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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分析一个传统集 市 变 成 现 代 城 市 广 场 的 城 镇 化 过 程，深 入 探 讨 了 政 府 （权 力）、企 业 （市 场）和 居 民

（社会）等三个不同行动者对城市广场生产过程的影响。政府 （权力）通过制定城市规划对 城 市 广 场 的 功 能 与 性 质 进

行定位，主导城市广场的变迁趋向；市场 （企业）受到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而进入城市广场，逐步变成一支独立的力

量从中获取巨大经济利益；以城市居民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则以维权者的角色来影响城市广场的变迁过程，他们用或与

政府谈判或以集体抗争的策略来争取自己应得的拆迁补偿，尽可能保全自己的既有利益不受损失。如此，城镇化过程

中城市广场的生产，体现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三个行动者之间为实现各自利益目标而相互博弈的复杂竞争的实质，这

一过程并不是单方面地受政府主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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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象与问题

城镇化已成为转型中 国 社 会 现 代 化 进 程 中 的 一 项 重 要

议题。城镇化的进程和结果将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

并关系到中国的未来走向。

城镇化过程必然引 起 城 市 空 间 的 扩 张，而 作 为 公 共 物

品的城市广场也在城 市 空 间 扩 张 中 不 断 被 生 产 出 来。广 场

起源于古代社会，最 早 是 氏 族、部 落 进 行 聚 会 或 仪 式 活 动

的公共空间。中 国 传 统 广 场 空 间 的 演 变 规 律 可 以 总 结 为，

从体现神圣权威意义 的 围 合 空 间 向 逐 步 满 足 城 市 市 民 需 要

的半围合空间的转变。街 道 广 场 空 间 正 是 后 一 种 城 市 广 场

空间的典型代表。［１］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单位为基本单元，集政治、经济、

社会各项职能高度统 一 的 城 市 空 间 体 制 的 建 立 过 程 就 是 全

能型的 “单位”在 空 间 上 不 断 扩 展 的 过 程。［２］城 市 广 场 的

生产体现 了 浓 厚 的 单 位、政 治 与 仪 式 性 特 征。改 革 以 来，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中 国 各 地 的 城 市 广 场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涌

现出来。随着中国城 市 空 间 的 快 速 扩 张，城 市 广 场 的 商 业

和市场价值不断得到 挖 掘，由 地 方 政 府 主 导 的 城 市 广 场 建

设如火如荼、愈演愈 烈，几 乎 任 何 一 个 城 市 都 有 体 现 其 地

标意义的城市广场。

改革以来，中国的城 市 广 场 建 设 并 不 是 城 市 政 府 单 一

主导的过程，市民或居 民 也 并 不 只 是 把 城 市 广 场 当 作 一 个

物理容器而生存其中，“我们可能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意

识到自己根本上是空 间 性 的 存 在 者，总 是 忙 于 进 行 空 间 与

场所、疆域与区域、环 境 与 居 所 的 生 产。这 一 生 产 的 空 间

性过程或 ‘制造 地 理’的 过 程，开 始 于 身 体，开 始 于 自 我

的结构与行为，开始于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中的、

作为一种独特的空间性 单 元 的 人 类 主 体。”［３］ （Ｐ４３１）具 体

而言，城市广场作为 城 市 地 标 之 一，不 单 是 一 个 物 理 空 间

的建设过程，实际经 历 了 一 个 复 杂 的 “社 会 空 间”生 产 过

程，其中既有政府的 干 预，也 有 资 本 的 影 响，更 有 市 民 或

居民的抗争。社会空 间 不 但 包 容 了 生 产 出 来 的 事 物，也 包

纳了事物的共时态 的、并 存 不 悖 的、有 序 或 无 序 的 相 互 关

系，所以不应该将 其 降 格 为 某 一 种 单 纯 客 体。［４］基 于 上 述

背景，本文对甘 肃 省 东 部 某 城 市 （下 文 简 称 ＴＳ市）一 个

传统集市变成现代城 市 广 场 的 进 程 做 了 个 案 考 察，探 讨 在

城镇化过程中，政 府 （权 力）、企 业 （市 场）和 居 民 （社

会）三者分别如何影 响 了 城 市 广 场 的 生 产 过 程？在 城 市 广

场生产过程中，这三个 行 动 者 又 是 如 何 为 实 现 各 自 的 利 益

目标进行博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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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资料收集方法

