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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城市社会学研究的范式演进

周蜀秦

摘  要: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演进是随着西方城市化历史进程而不断转向的。西

方城市社会学发端于欧洲近代工业革命与城市化进程,随后在美国形成以人类生态学为核心范

式的 /芝加哥学派 0。在对 /芝加哥学派0批判后,以空间正义与社会阶层运动思考为主题的 /新

城市社会学 0兴起。而福特城市形态的出现以及生产外部化带来的服务经济的成长与全球化进
程,则催生着城市社会学研究从 /地方0到 /全球 0的历史转向, 并产生了以全球化城市空间与世

界城市作为研究主题的 /洛杉矶学派 0。通过对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梳理, 可以得

出,西方城市化历史进程中所形成的城市特质将决定和影响着城市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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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范式 0方法运用于社会学理论领域的

研究始于库恩使用的 /范式 0 ( Parad igm )概念。

所谓 /范式 0, /它指的是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

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 0 [ 1]
。在此基础

上,瑞泽尔提出可以在三个意义上使用 /范式 0概

念: ( 1) 用来区分科学家共同体或干脆用来区分

不同学科; ( 2) 某一学科领域中不同的发展阶段;

( 3) 同一时期、同一领域内的亚科学家共同体。

基于瑞泽尔范式概念后两个意义, 本文回溯了西

方城市社会学发展阶段与研究内容、方式的转变,

以期厘清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演进过程。

一、城市社会学肇始于芝加哥学派兴起

城市社会学是一个经验研究传统浓厚的学

科,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式随着城市空间与社会的

转型而不断发生变动。西方城市社会学肇始于西

方工业化、城市化运动。随着西方工业化、城市化

的发展,其研究内容、方式也随之转变。历史地来

看, 首先对西方工业化、城市化运动作出回应的

是古典社会学。

1. 古典社会学对城市化进程的回应

古典社会学首先对西方工业化、城市化运动

作出回应。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 城市以它巨大

的集聚效应带来了资本主义国家飞速城市化的开

始。 /现代工业发明使人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克

服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又进而促进了工业生产

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并使得工业集中在城

市成为可能 0[ 2] 16
。恩格斯曾高度评价伦敦因人

口聚集产生的巨大效益, 他说 /这种大规模的集

中, 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区, 使 250万人的

力量增加了 100倍 0 [ 3] 303
。在这样的背景下, 都

市 ) 工业资本主义迅速崛起。都市 ) 工业资本主

义的崛起在最根本上影响了整个欧洲社会都市人

口和都市化的扩展性重组,而欧洲社会都市人口

和都市化的扩展性重组又推动着西方社会从传统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也带来了西方社会阶

级结构的变化、都市空间的蔓延、宗教的变迁,以

及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经典社会学家们敏锐地意识到这种自 17世

纪起出现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在欧洲随后在世

界各地使得人性和社会秩序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剧

烈的变化,并认为一个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全

新的社会形态已经到来。而与这场城市现象与城

市过程密切相关的社会学研究, 诸如滕尼斯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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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 Gem einschaft)和社会 ( Gesellschaft)的分析、斯

宾塞对 /尚武社会0与 /工业社会0的划分、迪尔凯

姆对 /机械团结 0 (M echanical So lidarity)和 /有机
团结 0 ( Organ ic So lidarity)的研究、雷德菲尔德对

/乡民 ( Fo lk)社会 0与 /市民 (U rban)社会 0的创

用、韦伯对 /宗法传统经济 0和 /理性资本主义经

济0的描述、索罗金对 /亲密关系 0和 /契约关系 0
的结构关系研究等, 都深刻地揭示了城市与乡村

社会结构的这种重大变化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

响。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古典社会学研究

有着对西方工业化、城市化运动作出回应的情节,

则是尊重社会学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 因为这些

研究普遍带有着一种 /城市社会学化 0的烙印。

在古典社会学对西方工业化、城市化持续关注的

影响下,芝加哥学派人文生态学随之勃兴。

2. 芝加哥学派人文生态学的勃兴

芝加哥学派人文生态学的勃兴是由于世界城

市化中心的转移而发生的。 19世纪的下半叶,新

兴的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领跑

者,而跟现代性共生的社会学传统也从欧洲大陆

向更为实用主义的北美大陆转移。19世纪后半

叶,在美国都市工业快速西进运动的促动下,各国

大量移民的涌进与人口异质性的迅速增强,使得

芝加哥成为一个更为纯粹的用来研究工业资本主

义城市形成及其空间效应的 /都市实验室 0。在
这样的背景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开始关注到

