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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城市经济发展与空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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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下辖23个区。在地理上，由小到大可

将布达佩斯放在三个空间层次上理解：一是布达佩斯市，主要为城市建成区，包括布达和佩斯两部

分，分别位于多瑙河的西岸和东岸。布达佩斯市包括23个区，其中6个区在布达，16个区在佩斯，

另有一个区为柴佩尔岛（Csepel）；二是布达佩斯都市区，包括匈牙利市区和被称为布达佩斯集聚

区的周围郊区；三是中部匈牙利地区，包括布达佩斯市、布达佩斯都市区及布达县的其他地区，包

括15个统计区（匈牙利共有168个统计区），有106个住区。中部匈牙利地区是匈牙利经济文化最发

达的区域。目前布达佩斯市面积525平方公里，人口17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7%；布达佩斯都市区

面积3242平方公里，人口248万。 

 

       一、布达佩斯城市发展阶段及特征 

       布达佩斯城市的基础是布达、佩斯和老布达三个镇，其中布达建于公元前，由克尔特人设城，

自1361年起布达就是匈牙利的政治中心；佩斯则建于公元3世纪，长期为商业中心，是东西方贸易

的一个中心。 

       1873年，布达、佩斯和老布达三镇合并成为布达佩斯市，当时布达佩斯的人口28万，面积187

平方公里，在欧洲城市中排名第17位。 

       在布达佩斯建市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其城市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即1873—1918年、1918—

1945二战结束以前时期、1945—1989年的社会主义时期、1990年以来的转型和市场经济时期。 

       1870—1910年代即奥匈帝国时期是匈牙利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期，也是布达佩斯城市发展

的繁荣时期，在这期间它修建了欧洲大陆第一条城市地铁，建立了近现代工业部门，到第一次世界

大战前，布达佩斯已是欧洲排名第7位的城市。在此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布达佩斯发展缓慢，许

多失地农民从外地迁到布达佩斯市边缘地区以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出现了所谓郊区化的时期，但这

一时期的郊区化与20世纪西方的郊区化含义完全不同。 

       二战以后，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城市建设思想，以劳动阶层为主的边缘地区被纳入到布达佩斯市

的范围内，建设大布拉佩斯。1950年代布达佩斯城市面积达到525平方公里，郊区居民点成为布达

佩斯的卫星城。同时，由于战后发展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布达佩斯就业岗位增加，许多人口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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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流入城市，加之战后的生育高峰，使得市区人口迅速增加。 

       1960年代后期以后，布达佩斯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服务业发展起来，1970和1980年代以商业和

旅游业为代表的服务业发展迅速。这一时期政府进行了大量公共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和住宅，并在

郊区建设了许多新的居民点，而内城的保护与更新则相对受到忽视。这样，在1980年代，布达佩斯

城市人口达到顶峰210万人，其中一半居住在郊区。到1990年，有约2/3的就业人口在服务业，一半

的住宅实现私有。 

       在社会主义时期，布达佩斯城市结构和城市社会生活也是高度计划的，其基本特征，一是地方

事务的决策权集中于中央和部门，地方政府决策权很小，城市发展是自上而下式的；二是国家强力

推动布达佩斯都市区的发展，城市功能以工业为主，服务功能较弱，大量工业分布在内城边缘地

区，甚至多瑙河一带；三是由于土地国有且土地使用由国家计划安排，没有土地市场，因此地价不

能真实反映土地价值及对经济布局的作用，造成城市功能区面目不清，土地使用不合理；四是政府

主导城市扩展方向，在郊区大量建设住宅，相对忽视内城的更新改造，拥有大量保护建筑的内城居

住条件恶化。不过，由于政府坚持公平为主的城市建设思想，体现在居住和就业上的城市社会分化

并不明显。 

       1990年代以后，随着匈牙利政治经济转型，布达佩斯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至少在

三个方面，一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得复杂而难以协调，都市区内实施城市规划和政府管理难度较

