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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客观运动过程，运动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定性，是客观存在。
发展与衰落是事物存在、运动趋势的两种背向运动。城市“是直接从生产中得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
版，第38页。），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存在于客观世界的一个社会文明载体。因此，它与其他客观存在物一样，有其自身发展演变
的规律性。同时，它与其他事物一样，也必然有一个产生、发展和衰变的历史过程。城市的衰落从本质上讲代表着一个城市发展周期的结束。  

       综观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现状，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近代城市研究的专著和资料集达5
00余部，相关文章上千篇（注：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页。）。这些研究成果涉及近
代单体城市研究、近代区域城市研究、近代城市整体研究、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层面的研究，还包括近代中国城市理论框架和研
究方法的突破性进展等诸多领域（注：何一民：《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曾业英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30、3
31、336、338、307页。）。随着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关于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的研究也已越来越引起学术界
的重视，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已先后取得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研究成果，某些研究已具有突破性进展。在此仅就
近十年来的研究状况略陈管见如下。  

一、关于城市“衰落”概念的界定及其特征  

       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截止目前其研究成果甚少，所能见到、且较为全面地阐释这一问题的，仅有吴相利的《论城市的衰退与复
兴》。吴文认为：所谓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衰退现象是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在文化、社会、建筑及经济等方面出现的停滞、倒退和衰减，亦
或是在与其他城市比较过程中地位的降低等。”（注：吴相利：《论城市的衰退与复兴》，《绥化师专学报》第20卷第3期（2000年9月）。）他
认为，城市的衰落现象应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一）相对性与绝对性：一个城市如果其经济实力规模及人口规模数量在发展中减少了，这就
属于城市的绝对性衰退；一个城市从经济及人口规模上看虽然都有所发展，但从区域内城市之间比较上看，由于诸种因素作用，其发展速度会低
于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发展速度，其在区域内城市中的地位作用下降，属相对性衰退。（二）暂时性与永久性：从时间上看，有的城市衰退只表现
在某一个较为短暂的时间内，在历经三、五年的建设后很快扭转了经济衰退局面，并在恢复了原城市发展水平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有的城市
衰退表现出阶段性，如西方国家城市发展受经济危机周期影响存在着周期性阶段性衰退现象；城市本身也因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而存在着阶段性
发展问题，加之更为复杂原因的影响，使城市发展与衰退相交替进行。（三）整体性与局部性：城市的衰退有的表现在城市的全局，即整体性衰
退，就是一个城市的决定性因素衰退或因素全面衰退，导致城市全面衰退；有的城市可能只是某一方面衰退下去，更多的城市衰退是表现在城市
的某方面内容上衰退，体现出城市发展过程中有规律性的新陈代谢现象。（四）突发性与渐发性：有的城市开始衰退时速度比较快，形成突变，
使城市发展遭受巨大打击；然而更多城市的衰退是渐进性的，需历经十几年、几十年的发展变化才能在渐变积累过程中产生较为明显的衰退现
象，这属于渐发性衰退，它在城市中的反映是经常而普遍的。（五）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时城市的衰退是普遍的，涉及大量的城市同时发生衰
退，城市人口规模大幅度下降、城市经济萎缩；在城市普遍表现出较好发展势头的情况下，也可能有一些城市受个别特殊性因素影响表现出衰
退，这为特殊性衰退现象，它是由特殊性原因引起的。（六）可调性与不可调性：有的城市的衰退是可以进行调节减缓的；而有的城市的衰退从
当时当地条件来看，则是不可以调节的。（注：吴相利：《论城市的衰退与复兴》，《绥化师专学报》第20卷第3期（2000年9月）。）此外，作
者还对导致城市发展进程中出现“衰落”的原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  