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对城市发展、城市规划的深

刻影响,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对城市化和

城市社会问题及其影响作了理论与实证深相结构

的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西方城市社会学的第一

个理论派别 ) ) ) 古典城市人文生态学。

古典城市人文生态学深受 G. S imm e l关于

The M e tropolis and M en tal L ife富有创造性的理论

想象力影响,涌现出一批以 R. Park、L. W irth、W.

Burgess为代表的社会学学者, 社会学史称为 /芝
加哥学派 0 ( Chicago Schoo l)。该学派特色鲜明,

将芝加哥的大街作为城市的 /活动实验室 0, 将自

然生态学原理 (竞争、淘汰、演替、优势等 )引入城

市与社区研究,从人口与地域空间的互动关系入

手研究城市发展。因而该学派在世界社会学史上

独树一帜,开创了城市实证研究、系统调查和各种

来源材料的科学利用之先河。后来的新正统城市

生态学、社会文化生态学等都是该理论的延伸。

/芝加哥学派0以 R. Park、L. W irth、W. Bur2
gess为主要代表。 1915年, R. Park发表了著名

的5城市6一文,认为城市 /是一个实验室或诊所,

在其中,人类本性和社会过程可以被有利地进行

研究 0,自此 /作为受过训练的社会学家和地理学

家,他们从工业资本主义的地理性历史 (和批判 )

中有益地抽象出城市空间,把它重新概念化为一

个拟生物有机体, 并自由地把它的形态作为自然

连同社会或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说的 -有机体 .演

化过程一部分来普泛化0 [ 4] 107
,强调城市的区位布

局、空间组织是通过竞争谋求适应和生存的结果。

1925年, W. Burgess发表论文 The G row th o f the

C ity: An Introduct ion to a Research Pro ject。在文

中, Burgess分析了社会空间发展与城市物质空间

发展的关系,认为即使没有正规的规划,城市形态

也具有它自身的生长逻辑,并提出了著名的同心

圆模式,这被普遍认为是城市 /社会生态学 0研究

的开始。

在 Burgess提出同心圆模式以后,同心圆模型

得到进一步的延伸和发展, 如 H. H oyt的扇形模

式 ( 1939)以及 C. H arris与 E. U rm an的多核心模

式 ( 1945)。这两种模型与同心圆模式并称为城

市社会空间结构的三大经典模型。而正式奠定了

城市社会学在城市规划理论中里程碑地位的,是

L. W irth在 1938年发表的 U rbanism as a W ay of

L ife一文。该文对由人与人的相互作用的不同而

形成的城市生活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

提出了未来城市生活方式的一些特征, 强调 /都
市生活意义0。而 /都市生活意义0成为城市规划

理论的最高意义和逻辑基础。

芝加哥学派人类生态学在近半个世纪基本上

占统治地位,这一状况到了 20世纪 70年代才被

/新城市社会学 0 (N ew U rban Socio logy )所替代。

二、新城市社会学:大都市危机

与空间正义的讨论

  /新城市社会学0是 1981年由美国社会学家

J. 沃顿提出来的,该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缘自 60

年代欧美国家普遍出现的城市危机。

1. 郊区化与大都市危机的社会景象

郊区化最早在美国和英国发生。 1950年代,

为了弥补二战的创伤与重建家园的强烈需求,福

利资本主义成为国家主导的政策。福利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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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政策使得产业飞速发展。这带动了工业移

