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城镇化浪潮的巨大冲击下，

几千年来形成的“乡土中国”经历了深刻转型，传统固化的城乡二

元体制和结构逐渐走向瓦解，“城市中国”多元特性并存的态势日

益显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速度之快，涉及的人口规模、空间范围及

影响程度之广世所罕见。这既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也不

同于第三世界工业化明显滞后于城市化[1]，为世界城市研究带来了

重大的理论挑战[2]。

该书作者吴缚龙教授现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规划学

院，长期致力于推动城市研究的国际化与本土化，被誉为中国城市研

究的世界级权威。吴教授最新力作Creating Chinese Urbanism: 
Urban revolution and governance changes（《创造中国城市

主义：城市革命与治理变革》），是他基于对中国城市30余年细致观

察和深度思考的学术研究结晶。该书以中国城市住区内的社会关系

为线索，从住区尺度阐述了城市中国的形成，结合丰富的案例解读，

深入浅出地揭示了市场化对中国城市社会的深远影响，以及中国城

市及其基层治理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变化，展现出当今中国社会的

复杂性、多样性与异质性。

导论部分开宗明义，从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出发，言简意

赅地介绍了该书的创作背景。对中国社会及城市发展历程的回顾表

明，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都处于较低水平的城市化阶段，

中国社会——包括乡村和城市——一直以“乡土地缘”为主导，存在

着所谓“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特征。具体而言，封建社会时期，城市主

要作为行政中心，商业活动较少；半殖民半封建时期，尽管城市文化出现

了短暂繁荣，但中国城市依旧没有出现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结构；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城市得到一定发展，虽经历了政府

主导的重工业化超前发展，但城市化相对滞后甚至止步不前；1978年的

改革开放正式开启了中国的城市革命，城市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市场

力量的引入与发展壮大引致了传统“差序格局”社会关系的变化。

主体部分包括5个章节，作者从“差序格局”的视角出发，通过案

例展现了住区尺度的4种居住景观类型及其社会秩序与治理变革，勾

勒出城市中国的形成和中国城市主义的浮现；并针对世界范围内城市

研究领域的3个热点问题，即城市的本质、城市是一种集合形式还是一

种拼装形式、城市理论的特殊性或一般性，透析中国城市研究如何成

为城市理论国际舞台的焦点。

第一章概述了中国正持续变化的居住景观，揭示出由4种类型住

区组成的新城市社会地理。换句话说，由传统街坊社区和单位大院组

成的二元住区结构，在市场化改革，尤其是住房商品化改革的推动下，

扩展为四元结构，出现了外来农民工群体居住的城中村和中产阶级居

住的封闭住区两种新的住区类型。这揭示出由于住房产权的差异和住

区发展的路径依赖，中国城市的居住分异和多样性进一步强化，即4类

住区呈现出各自独特的居住动态和治理变化，中国城市的居住景观由

此改变，并催生出新的中国城市主义。日渐深入的市场化进程最终终

结了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的有机秩序，更强异质性、表面性和

多样性的社会关系逐步显现。

第二章聚焦于传统街坊住区和单位大院的转变或消失，揭示出改

革开放之后中国“（新）传统主义”的终结。作者指出，传统街坊住区

和单位大院的变化不仅表现为物理形态的变化，更体现了中国“有

机”和“整体化”社会（totalised society）的逐步瓦解。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后，传统街坊住区由私人住房转变为公共住房，但其紧

密的邻里关系仍得以留存；改革开放之后，原住居民逐渐从老旧的传

统街坊住区搬迁至环境品质较好的封闭住区，而这些老旧住区由于租

金低廉成为外来人口的落脚点，内部原有的邻里关系逐渐消失。单位

大院是20世纪50年代政府在工业区附近建成的集体住区，因其公共

住房的属性而被称为“新传统主义”住区。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

书 评 |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
                 ——Creating Chinese Urbanism: Urban revolution and governance 

changes导读

书籍作者

吴缚龙

出版社： 伦敦大学学院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2年

下载网址（免费）：

www.uclpress.co.uk/ChineseUrbanism

158 | 规划信息•规划书评 



书评作者

魏宗财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博士， 副教授，weizongcai@scut.edu.cn
唐琦婧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硕士研究生
黄伟超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 硕士研究生

