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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清基

提 要 对
“

转 型
”

和
“

城 市 转型
”

进 〇

行 了 概念界定 ， 探讨 了
“

转型
”

的苦 千特

征 、

“

城 市 转沏
”

的 发 生 原 因和 影响 力 ，

提 出 了
“

科学转型
”

、

“

文明转型
”

和
“

生

态梓型
”

的 三大城市转型 主题 ， 并对
“

科 ，

学转型
”

、

‘

文明 转型
’ ’

、

“

生 态转型
”

的 内

涵和若干重要议题进行 了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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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转

；
文明梓型 ； 生 态梓型

一 要 彳 纪末 至今
‘

转 以 及 城市转咽
”

成 为，术界的研究热点之

中 图分 类号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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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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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丨 汁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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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

形态钤 喂产 丨 巾： 贤 的作川 ， 城 山 形态 的路径 山什会变迁 的忡质所

文 章 编 号 决定的 城市转 咽会影响城 结构 、 城市功能 以及城市 设观

城 山节 吧 。城 屮 丨 丨 丨 州 ；联 城 山 城 丨 发诚

及再生的积极因索 竹 政策 迠城 丨
晰 呦的创新 ； 技 术的

转型 勺进步已经使 络 的虚拟社 向 尤所 的城 晰咽 也使地方性 丨

；扣

总社 会 ■

！
丨

；
以 ：川投 别 及让投

法来分析城 丨浙 喂 … 内 义献的检

索和梳观后发现 内 术界 咽及城市转喵拾 厂 以度 关 ；
丨

： 、
“

资源麵市

转型
” “

社会转 巧 又注度诚商的两个方 对
“

科学
” “

文明
” “

生态
”

转

嘲 并未引起 足够的 爪视 这 吡祝 丨 说叫 ， 从科 、 义叫 、

‘

丨

：态的 介丨度探 城 山

欢喑臭 同 洛女 牵 筑為 迠市栩 别 耷挖 依 转型具有相 的总义 这也是宅齐以科 文明 、 态的视角展幵城市转裀探 〖十的
‘

度 人居环境生态 与 节能教 育部重点
出览的腿之 将在

“

城山转 ！ 相 论问题探系的基

教授 士 异师

‘

础 丨

： 从份 ！愤
丨
视如 对城 丨

丨
淋 勺 大 丨 ：题一

“

科卞转 巧 、

“

文 明转 巧 和

础

’

“

生态转取
’

进行深人探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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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 标 转 裀 的价讥观密切相关 ， 不同的价

“

转型
”

释义 转型的创新性是因 为转 哨这
一

行 为 视决定 的设定 与衣达 ， 也

势必 耍废弃 丨 介的小适应 屮物或 系统 发 决定 的哨的成功

转型定义 展的一系列战略 、 模式 、 机制 并 以新 转咽效应及 及征

“

转型
” 的战略 、 模式和机制代替 因而使得转 转喂作为转■ 主体的行为将在时间

足指事物 、 系统的转变和转换
’

乂指水 切 ） 丨有
一

定稅度的创新性 和空叫领域产卞 系 列影响深远 的作用

物的结构形态 、 运转模式 和人们 观念的
一此即转哨效应 对于矜咽效 丨 ‘ 的认

根本 卜 丨 ：转变过杓 ；

“

转 哨
”

作 为 个坫本 转型内涵的若干延伸讨论 、
丨把扼 的 ； 义 和作

概念 ’ 最初应用在数学 、
医卞 和语 言学 转■勺锻始条件 模式 川 转 哦效应的表征必须借助于 丨

二关

领域 ’ 后来才延伸 到社会学和经济学领 所 的转制资始条件 城娜转 拙 的判断餅小 （ 友 在各个系统的

域 布哈林在研究市场经济 向计划经济 剛的
“

缘起
”

方面也指
■

；同咖 、 这些判断指标必定

的转型过程中首先使用
“

经济转 塑
”

细 体达 成 咽 所 丨 ☆ 的各 种 会产生趋异

的概念、
“

能 力 以城 丨转甩 很 然城市

矜 咽 城仰 题 及城 丨 丨危机密 关
“

城市转型
”

释义

转型特征探讨 资源 和杯境 的 益 丨 丨 大 以 増

許遍性 、 好能耗 、
排放

、
以扩张糾种 丨；的

“

城市转型
”

的界定

； 切 系统 屮 ， 的剛 阼遍 祖放哨城 丨 丨发城校：式 丨 丨 益 祕谣 丨 丨的 济 多 城 山 宏视介 丨度或杣象 义 而

义的 系统行为 迈尔 」 焦耳等的能 、 弊端 ， 使城 发展进通到越来越多的两 宵是 个城市的发展方向 、 发展 目标 、

和转 化定 卟揭 小 热运 动 和机 械运 这 既如成 山转 咽的缘起 乂 城 屮转
’

