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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空 间 生 产 关 系 的 集 聚—扩 散 效 应：
时 空 修 复 与 空 间 正 义＊

曾　鹏　李洪涛

摘　要：文章基于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对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

聚－扩散效应展开研究，首先对静态环境下单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的基

本特征、演化规律、动力机制进行分析。进一步对动态环境多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
扩散效应的基本模式和发展方向进行归纳。再将时空修复与空间正义两个维度相统一得

到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的发展模式。通过理论分析，研究认为城市空间

生产关系是城镇化发展和生产力提升的必然结果，资本的时空修复模型可以有效避免资

本的过度积累。城市空间生产关系是资本在集聚与扩散中寻求平衡的动态化状态，空间

正义性是保证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平衡稳定的基础。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

聚与扩散效应依赖于时空修复与空间正义的共同作用，政府作用与市场因素协同是城市

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最优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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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进行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

应的研究可以避免城市为了实现规模经济盲目进行扩张、区域发展恶性竞争、区域空间结构失衡等

问题的产生及恶化。合理利用城市生产力与生产资料的集聚－扩散效应对于梳理城市空间生产关

系、构建梯度化城镇体系布局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市场通过规模扩大、资本流动、经济互联等方

式实现对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时空修复，促使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动态变化；另一

方面政府通过行政区划设置的方式实现城市发展的空间正义性，对城市扩张边界进行控制调整，可
以确保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形成动态平衡。因此，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

散效应是基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时空修复与空间正义作用下政府行为与市场因素共同作用的动

态演化过程。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平稳以及集聚－扩散效应的平衡发展不仅依赖于生产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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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的自由流动，也对政府行政力量下的城市规划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

－扩散效应是政府行为与市场因素共同作用下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在空间演化发展上的体现。
目前研究缺乏对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研究，未将政府行为、市场因素与城市空

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纳入统一框架展开分析。研究基于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

义时空修复与空间正义理论对政府行为、市场因素下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展开研

究，对于探寻城市劳动生产率提升途径、缓解城市规模效益边际递减、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城
市空间生产关系中政府与市场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一、静态环境下单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

（一）城市内部空间特征：社会属性—生产方式

工业革命后，劳动生产率和科学技术水平不断上升，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开始逐步摆脱空间的

限制，资本、商品随着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呈现出自然流动的特征 ①。城市间的空间交流日益频

繁，通过空间流动可以促使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空间成为重要的生产力及生产资料②。
以市场和资本为主导的地区经济发展不断促使人口、产业、资本、生产资料在城市内集聚，形成了规

模经济效应促使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的扩大。人类开始在城市内部进行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城市

成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空间载体。因此研究由静态环境下单城市角度对城市内部空间生产关系集聚

－扩散效应展开分析，再将城市间作用关系纳入进理论框架进而对动态变化下的城市空间生产关

系集聚－扩散效应作用机理及演化规律进行把握。
十六世纪后人类的活动空间开始逐渐广泛，随着南北美洲的发现，人类开始进入地理大发现时

代和殖民统治时期，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开始遍布世界的任何地方。工业革命后人类的劳动生产

率和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促使人类不仅能够克服各类空间障碍，在相同空间距离下的交通时间

成本不断降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对空间的改造不断深化，使得空间并不仅包含以固定的自然属

性为基础的绝对空间，还存在以社会关系结构为基础的相对空间。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认为

对空间研究的实质是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演化过程的研究，空间是社会的产物，随着人类生产力水

平的不断提高，对社会的改造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纯粹的自然空间在城市中已经逐渐消失。自然空

间不可避免的遭受到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入侵，逐渐成为人类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基地。因此，对
于空间的研究不因只由自然属性层面进行，不能脱离社会生产与社会实践的过程，应当关注在时间

空间相统一下社会过程所决定的空间形式。
基于上述分析进行延展可以进一步得到，社会属性—生产方式会对空间产生影响，进而衍生出

不同特性的空间状态。不同的社会结构会以其特有的生产方式使得在空间上构建出特有的社会空

间结构。随着工业革命后人类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地区间、地区内的空间交流日益频繁，通过空