大；二是郊区发展较快，特别是居住功能加强；三是许多高级人才流失，影响城市竞争力。具体而

言，首先，由于实施地方自治，地方政府对地方事务的决策权很大，中央政府的统一政策难以奏

效。在布达佩斯都市区内，23个区各自行政，城市保护、规划、建设和管理中，政府、开发商、居

民、规划师之间协调的难度和成本增加，城市规划难以发挥实际作用，城市保护与建设的无序已有

发生，对此尚无良计予以应对；其次，政府和开发商在郊区规划建设新的大型居民点，由1970年代

的44个增加到80个，郊区人口占到布达佩斯都市圈总人口的约一半；三是近年来不少高级人才流向

欧美国家，人才流失直接制约着布达佩斯和中部匈牙利地区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为中心的发展目标。

同时，新的城市社会问题也在出现，城市贫富差别、贫民和族裔问题逐渐明显。 

       2000年以后，随着匈牙利经济环境的稳定，布达佩斯的经济结构仍以服务业为主并逐渐重视其

经济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目前布达佩斯的经济产出占全国的1/3、人均GDP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

倍，服务业增加值约占80%，而80%的高附加值产品也出自服务业，其中信息通讯业、生命科学、

创意产业、研发和基础设施对布达佩斯经济增长贡献尤其显著。目前匈牙利44%的研究机构和60%

的研发人员集中在布达佩斯，是其智力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呼应《匈牙利发展新计划（2007-2013）》，布达佩斯所在的中部匈牙利地区制订了《中部匈牙

利运行计划》，将布达佩斯做为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增长极，布达佩斯自己也制订了《布达佩斯中期

发展计划（2005-2013）》，提出要鼓励公共交通发展、加强城市的“技术极”功能，扩大与各利益

主体的合作、树立城市持续发展的意识等。 

 

       二、布达佩斯城市空间结构 

       建城之始，布达佩斯经过了良好的规划。1870年代建立了公共建筑委员会，该委员会制订了城

市总体规划，确立了城市的用地功能和拓展方向，目前布达佩斯的城市空间结构是以此为基础并经

过不同历史时期的建设而形成的，有如下几个圈层或片区： 

       一是城市区即CBD，在佩斯部分，这里是传统的商业区，但长期以居住功能为主； 

       二是内城居住区，分布在多瑙河两岸，一般是19世纪后期建造的房屋，其中布达部分为高档住

宅，居民社会阶层也较高； 

       三是布达别墅区，位于布达山上，建于19世纪后期，1970、1980年代进行了改造，为花园式低

层住宅； 

       四是转换区，即工业和交通混合区，位于城乡结合部，这里基本上是为劳动阶层提供的廉价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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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也有不少工厂和交通线路，土地利用强度不高； 

       五是住宅房地产区，即大型居民点，分布在城市边缘地区，主要是在1950、1960年代建造的，

有居住和工作功能，具有卫星城性质； 

       六是花园城市区，位于城市边缘，建于20世纪初，为低密度的独立院落。 

       七是集聚区，位于郊区通勤带内，建于1950年代初，当时有20几个居民点。在1971年制订的

《全国住区计划》中，在这里确定了44个独立的居民点，1990年代以后增加到80个居民点。 

 

       三、布达佩斯城市发展面临的挑战 

       如前所述，政治经济转型给布达佩斯带来的经济活力与政治民主，但同时它也面临着新的问题

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既有政治体制方面的，也有经济方面的，其中最大的集中于三个方面： 

       一是如何建立更加协调和合作性的政府间关系，以保障有效施行公共管理，特别是在布达佩斯

都市圈内的发展规划、城市规划、古城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如何促使更能实现城市整体利益

和公共目标的机制非常重要。 

       二是如何建立更多的资金渠道支持城市公共建设，如何建立更有效率的公私合作方式实现城市

更新与保护。比如，目前在布达佩斯历史建筑保护方面，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随意性几

乎无能为力，由于缺乏协调机制和资金，难以建立更加合作性的、合理的古建筑保护方式，中央政

府的有关机构的实际管理效力不高。 

       三是如何实施更有吸引力的发展环境，减少人才流失，以培养和巩固城市竞争力和持续发展能

力。在《匈牙利新发展计划（2007-2013）》中，强调发展创意知识产业，开发适合创新需要的人力

资源，建立创新型的知识经济，国家通过建立布达佩斯等发展极，重点加强信息通讯、生物技术、

材料科学、新能源、环境科学等对国家未来具有重大意义的领域，建设具有国际水平的研究基础设

施等，而人才是这一切的基础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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