第一，文献法。本文的主要文献有：ＴＳ市档案馆对广

场历史记录的文献，报纸杂志中有关城市广场记录的文章，

市政府相关部门关 于 城 市 广 场 规 划、改 造、更 新 的 政 策 与

文件等。第二，半结构 式 访 谈 法。本 文 的 访 谈 对 象 分 为 三

类：一是亲历广场拆迁 改 造 的 原 居 民 与 目 睹 广 场 空 间 变 迁

的普通市民；二 是 经 历 广 场 规 划 与 建 设 的 相 关 政 府 官 员；

三是在广场四周做 生 意 的 商 铺 店 主。笔 者 紧 紧 围 绕 “广 场

变迁事件”这个主题对以上对象进行了深入访谈。

２．资料分析方法

本文的资料分析方 法 是 话 语 分 析。主 要 分 析 访 谈 对 象

（参与城市广场变迁的相关行动者）关于城市广场变迁的事

件 （记忆、描述、表 达）的 谈 话 版 本 是 如 何 被 建 构 出 来，

分析的重点是谈话 的 内 容、谈 话 主 题 以 及 在 政 策、文 件 或

媒体中对相关事件的 说 明，特 别 是 分 析 当 事 人 如 何 利 用 自

己的 “解释库”来进行这种建构。

本文的资料编码规则是：“类型－序号－性别－年龄”，

“类型”表示相关访谈对象的分类，“１、２、３……”等表示

访谈对象的序 号，Ｐ表 示 当 事 人，Ｏ表 示 局 外 人，Ｇ表 示

政府官员，Ｆ代表女性，Ｍ代表男性。

三、传统集市的城镇化过程

本文调查分析的城市 广 场 在 历 史 上 长 期 是 一 个 繁 荣 的

传统集市。ＴＳ市位于甘肃东南部，自古是丝绸之路必经之

地，境内四季分明，气 候 宜 人，物 产 丰 富，素 有 西 北 “小

江南”之称，同时也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

享有羲皇故里、轩辕故里的荣称。

１．集市的形成 （北宋元丰三年———清朝末年）

ＴＳ市自汉 代 设 郡，魏 文 帝 之 后，改 称 秦 州。据 《ＴＳ
市志》记载，文 中 所 言 的 集 市 最 早 于 北 宋 元 丰 三 年 出 现，

当时罗拯 （１０１６—１０８０）做 知 州，在 ＴＳ市 取 土 修 筑 中 城

城墙，取土的地方便 形 成 了 一 个 面 积 不 小 的 坑 洼 之 地。后

来，ＴＳ市北面的罗玉河经常洪水泛滥，加之地势较高，洪

水由罗玉河冲下直接 淹 没 中 城 地 势 最 低 之 处，久 而 久 之 洪

水中的泥沙将这片大 坑 的 地 面 冲 洗 得 相 对 平 整，这 块 平 整

之处 后 来 成 为 当 地 人 贸 易 往 来 的 集 市。北 宋 熙 宁 七 年

（１０７４年），宋 神 宗 在 秦 州 （ＴＳ市 旧 称）正 式 设 茶 马 司，

以茶易马遂成定制。元 明 清 时，以 茶 马 为 主 的 商 贸 活 动 更

为活跃，繁荣的商 业 贸 易 催 生 了 ＴＳ市 集 市 （城 市 广 场 雏

形）的出现。①

　　据我爷爷讲，这里原来是一个大坑。坑有多深？

坑里的房顶还没有路面高！站在集市的这头就可以直

接看见集市那边的房屋。别看那个集市的地势低得厉

害，从咱们迷信上说，那可是个金盆养鱼的聚宝地方，

要不怎么就那里的集市最热闹呢！（Ｏ－１－Ｍ－８３）

清朝初期，不断有外 来 商 人 在 集 市 所 在 地 周 边 搭 建 店

铺和住房，北端娘娘庙 前 摆 摊 设 点 的 商 贩 受 到 外 来 商 人 的

影响，也在庙前空地 上 修 建 数 座 店 铺。清 代 末 期，这 里 日

渐形成了一处颇具 规 模 的 市 场，有 十 几 家 店 铺，经 营 珠 宝

古玩、图书 字 画、银 物 首 饰、铁 铜 火 盆 等。［５］后 来，越 来

越多的人开始在这一 带 兴 建 店 铺，行 商 坐 商 在 此 日 渐 扎 根

生长，来此地赶集的人越来越多，集市也日趋成型。

２．集市的兴盛 （民国初期———解放初期）

民国初期，集市的铺 面 由 北 向 南 又 发 展 了 几 十 间，多

