们购买的不是物品的实际功能，而是物品体现的符

号意义。消费由幕后走上前台，控制着已经成为碎

片的世界。发达工业社会凭借空间生产制造出资

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模式，让日常生活的价值都纳

入符号领域。城市空间是不停变动的符号关系体

系，是符号意义不断产生的系统。统治阶级处于社

会秩序的支配地位，而下层民众只能被迫接受这种

秩序。城市空间生产造就了时尚文化表面的欣欣

向荣，也造就了大众文化的媚俗性和平庸化，遮蔽

了日常生活的丰富性。媒介制造了符号，符号建构

了城市关系的基础。城市活动得到的不是真实，而

是幻觉，不是具体事物，而是抽象关系。城市空间

在符号的功能中呈现自己，推动着技术符号社会的

形成。城市空间符号化进而造成了空间拜物教现

象。空间拜物教既是媒介的欺骗，又是物化的价值

观。城市凭借发达的媒介生产符号，让感性经验浮

现在日常生活舞台，造成了虚拟空间。虚拟空间遵

循着模拟的逻辑，完全远离事实和理性。在虚拟空

间中，真假的区分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符号体

现的身份和地位。媒介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每一个

领域，让日常生活变成虚假的影像。日常生活的多

元性、异质性被符号同化为僵化的模式。媒介凭借

制造符号对社会生活实行了殖民统治。城市空间

生产织成巨大的罗网，让人们无法挣脱。城市空间

生产如同鸦片，具有催眠和麻醉的作用。由此，空

间意识成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 3 城市空间生产具有社会性

城市空间是具有社会意义的空间实体。空间

产生于自然，又消解自然。城市空间既不是能动的

主体又不是受制约的客体，而是感性的社会存在

物。城市空间既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包含着能动的

主观行动和客观的社会环境，呈现为城市空间的物



城市空间 孙全胜:城市空间生产: 性质、逻辑和意义

42 城市发展研究 21 卷 2014 年 5 期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21 No． 5 2014

质性被资本增殖的社会性替代的过程; 城市空间又

是变动不居的，展示为自然空间转向社会空间的扩

展过程。城市空间的社会性，既是由于空间与阶级

斗争紧密结合，又是由于空间彰显着资本主义统治

秩序。城市空间既是资本获取利润的工具，又是资

本意志的体现，不仅打破了空间平衡，而且偏向个

体( 个人财团) ，即资本一边。理想的城市空间应该

达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城市空间的社会性还呈

现在日益膨胀的消费主义。空间生产的结果是无

节制的消费欲望，是对失望的补偿。人们通过创造

新的欲望弥补日常生活的缺陷。人们越对生活失

望，就越渴望消费，用欲望填充失望。“今天的调查

显示，仍然有 82%的法国人更愿意住独栋小楼而不

是群体的集居楼里。”［3］对城市空间的考察必须理

清实际功能( 使用价值) 和交换价值的区别。城市

的建筑既能作为居所和生活场地用来居住、办公，

呈现它的实际功能，也能被当作商品用来流通和出

售，展示它的交换价值。空间生产中的实际功能和

交换价值呈现着矛盾的状态。城市空间在不同人

眼中，价值不同，有的人想获取使用价值，有的人想

得到交换价值，于是产生冲突。人们需要的是物品

的实际功能，而资本家需要的是商品的交换价值。
空间生产的矛盾在土地开发商和房屋购买者之间

表现得最突出。市民要求房屋的使用价值，想得到

居住场所以保证生活需要; 而开发商希望维持高房

价，以便获得最多的土地增殖。政府，为了经济和

税收，要求实现空间的交换价值。而市民要求降低

房价，以得到空间的使用价值。实际上，土地作为

空间生产的重要要素，是资本增殖逻辑演化的题中

之义。城市空间制约了我们，又塑造了我们。同

时，人又在改造着自然和社会空间。当空间生产改

造着人的思想、生活方式时，资本的意识形态便悄

然地渗入日常生活。城市空间并非物质资料生产

的平衡运作，而是社会斗争的集中场地，蕴含着面

向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和开放性的发展。城市空间

作为新的生产模式，延续着社会存在。于是，空间

生产关系上升为社会关系。

3 城市空间生产的逻辑: 工业化、城市化与

全球化

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让人类由工业社会向都

市社会发展。生产模式决定空间生产的方式，不同

的社会形态有着不同的空间生产模式。科技水平

的提高，促进了城市空间生产。工业革命促进了大

量城市拔地而起，“据估计在 1800 年，只有 3% 的世

界人口生活在城市; 1900 年，上升到 14% ; 到 1975
年，上升到 41% ; 预计到 2025 年将会有 60% 的人生

活在城市。”［4］ 人的社会空间形态经历了农业、工

业、城市三种形式。人在农业社会里，基本的行为

就是满足需要; 人在工业社会的基本行为是工作;

