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都市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

约翰
·

罗根 周 敏

都市社会学 ( Ur b
: n

o s
c io l dg y) 是本世纪初从社会学派生出来

、

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得以迅速发展的一门分支学科
。

西方世界迅猛发展的工业革命
、

科学技术革命以及伴随而

来的都市化运动 ( Ur b
ai n za tio ) n已经引起了都市形态

、

人文环境
、

社会生活方式以及人 们

行为禅式的深刻变化
。

日益尖锐的都市间题
、

尤其是急剧变动着的都市空间结构和由此而产

生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成为都市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

然而
,

都市社会学家们并不

仅仅满足于对一般的都市现象与间题进行描述性的分析
,

他们更着重于透过这些表面现象
,

寻找产生其的原因
、

条件以及发展过程
,

以便发现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

建立一套科学的
、

系统完整的现代社会理论
。

因此
,

都市社会学并不仅仅局限于对某些个别的都市问题的描述

性研究
,

而更着重于对宏观的都市结构的成长与衰落
、

蜕变气更新
、

平衡 与冲突的矛盾过程

以及由此引起的都市社会关系的动态研究
。

本文的目的是介绍美国都市社会学的四个颇有影响的理论
。 ①

翎
·

户

人文区位学 ( H帅an E co log y ) 派

本世纪初在美国社会学界崛起的人文 区位学派 (又称芝加哥学派 ) 从城市尤其是芝加哥

这个大城市出发
,

透过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都市系统来研究其动态发展过程
。

这一学派主要从

两个侧面研究都市动态 ( U br a n d y n

~ ics )
:

一是变动中的都市结构
,

一是变动中的社会

生活
。

人文区位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罗伯特
·

派克 ( oR be rt E
.

P ar k )
、

欧内斯 特
·

薄 济 时

( E
r n e st W

.

B u r g e SS ) 和罗德里克
·

麦肯兹 ( oR d e r i e k D
.

M ac K e n i e ) 于 1 9 2 5 年发表了

三人合著的教科书 《城市》
,

为都市社会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 了理论基础
。

他们的研究重点

放在都市结构中人口与地域之间的互动关系
。

这派学者认为城市的区位布局与人 口的居住方

式是个人通过竞争谋求适应和生存的结果
。

如同 自然界的所有生物
,

人类出于本 能 的 驱 动

( B io it c u r g se ) 必须首先为自身寻找一席生存和繁衍的栖息之地
,

于是便自然 地 在有限土

地的使用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竞争
。

然而
,

人类与其他生物有着本质的不同— 人类具有独

特的文化性
。

这一特性使得人类在土地竞争中有
一

可能通过象征性的交换
、

协商
、

理解和谦让
,

最后达到相互适应而不至于相互毁灭
。

城市为个人的生存斗争提供了广阔的场所
,

自然的经

① 美国都市社会学最有影响的理论学派有人文区位学派
、

新古典经济学学派
、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和都市政治经济学

派
。

前三个学派被葛迪巴尔称为三大主流学派 (参阅 M
.

G o t t d i e o e r ,
i g a s

.

T h e s o e s a l p r o d u e t i o n o 了

U r b a “ S p a c e
·

U n i v e r s i t y o f T e x a s p r e s s
.

v
.

2 5 )
,

都市政治经济学学派是近年来从三大主流学派的理论

中发展出来
,

并富有挑战性的批评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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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力量把个人和组织合理地分配在特定的功能位置上
,

使之各尽其才
,

各得其所
,

最终导致

最佳的劳动分工 ( D iv i iso
n of L a b o r

) 和区域分化 ( T er r

iot
r

ial D if fer e nt iat io n)
,
使整

个都市系统保持平衡
。

根据这一基本思想
,

薄济时提出著名的同心圆理论
。

他把都市地区划分为围绕同一中心

的五个环状区域 ( oZ
n eS )

。

最内层的中心区称为中心商业区 (C
e n t ar l B u s in e ss D i st r ic t)

,

这个区域集中了都市绝大部分的政治
、

经济和文化活动
。

这里高楼林立
、

交通便利
、

信息灵

通
,

人才齐备
、

经济功能完整
,

远非其他外围区域可以比拟
。

紧靠中心商业区的 是 过 渡 区

(T ~ ist fo an l oz en )
。

这个区域处于都市系统 的 战略 位置
,

承受着中心商业区经济发展

的巨大压力
:
一方面

,

一度驻足此地的制造业由于不断上涨的地租和劳动成本而被迫向外迁

移 , 另一方面
,

由于中心商业区逐渐向外漫延的
“

城市病
”

(如交通和人口 拥挤
、

环境污染
、

犯

罪及人格变态等 ) 的威胁
,

曾安居此地的大户人家也纷纷退居乡间
。

结果
,

被制造业和富豪

之家遗弃的许多高大厂房和宽敞居屋被分割或改建为零零碎碎的小单元或单间
,

供穷人和新

移民所租用
。

因此
,

该区又被称为衰落的
“

大杂院区
” 。

第三区域是工人住宅区 ( W
o
kr m en

产 .

oz n e )
。

第四区域系中产阶级 (即白领 阶层 ) 住 宅 区 ( S u b u br
a n er is d已n t ia l oz n e)

。

最

外围的一个区域是郊区 ( C匕

mm ut er oz n e)
,

上层富豪人士凭藉着现代化的交 通 设 施 (如

高速公路和私人小车 ) 的便利
,

每天往返于市中心和郊区之间
,

既可在中心区高效率地从事

政商务和务等活动
,

也可避离大都会种种不如 人 意 的 弊病
,

享受了乡间憩静优雅的生活
。

都市五个环状区域的划分反映了一种都市特有的土地使用模式
,

但这只是同心圆理论的

静态表述
。

实际上
,

薄济时的真正兴趣在于透过静态的表述来考察都市的动态变迁过程
。

他

认为
,

都市的不断成长引起用地形式的变更和重新组织
,

这个过程可以用生态学 ( E co fo g y)

的竟争 ( C匕m p et it fo n )
、

分隔 ( S
e g r e g at fo n )