经营日用 杂 货，行 商 坐 商 在 此 扎 根，形 成 了 一 条 小 街 市，

城乡赶集的人越 来 越 多。［５］民 国 三 十 三 年 （１９４４年），ＴＳ
市专员胡受谦下令 整 修 了 集 市，并 改 名 为 民 众 市 场，一 些

规模较大的商铺开始坐落于此。后来，集市周围商贾聚集，

店铺林立。据１９４５年的一项统计，抗日战争时期，集市里

有坐商５３家，摊 贩１１３处。集 市 里 许 多 风 味 小 吃 远 近 闻

名，有闻名全市的陈、万两 家 的 醪 糟②，人 称 “三 碗 辣 椒”

的夏马哥的面 皮③、张 大 娃 的 油 饼、刘 黑 求 的 熟 肉 等 都 闻

名遐迩。更有百姓乐 道 的 价 格 低 廉 的 风 味 小 吃，如 张 家 祖

传三代的浆 水 面、马 元 才 的 荞 面 饸 饣各、王 三 喜 的 面 水 饭、

回民老李的羊 杂 碎 等，都 有 着 显 著 的 地 方 特 色。［５］至 此，

集市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百姓眼中的 “小天桥 ”。④

３．集市的衰落 （“文化大革命”时期）

１９６６年 “文化大革命”开 始 后，政 府 强 调 国 营 经 济 与

集体所有制经济至上，ＴＳ市的集市贸易也被作为 “资本主

义尾巴”加 以 批 判 并 严 格 限 制，动 员 个 体 商 户 上 山 下 乡，

城乡地区的集市贸易被强行关闭。

　　文化大革命时候，要除四旧割掉资本主义尾巴，

集市里私人的小摊小商店都被强行关闭了，政府实行

公私合营，有的集市摆摊子的人，都被纳入到了国营

单位，这样人家也就再不用起早贪黑的自谋出路了。

文化大革命后，集市的门市一下少了好多，冷冷清清，

就只有几家卖破烂的。（Ｐ－２－Ｍ－６０）

改革开放之初，当我们再次回看昔日繁荣的集市

时，地势低洼的集市区已彻底变成了一个破烂的旧货

市场，并逐渐变成了 ＴＳ市城区的棚户区最集中的地

区，也是ＴＳ市名副其实的贫民区。（Ｐ－３－Ｍ－７０）

这样，过去在当地居 民 记 忆 深 处 的 繁 荣 集 市 逐 渐 走 向

了衰落。

四、城市广场的生产：政府、
企业与居民三者之博弈

１．政府 （权力）对城市广场生产的规划

１９５０年，ＴＳ市人民政府成立，１９５８年４月至１９５９年

１０月，省勘测设计 院 与 ＴＳ市 委 城 建 部 门 对 ＴＳ市 功 能 分

区做了总体规划，形成了 城 市 规 划 的 雏 形。１９８１年，市 政

府将制定 的 《ＴＳ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 大 纲》报 省 政 府 批 准 立

项，确定 以 集 市 广 场 为 中 心 区 域 的 城 市 空 间 布 局。１９８３
年，省政府原则批准 了 “ＴＳ市 总 体 规 划”，此 后 经 过 不 断

完善，１９８９年，省 政 府 委 托 省 建 委 以 甘 建 发 （１９８９）２２８

１２



号文，对 《ＴＳ市 总 体 规 划 （修 订 稿）》予 以 批 复。⑤ “规

划”提出，１９９５年前建成城市 广 场，将 其 作 为 未 来 城 市 公

共交通集散、经济文 化 生 活 的 中 心，围 绕 城 市 广 场 的 其 它

建筑布局为：在城市 广 场 以 东 建 设 文 化 展 览 馆，以 西 建 设

综合性商场，西北建 设 邮 电 大 楼，东 北 建 设 综 合 性 饮 食 服

务餐厅，以南建设文 化 科 技 等 大 型 建 筑，调 整 和 增 加 公 共

交通线路，仅有的四 条 公 交 线 路 都 途 经 城 市 广 场，使 广 场

成为城市的交通枢纽中心。⑥

从１９８０年代后期 开 始，ＴＳ市 就 开 始 进 行 大 规 模 的 旧

城改造更新。１９９０年６月，市政 府 领 导 直 接 指 挥 对 集 市 所

在的棚户 区 进 行 拆 迁 改 造。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城 市 广 场 建 设