人在城市空间基本的行为是娱乐。城市作为消费

和日常生活的中心，集中体现着全球性矛盾。因

此，城市革命呼吁差异空间、空间融合和自由时间。
3. 1 城市空间生产是全球化的产物

发达工业社会的城市空间生产必然要向全球

布展。从宏观的角度看，资本的全球殖民扩张，改

变了全球空间生产景观，最终导致西方先进文明对

落后东方国家的统治; 在微观上，资本主义全球空

间生产的扩大，形成了一个个具体的城市，而随着

城市空间的膨胀，阶级对立和工人运动也蓬勃兴

起。资本增殖逻辑下的城市空间生产逐渐变成资

本主义的主导经济模式，“资本积累无休止的空间

实践，如今已渐渐成为世界的发展框架。”［5］发达工

业社会的全球化运动与空间生产有着紧密的联系。
空间生产和全球化互为条件，空间生产必然向全球

化发展，全球化是空间生产的必然结果; 全球化为

空间生产提供现实条件，空间生产是全球化的必然

选择。空间生产和全球化的中介力量是资本。全

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凭借空间生产转嫁经济危

机和社会矛盾，是资本主义殖民本性的体现; 空间

生产的实质是资本在全球空间的重组，是资本主义

垄断本性的彰显。两者都是由资本增值逻辑推动，

为资本获取更多利润摇旗呐喊。如今，全球城市化

趋势已充分体现: 所有空间在资本同质化的作用下

都变成一种商品，被纳入消费领域; 全球城市空间

生产的趋同; 资本主义危机的循环和转移。在全球

化的城市空间生产中，西方发达国家占据主导地

位，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劣势格局。资本的全球化生

产，加剧了地区的不平衡，造成了日益扩大的贫富

差距。空间生产带动资本增殖，让资本运作规模逐

渐调整到内部空间，从工厂调整到城市空间结构，

最终形成全球空间，即形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资本积

累地理空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全球城市成了人

们空间规划的模板。凭借全球化，城市空间生产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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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合法性基础，并且掩盖了日常生活底层的声音

和边缘空间的话语。资本主义都市空间伴随着全

球化而不断扩张，也让抽象空间权利渗透进日常生

活的每一个领域，导致了国家关系的极端物化。城

市规划的实行者凭借头脑中的社会等级秩序，对城

市空间进行排列组合。全球城市是霸权话语的体

现。城市空间规划把国际化程度作为重要的思考

指标。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是许多国家的追求。而

各类金融街、开发区也拔地而起。资本主义把自然

空间变成冷冰冰的水泥地。一切空间都成了商品。
城市空间起到了工业机器的作用，制造了发达工业

社会的一切交往关系。城市空间应该表达对日常

生活的关注，制造出差异空间，激活单调的生活，以

便让人的本真欲望得到实现，让人类的本真需求得

到复归，让统一的文化取代了破碎的文化。全球化

就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就是将差异空间归纳为僵化

的模板。城市空间是剥削和压迫的空间，也是潜藏

着革命力量的空间。空间要素在不断加快资本空

间流动性的同时，形成一种循环的全球市场经济。
从内部形式上看，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高速运转形成