间流动促使资本积累及扩大再生产，空间成为进行资本积累的重要空间载体及动力机制。由于劳

动生产率提高、科学技术发展促使剩余价值的出现，资本开始大规模积累。资本的不断积累从客观

上形成了生产力、生产资料的集中，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促使空间上的集聚出现，从而降低生产运

输成本，并提升专业化程度从而促使剩余价值的最大化③。城市成为资本进行空间集聚的载体，成
为现代化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空间化表达。城市内部人口、产业、资本、生产资料大规模集中，为资本

积累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空间条件。因此，对于社会关系结构下的空间研究并非是在空间内部进行

的人类生产活动，大卫·哈维提出了空间生产的概念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下的空间演化规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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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①。空间生产是空间本身以固定资本参与到基础设施的建成过程中，市场进行空间生产时期

进行资本积累和流动的重要动力机制。
（二）城市内部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演化规律

在社会过程视阈下进行空间分析，空间是完成资本积累的重要空间载体和动力机制，现代化城

市（生产力水平的时空结构）和生产力的运动方式（资本积累）是相统一的②。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

追逐驱动其不断形成空间上的集聚，通过各类要素的集中降低生产及运输成本实现最大化的生产

力剩余价值，并且通过劳动力的集中促使专业化水平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实现生产的相对剩余价

值③。因此在工业文明后以市场为主导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推动地区的空间生产布局进行演

化。市场经济发展下资本获取超额利润需要不断通过扩大资本投入进行技术创新和扩大再生产规

模，客观上使得人类运输、通讯、交通能力不断提升以便克服资本流动下的空间障碍。不断用于对

城市运输、通讯、交通能力创新提升的资本投入促使城市的空间结构出现变化。市场规模扩大和资

本流动不断以新的方式对空间结构进行重组，城市形成在技术、资源、人力、文化上巨大的领先优

势，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快速的进入以城市为核心的空间演化阶段④。

随着人类的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等社会实践活动及资本积累过程开始集中出现在城市空间

中，为了实现资本积累并获取超额利 润，城 市 的 空 间 生 产 关 系 遵 循 着 四 个 阶 段 的 发 展 规 律⑤。首

先，在初期，资本不断进行集聚从而降低成本、市场的专业化多样化程度不断提升，城市空间生产关

系保持集聚效应。其次，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城市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城市空间生产关系形成最优集聚效应。再次，由于城市内部资本的过度积聚，城市开始出现规模扩

大的需要，空间生产关系开始转向扩散效应。最后，通过城市的空间扩张、产业转移、资本流动的方

式扩大消费和贸易，实现区域性空间生产关系的构建，并且通过空间扩张及空间生产对资本过度积

累问题起到修复调节的作用，城市的空间生产关系逐渐保持平稳状态。因而城市的空间具备两个

独特的属性特征⑥。第一，城市空间不仅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载体，还与其他生产资料相同的成

为人类有意图有目的所生产出的“产品”，城市的空间主动地参与到人类的生产活动及资本积累中，

形成地区及城市的空间生产关系。第二，城市空间的商品化属性，随着城市内部各类基础设施、生

产设备不断建设促使城市空间不断地重组、重构，城市的空间演化与市场经济下的商品生产交换息

息相关，也致使地区间空间不平衡的出现。

基于上述两点分析，可以发现城市空间生产的集聚与扩散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及资本积累带

来的必然效应。首先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口、产业、资本、生产资料在城市中形成集聚，形成

了规模经济效应促使资本积累和再生产的扩大。资本积累及再生产的扩大是以城市基础设施的完

善健全为发展前提，为加速资本流动减少时间成本消除空间障碍，城市内部交通环境、通讯技术不

断发展，产业进一步进行空间上的集聚从而减少交换、分摊成本，使得城市的空间不断进行改造和

重构⑦。其次，城市为了解决资本过度积累带来的危机，驱动其为剩余资本找寻新的获利空间，在

空间上开辟新的发展区域进行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动。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人口、产业、资本、生
产资料不断在城市中集中，资本不断积累，扩大对城市的投资及再生产规模，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城

市内部资本出现过度积累问题⑧。为了缓解城市的资本过度积累以及伴随着的人口、环境、社会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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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等问题，资本开始寻求新的投资和流动方向，促使城市在客观上进行空间扩张及形成区域性的空