二、关于近代中国城市衰落的宏观性研究  

       近十年来关于近代中国城市衰落的宏观性研究，已经有了突破性进展，也取得了部分研究价值较高的学术成果。（一）章开沅、罗福惠
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一书中，通过对近代中国工业和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体分析，用中外对比的研究方式，揭示
出近代中国大多数城市，尤其是内地城市发展的停滞和衰落。“即便少数通商口岸兴旺发达，人口仍难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并认为这是近代中
国城市化严重滞迟的根本原因。（注：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17-431
页。）（二）戴钧良在对近代中国城市进行分类研究时，认为：衰落“城市多是传统的手工业及商业中心，由于经不住资本主义入侵的竞争，或
因商路的改变及新交通线的开辟，其重要性为其他城市所取代，因而相对衰落（注：戴钧良著：《中国城市发展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版，第330页。）。（三）何一民在其所著的《中国城市史纲》一书中，通过对近代中国城市的系统分析，对西部及内陆部分城市的发展缓慢、
滞迟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总结：1.僻居内地，交通不便，与国内外资本主义市场联系薄弱，生产落后，资金不足，城市发展缺乏动力；2.
政治混乱，军阀割据，内外战争不断，盗贼横行，城镇屡遭破坏；3.农村经济日趋崩溃，农民生活极度贫困，购买力下降，农村市场萎缩，不能
为城市的发展提供足够的农产品，限制了民族工商业和城市的发展（注：何一民著：《中国城市史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331
页。）。隗瀛涛主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运用对比分析的研究方式，对近代不同类型的城市进行系统研究，该书中有大量的篇
幅涉及到衰落城市问题，例如，在“交通与近代城市的盛衰”一节中，著者用了相当的文字和材料对华北、华中、东北、运河流域等地区的城市
衰变情况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以说明交通与城市兴衰发展的密切关系（注：隗瀛涛主编：《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784-798页。）。此外，在部分区域性和个案城市研究中，有关“近代中国衰落城市”问题的研究，其理论分析和某些结论也具
有揭示全局性问题的参考价值（参见第三部分）。  

三、关于近代中国区域性衰落城市的研究  

       关于近代中国区域性衰落城市的研究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其代表性成果及主要观点如下。（一）曲
晓范和周春英在对“近代辽河航运业的衰落与沿岸早期城镇带的变迁”的研究过程中，通过对清末民初东北社会变迁的历史性分析，在详细考察
辽河航运业衰落的主要成因基础上，以社会学的互动理论为研究出发点，揭示了辽河航运经济的衰败与辽河流域早期城镇带的解体和迁移之间的
内在联系。作者认为，辽河航运的衰败对区域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导致了辽河流域大约半个世纪的逆
城市化变迁。（注：曲晓范、周春英：《近代辽河航运业的衰落与沿岸早期城镇带的变迁》，《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
第4期。）（二）梁家贵在对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基本特点进行科学的历史分析后认为：近代中国城市不仅分布不均，而且城镇经济发展极不平
衡。既有经济畸形繁荣、像暴发户似兴起的租界城市，如上海、天津、汉口等；又有充满殖民地色彩的帝国主义独占城市，如青岛、长春、哈尔
滨等；也有随着传统手工业的逐步解体，中世纪以来许多著名的工商业城市，如苏州、杭州、佛山、顺德、松江、太仓等的日趋衰落；还有因近
代新式交通的兴起，一些传统商路上昔日曾繁华非常的城市一落千丈，如山东聊城、临清等一批运河沿岸城镇便因京广、津浦铁路线的开通而日