、

入侵 ( I n v a s fo n ) 和演替 ( S u c c侧指 fo n ) 几

个过程去解释
。

都市成长 ( U br an g or w t h ) 始于中心商业区向四围的幅射性扩张
,

即外 围

区域在竞争中被内围区域入侵直至演替
,

外围区域最后被迫向外推进
。

这种幅射性扩张导致

土地使用模式的改变
,

其驱动力就是土地市场的自然经济力量
。

在人文区位学派看来
,

都市人 口和团体的区域分布并非是无规则的任意安排
,

而是通过

市场机制即供求原则的支配而实现的
。

在市场中
,

消费者根据个人偏好和支付能力选购商品

(土地或房屋 ) , 而供给者 (房地产发展商
、

经纪人及房东 ) 则按照消 费 者 的 需 求 提 供

商品
。

当房地产商品奇缺时
,

价格便起 自然调节作用
。

价格的起落一方面向供给者发出需求

量大小的信号
,

促使他们在土地开发和房屋建造的间题上作出相应的决策 , 另一方面
,

同一

信号也影响消费者对居住
、

工作
、

购物
、

做生意等日常活动的地点
、

位置作出新的选择
。

例

如
,

中心商业区可建面积的奇缺以及由此引起的地价暴涨与中产阶级对居住空间 ( H o u

如 g

s

aP ce ) 的需求形成矛盾
。

为此
,

房地产发展商便把投资重点转移到郊区独门独户 住 宅的建

造上 , 郊区住宅区的发展使大批白领阶层人士以相同的价格获得比中心区更为宽敞和舒适的

住房
。

这部分都市人居住地的变动改变了他们原有的活动范围和生活规律
,

引起了一系列与

区位有关的调整 (如日常作息时间的改变 , 交通工具的改变 , 购物
、

就业就医
、

儿童上学地

点的改变 , 以及娱乐方式的改变等等 )
。

此外
,

美国城市中不同的人 口 特 质 ( oP uP lat i o n

c

ha
r a c t er ist ic s

)

— 社会经济地位
、

种族
、

职业
、

性别
、

语言
、

宗教
、

生活方式 等— 而

形成的区域分布也是人们在土地使用间题上竞争的结果
。

人文区位学派关于都市结构动态变迁的学说不仅向人们展示了一幅都市土地使用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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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图
,

而且还提供了解释这一地形图的理论
。

归纳起来
,

其贡献在于三个方面
:
第一

,

发

展了中心位置学说
,

即在任何一个都市系统中
,

位置不是平等地
、

而是根据等级而排列的
。

在这个区位等级排列中
,

占统治地位的总是中心位置 , 占据中心位置来组织经济 活 动 可 以

达到最优的效果
。

第二
,

阐明了人 口的地理集中与分散的辩证关系
,

都市的成长与区域的分

化相互制约
,

互为因果
。

第三
,

提出了都市研究的新方向— 社会病态 ( so
c ia l p at ho fo g y)

的分析
。

薄济时发现
,

都市的区域分化引发一种由中心区向外围区域辐射性漫延 的 社 会 病

态
,

这应该是都市社会学不可忽视的主题之一
。

人文区位学的另一重要人物路易斯
·

沃尔思 ( oL iu o
W i rt h) 从都市生活动态的侧面 剖

析都市病态 ( U
r b a n p at ho l o g妇

。

沃尔思强调都市化对人的心理
、

人格
、

生活方式以及人

际关系所产生的负作用
。

他认为
,

都市具有三种基本的人 口或区 位 特征
: 一 是 人 口 规模

( op p lu at fo n
血e) 大

,

二是人口密度 ( oP p u lat fo n de sn it y ) 高
,

三是异质性 ( H et e or -

ge en it y) 强
。

这三者是解释都市病态的基本变项
,

三者之中以人口规模最 为重要
。

在一个

特定的都市结构中
,

人 口数量的增加势必导致人 口密度的提高和人 口异质性的加强 , 高密度

会给都市人造成过量的精神负担和紧张的心理压力 , 异质性的增强则意味着人口特质的 (如

不同的人格
、

职业
、

种族
、

宗教
、

观念
、

生活方式等等的 ) 差距的拉大
,

这种人际差异可能

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必要沟通并带来许多可以避免的隔阂
、

误解甚至冲突
,

继而使人们之间丧

失应有的信赖
。

所谓
“
市侩

”
便是一例

。

人 口异质化的结果 (如行业分工精细
,

高度专业化

和制度化
,

各种不同宗教并存
、

种族混杂居住等等 ) 从整体结构上来说
,

削弱了社会道德规

范的一致性
,

因而使社会控制不得不通过正规化的 ( F 。二a1 ) 机构
,

如警察来执行 , 对于

个人来说
,

人俏之间参与同一活动
、

从事同一职业
、

信奉同一宗教
、

选择同一生活方式的机

会越来越小
,

进而降低互动频率
,

最终导致孤立化的人格和社会解组 ( D i , r

ga
n

远 t ion )
。

沃尔思的理论把一系列与都市人非逻辑相关的社会间题归咎于都市化
。

在他看来
,

都市

中常见的人格分裂
、

精神病患
、

种族隔离与冲突
、

家庭解体
、

犯罪暴行以及其他反常行为
,

如同性恋
、

娟妓
、

赌博
、

吸毒贩毒
、

酗酒等等均成为与都市化有直接关系的社会病态
。

沃尔

思的观点有反都市 ( A刀 t i一 u br
a n ) 倾向

,

他主张只有重返乡村或城郊化 ( S u b u r b a n 坛 at io n )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间题
。

新古典经济学 ( N eo
一
cl

a , ica l E

~
ics) 派

新古典经济学的正统理论被运用于都市研究始于 19 世纪末和本世纪初
。

但是
,

都市新古

典经济学派在都市社会学领域内自成派系则是在五
、

六十年代期间
。

这派学者把经济学的基

本理论运用到都市领域
,

着重研究都市房地产市场 ( U br
a n lan d m a

kr et ) 的运行及其产生

的后果
。

他们主张
,

都市稀缺的土地资源的分配是通过市场来组织和平衡的
,

而市场价格的

运动则受制于供求关系
、

消费者偏好 ( C匕n

~
er rP ef er en ce ) 以及边际生产率 ( M

a
gr in al

p or d u c t iv iit es)
。 ①只要找出都市房地产市场运行的一般规律

,

就能解释都市形态变迁的动因

和预测未来都市发展的趋势
。

这里着重介绍现代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威廉
.