间生产关系构建。

资本积累促使城市内部空间生产的集聚，而在资本过度积累下社会矛盾激增促使地区及城市

的空间生产转向扩散。基于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展开分析：第一，空间不仅作为

生产生活的载体存在，还是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参与要素①。由于资本积累与流通依赖

于交通运输网络的构建，市场要实现价值增值就需要保持资本的持续性积累，不仅需要不断将剩余

资本投入扩大生产规模，还需要扩大资本及商品流动的空间范围，将资本及商品流动的时间成本降

至最低。无论是再生产规模扩大还是扩大资本及商品流动范围都需要对城市空间进行重构、重组，

依赖于运输、通讯、交通、建筑等行业的发展。空间生产以城市内部空间格局的优化重组的方式实

现产业园区划分、城区职能优化、从而促进资本再生产规模扩大以及对城市空间的高效利用。同时

资本及商品流动要扩大空间范围实际上也是通过对空间生产的方式对现有的城市建成区面积进行

扩大、交通环境运 输 能 力 进 行 改 善 的 实 现。第 二，空 间 生 产 是 缓 解 修 复 资 本 过 度 积 累 的 重 要 途

径②。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大量剩余资本导致资本的过度积累，通过对空间生产的方式将城市剩余

资本引入固定资本，一方面为积累资本提供了重要的投资渠道；另一方面通过空间生产对城市空间

的重构、重组提升资本流动效率并且提升社会福利水平③。因此，城市空间不只是人类社会实践活

动的载体，同时也在城市承载力、城市关系、缓解资本过度积累上起到重要作用。研究通过分析历

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下空间生产关系作用机理及演化规律，认为通过空间生产可以缓解修复资

本过度积累的问题，随着资本向外扩张和资本流动的驱动，城市间的空间开始产生联系进而形成区

域性的空间生产关系④。
（三）静态环境下单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动力机制

研究由空间生产作用机理下的空间修复对城市集聚下产生的资本过度积累问题进行了分析，

接下来进一步结合大卫·哈维时空修复理论对城市空间生产关系集聚－扩散效应进行分析。市场

为了避免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不断通过时间层面和空间层面两个维度进行修复⑤，由时间层面而

言，资本进行积累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过程⑥。资本通过不断的流动以

及扩大规模实现价值的增值，加速资本流动及运转周期是扩大资本积累的重要途径，因而资本积累

就其属性而言期望克服一切空间限制。资本积累实际上就是商品不断创造剩余价值所产生的价

值，资本积累以及生产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进行的，资本力图将进行商品运输的时间成本降至最低

限度，并且借助资本流动促使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占领更多的空间。资本不断运用技术进步促使交

通及通讯设施发展实现商品流通行程时间成本的缩短，与此同时进一步打破空间障碍实现资本的

自由流动从而完成资本的积累。结合时间修复与空间修复两个维度来看，城市需要对时间和空间

进行充分合理的规划，进而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与流动。市场通过现代通讯设备的发展降低时间

成本，同时通过交通环境的改善及相关技术进步使得资本及产品的消费、交换实现对空间距离的克

服。归纳而言，资本在进行向外流动时力求“用时间消灭空间”，通过缩小运输的时间成本并且扩大

市场规模从而消除空间障碍⑦。“用时间消灭空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随着技术进步使得通讯

设施、交通环境有了极大改善，使得市场愈发中心化，人口、产业、资本、资源不断向交通便利、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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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城市经济集中，城市内部资本流动周期加速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集聚规模。第二，随着交通

环境及运输能力的提升，地区间的商品交换与分配成为可能，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愈发紧密。资本对

于远距离市场的开发能力不断提升，改善了城市内部资本积累导致的空间生产矛盾，进而使得一方

面城市对其他地区产生了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城市的空间开始出现扩张的需要。

图１　时空修复理论下单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

二、动态环境下多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

在静态环境下单城市是在时空修复的作用下城市空间生产关系不断由集聚效应向扩散效应转

变的过程。考虑到各城市之间空间生产集聚与扩散存在相互影响作用，研究进一步对动态环境下

多城市空间生产集聚－扩散效应作用机理及演化规律进行分析。
（一）城市空间生产关系集聚－扩散效应：动态－平衡

资本在空间上的集聚能有效的实现资本积累，通过人口、生产资料在空间上的高度集中，可以

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生产周期、降低商品交换、分配、消费的过程，从而加速资本积累。随