发诚战略 、 城投式所发生的 丨

： 要转折

动 、 电磁运 动
■

以扣 钤 化 这 定汴 喂所仏打的 乃始 爷件 。 十 大变化 从 观或具象角度 而 「 是

表明 內 然界中 的
一切运 动都可 以归结 体宋： 川的 式 就力 丨変 、

过程 城市的空间结构 、 空 旬形态的转变 与变

为 种形式 向 另 种形式 不断时化的过 意义而言 转麵 至 有 两种 化 从制度角度而 是城市治理 和城市

祝 （黄顺难 ’
这在相当程度 兑 播本模式 实际 从具体的操作层面 管制制度的变迁 由 以 卜几方面的城市

厂的咽 的作遍件 转 巧服：式 多 的投：式类咽 城山转 以是令：方

根本忡 转哦 的 ；
价伯；觇 位的 、 多领域的现象 ，

■

以是发生在

所 丨 的根本件 ， 足指矜 咽 所带 来的 从 般 义 丨 的
丨

足改 坫个 系统 、 ： 个 丨的现象

变化所具有的蜇要 与深远 的影响 力 和作 变事物或系统的 、利 牛并向 史
‘

有利的

力 ， …货 咽 的令 而忭 、 完悄 沏 丨
条 丨坏境朽 化 价

丨
观沾指 导转 城市转型发 生原 因途释

密
；

以 经济抟 吧 为例 ， 经济矜 切 丨

的 系 列 的 深 次 的 【人 观 城 丨

■城 丨
丨转 的 内

塑是指 个 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 念 价值观有错 丨吳和正确之分 转翻 作原 如 果：将城市作 为 生物体来看

济制度在
一

定时 期 内发生 的根本变化 ；

表 】 難社会转型的关键性社会指标

新 ，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 经济结构的

提升 ， 支柱产业的替换 ， 是 丨 民经济体

制和结构发生的一个 变到质变的过
八

人类发展指数 丨 丨 丨 丨
） 収六 丨 来 衡 丨 个旧家 不

程 经济钤刖 导致的经济系统的 令 地 丨 总怵的 会发展水 甲

、 完牿 和彻底的转变是 々咽 根本

湘 版 丨吹
笫 、产 力 丨 口 匕歌

—

发达网家作这 时期荇遍超过 有的甚至超过

动 丨

‘

被动 収 介 丨 彳 捉 出 的 恩 格 尔 系 数 标 准 ： 以 上 贫 困 ，

般怙 八
丨

卜 妁 吧作
、

种行 为 丨 丨 格 々
饱 ， 小 康 ， 富裕 ， 低 于

‘ ‘ 、

細 々細家在这 时期全面达到富裕和最富

别 主沐的 主动求变 ， 别 主体 俗
未 ， 反映 力 々达 珣 求 人 ；

—

丨制 术 来 】 动把 的 动行 力 比 例 轮的 丨杜―聰■ 发删 家 年娱乐教育支出 比重 的平均值

的 喂 丨

‘

：
体

丨 ：

… 外 丫 丨
丨

？的 丨
丨

丨 ￥ 发达 家居民 交通通讯支出 消 费支出

边 在 系统
“

难 以施
”

势 的比綱他为

脚解 和解决循求妒 丨

：■被績做 麵命
辦代 ’隨懒 的平均纏寿命辦

的 匕 ，
从这 船讀 ，

来 源 根据
“

阀振肀 主铀 建设全球城市 加怏城市转 塑 丨 丨

—

年上海发展报告 上海财经大学 出版社 ，

的被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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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 其生 民发 展的各个 阶段所带来 的变 城 丨丨 丨 仆 坫领 汙社 会潮 流 的前导 科学内涵

化是 内源性的 ， 任何因索 无法 抑制 尤 站 ；
社会的各种先进 闪 索总是集中在城 科学 源 于拉

法漠视这种内 源的生长性 。 犹如 个人 市 文明和进步也主要体现于城市 社 本义是
“

知识
”

。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

成 的过程必须经历 婴儿
——

儿
——

会的进 少不 丨 炎现为城市的发达 ， 而 解科，的内涵 ： 其 ， 茯得知 途杼的

少年——青年
——成人这一过程 ， 丫 赖 丨 城 丨 的 发展 （ 刘 试华 ， 科学性 科学与 其他领域 （ 文学 、

过程的变化都是剧烈的 且无法抑制和 如 典 丨 业化时代的城市转型不仅 史 、 铒学 、 神学…… 的学术研究的主

控制 ’ 城市这种内源性的生长变化需 耍 捉 岛了城市 自 身的能力 ，
而且还对英 国 要差别不在于积累了 多少知识 而在于

在 各 个方而加以满足 ， 转咽是满足城 屮 悄个 家的的振兴起若积极的作 丨 丨 它 足 怎 么获得 知识的 ： 科卞不 足 讯 乂

发展的最明 显和最直接的方式之一 很 从这 角度而言 城市转塑也是区 想 、
思辨 、 经验 、 灵感 、 权威教诲 、

“

神

显 然 ’
这类转 塑 明显地表现在 空间层 域转咽和 丨 家转 型的重要 地 勺枢纽 启

”

