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讲：王汉生

城市社会学



城市社会学



以社会生态学为代表，以二次世界大战为
界，分为两种相互连接又有所不同的传
统。
对待空间的看法：视城市空间为一个物理
空间，讨论关注城市空间结构及其变化，
城市本身的扩张与重组等。
认为城市的空间秩序是一系列动态混合因
素作用的结果，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已
知的，最终的结果甚至是可以预测的，它
是人类居住方式的内在性质。



视城市空间为一种社会表达，一个市场力量和阶级利
益冲突的舞台。

代表人物：卡斯特、哈维等。

强调城市形式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空间转化，尤其著重
的是关乎行动者与充满了冲突的社会政治过程。

空间不只是社会的建构，社会也是空间的建构。这也
就是说，空间不只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
是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一种建构元素，意即，政治经
济学拒绝了反映论的化约，认为空间并非社会的反
映，而是社会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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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区位与地理位置相关。

生态学

社会学的人类生态学

早期芝加哥学派的派克的人文区位学



2、区位的概念与城市社区相关
城市社区的研究关注的是城市的社会组
织、生活方式与社会对心理的影响等问
题。
在这个意义上，区位是空间意义上的社会
结构。

3、区位的另一层含义是城市承担
的各种功能在空间上的分布或其最
佳地理位置的选择。



1、同心圆模式（Concentric Zone 
Theory）
派克和伯吉斯提出
其基本假设是：都市的空间发展是竞争的
结果，都市的发展是放射状的，由中心到
边缘循一连串的同心圆增长。经过竞争，
将土地作高度利用的人能够付出代价获得
位置最佳或最有价值的土地。同心圆模式
将城市分成5个部分





A．中央商业区（银行总部、百货公司、饭店、剧院及
经济、政治司法及公民团体的总部）；
B．过渡区（批发及轻工业区，这个地区的情况经常在
变化，主要是土地的开发—从住宅区变为商业区，房屋
质量差，犯罪率高，社会解组严重）；
C．工人住宅区（家庭住宅，移民的子女，楼宇比过渡
区好）；
D．中产阶级住宅区（白领居住区，单层建筑，质量更
好，亦有酒店及公寓）；
E．往返区（住在这个区域的人需每天驾车上班，典型
市郊式的生活方式，每个家庭有两辆汽车，中上阶级的
居民）。如果离开市中心越远，房屋的拥有率越高。



霍伊特（Hoyt）提出(1939) 。

对美国142个城市的历时性调查发现，居住
区由中心向外为增长的过程是线性而非圆
形的，因此同质性居住区是以楔形而不是
完整的环形向外扩展的。他认为都市的发
展是由中心向边缘作放射状的，但却不是
经由同心圆的路线，而是以扇型出现。它
包括：