艾伦

索 ( W ill l a m lA on so )
、

约翰
·

凯恩 ( oJ 加 K a i n )
、

理查
·

墨思 ( R ihc ar d M ut h ) 和亨

① 助 b e r t w
,

L a k e ( 19 83 )
.

R e a d s n g s i n
价b 一 。 ^ n a l y s盛s : I, e : s p e e t jv e : o n U r b a n F o r . 一几 d s t r u -

c t住 r e
.

c e n七e r
ot

r U r b . n p o l ic y R二 e a

cbr
.

p
.

x 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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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

理查逊 (H ar r y Ri e h 二r do sn ) 的观点
。

艾伦索的主要贡献在于建立了一套关于都市房地产市场运动的理论
。

他认为
,

他自己的

理论模型可以运用于解释任何城市的各种用地模式
,

该理论的核心是单 中 心 模 型 ( M on 。 -

ce n tr ic
om de l

一

)
。

艾伦索首先提出了三个基本假设
: ( 1 ) 每个都市系统不论大小

,

均 围

绕一个中心运行
。

一个大都会系统 ( M et or oP l it a n ar ae
s )的中心是中心城市 ( eC nt ar l c it y) ,

一个城市的中心是是中心商业区
。

例如
,

纽约大都会标准统计地区 (S M S A ) ① 的中心是纽

约市
,

而纽约市的中心则是曼哈顿中心商业区
。

( 2 ) 中心是都市各类活动集中的基地
,

也

是所有工作 ( oJ sb )的所在地
。

因此
,

都市地区分为两大部分
:
作为工作地的中心区和作 为 住

宅区的外围地区 ; 都市人每天通过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往返于两地之间 ( C
o m m ut in g )

。

( 3 ) 中心位置的便利程度 厂A cc
e

对 ib il 士y ) 最高
。

便利是指都市人衣
、

食
、

住
、

行和办事
、

做生意等的方便程度和效率
。

基于上述基本假设
,

艾伦索指出
,

都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变迁每时每刻都会受到都市房

地产市场的价格制度即地租变化率 ( R e n t g缸id e
nt ) 的制约

。

一般来说
,

地租或房租主要

受两个因素的影响
: 一是便利程度

,

一是土地可建面积 ( D ve le o p a b l e la n d)
。

便利程度越

高
,

租金越高 ; 土地可建面积越稀缺
,

租金越高
。

中心商业区的便利程度最高
,

其上地可建

面积最缺
,

因而租金最 昂贵
。

租金随着中心商业区向外辐射型的距离的拉大而逐渐降低
。

如

果租金标准不变
,

便利程度越高
,

房屋单位面积越小 , 反之
,

单位面积越大
,

便 利程 度 越

低
。

因此
,

’

便利程度高和单位面积大在一定的租金标准下不可能两者兼得
。

除非极个别家财

万贯的千万富翁
,

一般都市人只能以一方的益补偿另一方的失
。

艾伦索的单 中心模型是 一个纯经济的数学模型
,

他自己也声称
,

他的模型涉及的只是纯

粹的
“
经济人

”
( E co n

om ic, m a
n)

,

至于现实人的社会需求
、

情感以及欲望等等全不在 他

的模型考虑的范围之列
。

艾伦索把市中心向外辐射的距离作为影响地租变化率的重要变项
,

凯恩和墨思通过一系

列的实证研究
,

进一步发展了艾伦索的单中心模型
。

他们承认和接受艾伦索理论的三个基本

假设 , 同时认为
,

人们的选址决策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他们的收入水平允许且他们自己也愿

意以较高的交通费用换取较大的住房面积
。

凯恩强调每天上下班的交通费用 ( W
o r k 一 oj ur n e y xe eP

n se 、
) 与房租的关系

。

他指出
,

个人 日常的主要活动是工作
,

因此
,

每天上下班的交通费用是人们选择地点的重要因素
。

通

常人们都希望居住在工作地点周围以方便上下班
,

这就势必造成靠近工作地 (即市中心 )的住

房紧缺
,
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

,

这种供求矛盾立即便会受到房租的波动的调节
。

因此
,

离工

作地越近
,

房租越高 , 反之越低
。

人们只能根据他们在交通费用和房租两者之间作出最合理

的成本计算来决定居住地点
。

墨思则强调总的交通费用 ( oT at l t ar n o

po rt at io n co 眺 )
。

人们的日常活动除 上下 班之

外
,

还包括购物
、

娱乐
、

社交等等
。

因此
,

在研究都市的地租变化率时
,

应该同时考虑收入

水平
、

对空间面积的主观喜好
,

都市交通系统的完善程度
、

以及政府的房屋政策等等因素
。

他把重点放在研究不同的就业中心 ( E m p lo ym e nt ce nt
e sr )

、

购物中心
、

高速公共交通 线

路网 (如地下铁 ) 对人口居住模式和人 口密度的影响
。

此外
,

墨恩还否认种族歧视因素对属

地产市场的影响
。

他指出
,

都市种族隔离 ( 尽ac i al

Q SM S A
,

即 s t a n d a r d M e 士。 p o l j t a ll s t a t主s t 豆e a l A r e a ,

,
ge er 邪it on ) 的居住模式

,

主要原因不

是关国都市经济学家普遍使用的都市分析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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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种族歧视
,