而是 冲在观察基础 提出假说并

面 ， 犹如小孩 身 岛增大后势必 要 夂迟 大 足 丨 域振兴 家振兴的发动 荇
——这 加 以严格的检验的过 朽 ： 伐 彳 ！伽

尺码 的衣服 一样 ， 城市生长性导致的转 城 市转 墦影响力的积极方面 识的方法的科学性 科学方法不仅保

型往往需嬰通 过城市规模以及城 空问 然 转明
”

作 为 个中性虬 决 广科学之为科学 以 及科 的统一
，

形态结构的扩展来加 以满足 记 城山 转哨 也可能带来 。转 咽 体所 它的影响超 出
丨 然 科卞之外 （ 个刚

其二 ’ 城市问题与城市矛盾乃至城 期钯的 和积极的作用背道而驰的结 民 ’ 科学的方法论既有超常的解

亩危机是城市转型的促发因岽
“

城市是 果 城市转塑的影响力亦即城市转型结 构功能更有不可估世的建构功能 朱德

最应 该对其导致了过度的土地消 费的 果的性质除丫 。城市转 咽的价值观 、 发 其
：

” 解释洲论假说校： 哨的

加控制的增长负责任
”

标 、 战略 、 模式等密切相关 以外
，
还与 科学性 主要体现在解释现象及观察结

城市问题及 砑 的 衣现多 对城
丨
丨的 咽 要 勹 的判 断密切相 义 ， 来的假说必须 坫符合逻糾的 ， 能够解杼

种多样 ， 其 良接后果是破坏 了城 丨运行 这 判断至关重要 、
怠 义深远 城市 〖 的所介数据 ， 能够做出 顷测 加 以

效 率 ， 降低 了城市的生命力 ， 影响汴危 并没 竹必 要时时处在
“

转 咽
”

状态 下 。 检验
’

及 了城市的存续 。 在这样的怙势下 ， 城 当城市处于
一

个稳定正常 且向 丨 演进的 城市科 妗纲的依椐

市 的发展轨迹必须加以 调整和变化 路径或通道时 ， 并不耑耍耗 费 卩 大 的成 科学是使人类 别于 丨 然界 屮 儿它

■

： 城市受到外来因索 的挑战是 本对这种轨迹进行革命性的改变 ， 换言 物种 的茧要标 忐之 ， 科学研究活动及

城市转咽的压 力因 素 外来因 索包括的 之 此时并不 嬰转 咽 此 ， 介必 处 科学成果的运 穴坫人类的本质川 的

成分众多 可 以归纳为安全 、 生态 、 资 清 醒地认识到转 型所具有的 大影响 延仲 和强化 ， 也是人类 自 我完善 、 自 我

源
、 环境 、 经济 、

社会等闪尜
、

对城 力 ， ☆必 要 也 鉴 别 和巧驭这 种彫响 发展的打力杠 杆 科卞对十人类解放思

市产生作用的外来因素在性质 令部或 力 。 想 ， 增进智 提商在 然界和社会经

大部分对城市产生负而作川 其强 济生 活 中 的 丨

‘

丨

山 要总 义 （ 傅

度 与持续时问乃至危害愈演愈烈 ， 城市 城市科学转型 砂 ， 城山
’

坫人类活动的商度槊聚

转型的发生是必然的 。 区 ， 城
丨
所有活动的科学水平越商 ， 越

其四 ’ 城市之间的竞争和对发展生 城市 的科学转型是指 以科学的内涵 符合科学的内涵 和精神 城市的健康可

态位的争夺是城市转嘲的生态原 生 指导城市 转型活动 和过《 ， 人 为 科 持续发展的 拒件就越以 此 城市科

物之间的基本关 系包括共生和竞争两大 学转型是提高城市转咽 的成功搜 的 要 学转型的依据之

方面 ， 城市 之间 的关 系 之十 分类似 。 保证 … 屮 令会 丨…次强调
“

科学

城市之间的竞争从生态学角 度考察可 以 发展觇
”

， 将 科学的宏观调控
”

看作足

发现主要体现在生态位 方面 每 个城 巾 科学内涵及城市科学转型的依据
“

发押社 会主义 丨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

都想最大限度地 古有 资源 ， 卩 丨据尽可能

好的生态位 。 当
一个城市看到 域中 的 ，

国城市
，
型对英

，
勃兴的作用

「

其他城市领先于 自 己

：

其作为一个
“

生 ——

物城市 的 质
‘

， 往 主 她 力 加快了英国从封繪潷 本 丨

： 耍 】 因 城 山 的作 丨 丨 英 资本 主义在城 和 乡付 儿
丨成 长 ， 城 乡 资

超越领先者 ， 而
“

转型
”

是其 然和 自
义的个 山 丨过渡 土 丨 义 又 系的发 丨… 为呼 丨乂 ，

叫 片发 丨 介很伽的 丨小上忭

然会采取的超越战略及手段之
一

；
〒

城 种

“ 細龍的账 外 n 《扩 人 的 碰这 种山 场
‘

糾 形成的 丨 农 城 丨

丨

丨油 丨速这种变料彳 丨改造 的 丨 ：蚪 丨 ：杆
城市转型的影 卩

向力挪州邮 科
加快 細社会经航 職 〗飾 侧凝嫩 乃 以 及 側凝聚点 和収 系点 的功能使錢 丨收现 厂城 今

“

影响力
”