A．中心商业区；

B．批发/轻工业区；

C．低下阶层住宅区；

D．中产阶级住宅区；

E．上等阶层住宅区。



霍伊特的理论集中于高租值地区的增长及扩张。从
研究中他得到的假设是：

(1)．高租值地区多循建设完善的交通路线发展；

(2)．高租值住宅区扩张的地区通常没有地形或人
为的障碍，向高地或河边发展；

(3)．高租值地区的发展通常向着精英居住的社区
前进；

(4)．高租值出租公寓通常出现于商业区的附近；

(5)．高租值地区的位置连接着中等租值地区。



哈里斯和欧曼（Harris and Ullman）两人
提出(1945; 城市化的更高级阶段)。

他们发现很多城市其实有几个商业中心、
工业中心及住宅中心。某些地区或活动趋
向于坐落在它们最有效，最被需求和最可
行（从财政上考虑）的地点。

Harris 和Ullman提出了著名的多核模型：
商业区和零售店、轻工业和重工业、不同
阶级居民的居住地的分布是十分多样化
的。





这个模式有几个要点：
① 某些活动需要特别的设施或资源，所

以要集中于这些资源或设备的所在地（如重工
业）；

② 同类活动为了共同利益，故亦集中在
一起；

③ 某些性质不同的活动在一地方会有矛
盾或会损害大家，例如高级住宅区及工业区；

④ 因土地昂贵的关系，有些活动不能在
地价高的区域出现。中央商业区的地价很高，
只有高层的商业大厦才划算。



总结：
三种理论（模式）的同一结论是住宅区域
的不同主要决定于土地的价值（不同的土
地利用会导致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是它
们也受到各种批评，如：收入阶层的分布
并不符合同心圆理论，最高或最低租值区
同时在市中心出现；太重视经济因素，忽
视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等。



1、几个重要的区位过程
① 人口的集中与分散

② 工商业的集中与分散

③ 入侵及继承



2、区位过程的阶段性

Van den Berg（1987）他将集中—分散分为四个
阶段，即它们按照以下的形式发生：

第一阶段是核心的迅速增长；

第二阶段是随之出现的郊区——包括功能性城市区
域和都市的发展；

第三阶段是反城市化，由于向外移民，整个城市地
区的人口下降了；

第四阶段是再城市化的阶段，核心地区的人口又再
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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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或区位区隔指背景相同的人集中在都市同一
地区。有两层含义：

1、相同背景的人集中居住，相同背景可能是：社
会地位、宗教、种族、职业等，这些都是表明人
的社会属性的；

2、区隔一般有地域方面的明晰的边界，不同背景
的人之间相互缺乏来往，甚至存在相互敌视或歧
视。

全球化视角下的城市区隔：一种意见认为城市将
不仅仅是简单的社会区隔而是会出现社会两极
化，不平等将会更加突出，城市将更明显的被划
分开。



1、自愿vs.非自愿

自愿隔离的原因可能是：（1）声望；（2）安全感
或满足感；（3）知道或认为自己在其他地区不受
欢迎。

非自愿的隔离的原因有：（1）法律或风俗可能限
制个人或家庭住在指定的地区；（2）经济动力的
结果：人们会选择自己的经济水平，住的地方不是
他们想住的地方，只是他有经济能力能支付房租的
地方。



2、隔离也可从外部和内部因素的角度
进行分析：

A、外部因素：歧视、社会结构要素；

B、内部因素：从集聚的功能上来分析
其动力：集聚的防御性功能、集聚的
相互支持作用、集聚的文化保护作
用、“抵抗”空间



空间或区位隔离可以用隔离指数
(index of segregation)或歧异指数
或相异性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来测量。

大多数少数群体都倾向于与特权群体
保持高度隔离状态，这比我们根据社
会经济地位推测的隔离程度更高。

同化



中国城市区位形成动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传统的影响：经由一段发展过程历史地形成

的；
2、政府干预：1949年后的新兴城市；

3、利益驱动：政府行政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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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成环境；

2、地方的全球感；

3、权力的空间；

4、人和地方；

5、地方感；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Shevky、Bell和
williams三人提出社会地区分析（在原来
对区隔讨论的基础上）的方法。

分析大都市的社会统计，不是将都市视为
独立的主导的因素，而是认为从都市地区
的移动和扩张可以观察到现代社会的特
征。他们认为现代工业社会与传统社会比
较，具有三个特质：关系范围和强度的变
迁，功能的分化以及社会组织的复杂。



相应于这三个特质，统计上显示三种
趋势：

1、技能的分配；

2、生产活动的结构；

3、人口组成。



洛杉矶以及旧金山湾区的普查区：社
会阶层；家庭状态；种族三者独立。

50年代的因素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的方
法及其批评。

古典生态学

社会文化的生态探究

生态结丛（ecological complex）架
构



城市社会学



代表人物：列斐伏尔、福科、卡斯
特、哈维、吉登斯、索哈等等

1、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空间不仅仅是社会
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或“平
台”，相反，当代的众多社会空间往
往矛盾性地互相重叠，彼此渗透。