城市统治农村的地理格局。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本

和劳动力在空间上的集中，让城市的无产阶级也意

识到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因此，现代交通运输让区

域性的斗争上升为国家层面的阶级斗争。从外部

形式上看，资本家为了转移国内的经济过剩和阶级

矛盾，为了顺利积累资本、扩大商品销售市场，把资

本的生产场所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形成了统一的全

球化资本主义生产空间，让无产阶级有了联合的

可能。
3. 2 城市空间生产是资本扩张的结果

城市空间生产是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现实前

提。“有 一 种 空 间 政 治 学 存 在，因 为 空 间 是 政 治

的。”［6］城市化本是工业化的产物，但随着资本增殖

逻辑的发展，城市空间越来越变成生产关系再生产

的集中场地，工业化反而需要城市化提供动力，并

成为城市化的附庸。城市化成了资本主义存在的

基础条件。作为生产对象的城市空间生产，表现在

原材料的聚集、资源的流通，而且空间本身也被生

产; 作为消费方式的城市空间生产，展示为工厂或

车间机器产品的输出、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劳动力

的买卖等。城市空间生产吸引民众的目光转向消

费领域; 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城市空间生产，呈现

为媒介广告的制作，政治口号的宣传等。随着生产

力的进步，资本主义把生产关系推广到全球空间，

深化了城市化进程。科技的进步让工业革命在全

球范围内扩展; 工业生产引起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

革，加剧了城乡空间的二元对立。资本主义在全球

推广自己的价值，建构起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公共空

间体系; 资本的不断增殖的内在逻辑，使所有生产

工具、运输设备和通讯工具迅速发展，改进了人际

交往的空间形式; 通讯工具的迅速发展，形成全球

普遍化的空间网络系统; 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使

所有的元素都处于流动性空间之中。列斐伏尔把

全球化与城市化结合起来考察，揭露资本增殖的矛

盾。资本主义在扩张中，让全球空间发生了异化。
发达国家凭借殖民和剥削获得了霸权，而反抗的声

音被消解在全球化的宏大叙事中。全球化表现出

巨大的吸引力，让一切国家都以它为榜样。这种虚

假的标准渗透进日常生活，激发了人们的消费欲

望。城市空间成了资本主义获取利益的工具。空间

变得像机器一样，不但生产社会关系，还生产政治

意识形态。城市空间布满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个

角落。空间生产与资本主义是同谋的关系。资本

主义将城市空间改造为“第二自然”，使资本主义能

够苟延残喘。空间生产遮蔽了经济利益的尖锐对

立，掩盖了政治压迫的残酷性，但空间异化是真实

存在的。城市空间生产的不均衡性，使得城市空间

呈现均匀性和重复性特征，与此功能相适应，发达

工业社会的城市空间生产竭力遮蔽差异和矛盾，遮

蔽那些因为环境和历史、身体和种族、年龄和性别

等引起的空间矛盾。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

长期被压抑的多样性内部空间存在一个尖锐的矛

盾，必将导致社会主义空间产生。也就是说，社会

主义空间必将是存在多元差异的空间。只有阶级

斗争可以防止全球性空间生产的布展，消除空间生

产造成的地理失衡。只有集体诉讼才可以消除分

歧和抵制反对派在逻辑和系统内的经济增长战略。
空间生产与人的消费社会需求，产生了激烈冲突，

导致了政治斗争。列斐伏尔揭露了空间生产造成

的空间异化，并以文化革命为策略。他主张生产出

差异和异质性空间，达到区域自治，夺取城市空间

的控制权。
3. 3 城市空间生产是工业化的展现

城市空间生产体现着资本主义的剥削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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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资本增殖逻辑角度考察发达工业社会城市空间