具有中性的意义 。 从正面 展的 少伐 丨水化 ， 加快 广 现代化的发展步伐

的意 义而言 ， 在 人类历史 发展 的长 河 来源 ： 根据
“

刘景华 ， 城市转切与 英 囚的勃兴 中阁 纺织 出 版社 丨

”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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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

之 一 表明 了科学及科学性在 中 经典作 为衡量现实的 唯
一

准则 （ 张弘 ， 转塑路径 ， ，然科学发展趋势并非只有

各项箏业发展中的重要的不可忽视的 赵锦乾 丨
）

：
如果城市转型不需要把 从简单 向 从杂发 展这

一趋势 。 密切关注

地位 此是城市科学转铟的依据之二。 握城市的实际以及城市区域 、 城市各 系 科学发展趋势 ， 并与科学发展趋势尽可

提 出城市科学转哦命题的重要依据 统之闽的联系 ， 仅仅致力于不背离
“

经 能地保持诚大限度的
一

致 ， 是保证城市

还包括 了科学主义的普遍化 随 科技 典
”

， 那 么 ， 城市 的转塑距离
“

科学转 转铟科学性的屯要方面之
一

。

的发展以及在社会领域中的应用 ， 在人 铟
”

就非常遥远 。 符合智总内涵的城市转型

们的社 会生活领域中产生了各种科学主 其 三 ， 不 以意识 形态 主宰城市 转 智想的定义众多 ， 简而言之 ， 智慧

义 ， 规范 芥人们 的 汄知 形式及 价位取 咽 城 市转咽的科学化要追求现件 ， 科 坫对 丨 物本质 和发展规律的把捤 （
汪凤

向 冬 将某 以前没冇被作 为 然科 乍押性 丧失的 嬰表现之 是使人们的 炎 ， 郑红 ， 科学是人类认识 由无

学观解的 怙 ， ！ 并 、 还原或转变 为 由 各项行 为 以 坫种 怠识形 态来加 以约 知到知 、 山知到智慧辩证发展过程中的

向 然 科学 来 《解 和 解 释 （ 敁 舴 ，
术不 以求 真和求 知 为 丨 丨

的 ， 以 一个必耍坏 作 （ 冷天吉 ， 智慧以

所冇的 服 务 于现实政治 为职 办 （ 张弘 ， 以锦 知 识 科卞 文化 为必要的基础 （靖国平 ，

或荇坫至少有
一

部分人类生活的 坫本的 乾 ， 城市转型关系到城市仝体
“

科学的 智慧
”

和
“

智 慧 的科

丨 丨咋科领域能够门 并 、 还原或转 变为科 民的描扯 ， 城 市转 型耑嬰 以科学理性来 两个概念 （ 个 民 ， 的存在

学 从这一角度 而言 ， 将城巾转咽这 指 导 ，
以敁大限度地保障市民的福祉 丧明智 科学具有密切的关联 ， 在相

一

对城市发展方向 影响巨大的行为从科 其叫 ， 以科学 的方法对城市转铟进 当程度 丨 智总 也是科学的 衣征 。 同时 ，

学 （内涵 的视角和观点进行观察 和研 行设计 力法是科学的核心所在 ，

“

每
一

科学既是对矜总的追求 ， 也能够生发智

究具有较大 的必要性 种科学的 发达
，
全靠方法的进步 凡科 总

； 布朗 人为
“

科学最有价值的
‘

用处

学史上的 划时代的进步 都是方法上的
’

就在 于获得智慧 李醒民

城市科学转型的若干重要议题 大进 步
”

科学方法具訂 丨 分浓厚的现 科学思想是人类智力 的集结 、 智慧 的结

符合科学梢神的城市转铟 性屈性 。 卡 勒从 方法论的角 度来 闸杼 是认 识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 人