而在于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作用
。

例如
,

当白人区的地价与黑人区的地价相

等时
,

如果白人不愿意与黑人合住一区的倾向强于黑人不愿与白人合住一区的倾向
,

那么
,

白人区边缘靠近黑人区的那部分地区的地价就会低于黑人区边缘地区的地价
,

这就使得黑人

有可能不断地向白人区蚕食扩展
。

这时
,

如果黑人区的需求不变
,

其整体地价就会因该区的

向外扩展而降低 , 同理
,

白人区的地价也随着其地域范围的缩小而提高
。

理查逊对上述以单中心模型为基础的理论提出尖锐的批评
。

他首先指出
,

所谓
“
都市是

一个单中心的结构
” 和 a

中心商业区是唯一的就业中心
”
等等的基本假设本身与现实不符

。

简单化了的单中心模型虽然能够通过精密的数学运算得出较准确的有关人们选址决策和都市

发展的理论数据
,

但是这些结果不能全面地解释现实的都市结构的变迁发展过程
。

许多实证

研究表明
,

不论是 19 世纪的芝加哥市还是现代化的美国大都市
,

其发展都呈现多 中心或从单

中心不断向多中心分散 ( D ce e
nt ar l iz at fo n ) 的趋势

。

因此
,

理查逊建立了一个多中心的定

位模型 ( M lut i-c en tr ic fo
c at fo n al 二。

de l)
。

在多中心的都市结构中
,

工作地点不一定全都

集中在中心商业区 , 即使分散到各个外围区域的工作也不一定能在这些地区形成不同的就业

中心
。

然而
,

理查迹也看到
,

多中心的假设使理论复杂化
,

因而不容易精确地计算出影响都

市形态变迁的各种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

所以
,

理查逊建议纯都市经济学与实用都市经济学

应该并行地
、

而不应综合地向前发展
。

新古典经济学与人文区位学的基本理论极其相似
,

两者皆把都市房地产市场看成是一种

相对独立的
、

遵循本身特有的运行规律的
、

自我限制和 自我发展的自然力量
。

个人则是纯粹

的
、

失去人性和没有情感 的经济人
,

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最经济地
、

最高效率
、

最合理地为

其生存和适应进行斗争
。

新马克思主义 ( N oe 魂 ar ix sln ) 学派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一反传统的人文区位学派以来研究都市的基本方向
,

另辟蹊径
,

以社

会生产方式为基本出发点探讨都市的动态变迁过程
。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期间
,

美国高度发展的都市化运动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社会 现 象和 间

题
,

例如
,

大规模的城郊化运动吸引了大批中产阶级迁离中心城市
,

致使中心城市依赖社会

安全保险的贫困人 口不断增加
,

因而减少市政府的财政收入并加重其社会福利开支 , 传统的

工业城市的专业功能蜕化以及向西部和中西部转移致使大批工人失业和被迫搬迁 , 全国性的

城市贫民窟暴乱和种族冲突造成市民人心惶惶 , 70 年代末开始的中上 白领阶层 返 城 运 动

(G en tr iif
c at fo )n 严重威胁城市中低收入的工人阶级和穷人的住房

、

就业 和生 活 问题
,

如

此等等
。

这些现象与间题的严重后果之一是 中心城市的日渐衰落— 人 口尤其是贫困人 口的

过份集中
、

住房拥挤
、

失业
、

教育和医疗水准的持续下降
、

犯罪和精神病人数的不断增加
、

地方政府财政困难
、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设备陈旧失修
、

环境污染
、

交通滞塞等等
。

这些急剧变动着的都市生活现实对都市社会学提出了新的挑战
。

传统的人文区位学和新古典

经济学理论的所谓
“
自由竞争

、

适者生存
”
的社会进化论和市场机制自然平衡的经济决定论

已经无法完整
、

概括地对已知的都市现象和间题
、

尤其是后工业时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所呈

现的都市形态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
,

更不能对未知的都市前途作出科学的预测
。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于是应运而生
。

该学派透过近年来千变万化的都市生活现实
,

发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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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动态过程及其伴随而来的都市危机 ( U r b
a ncr is s e )的真正动因窝子资本积累的动 态发

展过程
。

因此
,

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从研究社会的生产方式出发
,

视资本的动态过程 ( aC iP
-

at l d y n a m ic s ) 为都市研究的对象
。

这 一 学派 比 较突出的代表人物有美国都市经济 学

家大卫
·

哈维 ( D a vi d H a
vr

e y )
,

法裔西班牙社会学家马努埃 尔
·

卡 斯塔 尔 ( aM
n
ue l

aC 吐
e l l s )

。

哈维的理论试图运用马克思提出的一系列概念和观点
,

分析资本在都市过程中的作用
,

揭示都市形态变迁的根本原因
。

哈维认为
,

都市化的全部内容可以归纳为一对相互关联的矛盾

的作用
:
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

。

这对矛盾的运动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方面

,

矛盾寓于资本本

身
。

资本运动的轴心是剩余价值 (利润 )
。

资本家投入每个企业的资本都独立发挥各自的功

能
,

实现价值的增值
。

在激烈的竞争中
,

资本家在价值规律和资本本质的支配下盲目地
、

无

计划地发展生产
,

追求局部的和眼前的利益
,

结果
,

不 仅 使 生 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的资

本主义私人占有性的矛盾日益激化而引发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
,

还削弱了劳动创造价值的能

力因而动摇了资本积累的社会基础
。

另一方面
,

劳动与资本潜藏着矛盾的对杭性
。

剩余价值

产生于资本 (家 ) 对雇佣劳动 (都 的支配 , 劳动是资本主义利润的真正源泉
。

资本家阶级

与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经济利益的冲突随着各个个别资本之间的无休止的竞争不断地明显和激

化
,

最突出的例子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引起雇佣工人在就业间题上的竞争
,

当工人阶级的共

同阶级意识尚未实现时
,

资本家便有可能利用就业竞争进一步扩大无偿占有工人 劳 动 的权

力
,

压低工资
,

以保证价值最大限度的增值
,

结果使劳资矛盾日益加剧
。

哈维主张
,

资本积

累与阶级斗争的矛盾过程不仅决定社会生产的方向和前途
,

而且决定都市形态变化的规模
、

速度和本质
。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周期性的原理
,

哈维提出了资本的三级环程

流动的观点来解释资本运动的矛盾和平衡的关系
。

所谓资本的三级环程是
:
第一

,

资本的初

级环程 ( T h
e P ir m ar y iC cur

it of 以p
iat l)

.

