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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经济研究在国内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城市经济学的初创时期。在我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较早的开展了城市经济研究工

作。当时，赵紫阳提出了城市经济的重要性，要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展城市经济研究，考虑到城市经

济的重要性、综合性、将之安排到财贸所，我（原外贸室主任杨重光先生）于1983年接任城市经济室

主任。 

    当时，城市经济学在国内尚属空白，我室主要面临两个主要任务：一是创建国内城市经济学研究体

系；二是发挥城市经济应用研究的作用。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科研院校查阅有关资料，了解和收集

了以英、俄文为主的国外城市经济学研究状况。并组织团队在西安做了一个多月的调研，具体研究城市

经济的运行机制。每个城市的各组成部门及职能都有一定的差别。同时组织了一些活动：分别在天津、

武汉、重庆等地召开了若干次全国性会议，讨论中心城市的作用（其中，蒋一苇先生提出重庆作为计划

单列市的方案）；编写了《社会主义城市经济学》；筹建了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在社会有一定的影响，

与财政金融室、贸易室并列为财贸所的重点学科。 

    第二阶段，城市经济学积极参与中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我国以企业为核心，建立了商

品经济体制，开展了企业体制改革。作为城市经济学不可能全力研究企业改革问题，但企业改革和发展

是城市经济的主要内容。充分认识城市作为交流、消费中心的功能规律，必须深入研究企业。在这样的

基础上，编写了《城市流通中心论》。 

    第三阶段，进入90年代，城市经济研究不断向深入方向迈进，以城市建设为中心内容，许多城市提

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其中两个重大问题分别是土地体制改革和住房体制改革。 

    城市经济室承担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的研究问题。87年受世界银行委托，开展了“土地有偿使用”

的研究课题。提出如何遏制城市土地无偿使用和扩张问题，签署了“城市土地使用研究”课题协议。并

在山东和上海等地展开调研，以企业土地使用为主要内容，包括土地在企业中的成本、级差地租如何体

现等等。在济南发放了2000份问卷，而后在计算机软件所分析计算，其结果得到了世界银行的重视。

为后来国家土地局发出土地有偿使用的决定奠定了基础。随后又与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所合作，得到了福

特基金会支持（60万美元），出版了《城市土地有偿使用》（中英文）一书，1990年，中央发布了城

市土地有偿使用的有关文件。 

    住房体制改革主要由李扬、石小康主持。我当时由于工作忙，没有过多参与。 

    90年代，城市经济研究逐步发展，教材就有20多本。但是城市经济学研究尚有较大分歧，是否把城



市中各部门的经济学研究放在一起就是城市经济？还是应该把城市经济中的共性问题提出来进行研究？ 

    第四阶段，在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主要问题是对信息化时代城市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城市是创新

源泉，在知识经济时代，我国城市经济如何发展，既要研究工业化时期的城市经济问题，也要对后工业

化、知识经济时代城市经济问题进行研究。 

    

二、城市经济研究经验总结 

 

1．            建立以城市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城市发展。 

3．            人民的城市人民建，城市是城市居民的家园，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4．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建设各具特色的城市。 

5．            城市与地区的共同发展。 

6．            战略与规划先行，有步骤的实现城市化。 

 

三、城市经济十大重点研究领域 

 

1．            经济全球化与城市网络化。城市之间相互依赖和补充，城市分工细化。城市不能孤立发展。 

2．            城市化新形态和新途径。郊区化（反、逆城市化）有其背景和基础。发达和落后地区是不一样

的。在高速公路发达时代，城市与郊区范围扩大了。基础设施趋同，使得郊区与城市生活方式一

致，可以说已经城市化了，所以不能把城市化停留在工业化时代，不能以聚集为主了。信息化以

聚集与扩散相结合。过去城市化为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则为市场自发型。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角度，结合地区特色来分析城市化的研究不多。 

3．            城市现代化。城市现代化是一个经常提出的研究领域，然而城市现代化中城市的概念是什么？

目前城市现代化多从现代化形态来看。国家现代化、地区现代化、城市现代化，要从一定边界角

度来考虑，即包括城市和区域趋同，合理产业结构，一定人口规模，生态循环，大致应是地级市

的范围（如太小的区域是不能满足边界条件的，县级市就难编制现代化规划）；城市现代化与国

家现代化的关系；现代化指标体系的确立（经济、社会、人口、基础设施）。 

4．            合理的利用和配置资源。城市可持续发展要有一定基础。资源城市都面临资源枯竭，城市衰退

的危机。资源城市如何转型？其他可利用资源还有哪些?其中争论最多的是土地资源利用，如何

通过市场合理配置？城市国有土地≠城市政府土地，城市国有土地不应成为政府和房地产商合谋

来欺诈居民、农民的资源。 

5．            重建城市经济结构。调整只是洗牌，重建是重新构建。信息化产业群与传统工业化有很大区

别，如教育、休闲、保健、文化、信息产业等。每个产业都是城市经济的研究内容。 

6．            城市与地区协调发展。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群、城市带等发展起来了。各地城市群的比较、

联系、发展前景、如何振兴等。如东北工业基地问题。 

7．            城市文化建设与发展。 



8．            城市公共事业与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是怎样建设、资金从哪里来的问题。在国外，市政债券是

城市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也是居民的重要投资手段。但我国目前尚不允许地方发行债券，虽可

发行一定限额的企业债，但仍存在较多的问题。 

9．            城市经营与管理。理论前提和理论基础都尚未成熟，经营主体、对象（土地）都需要考虑。国

外一些小镇实行经理制，但我国各级城市都提经营是否妥当？ 

10．       城市环境治理与生态建设。应与各城市特点相结合，种草、种花、种树也是一个经济问题。比

如说把所有的公园都变成花园是否妥当。 

 

整理：李倢；校对：刘治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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