着城市内部的集聚趋势超过其空间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承载范围，城市内的空间生产矛盾开

始出现。城市的生产生活成本不断提高，城市的空间结构僵化都不利于资本的积累与流动，通过资

本集聚获取的规模经济效益逐渐被抵消①。城市发展出现扩张的需要，资本逐渐向外部分散。因

此，实际上城市空间就是在资本的集聚与扩散中逐渐寻求平衡稳定的空间生产状态。

研究进一步将动态环境下各城市的空间生产关系进行整体性分析。由于地区内城市的空间生

产不均衡，不同城市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其空间规模不一致，资本及商品流动依旧受到空间限制，对
区域性空间生产关系形成阻碍②。同时城市内部自身空间生产关系日益激化，城市空间矛盾激增。

要发展区域性空间生产关系、提升空间生产效率、进行适度城市空间扩张要求对地区及城市进行合

理规划，贯彻社会正义的原则③。基于上述分析，研究通过图２构建出空间正义理论下城市空间生

产关系集聚－扩散效应的作用机理及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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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多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

随着城市空间生产关系不协调、资本过度积累、资本及商品流动依旧面临阻碍，公民对于空间

资源及空间商品的生产、占有、利用、消费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因此，促进区域性

空间生产关系需要保证城市空间的正义性①。城市内部的空间生产关系集聚－扩散效应首先实现

第一层次的平衡关系，城市由劳动生产率提升促使人口、资本、产业、生产资料集中，资本实现快速

积累。由于城市在对人口、资本、产业、生产资料进行集聚时，也产生了类似资本过度积累、城市拥

堵、社会矛盾激增、污染增加等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城市开始出现市场规模扩大、扩大再生产规模、
资本及商品流动的需求，进而使得城市空间形成扩张，其空间生产关系呈现扩散效应②。但由于资

本的流动和市场规模的扩大是逐步进行的，地区内的区域性空间生产关系的构建是一个漫长过程，
同时资本主要的再生产过程、固定投资都锁定在某一城市的空间生产中，城市的扩张和资本的分散

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并非进行无限延展③。因此，城市空间生产关系集聚－扩散效应会保持平衡。
（二）城市空间生产关系集聚－扩散效应的空间正义性

各城市的空间集聚－扩散效应会形成相互之间的影响，一方面市场规模的扩大、资本及商品的

流动、区域性空间生产关系的构建使得地区空间取向同质化；而另一方面客观上市场及资本进行流

动时往往也会选择向具备空间、资本、产业、生产资料优势的地区进行转移，因此随着市场和资本流

动下的城市空间生产扩散效应也会导致地区内的不平衡，发展的不正义出现④。因此，随着劳动生

产率提高、生活节奏加速、城市空间扩张、城镇人口增多、区域一体化形成，不同的空间生产关系、空
间形式相互碰撞、叠加、融合从而不断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和生产生活方式进行重构⑤。空间正义

和资本流动会对空间进行同质化的塑造，同时也促使地区空间形成等级化体系。由于不同空间的

利润率存在巨大差异，导致资本在地区内不断流动。由空间正义驱动下的空间生产关系逐步由集

聚转向流动扩散促使人类社会生活取向共时性、网络化、流动化的特征⑥。由于资本的流动促使各

部门利润率趋于平均化，进而导致形成了一个具备等级梯度的空间秩序体系。通过空间正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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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空间生产关系构建实际上也就是以空间规划为目的对城市空间生产关系集聚－扩散效应进

行界定，并且对城市的承载力进行协调，从而实现各城市的空间生产关系的公平与正义。
空间作为人类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参与要素，对空间的控制和规划会对地区及城市的经

济社会发展形成显著作用。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视域下也将空间视为一种政治工具，国家

为了确保对各地区资本流动有效控制，通过空间规划的方式制定严格的层级管控体系对各地区、地
区内城市进行区隔①。空间不仅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与社会生产的空间载体及框架，更是融入进