即资本向产业 (生产资料的生产 ) 的投入以

及向消费资料的利润性生产的投入 , 第二
,
资本的次级环程 ( T h e

se ~ da yr ic cr u it of

Ca p it a l )
,

即资本向有形结构 ( p h y s ic a l st
ucr

t u er s ) 和基础结构 ( I n f ar st r u c t u er ) 的投

入 , 第三
,

资本的第三级环程 ( T h
e T e

rt iar y iC cur
it of ca p计al )

,

即资本向劳动力再 生

产的投入
。

首先
,

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高涨阶段
,

资本大量地流动于初级环程
。

但是
,

资本主义生产

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这对基本矛盾
,

决定了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

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府之间的尖锐冲突
。

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
,

资本家在各自的企

业中严密地组织生产
,

可是
,

由于生产仅仅服从资本家唯利是图的狭隘利益
,

资本家根本不

了解也不关心全社会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协调
,

为使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

有利地位
,

千方百计地在各自的企业中增加积累
、

改进技术
、

扩大生产
。

随着竞争和生产无

政府状态的加剧
,

生产与消费的矛盾 以严重的破坏形式表现出来
,

最终导致生产过剩— 大

童商品积压
,

利润率急剧下降
,

工厂企业倒闭
,

大批工人失业— 的经济危机
。

为此
,

在初

级环程中运动的资本再也不能继续谋取利润
,

因而出现积累过剩 (vO er

~
u lat fo n ) 的现

象
。

第二
,

资本在初级环程的积累过剩是资本主义生产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
,

为 了 摆 脱 困

境
,

避免整个生产系统的全面崩溃
,

资本势必寻求新的出路
。

在这种情况下
,

一个权宜之计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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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从初级环程中分离出剩余资本投进次级环程
。

哈维认为
,

不论是生产还是消费过程
:

都

需要有一个有形结构作基础
。

生产的有形结构指的是构成厂房及其用地的那一部 分 固 定 资

本
,

这部分固定资本的价值不因为一个生产周期的完成而全部耗尽
,

哈维称之为生产方面的

建成环境 ( T h e b lu lt e n vi o nm
e
nt for p代心u c t fo n )

。

消费方面的有形结构指的是非生产

性的房屋
、

道路
、

基础设施等等
,

哈维称之为消费方面的建成环境 (T h e b lu lt en v ior n m e n t

for con
` u刃。 tP fo n )

。

所以
,

对次级环程的投资实质上是对生产和消费这两方面的建成环 境

的投资
。

一般来说
,

建成环境的投资是长期的和社会性的
。

由于这类投资并不能产生直接的

生产性利润
,

为此
,

私人资本就其本性而言是忽视次级环程
、

而往往大量地涌进可以产生直

接的生产性利润的初级环程的
。

又由于这类投资是全社会的 (即一经投资
,

其建成环境就为

众多的私人资本所享有
、

使用 )
,

耗资大
,

私人资本也无力进行投资
。

当经济处于萧条状态
,

资本若要寻求出路
,

就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
。

一方面
,

国家利用债券形式
,

调集充斥民间的

游资
,

向公共事业投资
,

如筑路
、

建桥
、

改造城市等等
。

这样不仅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

缓和劳资矛盾
,

还可以为私人资本的再生产创造良好的建成环境
。

另一方面
,

政府还通过行

政措施
、

税务优惠政策和房屋政策等
,

鼓励和刺激私人资本向消费方面的建成环境的投资
。

国家的干预使资本在初级环程和次级环程的流动上得到协调并趋向平衡
。

哈维把都市看作是建成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资本在次级环程的投资是都市发展和

变迁的主要决定因素
。

在哈维看来
,

都市的物质基础
,

如土地
、

地理位置
、

地域资源等
,

就

象阳光
、

空气等自然物一样
,

为资本提供无价服务 , 竖之其上的建筑物和城市基础设施可以

不断地为资本创造价值
。

建成环境的无价服务和重复创值的能力有助于资本在次级环程中谋

取利润
。

例如
,

美国城市中心商业区繁荣的房地产发展业以及土地炒买炒卖的投机事业
,

给

资本家带来了新的财运和财源
。

大量剩余资本投进地产发展业
,

不但使资本家从 中 谋 取 暴

利
,

也刺激了服务行业在城市的发展
。

但是
,

与初级环程中发生的情况一样
,

在次级环程中

的赚钱行业
,
投资者蜂涌而至 , 不赚钱的行业

,

投资者廖廖
。

当中心商业区的可建面积接近

饱和时
,

资本便迅速向郊区运动
,

投于郊区豪华住宅区的建设
,

因而刺激了中产阶级的城郊

化
、

高度排外的郊区社区的建立和中心城市的衰落
。

资本在都市系统中进进出出的流动
,

造

就了当今美国都市如此独特的形态
。

可见
,

资本的次级环程运动在国家的干预下大大地促进

了全社会经济的相对稳定
。

第三
,

资本向第三级环程的投资是指对科学技术
、

文教卫事业和公共福利事业等方面的

投资
。

尽管资本家十分不情愿地向这个不直接产生利润的第三级环程投入资本
,

但是为了提

高劳动生产率
,

保证劳动力最大限度地创造剩余价值
,

以便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

他们不

得不适当进行这方面的投资以加强资本积累的社会基础— 社会生产力的再生产
。

然而
,

如

同资本于次级环程的投入
,

第三环程的投资也是社会性的
,

私人资本只能借助国家的力量平

衡和协调投资活动
。

由此可见
,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三大环程的投资活动的相互联系以及国家干预的作用
,

使资本积累周期性的矛盾得以暂时的缓和
,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随着危机过后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会继续发展
,

并重新激化起来
,

产生新的恶性循环
。

卡斯塔尔则从
“
集体消费

”
( oC n毗 iv

e

con su m P’t fo p ) 和都市社会运动 ( U
r b a n

soc 运 l

功。 ,

咖
e n t s ) 的互动关系

,

通过分析国家政权在都市过程的作用阐述他的都市理论
。

卡斯塔

尔指出
,

后工业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政权已经形成一股凌驾于社会生产方式之上的相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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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力量 , 国家直接千预和介入生产和消费两个过程
,