益冷清。作者认为：少数大城市畸形发展、不断近代化与大量中小城镇发展停滞、建设落后，这就是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不平衡的概貌。（注：梁
家贵：《浅析近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特点》，《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傅崇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其所著
的《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中，就近代以来运河流域的城市因运河河道淤积和铁路的兴修而导致流域内城市的衰落问题也有专论（注：傅崇兰：
《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三）史革新和朱汉国从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角度，分别对晚清和民国的城市社会兴
衰演变进行了专章研究。史革新在分析晚清衰落城市的原因时认为：晚清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各地战乱连绵不断，使被兵地区的城镇乡村遭受
严重的破坏。许多战前曾是繁华的集镇，遭兵灾后，或者被完全毁坏，或者遭受严重摧残，再无法恢复旧观，永久性地衰落下去。与此同时，外
来资本主义势力的冲击，也使一些城镇的发展受到影响，出现了萧条的情况。他认为：在晚清时期，一些历来以工商业闻名的城市，如南京、杭
州、开封、洛阳、太原、西安、扬州等，在鸦片战争后或者陷于停滞，或者日益衰落，走上了下坡路。他在总结分析其共性原因时认为主要有三
点：第一，不利的自然环境的影响；第二，受社会经济变迁的影响；第三，受战争环境的影响（注：龚书铎主编，史革新著：《中国社会通史》
（晚清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167页）。朱汉国认为：传统城市向近代城市发展转化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近
代城市是社会控制的中心和生产生活的中心，对交通、能源等有一定的要求。一些传统工商业老城在封建时代异常繁荣，但到了近代由于地理位
置的原因，经济重心、经济结构和交通条件的变化或衰落下来，或被另一些条件较好的城市所取代，如大运河沿线的临清、扬州、淮阴、淮安，
冀中的正定，上海的嘉定，长江沿线的一些城市等。其他的城市也是因为交通不便，致使经济重心他移而逐渐衰落。如正定原为冀中经济中心，
但京汉、正太路开通后，石家庄迅速繁荣，以便捷的交通取代正定而成为新的经济中心，正定于是逐渐衰落为一小县城。他认为近代中国城市发
展变迁中，城市的封建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殖民地色彩、贫穷落后与进步富裕的分野极其明显（注：龚书铎主编，朱汉国著：《中国社会通
史》（民国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177页。）（因地理位置、经济重心、经济结构和交通条件的改变等原因，导致城市发展出
现衰落问题的研究，早在1922年已有关于“中州”大地城市衰落问题的类似研究（注：《都市的发展与历史考察》，《东方杂志》卷十九，第一
号，第41页。））。曹树基在其所著的《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中，设“清末城市人口”专章，对清末（部分区域延伸至民国）北方地
区（直隶、山西、陕西、甘肃、新疆、山东等省区）、东南地区（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等省区）、湖广地区（湖南、湖北）以及其他
地区的城市人口发展变化情况，用分期列表和理论阐释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清晰地展示出这些城市人口的增减曲线。尽管本书不是研究城市史的
著作，但透过人口增减变化的具体数据，这些地区城市发展兴衰演变仍可一目了然。（注：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
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75-830页。）（四）王守中、郭大松的《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是近年来区域城市史研究中颇具代表性
的力作。该书按不同类型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展开论述，对近代（1840-1927年，个别城市延伸至1933年）山东城市的发展作了整体把握，并
对近代山东城市发展的阶段、特点和动因作了扎实而系统的论证。在本书中，著者不仅对造成山东运河沿岸城市衰落的社会原因、经济地理条件
的改变、衰变过程等具体情况进行详细梳理（注：王守中、郭大松著：《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9-102页。），
而且还对近代整个中国城市发展的缓慢性问题从动力因素、国际环境、国内背景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注：王守中、郭大松著：《近
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82-693页。），从而为我们立体地展示了在近代这一特殊历史发展时期山东城市发展变迁
的全貌。  

四、关于个案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的研究  

  近代中国个案衰落城市研究是这一课题中研究人数最多、涉及城市最多、研究程度拓展最深、取得研究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著作和研究论
文合计八十余篇、部（注：根据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1993年3月编《中国近代城市史论文索引》、《中国学术期刊网》和《超星图书网》网络查
询统计所得。））。在此限于篇幅，仅就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作简单介绍如下。  

 （一）专著类（含专章、节）  

 1.何一民主编的《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全书分上、下两编，近100万字）一书（上编），对成都这个典型的内陆
性城市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早期现代化的启动和初步发展历程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探讨。著者采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六章近五十余
万字的宏大篇幅，“从国际国内的大环境考察了成都城市早期现代化的背景，探讨了近代以来成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过程、特点和一般规律，深
入分析了近代成都城市发展的原因及发展缓慢的制约因素”（注：隗瀛涛：《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序”；何一民主
编：《变革与发展——中国内陆城市成都现代化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页。）。该书堪称是研究近代中国个案相对衰落城市
不可多得的力作之一。  

  2.沈毅著《近代大连城市经济研究》一书是研究近代中国城市阶段性衰落问题的代表作。著者从近代大连城市所处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
城市人口、工商业、港口贸易、农业及城乡关系等要素出发，将整个近代大连的发展史（1840-1949年）科学地划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并对每
一个时期的发展状况进行科学分析，从而为我们勾画出了近代大连城市的起步、发展、突进、停滞、衰落的历史全貌。（注：沈毅：《近代大连
城市经济研究》，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9页。）  