政治经济发展基础的制度性工具②。对空间进行规划可以确保在资本推动下的城市空间重组和重

构向同质化、均衡化的方向进行发展，进而保证地区及城市的空间正义性③。因此，通过对城市边

界及承载力的识别判定城市空间进行集聚与扩散的合理范围，可以实现对国家及地区空间资源的

合理分配，保证全体公民空间权益的公平和公正。

三、时空修复与空间正义相统一下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

（一）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时空修复－空间正义

研究结合上述分析，对时空修复与空间正义共同作用下的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

应展开分析。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形成了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效应以及规模经济效应，而资本不断积累，

扩大对城市的投资、再生产规模，最终导致城市出现资本的过度积累以及伴随着的人口、环境、社会

矛盾等问题。城市开始通过不断向基础设施等固定资本进行投资，以求通过时空修复延缓过度积

累的问题，同时城市资本的不断积累促使市场规模的逐步扩大，城市的空间生产关系呈现扩散发展

趋势。

图３　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动态演化及平衡发展

基于上述分析，在时空修复的作用下城市空间生产关系伴随着资本过度积累逐步由集聚效应

向扩散效应转变。从本质而言，时空修复就是在城市资本出现过度积累后进行资本转移的过程，从
而延缓和避免资本危机的出现。城市在时空修复作用下的空间生产关系集聚向扩散演化，实际上

也就是城市内部人口、产业、资本、生产资料进行自由流动的过程，是市场因素对城市空间生产关系

的作用效应。随着城市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空间生产关系紧张，客观上导致产业、资本出现转移、流

动的需求，城市的空间生产关系由集聚效应向扩散效应转变，实际上也就是以市场因素为核心的资

本空间生产关系的改变。但一方面资本主要的再生产过程、固定投资都锁定在某一城市的空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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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进行空间修复的幅度极为有限；另一方面由于空间资源有限，进行空间修复实际上只是将资

本过度积累的问题进行缓解、转移，并未从根本上对城市内部空间生产关系进行调节。因此，研究

认为在时空修复理论下的城市内部空间生产关系依旧存在矛盾，要形成稳定的区域性空间生产关

系依赖于由空间正义角度保持城市集聚－扩散效应的平衡。以空间正义为内涵对城市空间生产关

系的调整实际上也就是对城市规划进行调整、城市发展进行规范的过程。以维持城市空间正义为

目的，通过政府行为促使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维持集聚－扩散效应的平衡。城市的空间生产关系一

方面在市场因素作用下实现时空修复从而对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矛盾进行缓解，并且伴随着时空修

复的过程，城市的空间生产关系逐步由集聚向扩散进行演化。另一方面城市由政府行为实现空间

生产关系集聚－扩散效应的平衡，对于维持城市空间正义、城市空间重组具有重要意义。
（二）时空修复－空间正义双重作用下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发展模式

研究通过对单城市空间生产关系作用机理及演化规律的分析发现城市的空间发展存在四个阶

段，其发展的最终形式是构建出区域性的空间生产关系，即动态环境下多城市空间生产关系。客观

上由于地区内各城市的空间生产关系不一致、发展差距较大，使得实际过程中资本及商品的流动依

旧受到一定的限制，区域性空间生产关系存在阻碍。同时通过时空修复并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城市

内部自身空间生产关系日益激化的问题，因此需要对城市的空间进行合理规划，实现空间资源的公

平。因此，研究通过图４构建出时空修复－空间正义双重作用下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

效应发展模式框架。
随着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矛盾激增、资本过度积累、资本及商品流动面临阻碍，对于空间资源的

占用、利用、消费的不均衡不断扩大。对于城市空间正义性的考验不仅是由于资本过度积累导致城

市内部空间生产关系失衡。将城市间相互影响纳入分析体系中可以发现，随着市场规模扩大、空间

阻碍不断被消除、资本及商品的流动使得地区内的空间向同质化的方向发展，但客观上市场及资本

进行流动时往往也会选择向具备空间、资本、产业、生产资料优势的地区进行转移，随着市场和资本

流动下的城市空间生产扩散效应也会导致地区内的不平衡，发展的不正义出现。这一不正义并不

仅包含对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发展上的不均衡，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依靠于城市集聚－扩散效应下构

建区域性空间生产关系并不能满足社会正义性的需要。因此，促进区域性空间生产关系需要保证

城市空间的正义性。

图４　时空修复－空间正义双重作用下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发展模式

基于空间正义视域进行城市空间生产关系分析可以发现，简单依靠时空修复模型并不能够实

现社会的正义性，只是将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进行延后转嫁，而地区内部空间资源有限，进行资本