成为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持续的必

要条件
。

卡斯塔尔着重论述国家介入消费过程的原因和结果
。

在卡斯塔尔看来
,

资本主义社会化的大生产的发展对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消费资料的生

产提出了日益高涨的需求
,

劳动的个人消费 已经变成了社会性的集体消费
。

从科技教育
、

文

化娱乐
,

到医疗卫生
、

社会安全保险
、

福利事业
,

直至住宅
、

城市交通通讯设施
、

供水供电

等公共事业等等
,

无一不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投入
。

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 矛 盾 的发

展
,

私人资本根本不可能独立地组织这一必要的集体消费过程
。

因此
,

只有通过 国 家 的 介

入
,

才能使社会生产力的再生产得到发展
。

卡斯塔尔把都市看作是集体消费过程发生的场所
,

是两大经济阶级的利益冲突和都市社

会运动的产物
。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说
,

占统治地位的经济阶级的利益是把集体消费的投资

压到最低水平并使之制度化
,

以便让国家把大部分投资的重点放在社会性的生产过程上 (即

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建设
,

如修路
、

筑桥
、

城建基础工程等的投资 )
。

由于集体消费的最

终目的是生产出供资本重新榨取剩余价值的劳动力
,

因此
,

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生产和集体

消费 的投资比例从根本上是服从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的
。

而雇佣劳动者的利益则要求改变国

家受资本控制的制度化了的投资模式
,

加大集体消费的投资比重
。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性大生

产的深入
,

雇佣劳动者对集体消费的需求也相应不断增长
。

例如
,

现代化的技术密集型的产

业不仅大量地以机器代替人力
,

而且对劳动者的技能提出了新的
、

越来越高的要求
。

这时
,

如果政府不能为广大被机器和科技排挤 的产业工人提供充分的教育和职业训练机会
,

势必会

引起失业工人的不满和反抗以致社会动荡
。

所以
,

政府一方面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
,

另一方

面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缓和阶级矛盾
,

维持社会安定
。

随着资本的运动
,

政府在何时
、

何地
、

以何种方式
、

在多大程度上组织集体消费过程必将极大地影响都市形态的变动
。

以房

屋政策和城市改造政策为例
,

当资本向建成环境尤其是郊区住宅区的建设投入时
,

万了刺激

中产阶级对郊区独门独户住宅的需要
,

政府采取一系列购房津贴等措施
,

鼓励和帮助个人向

郊区购置房产
,

结果刺激了消费
,

一方面保证资本谋利
,

另一方面使工人阶级的上层部分从

无产阶级 队伍中分裂出来
,

成为小私有财产 (房产 ) 所有者
,

既缓和了阶级矛盾
,

又建成了

郊区高级住宅区
,

从而促进都市中以不同经济地位为特征的社区的建立
。

但是
,

卡斯塔尔
一

认为
,

阶级斗争固然是都市变迁的源泉
,

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源泉
,

都市

社会运动是决定都市过程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

都市化运动的深入在都市社会中产

生了一种新的人与都市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相应的新的社会利益和价值观念
。

人们不仅把

社区看作是他们自身再生产的物质基地
;

而且把他们直接的经济利益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有机地结合到社 区中来
。

他们的生息繁衍与社区的存亡息息相关 , 离开社区
,

不仅意味着离

开一个地理环境
,

而更重要的是意味着断绝他们长期在社区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
,

放弃融

汇在社区中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价值
。

在这个意义上
,

都市是一个社会概念
。

由于人们的社会

利益与社区紧密结合
,

因此
,

在同一社区生活的都市市民便有可能超越阶级的界限组织成不

同的政治团体
,

为保护社区的共同利益而进行斗争
。

如果政府不能向社区提供足够的集体消

费资料
,

这些社区团体便会动员起来
,

通过社会运动
、

社区运动或市民运动的形 式 表 示 不

满
,

进行反抗
。

这些基层群众的社会运动
,

对于影响政府都市政策的决策过程和都市的变迁

过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

如某研究都市忽视 了社会运动的作用
,

就不能全面地解释都市变迁

的真正原因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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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政治经济学 ( u rb n a巧l iti
c习 E o cno m y)派

0 8年代期间
,

在美国都市社会学领域内出现一批思想活跃
、

观点富于挑战性的学者
,

他

们在系统地研究和综合三大主流学派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关于都市形态和 结 构 的 争

论
。

例如
,

约翰
·

漠伦柯夫 (oJ h n

喻 l le n ko fP ) 在 1 9 8 3年发表的 《城市之争》
,

(T h e

伪。 二

七e 鱿ed 毛计y) 一书中指出
,

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的城市是政治斗争的产物 ; 研究都市时应该把

重点放在城市内的
、

或地方的 ( L oca l) “
成长政治

”
价咖

t h
’

oP l iit cs ) 上
。

此外
,

菲 斯 顿

夫妇 ( uS 二 n & oN mr
a o F ia n st ie n) 在对美国一些特大城市如旧金山市和纽约市的实证研

究中发现
,

地方利益集团
、

尤其是商业集团与地方政府的密切结合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政治

力量控制城市发展的方向
。

还有艾伦
·

威特 ( lA le n J
.

W ih tt ) 。
罗杰

·

弗里 伦 德 ( R o g er

F ir ed la n d)
、

约翰
·

罗根 (oJ h n R
.

L og
二
n) 和哈卫

·

莫洛兹 ( H
a
vr

e y 咖切忱 h ) 等都是

该孚派十分突出的代表人物
。

这些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角色出发
,

把注意力集中在部析都市的

政洽经济结构上
。

他们虽然尚未建立一套系统完整的社会理论
,

但是他们的研究方向和结果

越来越为社会学界所重视
,

他们的理论越来越显示出其研究和实用价值
。

罗根和莫洛兹于 1 98 7年出版的 《都市财富》 一书
,

系统地总结和综合了都市政治经济学

派的各种观点
,

比较严谨地阐述了都市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对象以及发展趋势
,

引起了

该学派学者以致都市社会学家的极大兴趣
。

这里重点介绍 《都市财富》 基本的理论观点
。

罗根相莫洛兹透过都市系统中区域分层的现象来研究都市形态的变迁
。

他们首先把
“ 区

域
”

( l)I ac es ) 看作是一个抽象的特殊商品
,

并对此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
。

他们认为
,

都

市化邀动的发展推动了区域商品化运动 ( C劝m m o id if ca it on of 禅二
e s)