科学 的内 涵 科学精神密 切扣 关 ， 理性 ，
认 为现性只有作为方法论来把捉 类的科学观经历 了科学即力量 、 科学即

科学祜神 可 以认 为是科学 内 涵 的 体 和运用 才能 在发现 现 、 幵辟知识领域 知识 、 科牮 即智蒽三个阶段 （李醒民 ，

化 体 丨言 ， 科学精神应 当包括追求 中 发挥攻无不克的 巨大威力 现代科学观正从经典的 、 传统的

观的粘沖 ， 实 求是的梢神 怀疑楮 与科学发展趋势相
一致的城 知识科学观转向 现代化的 、 新型的智慧

神 ， 破除迷信 和不 为教条 束缚的粘神 ， 划 科学观 （ 个醒民 ， 科学的智慧由

理性思维 的粘 神 ， 创新楮 神 等 （ 程明 年代以 来 ， 鉍杂性研究在世界 科学思想 、 科学方法 、 科学精神所体现

治 ， 朱爱 整体而言 ， 符合科 范 形成商潮 ， 凝结出 挺杂性科学这
一

（ 午 醒民 ， 可以认为 ， 符合智慧

学桁 冲的城市转铟必须同时具 济科学原 概念 杂性科学发 生 在所 有学科领 内涵的城市转咽就是符合科学内涵的城

理 、 科学枯神 、 科学态度 、
科学 法 ， 域 带来 的是科学各 种系统的深层次性 市转 型 ， 而 体现了城市转型 的较高层

具体 而言 ， 符合科学梢神的城市转甩耑 质的改变 ， 代 表的是科学系统整体形态 次和较高水平 ， 笔者从相对内核的层面

要特别关注如下几个方面 ： 的历史性转变 。 国 内 外都有 人认为 ， 经 ！ 纳 了 智慧内涵 ， 提出符合智慧 内 涵的

其 ， 以 样 ：城市客观现实 和反映 典科学 丨通 于
“

简单性
”

科学 ， 新型科学 城市转 的若干表现 （表 。

城 市 发展演化的本 质规律 为唯
一

冃 的 于
“

鉍杂性
”

科学 ； 简单性科学和复

科华 以追求办《 为起点和 目 的 ， 求 姑 杂性科卞大致代表 了科学系统的两种历 城市文明转型

科学的本能和天职 ， 也是科学有别于其 史形态 ， 科学 系统正 在经历 由 前者 向后

他知识活动的地 科学的本质在于实 片的转 咽演化 （苗东升 ， 文明转型的 内涵

事求是 在进行科学观察 、 实验 、 概括 城屮无疑是从杂性系统 ， 城市规 划 文 明 般是指人类改造 丨然 的物质

和推 的过程 中 ，
必须撇开科学研究 主 作 为对城市这

一

鉍杂性系统未来演化 发 财沾 粘神 济的总和 ， 坫人类的一种

体的爱 好 、 利益和动机 （ 傅舴 ， 展 的方向 进行
“

预谋 先断 的规划类 咽 社会进 步 和开化 的状态 （ 张华 ， 赵 中

符合科学桁神的城市转 别也 尤疑 要 龙 所 丨 丨
临的 足越 来越从 杂的 对象 和环境 秋 ， 叫 力 启萦 主义思想家在反对

承求 的 宗 旨 ， 将城 客 观现实 的状 城 屮转 咽的路径和趋势 外 卞的路径 。 屮 丨
纪的 黑 咕时 ， 与

“

野蛮状 态
”

相

况 、 性质等作为
一切转咽 活动的出发点 ￡ 势 如从 简 丫 从杂件的演 衿过 柙来 使 丨 丫

“

文明
”
一

词 。 世纪法国

其二 ， 不 以
“

经典
”

作 为城 转 喂 芍察的 尤疑也 丨 丨 打从简 巾性向 从杂 的 科 个 派汄 为 ， 文明是指人类社会

的理论指导 。

“

经典
”
一定程度 丨 的发展特 丨 丨 ， 城 丨 丨的成 咽演 化 、 将 毋达到 的那 种有教养 、 有秩序 、 公平

上时
”

经典足 沂符介现今的实 丨

丨小 ， 必须 演化
“

尤疑 仑必 贤以釔余忭科 ？
‘

作 为桁 介 丨
丨 的 以级 发展 阶段 （ 冯石 岗

，
贾建

接受变化矜的现实 的检验 ， 丨决 能将 丨 ：动 求 科 发展趋势相一致的 枸 ，



沈清基 论城市转型 的三 大主 题 科学 、
文明 与 七态

表 符合智慧内涵的城市转型的若干表现 知准：

、 既满足 广小贩的十 々 ， 给 帶
广 一 ■

柬 力他 ，
乂 大限度地维持 城 的

怜心 内涵 汗 請
会稳定 表 表 同时 兑明 印

厂 能 乃 视 ；

” 小贩的 仲宽 公 的态 度 ，
以

， 及对城麵爾敢

議构錢 规运 粍小 她资源公 的城

智力体系 、 知 只体 系 力法 丨水 系 视念 …恐仙水系 城 山 淋制及机 丨 「让 加 义 叫 的 之 为 丨

：

多系统齐令
、

，

！ 汐

处州人
一

人 、人
一地 人

一

丨 然 、 （ 系 丨 、 附 城山 报顾 会效益 、疗济效 益和卞态效益 怖 ’ ‘ 湖 以 七 姒
‘

设地牿介 阶则进化 的 又 系 城 山 济要求的 协愤八：十 公平 性来加 以保障 此处所指 的
‘
‘

资
能训巧地 选 吣 ， 城⑷

人旧捕
炎 取 「 蘭 ）

他、 心 乂 的 ， 然 、

、 社 会 、 经济 、 文 化 等各 种资 源炎
：

实》 包禽 权 力 、 条件 等属件：
；

印 度城市不同地点固定小贩摊位的设 置 能达成矜 吧 丨 小 ， 乂能 彳 人附 丨 地保 时 ，

“

资源公
、

包 资源的公

、 丨 丨，

会的啦 、 麵 符介 人多 数人 根 ■糾 公
、

处 托及 资源 利益的公 卞

丨

、
丨 ’