的时空修复实际上并未将人类未来命运纳入考量范围。因此，研究认为在进行区域性空间生产关

系构建时应当着重考虑城市生产效率，提高空间资源的有效利用能力，推动城市空间重组和重构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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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质化、均衡化的方向进行发展，进而保证地区及城市的空间正义性①。空间作为政治经济发展基

础的制度性工具，政府通过行政区划设置调整实现对区域空间的控制和规划，从而形成时空修复与

空间正义相统一的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协调优化发展模式。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对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时空修复与空间正义研究，总结归纳静态环境下

单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动态环境下多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时空

修复与空间正义相统一下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城市空间生

产关系演化是城市化发展和生产力提升的必然结果，资本的时空修复模型可以有效避免资本的过

度积累。第二，城市空间生产关系是资本在集聚与扩散中寻求平衡的动态化状态，空间正义性是保

证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平衡稳定的基础。第三，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与扩散效应

依赖于时空修复与空间正义的共同作用，政府作用与市场因素协同是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
扩散效应最优发展模式。

行文至此研究已经从静态环境单城市、动态环境多城市、时空修复与空间正义相统一三个层面

对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时空修复与空间正义展开分析，对我国的城市空间生产具

有以下重要的启示：
第一，应当充分运用时空修复模型对资本过度积累导致的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紧张进行缓解调

节。随着资本在城市空间上的集聚促使城市生产效率不断提升，城市受到规模经济效益作用进入

高速发展，资本大量积累。而随着规模经济出现边际效应，资本过度积累会导致城市空间生产关系

矛盾加剧，客观上市场规模开始扩张、资本开始大范围流动。科技进步使得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不

再受到空间的限制，因此在资本积累危机下城市内部生产力、生产资料逐步形成活跃的流动趋势。
一方面由时间层面资本开始进入固定资本投资，对城市内部空间布局形成改造优化，修复城市空间

生产关系矛盾；另一方面由空间层面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流动促使城市扩张及区域性空间生产关系

的构建，城市的空间生产关系矛盾得以缓解及转移。因此，进行资本的时空修复下对城市空间生产

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稳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应当在时空修复缓解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由空间正义的角度维持城市空间生产

关系的平衡稳定。运用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分析时空修复模型对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
扩散效应的调节作用，虽然时空修复模型对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矛盾进行了修复、缓解、调节，但只

是将其空间生产矛盾进行实践层面的延缓和空间层面的转移，并不能对城市内部空间生产关系矛

盾进行实质上的修复。城市的空间生产关系演化虽然是城市化发展和生产力提升的客观作用趋

势，但城市在时空修复时所选择进行扩散的城市并非“自然选择”。资本进行流动扩散的地区往往

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和区位优势条件，导致在集聚－扩散效应作用下地区空间生产关系会出现新

的不正义。由于城市间生产力的差异性会由外部环境带来城市的空间生产关系矛盾激增。因此，
对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调节核心在于对城市空间正义的探寻。以行政区划设置的方式将空间作为

政治工具，通过稳定平衡城市空间生产关系，实现国家及地区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公民空间权

益的正义、公平。
第三，应当充分协调政府作用与市场因素的关系，一方面依赖于时空修复模型对资本过度积累

危机进行疏导，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政府手段保证城市空间正义对城市空间发展进行科学合理的

规划布局。以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视域进行分析，空间不仅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载体，还
不断接受人类生产生活的改造，使其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②。因此，对于空间生产关系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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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敏：《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哲学动态》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赫曦滢：《空间转向：大卫·哈维辩证的时空观窥见》，《前沿》２０１１年第２０期。



也是对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效率的不断优化。城市的空间生产不仅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带来

的相对剩余价值的产生，也依赖于良好的生产关系构建。城市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是

城市生产力、生产资料进行流动发展的客观结果。通过行政区划的设置调整可以确保城市空间在

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趋势下向同质化、均衡化的方向演化。因此，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向协调的共同

作用下，城市的空间生产关系的集聚－扩散效应可以保持平衡稳定发展。
（责任编辑：潇湘子　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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