于传统街坊住区和单位大院普遍面临居住环境衰败与改造资金短

缺等问题，政府引入市场力量对其进行了大规模改造与重建，如北

京菊儿胡同、南池子和南锣鼓巷，上海新天地，广州永庆坊等。此外，

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单位组织具有独立性、封闭性等非现代性

特征，以单位制为基础的城市基层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市场化背景下

的复杂局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单位对住区社会

生活管理的职能逐步让位于城市行政管理机构，单位大院治理经历

了从单位组织作为主体逐渐向社会、政府、市场多元主体参与的转

变过程[3]。21世纪以来，随着社区建设运动和近年来的网格化管理，

住区治理更加专业化，呈现出更加行政化的政府—社会关系。乡土

中国社会的本质逐步转型，社会福利得以重新分配。

第三章阐述了城中村（一种针对外来农民工群体的新型住区）

的形成背景、社会关系和邻里互动及治理形式。城中村是脱胎于城

市附近原有乡村的非正规住区，是中国半城市化的产物，体现了中

国传统乡村集体主义的逐渐消失。由于其低廉的租住成本，城中村

成为进城农民工群体的主要居住地。从社会关系和邻里互动的角

度，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农民工群体虽具较高的社会流动性，但仍

存在如串门与互相帮助等较频繁的交往，这些交往活动强化了他们

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然而从治理的角度，城中村的治（管）理主体

最显著的变化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队转变为股份制合作社或

经济联合社，这种转变导致传统乡村集体主义的逐步消失，一种基

于产权而非有机社会契约的新道德秩序正逐步建立。这种以产权为

基础的制度将外来农民工群体排除在城中村治理事务之外，导致

他们难以真正融入所在社区及更广阔的城市社会。作者在章末总结

道，城中村存在着如土地所有权分散、土地管理松散、村庄未被城市

公共服务覆盖，以及由村民自组织日常维护等“非正规性”特征。

这一方面表明城中村仍留存着传统的社会和文化结构，另一方面也

映射出住房商品化改革冲击下传统社会所衍生出的一种新的社会

关系模式，创新性地提出城中村是一个正在消失的传统主义的典

范，“整体化”社会面临解体。

第四章聚焦于中产阶级居住的封闭住区，阐释了其产生与发展

过程、建成环境及治理特征，以及居民的生活状态。随着单位制的解

体和社会转型的纵深展开，中国住区构成在住房制度改革背景下发

生了巨大变化，封闭住区因满足了中产阶级对更多的个人隐私以及

更高品质的住房和建成环境的追求，而成为住区建造的主流形式，其实

质是开发商创造出的一种消费产品。从治理角度来看，中国的封闭住区

与西方存在显著不同，突出表现为治理结构相对复杂，居民委员会、业主

委员会、物业管理公司分别是代表政府、社会和市场的三股力量。尽管业

主委员会的发展对中国传统的住区治理模式带来了一定程度冲击，但目

前其存在成立比例不高、经费来源受限、业主参与意识不足等问题，仍处

于成长期[4]。总体而言，当前中国封闭住区的自治程度仍然有限，市民社

会团体发展还不够成熟。从社会关系与居民生活的角度来看，尽管封闭

住区居民间的交往与互动较少，但他们却表现出强烈的地方依恋。这种

地方依恋并非基于由“关系”定义的熟人社会，而是基于住区居民作为

“有房者”的共同利益。封闭住区的兴起和发展壮大反映出，在快速城市

化进程中，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基础正逐步瓦解。

第五章概括提出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住区的发展与变迁，并就城市

研究领域的3个热点问题——城市的本质、城市是一种集合形式还是拼

装形式、城市理论的特殊性或一般性——进行了中国语境下的学术讨

论。既有对城市本质的理解往往将其视为经济集聚的结果，而对于其中

社会和政治驱动因素的关注较少；该书通过4类城市住区和其中的社会

关系来阐释中国城市主义，揭示出传统“差序格局”模式的瓦解和治

理模式的变化。关于城市是集合形式还是拼装形式的讨论，实则是探讨

“urban”和“city”的差异，前者代表了一种过程、趋势及社会关系的

集合，后者则被视为一个有界的地理概念；该书透过住区尺度社会关系

的多维差异化过程，辨析和探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物质形态及社会

结构特征的转变。对于城市理论的特殊性与一般性讨论，该书虽聚焦在

中国这一特定历史地理语境，描绘了从中国传统乡村集体主义、社会主

义计划经济时期的集体主义到改革开放之后的城市主义的变革，但作者

将比较研究的思维贯穿始终，为深层次阐明中国城市主义提供了一个创