民。在美国,大量的黑人与有色人种从南部种植

园移民到工业城市, 移民冲击着传统的白人社区

并形成了大量的城市工业贫民。这种被称为 /必

须的贫民窟0 ( necessary slum )的城市中心贫民聚

居区一方面为产业制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另一

方面也瓦解了原来的城市中心由中上层占据的局

面,逃离城市中心区成为白人中产阶级的唯一选

择。随着大城市中心区日益衰落, 现代都市秩序

开始在洛杉矶、纽约、墨西哥城和几乎每一个主要

现代大都市街道上瓦解, 出现了商业萎缩、失业严

重、贫困加剧、治安混乱等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

并且城市持续爆发社区居民抗议运动和城市骚

乱。这样, 城市郊区化迅速兴起。 1960年代以

后,郊区化波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大陆。这

样, 引导战后经济繁荣的现代福特主义生产方

式 ) ) ) 凯恩斯式的大都市、大规模的生产积聚、生

活消费、社会福利和政府权力直接面临着都市秩

序的解体与重构。面对大规模郊区化, 基于汽车

消费文化的兴起、大都市的政治分裂、内城的持续

衰退、强迫集中居住的种族隔离、变化中的劳资关

系,为取得更大社会公平的城市社会运动风起云

涌。正是在这样大都市危机的社会景象中,新马

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得以兴起。

2.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 城市的空间政

治经济学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兴起于 20世纪

60、70年代, 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在

城市分析中的复兴, 再一次深刻而有力地为城市

生活刻画上阶级的印记。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

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学派, 而是由四个主题

所建构起来的
[ 5]

, 即空间的生产 ( production of

space)、对城市的权利 ( the right to the c ity)、集体

消费 ( co llective consum pt ion)和都市社会运动 ( ur2
ban soc ialm ovem en ts)。

前两个主题由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 ( Lefe2
bvre)引入。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 /空间是社

会的产物 0的理论, 将人们的关注点从空间中事

物的生产 /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 0。他主张通过
三种主要维度检验社会的空间特征: /空间实

践0、特定社会的 /空间的表征 0和 /表征的空

间0 [ 5 ]
。斐伏尔创立的分析广义空间和狭义城市

的对应框架,为许多重视空间概念学者的研究提

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其中包括大卫 #哈维 ( Da2
v id H arvey)和马克#科特丁尔 (M ark Gottdiener)。

科特丁尔深入拓展了列斐伏尔的观点, 强调指出

正是资本主义对空间永不休止的追逐和统治的本

质造成了大都市区在城市内部区域空间分布的不

平衡,以及大都市外围地区的不断产生和蔓延,这

些新型的住宅和商业社区的产生正是资本主义制

度下的 /空间生产0 [ 6 ]
,而产出的成果最终将人们

的生活架构在空间上受到束缚的模式里。大卫#

哈维 ( Dav id H arvey)在 1973年出版的 Socia l Jus2
tice and the C ity一书中, 从地理学主流的自由主

义形式 (第一部分 )转到了一个公然的马克思主

义视角 (第二部分 )。哈维把他的地理学和社会

学想象力同时应用到对 20世纪 60年代都市危机

后果产生的现代大都市空间动力的分析中,把资

本主义城市看作是一个在其本性上产生不平等的

机器,即 /都市系统的-正常运作 .、作为一种生活

方式的都市活动的每日惯例和特性, 其本身都倾

向于生产和再生产一种实际收入的带有退化性质

的再分配,这种分配一直以牺牲穷人的方式来使

富人获利 0[ 4] 135
。哈维试图将自由主义话语和普

遍的社会正义原则推向极致,在从地理学向哲学

转型中, 将关注点放到 /资本主义都市化进程 0

上,把先前关于社会正义、都市活动和空间的社会

生产的讨论结合起来, 探讨资本主义城市具体地

理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后两个批判性的主题由曼纽尔 # 卡斯特尔

(M anue l Caste lls)担纲。 20世纪 60年代, 卡斯特

尔深受列斐伏尔、阿兰 #杜兰和路易 #阿尔都塞

的影响,这使得他的学术价值在 1970年经历了从

结构主义向人文主义的巨大转向。他继承了传统

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冲突论和社会运动论来解释

城市过程,卡斯特尔创造性地把列斐伏尔关于空

间的思想、杜兰的社会运动社会学和阿尔都塞的

结构主义综合起来, 并成为对芝加哥学派批判最

强烈的学者。在随后出版的 The C ity and the

G rassroots一书中,卡斯特尔围绕着 /集体消费 0问

题产生的社会运动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认为集体

消费过程更适合于成为城市过程的主导力量,提

供这种服务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政治动员, 它会引

发旨在对集体消费的现存模式进行抗议来改善都

市条件的都市社会运动、抗议团体等,成为人民与

国家的主要关系。集体消费概念也成为他以马克

)40)