生产的方式和机制，开启了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视

角。城市空间生产的背后推动力量是资本增殖逻

辑。城市空间的规划和建设都是工业生产的结果。
空间生产把街区、单位机构、土地、市场和其他优势

的空间元素以及辅助的生活空间和空间的管理机

构等元素拼凑为城镇。整个城市成了绞杀人情感

的机器，成了资本增殖的游戏场。发达工业社会的

城市空间生产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产力，既能创

造剩余价值，又是消费对象。城市空间生产具备资

本增殖的一切特质。城市空间的诸多生产要素，如

土地、建筑物、市场都参与到资本运转当中，服务于

发达工业社会的城市空间膨胀。城市空间膨胀始

终伴随着资本关系的蔓延。因此，城市空间生产，

意味着资本增殖、实现利润、资本关系蔓延。当各

种生产关系无法协调时，发达工业社会的各种弊端

和危机就会暴露无遗。城市空间生产就是机械化

工业生产的扩张。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生产是发

达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体两面。城市化促进了工业

化进程，也顺应了工业化的历史趋势。资本逻辑在

城市空间生产中的运转，制约着生产技术水平，一

方面，资本逻辑推动下的城市空间生产引导着劳动

效率的提高; 另一方面，劳动协作配合城市空间生

产相对扩大了工业生产的规模。空间生产的场所

已经由工厂、企业转向日常生活领域。空间生产不

仅让资本赚取了巨大利益，而且强化了资本对社会

的控制。城市空间的布局是按照资本增殖的逻辑

进行的。资本让商业占据城市中心，让人居住在郊

区，淹没了日常生活。这导致了贫富差距日益扩

大。城市空间规划蕴含着资本关系。居民搬迁到

郊区也是为了适应工业资本增殖。城市空间生产

造成了很多边缘化空间，又将资本增殖逻辑扩展到

一切空间。社会矛盾也转换为空间中的矛盾。城

市空间的开发和生产从源头上来说，是依赖资本

“刺激”和驱动来实现的过程。列斐伏尔考察了资

本循环与城市空间生产的关系，并对资本流通中的

第一循环和第二循环做了界定和划分。第一循环

指称的是资本在空间产品领域的流通，涉及空间产

品生产的投资; 第二循环指称的资本在再生产领域

的流通，涉及资本增殖的投资。城市空间生产让过

剩的资本转移到空间扩张和增殖上面。“无论在哪

里，全球性剩余资本部分的形成和实现在工业部门

出现下降，那么在房地产倒卖、建筑地产开发中所

实现的比重就会上升。”［7］资本第二循环的投资缓

解了资本在第一循环中制造的矛盾，资本的循环与

资本主义危机紧密相联。资本让一切空间都变成能

够交换的商品。空间不仅是政治的，而且是生产性

的。资本主义为了实现更多利润，转向空间流通。
空间生产把人包裹在了环境中，人成了孤独的空间

单位。人塑造了空间形态，而社会实践又生产出了

新的空间。当人的意识渗透进空间，政治意识形态

便悄然操控了空间，让空间具有了社会意义，让资

本增殖逻辑绑架了空间。
3. 4 城市空间生产具有破坏性

资本主义将大量投资放在城市空间生产，让城

市问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现代

工业社会在生产力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也产生了

大量的否定因素。否定因素不是来自发达工业社

会的外部，而是源自其核心部门。所以，变革将产

生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核心”领域，即国家的区域中

心城市。城市危机已经不是由于生产过剩带来的

问题，而是由于生产关系再生产引起的矛盾。为了

达到购买和销售货物在时间和空间规划上的最大

资本增值的目的，资本加快了流动和运输。缩短资

本的流通时间，对消除资本流通壁垒和剩余价值的

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资本不断摧毁已有的空

间形态，不断破坏自然空间。“自然空间”尽管是人

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载体”，而且在人类利用和改造

自然的历史进程中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但它与“社

会空间”的“对抗”中逐渐败下阵来。资本一方面寻

求摧毁所有的区域壁垒，取消社会交往的限制; 另

一方面赢得了全球作为其市场，形成世界历史。更

多的资本积累，更快的资本市场流动，才能为资本

市场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资本家凭借便捷的流

通和充裕的资金，寻求更多的空间来拓展市场，力

求通过速度摧毁空间的自然布局，以适合资本空间

生产的要求。城市空间生产不仅反映了国家政治

进程，而且直接制约着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空

间规划与政治决策相连，被意识形态支配，反映了

规划者重塑空间的意图，不是客观中立的，而有着

技术理性倾向。城市空间不仅是各种历史和自然

因素的产物，而且是社会实践和意识形态的结果，

是一种由物质实践所组成的社会结构。“政治权力

支配或寻求支配空间; 纪念碑、广场的重要性被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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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公民 论 说，他 们 以 非 政 治 的 态 度 来 处 理 空 间，

……不像宇宙和教堂有政治意义和目的。”［8］因此，

城市空间规划掺杂着各种政治意识形态。发达工

业社会不断兴建商业大楼，而居民的住宅却被边缘

化。城市中心的规划就始终充满矛盾。城市中心

是优秀建筑遗产，但中心也带来了交通拥挤，迫使

城市向郊区发展。城市中心意味着统一和支配，意

味着集中控制，体现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性。失去

中心，就会混乱，陷入危机。人类经过实践驯服了

自然环境，也造成了生态破坏，于是人们要求保护

坏境。“所不同的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不能再

像以前那样相互混淆，认为增长自然会带来发展，

数量终究能带来质量，这种增长观念( 意识形态)