指挥部成立。１９９２年７月 至１１月，城 市 广 场 的 绿 化、装

饰及配套工程完工，建 设 面 积１．１万 平 方 米。１９９３年，市

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将城市中心广场西侧进行综合开发，

建设成为 “中国 西 部 商 品 交 易 会”场 馆——— “展 贸 中 心”。

市政府成立了拆 迁 领 导 小 组，确 定 了 “展 贸 中 心”建 设 的

资金来源、开工与竣 工 时 间。最 后，由 新 建 开 发 公 司 和 天

港房地产开发公司各按５０％的比例入 股，共 同 投 资 开 发 建

设，保证１９９４年９月 “西 交 会”召 开 前 完 成 “展 贸 中 心”

主体工程。７月 初，历 时 四 十 天 的 展 贸 中 心 建 设 用 地 拆 迁

工 作 完 毕。⑦１９９４年７月，市 政 府 对 拆 迁 工 作 表 示 肯 定：

“拆迁工作，受到广大市民的理解支持，住户和工商户得到

妥善安置，政府是满意的。”⑧

自对集市所在区域 的 建 筑 拆 迁 改 造 以 来，市 政 府 做 了

大量的组织和协调工 作，听 取 了 居 民 对 拆 迁 补 偿 的 看 法 和

意见，解决有关搬迁、资 金 和 施 工 中 的 疑 难 问 题，共 安 置

棚户区居民１０１户，其中市政府解决３１户，省市属企业解

决４９户，区政 府 解 决２１户，拆 迁 总 面 积 达５３００平 方 米，

比原建筑面积扩大了２．７倍。⑨ 同 时，包 括 地 下 停 车 场 在 内

的周边幢幢写字楼、购物大厦等标志性建筑渐次拔地而起。

如此，昔日被当地居 民 称 为 “龙 须 沟”的 低 洼 区 集 市 所 在

地，逐渐变成了一座 集 娱 乐、商 贸 等 一 体 的 综 合 性 城 市 广

场，城市广场成为 了 ＴＳ市 的 交 通 枢 纽 中 心、商 贸 中 心 与

最大的公共休闲空间。

２．企业 （市场）在城市广场生产中的谋利

城市作为一种社会空间存在，是一种物化的资本力量，

这种力量表现为典型意义上的经济要素的攒聚 。［６］１９９０年

代中期以来，中国城 市 建 设 已 进 入 黄 金 时 期，城 市 建 设 与

城市空间扩展一改过 去 由 政 府 出 资 组 织 实 施 的 计 划 经 济 模

式，开始利用市场融 资 来 挖 掘 城 市 空 间 的 商 业 价 值，吸 引

房地产商等资本力量 来 开 发 城 市 空 间 的 热 情 持 续 高 涨，整

个城市变成了一架 “增长的机器”。［７］

市建设局副局长ＪＸＤ说：

　　中国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应该就是计划经济阶

段，有多少钱，干多少事。第二个阶段就是负债建设，

主要集中在１９９０年代。第三个阶段就是现在的城市建

设模式，投资模式，就是经营城市。城市广场的变化

也正是得益于此。１９９２年有了现在的雏形。１９９６年重

修，２００６年，城市广场经过大规模的整修后变成了现

在的模样。（Ｇ－４－Ｍ－４７）

１９９２年，１６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和五大银行共预计投资

３．２８亿元，重点围绕城市 广 场 西 侧、东 南 侧、西 南 侧 进 行

整体开发。城市广场西 侧 建 两 栋２４层 东 西 走 向 的 综 合 楼，