  3.郝良真、孙继民著《邯郸近代城市史》是研究近代城市阶段性衰落问题的又一力作。著者以翔实的史料和充分的论证对近代邯郸的开端、
兴盛、衰落、停滞、发展的历史全过程进行了全面的阐释（注：郝良真、孙继民：《邯郸近代城市史》，测绘出版社1992年版。），是研究北方
地区阶段性衰落城市的典型代表。此外，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陈荣华、何友良所著《九江通商口岸史》（注：陈荣华、何友良：《九江通商口
岸史》，江西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和王骧等著《镇江史话》（注：王骧等：《镇江史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都是研究近代长江
流域相对衰落城市颇有价值的著作。  

  4.顾朝林等著《中国城市地理》一书是第一本中国城市地理著作，在该书第三章“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分布”中，著者以相当的篇幅对近代
中国城市的发展、城市规模的变化、近代城市的分布等具体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更难得的是，著者以列表的方式，将近代中国部分城市（镇）
1843-1936年的发展趋势，从区域面积、城镇数、城镇网密度、城镇人口比重等具体指标进行长时段地分类详列，用数据来充分展示不同区域、
不同时段城市的发展与衰落问题（注：顾朝林等：《中国城市地理》，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5-83页。），这在目前同类著作中是不多见
的。同时，这种研究方法本身也为进行近代衰落城市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二）论文类  

  近十年来研究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的相关论文有七十余篇，按导致近代中国城市出现衰落的主要原因来分，其代表性成果有：  

  1.因综合性因素影响导致近代城市出现衰落的代表成果主要有黄桂兰、白水的《略论近代九江城市经济衰退的原因》和戴迎华的《论近代镇
江经济衰落的原因》两篇文章。黄桂兰和白水的文章认为：近代九江城市经济从开埠伊始到20世纪30年代初止，这期间虽有所发展，但随即便转
向衰退。作者认为，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九江城市经济结构不合理、城市经济基础薄弱、捐税过重、帝国主义者侵吞、所处地理
环境不利等综合因素所致。（注：黄桂兰、白水：《略论近代九江城市经济衰退的原因》，《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
3期。）戴迎华的文章认为：镇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水陆交通非常便利的要津，其经济、战略位置均十分重要。鸦片战争前，镇江已是南来北往
客商云集之地。1861年5月，西方殖民者武力胁迫镇江开埠后，镇江开始了近代史上商业蓬勃发展的历史时期，但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因镇江



口岸地位下降，城市发展则出现相对衰落。作者认为，导致镇江衰落的原因主要三个：(1)地理优势的丧失是镇江经济衰退的首要原因；(2)本地
区工农业均不发达，缺乏支柱型的产业；(3)帝国主义殖民经济的压迫蹂躏。再加上连年的战乱、天灾人祸和整个民族经济衰败的影响，近代镇
江经济的衰落便成为历史的必然。（注：戴迎华：《论近代镇江经济衰落的原因》，《江苏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  

  2.因交通条件改变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近代城市出现衰落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朱和平的《朱仙镇衰落原因与复兴途径试探》。该文认为：朱仙
镇曾因经济繁荣而成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但自清末以后迅速衰落，究其原因除交通因素之外，还有传统的生产经营方式、传统的商人阶层构成
及商业精神等内在因素的改变。作者最后指出：要使朱仙镇得以复兴，重振昔日雄风，应在建立具有地方经济特色的商业卫星城的同时，恢复发
展传统的商品生产并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开发旅游产业。（注：朱和平：《朱仙镇衰落原因与复兴途径试探》，《许昌师专学报》2000年第1
期。）  