,

而区域 的 商 品化

与房地产商品化是紧密相联系的
。

在美国
,

绝大部分的土地
、

地产和房产为私人所用
,

房地

产作为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的商品在都市房地产市场中进行交易
。

市场的价格不仅由

房地产这一具体商品的价值决定
,

而且还由区域这一抽象商品的价值决定
。

例如
,

一座公寓

楼房既可为居民提供住处 (使用价值 )
,

又可为房东谋取租金 (交换价值 )
。

然而
,

这座公

寓楼的租金不仅反映了本身的价值
,

也反映了该房产置之其中的那个区域的社会价值
。

相同

的房产在白人区和在黑人区就会产生两种不同的价格
,

白人区的房子的市价比黑人区的必定

高
。

这银房子本身的物质结构和大小关系不大
,

根本的原因也不在于黑人区的房子比白人区

的房遨子接受阳光空气的机会差些
,

而在于社会的种族歧视的因素
。

有钱人不愿意 与 黑 人混

居
,

不愿意在黑人区投资建房和购置房产
,

那里的房产价格就会 自然降低
。

因此
,

区域与其

他许多 自然物 (如森林
、

矿藏等 ) 已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特殊商品
。

但是区域并

不单纯是一个地理概念
,

它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概念
。

如果孤立地看待某一具体的房地产商

品在市场中的交易活动
,

不但看不到活动过程的真实面貌
,

也会陷入纯经济的成本计算中
,

丧失社会学的研究价值
。

因此
,

只有把房地场市场的运动与区域商品化运动联系起来
,

才能

找出都市形态变迁的根本原因
。

罗根和莫洛兹从商品的两因素分析区域的性质
。

从使用价值看
,

区域有两个最显著的特

征
:

一是其不可缺少性 ( nI id sP
e
sn ab il 计力

,

一是其不代替 代性 ( U n呱 b欲计吐
a b i l it y)

。

如同人类不能缺少空气和水一样
,

人类必须得在一个区域内生息繁衍 , 区域也不可以为其他

商品所替代
,

因为它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
。

即使与一些不可缺少的商品 (如食物 ) 比较
,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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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还是比较独特的
,

因为它本身的使用价值可 以创造并维系另一些相应的使用价值
。

例如
,

区域可以提供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所
,

住房
、

教育设施
、

公共事业设施
、

卫生保健以及文化娱

乐设施以至工作地点
、

购物中心等的使用价值与区域的使用价值密不可分
。

一个居民迁入或

迁出某一区域
,

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搬迁
,

他除了放弃房产的使用价值外
,

还放弃与区域相连

的一切使用价值
。

实际上
,

区域的使用价值是人与地理环境
、

人与住房
、

人与人之间的充满

社会意义的
、

物质的和精神的相互关系的反映
。

人们对区域的选择
,

既非如经济决定论者所

主张的是所谓自然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
,

也非像新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是两大经济阶级斗

争的结果
,

而是以人们长期形成的社区情感和共同价值为基础的
。

人们对工作和生活的物质

和精神需求使他们在同一区域内的长期共处中产生了一种共同认可的社区意识和社区利益
。

作为居民
,

他所关心的是如何保护和提高区域的使用价值
,

任何触犯居民社区利益的事件
,

势必引起居民的反抗和政治斗争
。

从交换价值来看
,

由于区域本身不是劳动产品
,

其交换价值也就不能以劳动量的耗费作

为计算的基础
。

在这个意义上
,

区域仅仅是一种
“
名义上的商品

”
( P

Se u do
一

~
m o id t y)

。

区域的交换价值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
:
第一

,

区域使用价值的多元性
。

都市房地产市场中

每一具体房地产的交换价值都是与区域其他多元的使用价值联系起来的
,

也就是说
,

区域内

某一份房产价值的起落
,

不完全取决于房产本身
,

而还取决于这份财产与区域内其他财产和

设施之间关系的变化
。

例如
,

如果在一个住宅区附近建一个化工厂
,

工厂附近的那部分房地

产的价值便会骤然下降
,

原因不在于房地产本身
,

而在于化工厂给周围环境带来的污染
。

第

二
,

区域可用土地的有限性和房屋楼宇的耐久性的关系
。

土地越是奇缺
,

地价房 租 越 是 昂

贵
。

但是
,

房屋楼宇一经建成便不易损毁
,

它可以不断地在房地产市场中转手买卖
,

这种
`
二

手货
”

(S coe
n d一 h a n d) 的特征丝毫不影响房产的价值

,

它反而能在重复的买卖文换中增值
。

第三
,

区域的地理和社会限定性
。

区域中房地产的交换受地理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定
。

靠近

污染的工业的区域以及靠近贫民区或黑人区的区域
,

其地价以致房产必然受到影响
。

由于房

产不能随意移动
,

要使其增值
,

除非消除造成其贬值的因素
,

如工厂搬迁
,

逼走黑人和穷人

等
。

基于区域的商品化特点
,

罗根与莫洛兹进一步论述了区域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既

相联系
、

又相矛盾的辩证关系
。

个别房地产的交换价值直接受区域的使用价值的多元性影响
,

区域的交换价值也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房地产使用价值的影响
。

这种相互过程势必引起用地模

式的变化
。

例如
,

由于土地资源的稀缺
,

城市建设只能采取密集型的用地模式 (如摩天大楼
、

立体结构等 )
,

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
,

使有限资源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
,

从而实现最大

的交换价值
。

然而
,

由于区域使用价值的多元性
,

密集型的发展模式必然为其他部分的使用

价值带来负作用
。

例如
,

摩天大楼加重了交通设施 (道路
、

停车场等 ) 的负担
,

人 口的过度

集中会产生离异感
、

精神变态
、

社会解组等严重都市病
,

反过来又会降低区域的交换价值
。

再者
,

作为经济和商业发展 区的使用价值与作为住宅区的使用价值本身又是相互矛盾的
。

因

此商业和经济投资者与居民的利益常常发生尖锐的冲突
,

由此引起不同程度的政治斗争
。

对于居 民 ( R se 记en st ) 和房产所有者 ( Hom
e

~
n e 。 ) 来说

,

他们的切身利益是保护

和提高区域作为住宅区的那一部分使用价值
,

从而保证交换价值不因使用价值的 部 分 丧 失

而遭贬值
。

对于商品和经济的投资者来说
,

他们的根本利益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掘作为商业区

的那一部分价值
,

使之为他们的谋利活动发挥最大作用
。

笼统地说
,

居民的利益偏重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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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