小
；利益的转咽 类咽之 川权 （

’

彳
然 汴 丨 丨

■ 坫指 对资源的 ？？ 瓜分

地点 侧 ：

：

始尽

文明转型的若干重要议题 似 会和城 丨丨 ， 资源稀缺
‘

卜 丨上
视 体悄况

政
秘：族 赠的城 丨 转 咽 小 避 免的 ， 只 玷在种 类 和 、刚 点

丨

丨 跡
转咽 坫对原有事物或发展系统轨迹 会 产 生方 资源高度稀 缺的怙况

的竹 ， 丨靴制打破 】 阶 农 卜 均
’

资奶 乂
“ ‘ “

定
”

的状态坫必然的 ， 带来陶 小、 公 会造成社 会戾、横 肆 ， ！⑷极 大的

避免 的咽的 同时保待砭定 尼代 坫社 社 会风险朴 现代社 会的 定

人 丨 丨 处 《 丨 个肺 会的稳定 』 总 义 从 汜 又 系的 耑 处 站 定 的 扣对性平均 ，
如 沿

⑴

‘

以 发现 ， 的 距过 于姑殊 ， 会便 能 分 析 ，

产 、

玷城 发展的 不 题 及 危机
“

不 〈均
”
一定程度 丨 符介社会

来进 ： 印度住房和城市找贫部 ， 引 自 ： 王战 ， 所振
其 栏 义的公平和 义的思想

「’

因此 为 了

华 主编 城市 糾科展 胸 ’ 丨
丨 年上海 c 展 为迪过转 哨解决 厂 致城 使城 丨 丨 的的 咽 义叫地进行 和 夂：施 ， 必须

报 上海財经 大学 出版社 ，
⑷

题和危机的 ；

： 在广 义 资源 的层闸 丨 ：强调资源分配的相

我 代就曾 使川
“

义 丨『 一 底解决
“

此 对十 能带来 对公平性

《 易经 乾卦 》 中就有 人 文 明
”

之 的各种件质截然 同的结 取必须都粗々 从资源公平的角度推行转铟具有 中
：

人类 对 活力 式的 、想准 济 贤 的 义 叫 力 从资源稀缺性的

维 丫 密 关朕 定 丨
丨 活 力式各 观 会 系统玷城山

”
丨 ：态 系统的 松构 度 分析 会矜 吧 本视点包拈

：
拙

： 要求制定能够满足人类十 的基本人 成 ’ 族群 和谐是城市汁 会系统 现市 稀缺资源的 会阶 会成为 阶

性 处求 和 发 n 贤求 、 符 合人 炎 儿 利 十 态 系统砭似办调的氓 处 圯达成 级 从而 丨⑷ 支配地位并 ： 多地拙 稀

的规如 和伦现逍德规范 以保 社 族群 和莳 先要尊 城市 巾所 々 人的生 缺资 源 ， 縣 定程度 产 卞 持续的

会的 常秩序 保 社会的 和谐 、 稳足 活 力
‘

式 特别是… 所 人的《糾 ‘
丨

； 人效 丨 n 资源公 平的转咽

和 发展 冯石 岗 贾逑梅 以城 之道 如 ’ 印度城市小贩 该 丨 彳城 丨 要 对少部分 介现地搜取 资源收 益的阶

山
‘

而论 所谓城市的文明转咽坫在城市 族群 的 取 要 代衣 他 被严 取 以 限制 将资源带来 的收益最 大限

系统发展和转化过程 中 基于进步 、 教 缔 ’ 但极 大地损害 小贩的十 空 问 度地
“

分
”

给作通 众 很多农 『 ：很

养 、 秩序 、 公平合 等价值观 保 证 给城市带来了 极大的不稳记 教 反感被称为
“

农
”

， 感觉这 称呼￡

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 和辟 、 稳定和持 年 月 印度政府通 过 《 （ 城細 将农 来城山 打 的阶层 。城市 市民阶

续 发展 、 符合人类最大利益 的转 铟 方 头小 贩 的 家政 策 》 （
丨
丨 以 人 为的 ，

■

逾越的切割 ■

式 文明转型的标志之 是强烈的人 文 准 人街头小 题的核心 在于单纯的称呼问

精神 ’ 是对所有人的尊重 卜八届 中 贩的存在对城市发展和商业增 民起到枳 题 ’ 足农 所料 的待遇 、 所能 支

全会在这方面有 明确 的 观点 ： 改革 要 极的作用 ， 通过划分贩 史 域 赋 小 配的资源等 「
」
城市市民完仝 对 等

“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 增进人民福祉为 贩合法的地位和适 巧的贩找 制 定 资源公平的转 咽耍将城市社会 中所介

发点和落脚点
”