3.因区域优势地位丧失等因素导致城市出现衰落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1)张文驹的《汴京的衰落和中原城市群的兴起》。该文认为：政治
中心由中原北迁，加之运河干线的重新确立，使汴京失去了重新建成经济中心的基本条件。而随着清朝末年京汉、陇海、津浦铁路的先后建成，
远离铁路交通枢纽的开封，区位条件更进一步相对劣化。到了20世纪，历史上曾经一度是全国经济中心的开封及其周围地区，其区位条件、农业
资源、生态环境差不多是全面退化，在这一切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汴京的衰落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注：张文驹：《汴京的衰落和中原城市群
的兴起》，《中国地质矿产经济》2000年第8期。）文章最后还从区域经济史入手，研究了通过现代矿业开发来促进河南经济中兴的具体途径问
题。(2)申维丞的《辽东湾畔轻纺工业港城——营口》，该文在对营口的百年兴衰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认为，近代的营口经历了发展和衰落两个明
显的阶段。1861-1912年为营口的迅速发展期。1861年营口被迫开埠通商，列强纷至沓来强划租界，修筑码头，开办银行、商号，加之1894年京
奉铁路修到关外，使营口经济腹地的交通进一步得到改善，营口得以迅速发展。1912-1948年为营口发展的衰退期。1912年因大连港取代营口成
为东北最重要的港口，使营口的区位优势大为丧失。“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营口，对其进行掠夺性开发，使营口再遭严重摧残。到1948年
2月解放前夕，整个城市更是一片萧条，营口这座港口城市衰落到了极点。不仅如此，该文还对建国后营口城市发展的条件、工业结构、港口发
展等今后进一步发展所必须解决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注：胡序威、杨冠雄主编：《中国沿海港口城市》，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
9页。）。(3)斯波义信的《宁波及其腹地》，该文在第一部分认为：由于上海的兴起，宁波的区位优势遭到严重削弱，城市商业走向衰落。轮船
的出现又使宁波丧失了它的转运职能，使宁波的腹地范围缩减，致使自1896年杭州开埠以后宁波作为一个货物集散中心的地位进一步下降（注：
［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69-484页。）。所有这一切导致宁波城市发展走向衰落。  

五、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局限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城市史是以城市为研究对象，以揭示城市和城市社会的发展演变为目的。一个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城市至少应包括十大要素：即城市的地域结
构、基础设施、人口、社会、行政管理、经济、流通、信息、文化、生态环境以及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发展和演变。（注：何一民等：《近代中
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从城市史的研究对象及其构成要素来衡量，目前学术界对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的
研究，虽然在成果的数量上已有相当的收获，个别领域甚而已有了质的突破。但是，从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无论是从事城市史研究的学
者，还是从事历史学、经济学、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他们所涉及到的研究对象或研究层面均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是研究本身仅仅触及皮
毛，就是研究仅局限于一城一地和城市的某一方面或某一时段，其研究视野的广度和深度均显不足。许多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和
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某些领域则需要填补研究上的空白。  

  从学术本身和社会现实的双重需要出发，目前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有关衰落城市的概念界定、研究领域的准确定位等一系列理论框架体系问
题，这是研究衰落城市的前提和关键。其次，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涉及区域广、城市数量较多、且时间跨度大、城市的个性化特征突出等具体
特点，因此必须加强对有关近代中国衰落城市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类等基础性研究工作，这是对近代中国衰落城市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的基
础。第三，对近代中国衰落城区的整体性和宏观性进行长时段、多角度、全方位地考察，这是准确把握近代中国城市衰落和城市发展问题的关
键，是全面展示中国城市发展演变历程的客观需要。第四，要大力开展对区域衰落城市，尤其是中国中西部地区衰落城市的研究，这不仅是因为
这些区域是近代以来中国衰落城市存在的主要区域，其衰落城市具有数量多、典型性突出的特点，更因为这些区域在今天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
越来越大。对中西部城市衰落成因进行分析研究，探索其城市振兴的途径和方法，有利于加快落后地区的城市区域经济建设和区域发展，逐步缩
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并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之目的。此外，在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研究中，还必须解决这样一些相关问题，诸
如：近代中国城市衰落的基本特征及其本质内涵；近代衰落城市的空间分布及演变；近代中国衰落城市的结构功能与产业构成；衰落城市对近代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同类型衰落城市之比较研究；中外衰落城市的比较研究（厦门大学王旭：《工业城市的发展周期及其阶段性特征——美
国中西部与中国东北部比较》（注：王旭：《工业城市的发展周期及其阶段性特征——美国中西部与中国东北部比较》，《城市史研究》第13-1
4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该文通过对中美城市化可比阶段的发展速度、经济结构、城市规模、人口流动等进行深入对比研究，发现美国
中西部已走完城市化全程，而中国东北未老先衰，发展周期比美国中西部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工业化城市有其特定的发展周期。），类似这样
的比较性研究的文章实属凤毛麟角）；城市衰落与发展的内在运行规律研究；城市发展的趋势、特点和规律；城市衰落的防控与复兴；等等，都
应当引起广大专家学者的关注。  

       衰落城市是城市群团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史为鉴可知兴衰”。在目前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
广泛开展对衰落城市的研究，既是城市史学本身发展的需要，更是现代城市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的现实需要。从这一角度出发，开展对衰落城市
的研究，既是专家学者的责任，更是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资料来源：国学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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