思主义分析框架重建城市社会学的核心范畴,城

市被重新界定为在资本积累与社会分配之间、国

家控制与人民自主性之间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围

绕着这些问题,他先后讨论了西班牙、美国旧金山

的社区运动, 环绕着集体消费,环绕着文化认同,

以行动者的角度分析都市社会运动 ( U rban social

movem ent) ) ) ) 关注社区生活的控制和集体消费
的需求 ) ) ) 作为一种面对社会冲突和政治权力的

新行动者 ( new actors)而出现。

3. 新韦伯学派城市社会学:城市经理学说与

住房阶级

在承认社会批判范式的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

者贡献的同时,大多数社会学家也没有否认创立

社会释义范式的马克斯#韦伯。马克斯 #韦伯的
社会释义范式将个人及其社会行动视为基本的单

位,认为个人才是有意义的行动的最高限度和唯

一载体,而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将诸如 /国家 0、/城

市0和 /社团 0等概念一律简化为 /可理解的行
动0。在 20世纪 60年代, 雷克斯 ( Rex )、帕尔

( Pah l)与摩尔 (M oore)继承了韦伯解释社会学关

注个人社会行为的传统, 开始了对住房关系

(H ouse Tenure )及住房阶级 ( H ouse C lass)的研

究, 并将韦伯对官僚体系 ( Bureaucracy)的经典研

究引申到 /城市经理 0 ( U rban M anagers)在分配资

源方面扮演的角色等有关讨论中。正因为对韦伯

解释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的应用与拓展,他们的

城市社会研究与后来加入讨论的彼得 #桑德斯

( Peter Saunders) , 被统称为 /新韦伯学派 0 ( N eo2
W eberian)城市社会学。

在住房阶级与社会分层的讨论上,雷克斯与

摩尔试图用人类生态学和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去

分析该地区各个社会群体争夺住房资源的过程。

他们发现不同社会群体在争取城市有限的住房资

源时会分化成不同的社会阶层, 各个社会群体会

因为不同的背景而争取到不同的资源。雷克斯与

摩尔认为,这个城市资源的竞争过程,就像社会领

域内的阶级斗争一样, 住房关系则会建构出不同

的住房阶级,住房阶级成为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观

察社会分层的状况, 他们根据不同人群的住房处

境划分了 6种住房阶级
[ 7] 170
。桑德斯 ( Saunders)

将住房阶级的讨论又向前推进一步,他认为,现代

社会分层不是简单地分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

而是像韦伯所说的基于人的市场状况、是否拥有

住房、土地等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在现代社会中,

住房阶级越来越重要, 甚至比基于职业划分更能

准确地划出现代社会的分层状况。

在雷克斯理论的基础上, 帕尔则以 /城市经

理0 (U rban m anager)的理论, 进一步指出城市资

源的分配不平等是造成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他

借用韦伯理论指出, 城市资源的分配并非完全取

决于自由市场,部分资源是通过政府的科层制架

构分配。在分配的过程中,有很多城市关员 (U r2
ban G atekeeper)或城市经理 ) ) ) 例如住房事务经
理、城市设计师、地产从业人员、社区工作者等作

为影响资源分配的因素。在经验研究的过程中,

他始终围绕着两个重要的问题: ( 1)现代政府的

科层制度对住房和城市资源分配有什么影响?

( 2)负责推行这些服务的官僚或 /经理人 0对城市

资源分配有什么影响? 正如韦伯指出的个人的行

为并非完全受制于社会结构,帕尔认为这些科层

制度内的经理人, 也不像机器中的一颗零件完全

听命于规章制度。这些经理人有价值倾向和意识

形态,他们各自争取推出自己的计划,或常常试图

达到自己的目标, 并对城市资源分配造成一定影

响,可能会强化或减弱现存的社会不平等。

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欧美主要资本

主义国家开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从福特

城市向后福特城市转型,因而 /新城市社会学 0风
潮之后城市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也开始从传统

/单体城市 0的空间范围向更广泛的后福特城市

形态扩展,并随着后福特生产的全球化进程与跨

国分工体系的形成而逐步跨越 /国家0边界。

三、后工业社会与后福特城市:

社会与空间的转型

  随着 20世纪 60年代大都市危机的深入,都

市 ) 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逐步走到了一个徘徊的

十字路口,并随着 70年代初的世界石油危机的爆

发而全面转型。来自日本和新工业化国家的激烈

竞争严重打击了北美和西欧核心城市的大规模生

产地区,核心地区资本大量外移,制造业地位不断

下降而服务业形态成长迅速。服务业的基本组成

要素 (适宜的办公和白领劳动者的大量供给 )在

地理上更加分散, 这使得原本郊区化的都市人口

进程更加倒转,大批新生产活动的弹性空间形式

开始出现。

)41)



1. 后工业社会的浮现与弹性生产的后福特

城市

丹尼尔 # 贝尔发表的 5后工业社会的来
临 ) ) ) 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6被广泛认为是美

国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宣言书。后工业社会的转

型,预示着都市工业资本主义的结构和逻辑发生

了根本性变化。福特主义的大规模生产、完整装

配线与它的巨大公司在当时已经达到了规模经济

的极限,而世界石油危机造成的战后繁荣的结束,

也直接引发了对资本主义工业的重构。M. 皮奥

里和 C. 萨贝尔则认为, 正是 /福特方式的危机为

新经济的光芒腾出了空间,新经济建立在灵活专

业化生产的基础上, 解除了僵化的劳动 ) 管理关

系并且改造了生产方法和技术, 产生了成群的小

型和中等规模的公司, 不再限制于旧的福特方式

都市聚集,在-新工业空间 .里带领经济改革和产

生新的-繁荣可能性 . 0 [ 4] 220
。

后福特模式的生产也被称为 /弹性生产 0或
/弹性专业化 0 ( F lex ib le Specia lizat ion), 简言之,

就是传统的生产过程可以拆散为不同的步骤,在

不同的地区进行, 以分散的生产方式逐步取代传

统的大规模生产。人们更关注生产过程的垂直分

解和风险的外化, 即通过转包、外部转包 ( out2
sourc ing )、对劳工管理关系实行更有效控制以及

许多弹性专业化方式来降低风险。传统制造业急

剧衰退的同时, 而服务经济在迅速的膨胀。但是

这种 /转变的主要过程不是由商品向服务转变,

而是信息处理学说的出现。, ,信息处理是决定
所有生产、分配、消费、管理效用和效率的根本而

重要的活动。0 [ 8] 18
正如丹尼尔 #贝尔所强调的,

/后工业部门从事加工处理, 其中电讯和电脑对

于信息和知识的交流极其重要。0[ 9] 9
信息技术的

广泛应用让空间结构变得更加弹性和流动,城市

的集中与分散之间出现了新型的辩证关系。

这种经济的转型与生产空间的重组,产生了

空间发展的新型式, 推动城市空间的地缘政治经

济学的重建,对 /郊区化 0的都市秩序产生了新的

调整:在 20世纪 70年代早期至 80年代,人口迁

移的方向发生更大的倒转,大城市和大都市区经

历着人口的净迁出,人口数量进一步减少,人口不

仅由市中心迁向郊区, 而且由市中心区和郊区迁

向更远的小城镇和乡村,而小城市和城镇以及部

分乡村地区人口迅速增长。 P. O. 穆勒 1976年

写的一篇题为 5外部城市: 郊区都市化的地理结

果6的文章第一次明确指出, 美国郊区已经发生

了许多极度非郊区化的情况。而面对这种变化中

的都市地理状况, 当时流行的用以描述该变化的

概念是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家 B. J. L. 贝里创

造的 /逆城市化 0。后福特方式的产业化重组产

生的新产业集聚体离开传统的 /大烟囱 0城市一
定距离而布局,形成了新产业空间和后福特城市,

如硅谷、橙县、128公路、/第三意大利 0等。后福

特方式的产业化重组浪潮如今已经席卷到全球,

使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

2. 跨界分工的全球化扩展与世界体系

随着生产外部化的跨国界扩展, 对于后福特

方式再工业化过程的讨论焦点, 关注的是通往更

大的弹性之路, 即新信息技术、公司组织改革、

/范围 0的交易经济学、企业和企业家的地方和区

域网络,,空间性经济性实践的弹性, 尤其是从

国际化视角在弹性化与专业化主题下探讨全球性

变化 ) ) ) 一个 /新国际劳动分工0的模式。 20世

纪 70年代以来, 面对复杂的全球形势变化,有些

学者提出了世界体系分析 (W o rld System Analy2
sis)理论, 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沃勒斯坦 ( W a ller2
ste in), 他认为国际间的城市互相连结,全球正成