预计投资１亿多元，以 五 大 银 行 为 主 投 资 筹 建。上 文 所 说

的 “展贸中心”工程，是 由 新 建 开 发 公 司 和 天 港 房 地 产 开

发公司各按５０％的比例共同投资开发 建 设 的，政 府 给 予 了

一定的优惠政策。“展贸中心”自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动工兴建以

来，如期为１９９４年的第六届 “西交会”提供了４万平方米

的展馆场地，而并未整体建成。这一年 “西交会”结束后，

建设工程进展缓慢，主 要 原 因 是 资 金 缺 口 太 大，政 府 无 力

来投资建设，最后还是由开发商来投资建设起来的。

中国的城市空间扩张 运 动 与 西 方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的 城 市

更新运动在一些方面 很 相 似，同 样 都 离 不 开 资 本 的 进 入 与

参与。１９７０年 代 末 出 现 的 新 马 克 思 主 义 社 会 学 家 研 究 发

现，在西方国家，资本以 不 同 形 式 流 通 推 动 城 市 空 间 的 扩

张，促进了城市土地价值 的 飚 升。１９９０年 代 后，资 本 力 量

在中国城市空间的生 产 以 及 塑 造 城 市 环 境 方 面 的 作 用 越 来

越大，资本造 城 现 象 十 分 明 显，如 很 多 旧 城 改 造 或 拆 迁，

新的城市建设都是由 一 些 房 地 产 商 经 营，一 些 城 市 的 大 片

土地被房地产商开发。［８］

３．居民 （社会）在城市广场生产中的维权

上文说过，集市所在 区 域 是 一 个 低 洼 地，随 着 政 府 的

城市建设过程，那里 的 生 活 环 境 日 趋 恶 化，住 在 集 市 南 坑

的居民也逐渐萌发了搬迁的想法。

　　８４年的洪水把我们南坑先淹了，房子本来就是土

夯的，水一泡就塌了，咱南坑的居民实在是住不下去

了，都盼望着早点搬走。（Ｐ－５－Ｍ－７６）

但对集市北坑的住 户 来 说，他 们 居 住 的 地 势 相 对 南 坑

较高，受洪水淹没的几率小，人身财产安全没有受到威胁，

熟悉的人缘、地缘环 境 不 断 强 化 了 他 们 的 归 属 感，他 们 更

愿意在此继续居住下去。

　　我们祖祖辈辈三代人都在集市住着呢，住习惯了，

不愿意搬迁。如果不是政府要拆，那时候没想过要搬。

（Ｐ－６－Ｆ－６６）

实质上，在集市区域 居 住 的 居 民 最 关 心 的 问 题 是，政

府所做的拆迁改造是 否 会 损 害 个 人 利 益，或 个 人 利 益 是 否

会得到合理的补偿。

　　１９８４年ＴＳ市下了一场大雨，集市南坑的居民被

水淹了，集市本来就是个大坑，比ＴＳ市的地面都低，

让水渠保持通畅就特别重要。１９６５年罗玉河水泛滥，

大水从城壕直冲下来，其他好多地方都被淹了，但这

个地势很低的地方却没有淹，主要因为那时候集市住

的人相对少，大家都经常自觉清理水渠，保持通畅，

所以水灾时，从城北罗玉河冲下的大水，顺着水渠排

入了南面的河道。但是，后来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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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集市、新街周围盖满