一直是一种不健全的表现。”［9］今天，城市化趋势表

现为城市空间的急速扩张和社会空间的全面都市

化。城市生活节奏加快，都市空间被碎片化，失去

了自己的权利。资本凭借资源、信息让全球空间生

产进入资本逻辑，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人们不

复畏服客观规律，而是支配自然，人们凭借价值法

则，建构了市场经济社会，采用的是机械生产。城

市空间生产力的进步是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而这

些代价居然被炫耀。环境破坏造成空气亮度下降，

需要照明的额外耗费，而这竟然被看作是社会财

富。自然资源的守恒性，让城市空间生产无法永远

获得增殖，最终只能消耗殆尽，走向死亡之路。城

市危机和生态问题，让学者尝试以不同视角对后现

代城市的本质、城市空间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

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解析。
3. 5 城市空间生产引发区域自治的需求

城市空间也体现政治的等级，城市空间生产并

没有让社会生活达到和谐统一，而是加剧了分化。
城市空间生产是一个制造等级的机器: 在空间分配

方面不仅存在不平等，而且还存在不透明，即造成

了“空间隔绝”和“盲目拜物”两种逻辑的对立。空

间政治远离真实的生活，制造了虚假的幻想。空间

产品似乎搭建了一种初级的民主平台，让公民在空

间生产面前取得了平等的机会。但是这种平等是

表面的，在空间的异化前，它没有丝毫意义。城市

空间代替等级、地位、身份、货币成为新的社会区分

媒介。不平等集中表现在空间所有权的不对等。
空间生产活动的参与个体是麻木和孤寂的，既不能

自主地与他人交流，也不能展示自己的观点。消费

者因对空间生产体系的顺从，丧失了自由选择的权

利。消费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资本主义的价值

模式。因此，空间生产中没有自由和平等，只有强

制和服从。列斐伏尔着重考察城市空间扩张与增

殖的关联目的是要批判传统逻格斯中心主义造成

的城市规划失误，建构灵活分散的城市空间格局。
城市空间不仅是生产和消费场所，还是社会生产的

组成要素。城市空间生产让决策机构集中于大都

市和城市中心。贫民窟和都市中心区的差异越来

越大。空间生产凭借空间剥削巩固了统治，又生产

出自己的威胁者。空间充满阶级冲突和矛盾。资

本主义的一体化也受到区域化和边缘空间的抵抗。
革命的目标就是生产差异空间，这要通过打破资本

空间生产的殖民统治、实现区域自治来实现。大城

市人口的过分集中，造成了种种矛盾，也要求人口

的分散居住。区域自治原则不仅要拒斥国家对日

常生活的干涉，也要反对斯大林集体主义对公民生

活的控制。资本主义国家也向地区下放了一些权

力，以保证整体权力运作机制，但这不能改变城市

空间生产的僵化模式。城市化并非是同构过程，而

是发达工业社会矛盾的集中展示。城市化为资本

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现代都市充满冷漠，打

破了宁静的乡村生活。城市空间创造了大量物质

财富，也制造了剥削的工具，如日常生活、城市空间

等。全球空间生产刺激了消费，却压制了个性和差

异，导致城市空间异化。因此，需要将生产指向社

会需要，限制增长，制定科学的空间规划。列斐伏

尔声称，在后现代发达工业社会的城市空间生产

里，最重要的是让日常生活挣脱工业资本的牢笼，

实现公民生活的自主选择。城市空间是资本增殖

的载体，是为了资本主义霸权而产生的空间聚集。
城市空间已不仅仅是一个具有物质属性的静止的

社会关系的载体或容器，而其本身就是生产力和社

会财富的创造者。城市既是建筑的集合体，又是资

本的堆积物。在这种空间内，实现了资本主义关系

再生产，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继续生存和发展。城市

空间批判是为了倡导都市空间变革，以反抗发达工

业社会对城市空间的异化统治。“列斐伏尔把空间

和政治、经济、阶级结合起来，构成了其社会批判伦

理的多重维度。”［10］没有弥撒亚精神，没有对理想的

执著追求，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有效的实践。列

斐伏尔非常注重考察资本的空间生产逻辑。他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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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于未来，坚持启蒙和自由，并声称，没有幻想就