为一个紧密的、互相依存的世界体系。沃勒斯坦

提出了一套较为细致的划分方法, 认为有些国家

(城市 )在这个体系中占据核心 ( Co re)位置, 有些

国家 (城市 )则处在边缘 ( Peripheral)地位,还有一

些处于中间位置的半边缘 ( Sem i2peripheral)。随

着通信设施现代化,交通运输的更加便捷,生产可

以精细分工,部分非技术性的工序可以在边缘或

半边缘的国家 (城市 )进行。跨国公司的总部、研

发机构可以留在核心地区,半技术的生产可以转

移到半边缘地区, 而非技术性的生产则设到边缘

地区。

在这种新国际分工条件下, 全球范围的城市

与地区都面临经济转型、空间重组。跨国公司成

为这种跨界弹性生产的主要实现力量, 通过广泛

地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地区设立工厂, 以吸取当

地廉价的劳动力,同时通过与该地区的政府官员、

地方精英合作,利用当地的低税率、廉价土地、环

保法律的缺失、劳工保障制度的缺乏等得以转移

生产成本,进一步增加利润。生产的跨界与大规

模制造业的转移, 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进入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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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快速城市化阶段。从城市增长的平均率和

居民增加的绝对数字两方面来看, 第三世界的都

市化已经很轻易地超过了 19世纪欧洲和北美城

市的增长。然而, 第三世界的都市化都与发达国

家大不相同 (无论是都市化的结构形式方面, 还

是社会后果或城市增长的轨迹方面都具有很大的

不同 ) ,而且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中增长的不

平等与持续的经济停滞,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城市

之中。然而,这场全球化浪潮对城市和区域的社

会和空间产生了有史以来的最全面冲击。

四、洛杉矶学派:全球化的城市空间

全球化对城市和区域的社会和空间产生有史

以来最全面冲击的主要原因来源于 /世界的压缩
和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强化 0。信息技术