了民房，人多地方也杂乱，即时通畅水渠的自觉习惯

也被遗忘了。所以，１９８４年下的一场大雨，水渠堵

塞，集市被水淹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了，并且还被政府

定为城市的 “重灾区”。（Ｐ－７－Ｆ－６０）

被定为 “灾区”就不对，就被水冲了一次，何况

还是南坑淹得比较严重，还达不到灾区的程度。道理

很明显，就是政府逼迫我们要搬迁呢，当时谁都晓得

我们住的这一块地方是中心地带，地段好、交通方便。

（Ｐ－８－Ｆ－６５）

如此看来，居民对 “灾 区”的 看 法 与 政 府 不 同，政 府

把 “灾区”当作对集市改造更新的合理理由，而居民认为，

政府是为了自身利益 来 牺 牲 居 民 利 益 才 让 他 们 搬 迁 的，他

们住在这里交通便利，不需要搬迁。

　　１９９０年的时候，政府决定拆咱们集市了，我没有

单位，就靠在集市摆小摊维持生计，但是好处是，当

时拆迁政策是，有单位的人由单位解决，没有单位的

人，由市政府解决。按照政策，拆了给我们有住处就

行了。作为咱老百姓，人家决定要拆了，咱们只能搬

呗，再者，咱那个时候的老百姓思想上也想不了太多，

只就是顾好眼前有住处就行了。（Ｐ－９－Ｍ－６０）

政府制定拆迁补偿 的 总 原 则 是：有 工 作 单 位 的 住 户 由

住户所在单位解决，没 有 工 作 单 位 的 由 政 府 解 决。具 体 来

说，第一种是在集市的 住 房 属 于 公 房 性 质 且 住 户 有 工 作 单

位，这类住户由单位 解 决 住 房，根 据 统 一 标 准，单 位 给 予

住房，这类住户在搬迁 中 可 能 出 现 的 利 益 矛 盾 发 生 在 与 本

单位之间。第二类是 公 房 性 质，但 住 户 没 有 工 作 单 位，这

类住户由市政府按 照 补 偿 标 准 解 决 住 房。第 三 类，私 房 住

户，由政府集中解决。这类住户在搬迁中提出的异议最多，

在集市１００多 住 户 中，有 私 房 的 住 户 达 到１０多 户，占 近

１０％。瑏瑠

　　我的情况不像其他人的，他们都是公房，但我们

家的房子是私房，集市自从被 ＴＳ市定义为所谓的

“灾区”，我们这些住的是自己的私房的人，就被按

“灾区”的低补偿标准给拆迁了，这样不公平，我们和

他们的情况不同么，最后水、电都被切断了，硬是把

我们逼着搬走了。到现在我心里还是不舒服，想不通，

一定要和他们讨个补偿的说法。（Ｐ－１０－Ｆ－６５）

我们家当时在集市里有一院房，属于私房性质。

正北堂屋，东西厢房，而且南厢房还是集市里有名的

饭馆 “杨家馆子”，当时拆迁我们就很不愿意，一院私

房按划定 “灾区”后的不合理补偿标准硬被政府给逼

走了，当时不搬，被拆迁队断水断电，最后一院房就

换来了一间房，我越想越气，这些年我们这些受到不

公平拆迁补偿的私房居民一直在联合上访，一直要讨

个说法。（Ｐ－１１－Ｍ－６６）

如上所言，因为地方 政 府 拿 不 出 旧 城 改 造 的 大 量 拆 迁

费用，不得不通过换取 土 地 收 益 的 方 式 将 拆 迁 工 作 转 让 给

了房地产商，房地产 商 因 为 利 益 驱 动 的 缘 故，在 居 民 对 拆

迁补偿并不满意的情 况 下 强 行 推 进 拆 迁 进 程，使 得 拆 迁 中

的矛盾变得非常尖锐。

　　我当年是最后一个搬离集市的，原因是我和父亲

不在一个单位，根据搬迁政策：有单位的各单位解决。

这样我和父亲就被分开了，父亲年龄也七十多了，这

样就不方便照顾老人。后来我将困难多次向市上的领

导说明，最后经过市政府、区政府、拆迁办会议商议，

决定让我父亲的单位给我的单位支付六千三百元，将

父亲的住房面积和我的合并在一起，这样，我的房子

由三十多平米换成了一个五十多平方米的大房，当时

来看，五十多平方米还算个大房呢！这样我的困难解

决了，才同意搬迁的。（Ｐ－１２－Ｍ－６０）

其实，不难看出，居民 与 政 府 和 房 地 产 商 对 拆 迁 持 不

同观点的根本原因是，大 家 在 这 一 地 域 范 围 内 已 生 活 了 相