没有思想。他主张，凭借日常生活消解传统理性哲

学对空间规划的同质化影响，建立乌托邦的城市理

念。列斐伏尔的批判理论不仅具有人道主义色彩，

也具有无政府主义特质。

4 城市空间生产批判理论的中国意义

城市空间批判理论揭示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

的现实。列斐伏尔在发达工业社会经济格局调整

的时刻，对城市空间生产作了详细考察，使马克思

主义理论有了完善的空间生产论述。他的贡献，不

仅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当代学术影

响力，而且为人们考察当代社会的城市空间生产过

程提供了思路。他将城市考察置于资本主义的整

个运作方式中。社会生活由农村步入城市是当代

发达工业社会的重要特征。资本造就了繁华的都

市。城市空间在资本增值中有独特贡献。列斐伏

尔从空间维度理解城市，开创了城市研究的新视

角。他对城市空间的批判有点偏激和片面，而过分

强调资本增殖对城市化的意义，从而带有主观( 形

而上学) 色彩，制约了其理论突破。
4. 1 中国城市化问题
4. 1. 1 行政干预严重制约着城市发展

城市之间的行政界限严明，城市的发展取决于

上级政府的重视程度，而不完全是本身的经济建

设。城市根据历史地位、政府级别和规模划分为县

级市、地级市和直辖市三种级别。城市的行政级别

不同，城市权力就不同。行政级别不但扼杀了城市

的创新能力，也阻碍了城市间的交往。由于行政界

别的限定，国家特别重视大城市的发展，把资源和

资金都聚拢于大城市，致使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差

距越来越大。城市贫富差距背后是权利差距。一

方面，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房价越来越高、交

通拥挤、环境污染，越来越不适于生存; 另一方面，

一些中小城市因为房子过多而购买力不足，成为

“鬼城”、“睡城”。为了缓和界限分明的行政界别，

国家从一些大城市中划分出了大连、青岛、厦门、宁
波、深圳 5 个计划单列市。这些城市的政府，掌握省

级的经济管理权，财政收支可直接与中央政府结

算。因此，城市之间的权利差距，不仅阻碍了城市

发展，而且造成了等级和不平等。
4. 1. 2 城乡矛盾突出

我国长期实行优待城市的政策。城市高楼的

拔地而起和乡村的日益衰退，形成鲜明对比。与此

同时，乡村沦为城市的附庸，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

为城市创造了大量财富，却由于行政管制和户籍制

度而无法在城市安家，即使子女教育和福利劳保也

无法得到保障。乡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离城

市的远近。城市郊区的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

发展起来，虽然也因为征地发生矛盾，但基本上提

高了那里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偏远地区的农村，仍

旧生产力落后，那里的居民有的连温饱问题都没有

解决。在农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农民只能靠出去打

工为生。由此，形成留守儿童问题。都市空间形态

在落后的乡村废墟中建立，不是现实和特质，而是

社会关系的汇集地。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逐渐被

掏空，变得毫无希望。国家虽然实行了一系列富农

政策，但却不能改变城乡差距。
4. 1. 3 市场体制不健全，让城市化无序发展

市场改革的阻力来自计划经济的遗留问题和

庞大的利益集团。市场不健全，既让城市之间缺乏

交流，也让城市资源挥霍无度。资源配置的主力是

政府，而不是市场，让行政审批权成为腐败的温床。
政府对市场主体缺乏基本的信任，层层审批，不仅

阻碍了市场流通，而且扼杀了市场主体的自由和创

造能力。国家一再坚持削减行政审批项目，但由于

触及各方利益而阻碍重重。行政审批既扼杀了城

市之间的竞争，也造成了城市之间的不平等。有些

行政审批权是不必要的，既增加了不必要的资源配

置费用，又让市场主体处于无序竞争状态。城市要

发展必须依靠平等、自由的竞争坏境。
4. 1. 4 低端的生产方式，让城市化产生了严重的生

态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不发达国家，面临着严酷的经济

和社会发展问题。为了发展经济，资源被无节制的

利用。“在一个迅速城市化的世界中，环境正义和

社会正义之间的所有连接问题都不会全部停留在

受环境危害不同影响的各个社区的边界上。”［11］城

市环境问题集中表现为空气污染和水污染。中国

的能源过度依赖煤炭，导致排放了大量 NO、SO2、
CO2 等有毒废弃物，让空气失去透明，让河流变得污

浊。当前，我国城市普遍面临严重的雾霾，影响了

公民的身体健康。“雾霾”更多是人祸，是不合理利

用资源造成的。城市环境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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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膨胀和城市人口的爆炸，而根源是低端的生

