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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城市化并非仅是拔地而起的钢构建筑(易宪容；8月8日)

文章作者：

  坐在香港大学的办公室里，俯视绵延维多利亚港沿岸一座座矗立的高楼，现代城市的一派景象尽收眼底。可以说，正是这些辉煌耀眼的

钢构建筑构成了现代城市最基本的表征。同时，在这表征下涌动的则是它的社会精神、秩序与文化，它的经济繁荣与人民生活的愉悦。而后

者则成了现代城市的核心。 

  看上去十分拥挤的香港，不仅有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钢构建筑，而且有那畅通的道路、有秩序的人流、市场的效率及遵循法治的人民。你

开车驶入香港任何一条公路或街道，别看香港的路或街都是十分狭小、弯道绕行甚多、路上的车辆川流不息，但是你一般很少能见到有地方

会常年堵车堵得水泄不通。前几天，在香港最繁忙的皇后大道湾仔段水管爆裂，街道上水流成河，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积水就被清除。在工

人们清修管道的同时，车辆很快地在该处畅行。 

  香港大学的后山有一条1898年修出的晨运道，从每天清晨4-5点钟开始就有川流不息的人在晨运路锻炼，但你每天踏在晨运路时，看不

到一点人们丢弃的东西。即使是晨运路边凉亭里的石板凳上都会一尘不染。更不用说市区里的大街小巷、公路上了。也正是这一点一滴的个

人小事，折射出现代城市化文明基本的核心。 

  改革后，中国的城市化正以突飞猛进的方式发展。中国飞速城市化的进程，一方面带来不少城市的快速发展与经济繁荣、帮助成千上万

的中国农民摆脱了贫困；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城市病，出现城市变大工地、堵车、资源浪费、地方财政赤字危机、污染与腐败

等症状。 

  更为令人不解的是，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城市化就是拔地而起的钢构建筑，国内的每一个城市都在计划发展成世界级的大城市，有大

量的高层建筑、有国际机场、有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有CBD商业圈、有高科技工业区等等似乎成为了城市化的象征，在这些人的眼里,城

市化仅是钢构建筑的表征，仅是矗立的钢铁森林。 

  在最近的几年里，不知有多少地方，往往因一个小小事件，就可能导致整个城市功能瘫痪性的悲剧。如最近7月中旬的北京暴雨事件及

2001年12月7日降雪灾害事件，使整个北京陷入史无前例的交通大瘫痪。 

  来过香港或到过国外其他一些大城市的人都会发现，人们进入四通八达的地铁系统，就会感受到现代交通的便利性，感觉到地铁系统中

的一切都是为每一个乘客而设的。但是乘过北京地铁的人却感受到的是搭乘地铁的不便。诸如此类的不便，无论是在城市道路的设计还是城

市服务的安排中都随处可见。可以说，正是这种非人性化的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成了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引起城市功能瘫痪性悲剧的最大诱

因。 

  而现代城市文明的丧失，其代价是中国的城市化往往只有其形而失其神。在此，我们可以简单分析英国城市化所走过的路，来清楚说明

这一点。随工业革命完成，英国是城市化最早的国家。在英国的城市化早期，推行的是一种田园都市运动。这个运动主张城市化要减少既有

都市发展密度，维系原有都市之经济发展机能，并藉以消除地区贫穷与环境污染以增进市民生活区环境的品质。在这个主张下，英国1946

年公布实施新市镇法。随后的产业分布法，则强调政府以区域政策主导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二战以后，英国的城市化先是制定相应的法规，然后在相应的法规基础上来制定可实施的政策。而城市化的法规在不同时期，侧重点不

同，所强调的内容也不同。特别是在1990年代以来，以政治协商共识作为城市化发展的运作模式，坚持城市化持续发展为目标，并以法规

的规范、政府部门支出与税制改革、新组织形式来保证这一目标真正的推行。也正是以此为基础，一百多年来的英国城市化取得骄人成绩。 

  对于中国的城市化来说，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城市化有时会牺牲弱者的利益，虽然这并不是中国城市化的本意。在城市扩张的圈地过

程中，一些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只能置于城市边缘。房地产开发商以种种手段用掠夺性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夺得土地，然后

又以高价销售给城市居民。一批又一批拆迁城市居民被挤出城市中心。在城市边远的郊区，一个又一个的小区是建立起来了，但他们与现代

城市文明却逐渐疏远。比如，在北京的不少小区，没有医院、没有邮局、没有现代教育设施等。 

  城市化如果仅仅是拔地而起的钢构建筑，那可能与城市化的真正精髓会相去较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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