整个20世纪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一部以区域国
家作为社会生活基本"容器"的历史，而空间的
重组则是战后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
的一个核心问题。

对于空间的征服和整合，已经成为了消费主义
赖以维持的主要手段。消费主义的逻辑成为了
社会运用空间的逻辑，成为了日常生活的逻
辑。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空间被消费主义所占
据，成为了权力的活动中心。



《地理学问题》的访谈：空间成为了与时间及
其所代表的丰裕性、辨证性、富饶性、生命活
力等相对立的观念。

我们正处于一个同时性(simultaneity)和并置
性(juxtaposition)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
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互相联结、
团与团之间互相缠绕的网络，而更少是

一个传统意义上经由时间长期演化而

成的物质存在。



“时空压缩”概念

哈维(Harvey,1989)所提出的时空压缩：信
息网络及运输工具的发展及使用成本渐次
下降，使得企业能以外包、全球化的生产
行销而得到更有弹性的生存空间。

《希望的空间》：后现代性是一种新的对
时间与空间的经验方式，即对时间与空间
的高度“压缩”。



穿越时空的日常社会活动的结构化方式，
我们（普通市民/商业领袖、政府官员等）
都是行动者，在二元论的组成部分。

全球化与时空延展（time-space 
distanciation）有关。

在场（presence）与不在场（absence）的
纠结（intersection）



网络虚拟空间的社会意义。

流动空间乃是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
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

流动空间的三个层次。



1、社会与空间关系的基本假定

① 空间是一种实体化了的并可以辩识的的社
会的产物；

② 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既是社会行为
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又是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的结果；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预先假
定，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具体化；

③ 空间—时间对社会生活的构建；

④ 这种构建和具体化的过程具有问题框架的
特点，充满了矛盾和斗争；



⑤ 各种矛盾缘起于生产的空间的两重性；

⑥ 具体的空间性因此是这样一个充满竞争的竞争
场所；

⑦ 从日常活动的惯例和事件到长远的历史创造，
社会生活的时间性根植于空间的偶然性，这非常
相似于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植根于时间/历史的偶然
性；

⑧ 对历史的唯物主义阐释和对地理的唯物主义阐
释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而且在理论上是彼此
相伴的，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



空间实践的网络

可达性与延展化 空间的占有和
利用

空间的统治与
利用

空间的生产

物质空间
的实践
（体验）

货物流、资金流、人流、劳
动力流、权力流、信息流
等；交通与通讯系统；市场
与城市等级；聚集

土地利用与建成环
境；社会空间和其他
“地盘”显示；交流和

互相帮助的社会网络

土地私人财产；空间
的国家和行政划分；
排外社区和排外邻
里；排他性规划与其
它形式的社会控制
（管辖与监督）

物质基础设施的生产
（交通与通讯，建成
环境、土地清理
等）；社会基础结构
的地域组织（正式的
和非正式的）

空间的表
述
（感知）

距离的社会、心理及物理衡
量；制图；距离摩擦理论
（最小作用原理、社会物理
学、良好状态阀、中心地理
论以及其他形式的区位论）

个人空间；占据空间
的意境地图；空间等
级性；空间的符号表
述；空间的话语

禁区；“领土扩张”；社

区；区域文化；民族
主义；政治地理学；
等级性

制图、可视表述和通
讯等的新系统；新艺
术和新建筑的“话
语”；符号学

表述的空
间
（想象）

吸引/厌恶；
保持距离/渴望
同意/拒绝
超越“媒介传播信息”

熟悉程度；家庭生
活；开放空间；公共
场景的地方（街道、
广场、市场）；插图
和招贴图、广告

不熟悉程度；恐惧的
空间；私有财产宅
地；仪式的传承和建
构空间；符号障碍和
符号资本；“传统的结

构；压抑的空间

乌托邦计划；想象的
景观，科学摩擦本体
论和空间；艺术家的
“素描”；空间和地方

的神话，空间的诗
意，渴望的空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