新性的分析框架。

结语章节提要钩玄，作者认为，与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特有的“差

序格局”相比，如今城市中国的“差序”（关系）依然存在，而“格局”

（模式或秩序）已然消亡。聚焦于不同类型住区，该书将持续变化的城

市住区与中国乡村以及改革开放之前的单位大院和传统街坊住区作对

比，揭示出在市场化进程的持续推动下，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乡土情

结和差序格局日渐式微，创新地提出了与强调整体化社会的集体主义

截然不同的，具有多样性、不平等性和私人性特征的中国城市主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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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地，中国城市呈现出个人从以前由“差序格局”所表征的集体

主义中脱离出来的态势；但作者也指出，私人治理和市民社会并未

随着市场化改革在中国建立起来，反而是行政力量对城市基层的治

理作用逐步加强。

纵观全书，笔者认为主要有3个鲜明特色与创新。其一，研究视

角创新。国内有关城市化的研究成果多聚焦城镇人口变化、城市化

水平和速度、城市化动力机制等方面[5]，而该书以社会关系变化为视

角，洞察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城市革命，深刻探讨了住区尺度的社会

变革如何创造出更加宏观和制度层次的政治影响。其二，研究方法

论创新。作者使用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住区社会关系与治理变革的

实证案例，有效衔接了城市理论的特殊性与一般性，即聚焦于中国城

市化的具体历史地理语境，强调使用“比较的姿态”（comparative 

gesture）以凸显中国城市发展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特征，展现了城市

理论建构的有效途径，这远非简单、直接套用西方城市理论。其三，写

作风格简洁明朗。该书用语明白晓畅、深入浅出，可读性较强。为精准

传达某些术语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含义，作者采取先用英文术语，再

辅以汉语拼音补充的方式，确保了该书与国际学术界研究对话的有

效和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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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揭示了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变革的总体特征，但需要指

出的是，中国城市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复杂多样，其区域差异以及更多

新的住区类型等有必要囊括在内探讨。该书所研究的案例多集中在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超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但由于资源

禀赋、人文历史基础、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外向开放模式等方

面的差异，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发展及城市化进程表现出明显

的不平衡现象[6-7]。因此，中西部地区及中小城市的城市化进程是否与

该书重点关注的东部沿海超大城市相似，还有待探究。此外，中国政

府针对城市中低收入、外来农民工群体的住房保障体系正不断完善，

其主导建设的保障房住区、保障性租赁住区等新类型的住区持续涌

现，这些住区内的社会关系、治理形式等与普通封闭住区存在较大差

异。因此，需要将这些新型住区囊括在内，以更全面地描绘中国城市

主义的画卷。

综上，该著作从住区尺度的社会关系切入，通过透视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变化，为诠释中国正出现的新型国家—社会—

空间关系建构了一个有创见的、富有启发性的分析框架，对中国乃至

全球城市主义的发展与完善具有开创性贡献；同时，该书也为新时代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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