与弹性生产使得生产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

泛,正如曼纽尔 #卡斯特尔所言, /从以信息为基

础的生产和竞争中产生的全球经济是以它的独立

性、不对称性、区域化、各个地区不断发展的多样

化、选择性的综合、排他性的分割,以及作为所有

这些特征结果的用于揭示历史的经济的地理学的

可变几何学为特征的0。他甚至指出, 在面对信

息时代新的都市背景时, /新城市社会学 0已经显

得过时,就像芝加哥学派在面对成熟工业社会时

遭到扬弃一般。生产的全球性与全球性的生产已

经要求我们必须跨越地区界限, 以一种全新的全

球化术语来研究全球性城市社会空间。这催生了

城市社会学研究的 /洛杉矶学派0。
1986年代表着全球化时代城市理论新传统

尚处于萌芽阶段,当时的 /洛杉矶学派0代表人物

弗里德曼 ( J. F riedm an)就发表了 5世界城市的假

设6。 /世界城市假设 0不同于韦伯式 /理想类
型0, 更带有方法与政策规划的意涵, 有效明确了

一种以城市为中心对全球化进行讨论和研究的路

径,突破了传统以个别国家都市体系为参考架构

的思维与观点。弗里德曼依据各个世界城市的一

级与二级地位,以及它们在核心国家与半边陲国

家的位置,建构世界城市的层级与网络关系。然

而,在 90年代后期以来的全球化进程中, 世界城

市体系不仅具有等级化 ( h ierarchy)而且表现出区

域化 ( reg ionalism )的趋向, 即以国际大都市为核

心的城镇密集区域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越来越显

著, 被称为全球城市区域 ( g lobal city2reg ions)。

1999年出版的由斯各特 (A. J. Scott)主编的 5全

球城市区域: 趋势、理论、政策 6 ( G lobal C ity2Re2
g ions: Trends, Theo ry, Po licy)一书, 从经济、社

会、文化和政体等方面探讨了全球城市区域的最

新发展动态和未来趋势及其与全球化进程的关

系。斯各特与萨吉 ( Edw ard W. So ja ), 以及之前

的弗里德曼、沙朗#祖金、迈克尔#迪尔等学者大

部分就职或就读过 UCLA, 他们自觉地将洛杉矶

描绘成未来的城市形态, 因而后现代全球大都市

的核心主题使他们共同汇合成全球化时代城市理

论的新典范:洛杉矶学派。

在萨吉看来, 包括弗里德曼在内的世界城市

研究逐渐偏离全球化对城市空间的影响, 转向了

世界范围内城市间联结的研究, 讨论的是如何更

好地辨别 /世界体系中的世界城市 0和描述世界

城市的等级体系。而跨越这一研究方法重新把握

都市全球性的则是另一种研究路线, 这就是芝加

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丝奇雅 #萨森 ( Sask ia Sas2
sen)所倡导的全球城市研究, 她把注意力集中在

全球的 /社会秩序 0和 /支配功能 0, 而非世界城

市, 尤其集中在世界城市体系的三个顶点:纽约、

伦敦和东京。当然, 萨森的研究路线事实上也源

自于弗里德曼的研究谱系¹。她一开始就把视点

落在都市全球化的一个特性上,即 /核心 0城市的

/边缘化0,使用的术语都带有沃勒斯坦世界体系

理论和历史社会学的影响。 1991年,萨森发表了

5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 6一书, 成为创建全

球城市理论的代表人物。她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视

角切入,探讨城市中服务业的国际化程度、集中度

与强度,通过分析来诠释城市。萨森指出全球城

市是一种新的都市经济,以工商服务为核心,以金

融活动集中化、全球化为特色,同时全球化也造成

了城市之间的不平等与城市内部的不平等。因

而,全球化并没有促成中产阶级扩张,全球城市内

部的两极化趋势和新的空间秩序正在形成。

五、小结

从古典时代到当代、从 /地方0到 /全球0的全

球城市网络,西方城市化进程已经走过了一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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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20世纪 80年代早期,萨森开始着手全球城市的研究,并曾

在 UCLA都市规划系做短期的访问,主要受到世界体系理论和 J.

Friedman等学者的影响。



年的历史,与此相适应的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也

发生了相应的历史转向。在当今信息化、全球化、

网络化的社会时空中, 区域的地方性将被逐渐打

散,城市、郊区、农业区将不存在绝对差别,我们已

无法用传统的工业 ) 农业模式去审视可居住地表

的社会空间差异。每个地方的全球化与本地化过

程都同时进行着,并重新形成自己的文化属性,比

如硅谷与橙县所形成的高科技产业聚集带不仅仅

是经济的产物,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空间文化特质。

因此,通过对西方城市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梳

理,我们可以得出, 西方城市化历史进程中所形成

的城市特质将进一步决定和影响着城市社会学理

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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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vem ent ofW estern Urban Sociology Research Paradigm

ZHOU Shu2qin

Abstract: W estern urban sociology, o rig inating from m odern European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process of

urban iza tion, has w itnessed parad igm sh ifts in line w ith the deve lopm ent o fw estern urban iza tion. In Am erica,

it once developed into a parad igm based on hum an eco logy, wh ich w as proposed and uphe ld by the Chicago

Schoo.l Through criticizing the Chicago Schoo,l the schoo l o fNew U rban Sociology, characterized by its pro2
posal of space justice and social stratif ication m ovem en,t got estab lished. Then along w ith the em ergence of

Fordist cit ies, the deve lopm ent of serv ice econom y caused by outsourcing production, and the process of g lo2
ba lization, the soc io log ica l studies on c ities have shifted from / local0 to / global0, hence the estab lishm ent of

the Los Ang les Schoo,l wh ich focuses on the g loba l urban space and the w orld city. A survey o f the paradigm

shifts in w estern urban socio logy revea ls that the further developm ent of w estern urban soc io logy w ill be deter2
m in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 ities acqu ire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ization.

Key words: urban socio logy; Chicago Schoo;l new urban soc io logy; Los Ang les Schoo;l evo lvem ent o f re2
search parad 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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