然 ’ 文明转型足既 的 同地点阇定小贩摊位的设 作的类似 问题 以 系统 、 令 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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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岛所有城市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平 制度的
“

相容性原理
”

这
一

原理要求我 系统的对持续发展水

等感 、 公平感 ， 并似终提 料
‘

憾 丨
门所构述的法律法规 等正式制 度必须 态转 喂 的边 丨 驳 及现在城屮

祯于制度 文明 的城 咽 丨

： 会总 识形态 相 兼容 （ 肀 上 出
，
安 迚 发展对卞态坏垃 的 负 ㈨效应以 及这 负

所刖制度 ， 坫群体 关 系 觇则 、 会 午 ， 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怠 ， 体现 效成 对城 丨的 丨反作 丨

丨 前 荇 及现

行 为规范 、 主体间的交往 规则 、
实践中 群众利 益 ， 在尽竹城市 以 山令球 的表 积容纳 广

的 丨 ：式 。 丨 丨 丨 式行 为规则 等 等 制度融 八：二 ， 发挥制度 文明 对于 人们的行 个球约 的人 丨 丨 ， 创造 丫 全球

在政治 、 经济 、 文化 、 伦现 、 生存 力 为选择和人的发展具有的激励和导向功 以上 的同时 也占用并消耗了

式 、 行为方式等之中 同吋 具有相对 能 这是制度文明的 性价 可为 个球 的 资源 。能源 ， 排放 了 同等规

独 、 的存在意义 陈忠 新制度 人类提供合理的 、 权威的 、 稳记的权利 投 的温室 气体 并 由 此引 发 了气候变

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对
“

制度
”

内涵 义 务校式 ， 将人们的行为 导向社会合意 暖 、 兑甎减少 、 海平面上升 、 碳平衡失

的阐释则强调 了制度对个人行 为 、 人们 的轨道 实现社会运动的有序化 徐 调 、 化物 多样忭 挺失 等 系 列生态环境

动又 系的约 屯忭 思 《经济 史 屮 叫 ， 齐延 题
； 片及现在城市既是这些问题的

的结构 勺变迁》 中阐释
“

制 度 沾 系 列 ： 发挥制度文明对于 各种不同 苹亊 也是最大的受害者 李迅 ， 刘

被制定出来的规则 、 守法枰序和行 为 的 的利益又 系 和社会力 所 介的整合功 谈 因此 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

逍德伦押 觇范 ， 它刮 约 淑迫求 生体 榀 能 如 取 能对 各 种 利 益 关 系 和 各 、候 变化 的挑战 ， 对 丨 丨渐严重的全球

利或效川敁大化利 益的个人行 为
”

； 种 不 丨 会 力
！
丨
：进 介押 幣合 ， 会极 大 。城山卞态环境危机 ， 城 屮 的生态转型

《制 、 制度变迁 勺经济绩效 》 中 史 为明 地捉尚人们的社会交从 成本 ， 造成社会 越来越迫 切

确地给出 了制度的定义 【人为 ：

“

制度 是 资源的 丨 大浪费 加剧利益冲突和内 耗

个 会 的傅弈规则 ， 史 觇范地 说 ， 它 ： 几： 屮 取 贤的途径之 城市生态转型的若干重要议题

们坫 人 为 设 的 、 人们 动关 通过城市 人类 动结构的逑 、 来减少 内涵的城 【 丨吨态转型

系的约 ！ 广 尤序博弈和社会冲突 ， 提升城市文明水 丨 丨 前被卞 界件 遍接受 的是
“

生态
”

所谓制度文 明 坫指人们处现社会关 平 内涵应从
“

关系
”

的 角度加 以认识和理

系实践的 枳极成 采的总 和 ， 炎现 为人 丨
叫 ， 违 、 起 机动乂活

、 公 解 ，

“

小态关 系
”

坫
“

生态
”

内涵的最集

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方式规范体系的进步 效的具冇 制度 文明内涵的社会利益协 屮的体现 城市生态关系娃以人为中心

状态 （邱耕 制度 义叫记独 、

’