当长的时间，尽管生 态 环 境 并 不 理 想，但 因 为 对 熟 悉 的 居

住空间环境倍感亲切 并 产 生 了 难 以 割 舍 的 累 积 效 应，长 久

强化了对居住空间环 境 的 社 区 归 宿 感。正 如 著 名 社 会 学 家

帕克所言，城市不是 人 之 间、各 种 社 会 设 施、各 种 服 务 部

门和管理机构的简单 聚 集，而 是 由 各 种 礼 俗 和 传 统 构 成 的

一种心理状态，包含随 传 统 而 流 传 的 那 些 统 一 思 想 和 感 情

所构成的整体。换言 之，城 市 绝 非 简 单 的 物 质 现 象，它 已

同其居民们的各种重 要 活 动 密 切 地 联 系 在 一 起，是 自 然 的

产物，更是人类属性 的 产 物，即 城 市 的 深 层 内 涵 是 城 市 的

社会结构和精神特质。［９］

五、讨论与结语

从传统集市到现代 城 市 广 场 的 城 镇 化 过 程，实 质 上 体

现了城市空间的生 产 过 程。正 如 列 斐 伏 尔 所 强 调：空 间 是

政治的，排除了意识形态或政治，空间就不是科学的对象，

空间从来就是政治 的 和 策 略 的，空 间 看 起 来 同 质，看 起 来

完全像我们所调查的 那 样 是 纯 客 观 形 式，但 它 却 是 社 会 的

产物，空间的生产 类 似 于 任 何 种 类 商 品 的 生 产。［１０］从 空 间

生产这个角度出发，我 们 就 会 将 目 光 转 向 各 种 各 样 的 都 市

建造、规划和设计———这是最为显著的空间生产现象。［１１］

城市广场的生产过程，充分体现了政府 （权力）、企业

（市场）与居民 （社会）三个行动者为实现各自利益目标的

相互博弈过程，而非 政 府 单 方 面 主 宰 的 结 果。从 个 案 城 市

广场的生产过程来看，其中蕴涵了三种不同的理性。

１．城市广场生产的政治理性

从上文不难看出，地 方 政 府 对 城 市 广 场 的 生 产 过 程 仍

然起着主 导 作 用，政 府 作 为 城 市 资 源 的 拥 有 者、决 策 者，

有权力来规划城市，影 响 城 市 空 间 的 布 局 与 功 能。这 是 因

为，一方面，地方政府是城市管理的主要主体，另一方面，

城市土地所有权属于 国 家，地 方 政 府 作 为 国 家 的 代 理 者 来

管理城市土地。政府对城市广场的规划、设计与建设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 决 于 城 市 景 观 等 因 素 的 影 响，或 者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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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考虑把城市广场建 设 成 为 实 现 政 治 目 标 的 政 绩 工 程 或 形

象工程。质言之，政府的 主 导 力 量 体 现 在 对 市 场 和 居 民 两

者关于城市广场生 产 的 优 先 抉 择 权 上。因 而，城 市 广 场 的

生产过程首先体现了强烈的政治理性。

２．城市广场生产的经济理性

城市广场的生产 也 体 现 了 企 业 （市 场）在 经 济 利 益 驱

动下追求效用最大化 的 目 标。城 市 广 场 在 城 市 空 间 的 地 标

位置让其商业价值也 日 益 突 显，在 地 方 政 府 财 政 捉 襟 见 肘

的前提下，会吸引越来 越 多 的 企 业 家 来 投 资 于 城 市 广 场 建

设。改革以来，地方政 府 往 往 通 过 提 供 各 项 优 惠 政 策，吸

引资本投入城市基础 设 施 建 设。地 方 政 府 与 房 地 产 商 在 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 领 域 结 成 “合 作”关 系。地 方 政 府 有 义 务