而投资者的利益则偏重于交换价值
。

不同的利益使双方各自组成对立的利益集团
,

这

两个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
,

影响和决定都市的动态过程
。

居 民利益集团本质上是反成长的 ( A nt 卜 g or 钾 t h)
。

为了保护区域的居住环境以及居民
、

社会和区域三者之间长期结成的社会关亲不受新的成长因素的破坏
,

他们组成不同形式的邻

里联合会和社区委员会等抵制和阻止经济成长的计划性实施
。

以郊区社区为例
,

70 年代发展
·

起来的郊区住宅区之所以能吸引大批中产阶级人士
,

是因为郊区不仅为人们提供宽敞的低层

住房
,

还有清新的空气
、

安全的社会环境和 良好的教育设施
。

许多中产阶级人士在郊区宜产

安居的目的不单是为了住得宽敞舒适些 (城市中的许多豪华公寓这楼宇可以满足这方面的裕

要 )
,

而更重要的是为了逃离城市病的侵害
,

为了给孩子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 (美国中心城

市的衰落直接引起教育设施的劣化和教育质量的降低 ) `
所以

,

人们购置房产的目的既在于

房产的使用价值
,

因为他们不会象房地产商那样买卖房产从中投机谋利
,

还在于与房产相关

联的一切区域优势
,

如教育设施等
。

区域任何新的经济发展计划
,

都会牵动居民 的 切 身利

益
。

居民对发展计划的反应
,

取决于他们对该计划在多大程度上能提高住宅区的使用价值的

意见
。

如在一个郊区住宅区附近建造一个大型综合商场
,

居民认为这能芳便他们的日常生活
,

提高区域的使用价值
,

便给子大力支持 , 如果这个计划是拟建一个大型化工厂
,

居民会认为

化工厂的污染问题直接感响住宅区的环境健康和人身健康
,

降低作为住宅区的那部分使用价
-

值
,

因而会极力反对
。

与居民利益集团相对立的是商业利益集团
,

其根本利益是利润
,

因此他们本质上是找持

成长的 ( P卜G
~

t h)
。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

资本是不断运动的
,

哪里有利润
,

资本篇向

哪里运动
。

资本雄厚
、

实力强的大企业
、

大集团公司和联合公司等对区域的兴趣仅仅集中在

该区域能否为他们的利润生产服务
,

这些大工商业集团与区域没有形成一种紧密的社会关系
,

他们根本不关心社区的利益
。

一旦利润下降
,

他们便会迅速向外地转移
。

例如
,

美国许多专

业化的工业城市的位置转移
,

给社区造成极大的打击
,

不仅使地方政府收入骤降
,

居民的利

益也受到侵害
,

大批工人因此失业
。

然而
,

资本还有地方性的特征
。

地方性的资本的运动受

地理和区域范围的限制
,

与区域结成不同程度的社会关系
。

例如
,

房地产发展商
、

地方银行

和金融信用机关
、

建筑商
、

地方报刊杂志社
、

商店
、

地方院校等
,

他们对地方作的投资是长

期性的
,

在这个意义上
,

他们的经济利益与区域紧密地联系起来
,

为了保证区域作为商业区

的那一部分使用价值为地方资本服务
,

这些地方商业利益集团必然也联合起来
,

为维护他们

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

在政治斗争中
,

他们组成强有力的政治联盟
,

一方面通过自身的政治力

量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
,

另一方面压制居民集团的不满和反抗
。

罗根和莫洛兹把这个政治联

盟称为
“
成长机器

” ( G
~

t h M ac ih n e)
。

这个成长机器是由政治和经济的联合力量推动

的
,

目标是不断推行和实施经济发展计划
,

最大限度地扩大区域的商业性价值
,

以保证他们

的长期性地方投资不断盈利
。

许多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
,

区域的成长机器势力越强
,

该区的

经济成长率越高
,

作为住宅区的使用价值也就越小
。

①

罗根与莫洛兹关于区域商品化过程的分析对都市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
。

都市政治经济学派在社会学领域内开僻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课题
,

具体表现在以

① L a r r y L扣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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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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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几点
:

第一
,

都市政治经济学派首先肯定了都市系统中房地产市场的存在以译市场作用的

重要性
。

与人文区位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派不同
,

他们主张的市场并不是一 个
“
自由 市 场

”

(耳哪 哪kr et )
。

.

在他们看来
,

市场无时无刻不舜到都市政治经济结构的制约
。

所以
,

这

个市场的…滚行荆卜完全为自然的经济力彝所驭动
,
而是以都市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为条件的

,

都走的动奇变禅尽程决不是一个孤襄叁界鲍
“ 自然

”
过程

。

万一第二厂这派学者接受了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社会生产方式与资本的动态过程决定都市

形
吧

辫的蒸本假设
。

在这个前提下 , 他们指出
,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商业社会中
,

资本的动态过

程分别反映在生产和都市两个不同领域户资本本身也被分成垄断和人资本与地方性和人资本
。

这种理论上的划分
,

有利于对一般性的生产领域 (鑫下
e

皿 of P or du ct ion ) 与具体的都 市 领

域长U br a ” A er n a) 进行分别的理论研究二 从都市领域出发研究区域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

闻的矛盾过程以及地方性资本的性质和运动形式
,
能够更加具体地

、

更接近现实地发现都市

过程的真正动用和结果
。

.

单三
,

.

这派学者把都市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看球是一个都市区域系统
,

而不是单个的孤立

的城市
、 ,

都市形态变迁归提到底
.

到区域斗争 (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斗争 )
_

与系统内外因素的

交风作用
一

的结果
。

「

:
_

当前
,
一

美国都市社会学领域内的三大主流学派以及后起之秀都市政治经济学学派四军鼎

立
,

势均力敌
。

四个学派之间既各自为政
,

在基本理论的辩论中各抒己见
、

互不让步 , 又相

互影刀向
,

在各自理论体系的发展中取长补短
、

相得益彰
。

从发展的趋势看
,

四个学派将自成

开放的系统
,

不断接受都市研究中新的信息资料和派系挑战
,

对本身的理论进行修正和调整
。

四个学派
·

以外的其他不同学派也必将在新的挑战中互相补充和发展起来
。

美国都市社会学理

论正是在不断地修正和调整中
,

显示 出它的整体活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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