产力和生产方式。
4. 2 城市化问题的解决

解决城市化问题，既要处理好市场配置和政府

调节的关系，又要处理好城乡关系，还要处理好城

市环境问题。如同弗里德曼指出的: “中国是一个

古老的城市文明国家，中国的城市化研究必须综合

历史延续性和独特的时代特征两个方面。”［12］因此，

城市化问题的合理解决，要立足国情，在发挥政府

的调节功能时，让市场主导城市化进程。
4. 2. 1 城市的发展，应当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改革关键在于规范和制约政府职能。政

府要将领导、管理职能变为调节、服务职能，要将事

前的审查、管理转换为事后的监督、协调。城市和

企业的发展，应由事前审批变为事后注册。实际

上，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如美国、英国，工业革命

之后就废除了政府对企业设立的审批。政府的错

位不仅阻碍了城市发展，而且制造了社会矛盾，降

低人们的幸福感，引发暴力冲突。政府的错位集中

表现在高房价上。由于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国有制，

政府代表公民处理土地。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地方

政府出让土地，地价过高引发房价上涨。政府牢牢

掌握土地资源，银行在贷款上设置种种门槛，而需

求越来越旺，让供需失衡，导致房价越来越高。但

需要指出的，高房价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发展不平

衡，是由我国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决定的。因此，需

要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

作用做好法制建设，以改变我国不发达的现状，追

赶上工业化文明。
4. 2. 2 协调城乡关系，需要发挥政府的调节功能

城市空间生产不能消除社会的等级，等级和区分

是空间生产的潜在逻辑。城市空间生产的高速运行

不代表着民主和平等，而是产生了新的城乡等级和不

平等。从统筹城乡的角度来看，对于不愿意进城或者

进城成本较高的农村居民，要保护好其对土地的持有

权。要持续加强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和政策保

障，放开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实行土地确权，提

高农村生产力。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农业社

会，土地是人们衣食住行的主要来源。而随着城市时

代的到来，无论创造的财富还是生产占有率，土地都

让位给工业。农业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城市化发展

中，要重视农民的利益。协调城乡关系，既要缩短经

济差距，又要平衡城乡权利。
4. 2. 3 城市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改变城市空间生

产方式

城市空间生产不仅造成了日常生活的破碎，也

破坏了生态环境。城市规模膨胀、城市人口激增和

工具理性是导致城市生态问题的根源。解决城市

生态问题需要有效控制城市规模，促进中小城市发

展，合理布局城乡人口，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城

市生态问题的解决需要强大的经济能力，也需要科

技的进步，解决城市环境问题，要大力发展环保行

业和技术，提高人们的环保素养。△
【注释】

①亨利·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1901 － 1991 ) 法国马克思主义的

代表人物之一，西方学界公认的“日常生活批判之父”，城市空间

批判理论的发起者和主要代表。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他运用

马克思主义对城市空间生产进行了研究。主要著作有《接近城市

的权利》( 1968) ，《城市革命》( 1970) ，《空间的生产》( 1974) 等。

②“空间生产”是列斐伏尔提出的概念，被后人当作一种理论和生产

形式。因此，“空间生产”既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是一种理

论。“空间生产”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空间资本为实现其增殖

本性而进行的空间商品化循环过程。城市就是一种空间商品，城

市空间生产的背后推动力量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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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本文从行政区划未调整下的乡镇统筹发展的角

度，并且运用辩证法中的多重关系分析，结合具体的

实例，提出了城镇之间在不改变行政区划的条件下，

自发形成统筹发展的相关操作经验，整理出乡镇在未

来发展中在空间、产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走

向统筹的相关具体策略，并希望相关策略能在以后城

镇建设中得到进一步的实践和优化。△
( 致谢: 在此感谢项目组成员:张一凡、贺志华、冯

淼、沈思思等对本论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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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alectical Thinking about the Integration Planning of the
Towns before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ZHOU Jun，WANG Xingping，ZHANG Yifan

【Abstract】In recent years，our country has carried on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in many rigons，but many merged towns are
getting natural recession and bring new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development appeared the phenomenon of excessive reliance
o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but they failed to understand only overall development is the real purpose． In this paper，through the project
and Marxist dialectic，we summarized specific strategy based on the cooperation and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the two towns called Bencha
and Hekou． We hope that the relevant practice can giv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mall towns．
【Keywords】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ntergration Planning; Town; Dialect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