来改善城市环境，为城 市 居 民 提 供 良 好 的 生 活 环 境 和 社 会

环境，但城市 建 设 需 要 的 大 量 资 金 成 为 政 府 的 棘 手 难 题，

即政府有所 “需”。房地产商拥有大量的资本，他们尽可能

寻找机会投资于城市 建 设 并 从 中 获 取 巨 大 经 济 收 益，即 企

业家有所 “求”，这样便在政府与企业 （资本）之间形成了

一种特殊的 “供求关系”，既解决了政府建设城市的资金难

题，也满足了 企 业 家 追 求 经 济 利 益 最 大 化 的 目 的。但 是，

企业家一旦 进 入 城 市 建 设，往 往 只 顾 计 算 经 济 利 益 得 失，

经常迫使政府不得不 做 出 尽 可 能 多 的 让 步，如 给 予 更 多 的

优惠政策和措施，以保 证 城 市 广 场 建 设 项 目 尽 可 能 顺 利 完

成。如此，城市广场的生产过程也体现了经济理性。

３．城市广场生产的社会理性

在城市广场生产 过 程 中，居 民 必 然 处 于 弱 势 地 位。在

城市广场建设引起的 拆 迁 改 造 中，居 民 与 开 发 商 之 间 是 一

种矛盾对立关系。房 地 产 商 依 据 政 府 给 予 的 特 权，直 接 面

对居民，居民把目光 聚 焦 在 搬 迁 补 偿 是 否 合 理，是 否 损 害

自身利益等问题上。当 民 众 不 满 意 政 府 制 定 的 拆 迁 政 策 和

补偿标准时，最直接 的 行 动 策 略 是 拒 绝 拆 迁，而 这 一 举 动

同时激化了居民与房 地 产 商 之 间 暗 藏 已 久 的 矛 盾。面 对 僵

局，政府又以裁判员身 份 来 调 解 民 众 与 房 地 产 商 之 间 的 矛

盾。这样民众与房地 产 商 之 间 的 利 益 矛 盾，可 能 会 因 地 方

政府的介入而被化解。如 果 地 方 政 府 的 调 解 仍 然 不 能 达 到

居民的预期目标，双 方 的 矛 盾 就 可 能 更 加 激 化。但 是，从

居民的利益诉求来 看，一 方 面，他 们 往 往 看 重 的 是 自 己 原

有利益不能损失，另 一 方 面，他 们 期 望 熟 悉 的 社 区 或 家 园

能够保存完好，因为，在 居 民 看 来，城 市 广 场 生 产 中 的 拆

迁补偿仅仅是对自己 的 房 屋 或 土 地 所 体 现 的 经 济 利 益 的 补

偿，而他们原有的社区 归 属 感 是 永 远 无 法 用 货 币 来 衡 量 并

加以补偿的，这就是居民社会理性的表达。

上述个案分析如同 近 年 来 在 征 地、拆 迁 等 城 镇 化 过 程

中发生的故事一 样，几 乎 无 不 是 政 府 （权 力）规 划、市 场

（企业）响应，共同演绎了城镇化的方向与结果，社会 （居

民）的利益往往不能 保 障，因 此 衍 生 了 诸 多 的 社 会 矛 盾 与

冲突现象。在政府推 动 的 城 镇 化 过 程 中，各 地 政 府 追 求 其

自身财政收入最大化 和 政 绩 最 大 化 目 标。在 上 述 利 益 目 标

驱动下，城市规划以经 济 活 动 为 中 心 进 行 宏 观 功 能 区 域 布

局，从而追求土地价 值 最 大 化 和 经 济 产 出 最 大 化，而 不 是

以长远社会发展为目 标 对 社 会 人 文 环 境 的 优 化 作 出 整 体 考

虑。由此造成的后果 是，政 府 主 导 的 城 市 空 间 布 局 在 物 理

空间上将原有的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加以固 化。［１２］因 此，

我们的结论是，中国的 城 镇 化 首 先 应 是 能 够 实 实 在 在 地 体

现社会 （居民）利 益 的 城 镇 化，而 非 政 府 （权 力）规 划、

市场 （企业）获利、社会 （居民）利益受损的城镇化。

［注　释］

①　ＴＳ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ＴＳ市志 （中卷）》，方志

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②　万记菊花醪糟：始创于清道光年间的 “万记醪糟”，距

今已有１５０多 年 历 史，是 ＴＳ市 历 史 上 的 名 优 小 吃 之

一。万家醪糟 的 第 三 代 传 人 万 荣，在 集 市 口 （现 市 中

心广场）设摊销售。

③　三碗辣椒：辣 椒 有 三 种 不 同 的 调 制 方 法，来 满 足 不 同

人的口味：一种是用清油浇的辣子，并掺有少许 驴 油；

一种是用香油 的 辣 子；还 有 一 种 是 把 辣 椒 籽 捣 细 后 再

泼上清油，再加 之 他 的 面 皮 柔 软 适 度，所 以 他 的 面 皮

在ＴＳ市风行一时，人们俗称 “三碗辣椒”。

④　小天桥：这 里 与 北 京 的 老 天 桥 相 比，北 京 老 天 桥 形 成

于晚清时期，延 续 至２０世 纪５０年 代，是 旧 时 北 京 民

间艺人最集中 的 地 方，也 是 北 京 民 间 艺 术 和 市 民 文 化

的摇篮，有各种货摊和百货店，有茶馆、食 摊 和 酒 馆，

有江湖医生和占星卜相者，多为娱乐场所。

⑤　ＴＳ市 城 乡 建 设 环 境 保 护 委 员 会 文 件 （ＴＳ市 建 发

［１９９１］１２号）。

⑥　赵建强，邓承宗等人编：《ＴＳ市Ｑ城乡建设环 境 保 护

局资料Ｑ区城建志 （上册）》，１９９４。

⑦　ＴＳ市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市 政 府 第 一 次 常 务 会 议 纪 要》
（天政纪 ［１９９３］１号）；ＴＳ市人民政府文件 《ＴＳ市人

民政府关于中心 广 场 西 侧 综 合 开 发 有 关 问 题 的 专 题 会

议纪要》（天政纪 ［１９９３］１１号）。

⑧　ＴＳ市 城 乡 建 设 环 境 保 护 委 员 会 资 料 《房 地 产 开 发 简

报》第４期，１９９３年７月９日；ＴＳ市城乡建设环境保

护委员会资料 《房 地 产 开 发 简 报》第５期，１９９３年７
月３１日。

⑨　ＴＳ市 城 乡 建 设 环 境 保 护 委 员 会 文 件 （ＴＳ市 建 发

［１９９３］１０号）。

瑏瑠　ＴＳ市 人 民 政 府 文 件 《市 政 府 第 九 次 常 务 会 议 纪 要》
（ＴＳ市政纪 ［１９９３］３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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