刺机制 主 耍包括 ： ①效率 。公平旅顾 的城 山 十 态 系统 边坏境 的 相互影

于物质文 明 、 精神 文明之外的 大 文明 的协调机制 ②贫 富差距的协调机制 响 和相 斤作用 以及城市生态系统各组

系列 徐显明 齐延平 ，
是联结 ③城 乡 趕距的协调机制 ④地区利益的 成部分之间 的相 影响和作用的总 和

物 质文明 和粘神 文明的 屮问杯 足梢 协调机 制 ；
⑤人 然冲突 的 办调机制 城 丨

丨
丨

态 又系对于城市 的发展 具有特殊

个社会 文明结构 中的 关铀 部位 （ 文 方 （ 个上忠 ， 安述华 ， 的总 义 ， 城市 或城市生态 系统 中重要 、

邦 ， 。 制度文明表现 人类社会关 又键闪子之叫的相互影响 及 作用决定 了

系 和 行为方式规范 体系的进 步状态 ， 城市生态转型 城 山 卞 态坏境质 丨 卩
：
状况及演化趋势 。 基

现 丫制度变迁 和创新 的枳极成 制度 于 态内 涵的城 丨 丨生态转塑要在深刻认

文 的坫 水 内 矜包拈经济 制昽 、 政治 制 生态转型的 内涵及迫切性 城 十 态 又 系特 丨 丨 的 坫础 匕 通过对

度和 文 化制度的完 泞 ， 发 诚 和创新 ： 个
丨

态转 咽是指 物 、 系统 符合 城 山 态 关 系 丨
丨想状态的把握 ， 依据对

方面 陈纯 于制度文明的 生 态学原理和 生态学规律的转变 和转 城市生态关系组成内容的具体分析 确

城市转 铟应考虑如 几个问题 化 从比较具体的 度而 怎 丨

态转 吧 定相应的城市生态转铟重点 目标 表

其
一

通过提升正式制度和 丨

丨

丨 式 是栺事物 、 系统在结构形态 、 运转模式 基于城市生态学基本原理的生态

制度的相容性来提升制度的 文明 水平 等 面向 符合生态学特征的根本性较 钤 咽

式制度 是 家提供的由 ？人 丨 丨 体 系所构 变 而城 料态转 咽 坫指城 的发展 方 城市生态学 拙本原理是生态学基本

造 和保护的政治规则 、 经济规则 鹏 向 发展 丨 丨标 、 发展战略 、 发展模式等 原现和法 则在城市地域及领域的体现与

等 式制度是在社 会演进中 人们 丨…打符合生态卞原押 。规作的转 变 体化 ， 城市生态学原理与生态学原理

无怠识形 成的包括价值 观 、 伦洲 体 城市的屮态转咽表现在 ：
对城 打 内 在的 关联 城市生态学原理包

观 、 习俗和意 识形 态等在 内的 通过 文 市
‘

丨 ：态 系统的屮产 、 活 和还原活动按 枯 生态位原理 、 多样性原理 、 限制因

化结构代代相传的 系列觇范 丨 式制 照卞态卞原现及生态学规 丨
丨

〖加 以组织和 态环境承载力原理 、 食物链

搜只冇在 丨 丨

丨 式制度相祥的悄况 运行 ， 捉 升城市生态 系统的 丨

态坏境质 原 理 、
共 生 原 理 沈 清 基 ，

能发挥作 川 不然 山 人们 形态的 从 、 态效串水 捉升城 巾 人 坏境 城市生态学的原理可以分成两种

抵制情绪会使得 丨 式制度欠 效 这就足 的益卞 力水 和 命 力 捉 城 彳 态 战本的类 铟 其
一是对城市发展的内在



沈清基 论城 市转型 的 三大主题 ：
科学 、 文明与 生 态

表 基于生态关系的城市生态转型 务价值的用地 （ 如録地 、 水 面等 ） ， 仅仅
一 ，“

因 为大量的及高强度 的人类活动 而忽视

城 山
‘

丨

：态关觀 丨 城市
‘

丨

：态关 系聰状态
系分析挪依 严 系的 城 丨

丨 态转
城市建设用地的生态服 务价值是不恰当

細 丨性 然贿 规 … 人 》 卿姑 城 丨
人 趟的 又 系

文 ‘ “ 城 山舰川 丨 态

—

■歸翻 嶋
月■難 鳩於 丨《 丨

丨軸髓

人树
‘ 的

删彻 （系 农 域的抓 怙况 ’ 也 足探索
“

拥挤地球屮态
’

厂 以

耐 和 始关系融

—

及 細齐城 态
”

的 丨 川的

丨

嫩系 …難
在 生态城義— 设过程 中注

重地方性生态知 识

表 基于城市生态学基本原理的城市生态转型 地方性生态知识具冇传统生态知 识

的某些要素 是 当地居 民对 处 向 然

丨

上料様丨猶 态坏境的 符合刊尨 和 性内涵 的枳极
系附 似 叔力能 城 丨

丨
『

丨 …率
”

，

“

城 丨 』 立 性 潘 十
■

态 原理
综六 的翻 响『及 城 丨 力 水

主 的适 ， 只有历史 的积财丨 ： 和 版

城…位定 衍 ■

乃和 丨 命 力的 各 通过捉尚城 山 多样性水平 使城 々强 般点 义 的屮态环埯 丨 题
少件 小扑

个层级和 系统的较高的多样 水平 的
’

丨 命力
今 丨 丨

，

七 丨

坫件 然 、杜 会 、
经济 楹

”

对城市 发展 主动 别城市 发展 的 态件 制约 子 在识
提 、玉上的 丨 丨 各

‘

时窄 义 力 丨的阶段件的 丨 约作爪 别的坫础 丨 加以尭服 提升城市的发展尼级 态知 以 ，
彳 丨
地域件 ：态徘护 和 ‘

丨

态

态坏境承裁 力 卞态环境坫扦种 丨 ；
客 教相 作

丨
丨
丨
的结垠 ， 通过拗 升 态 续件捉

原 特定的容纳 和承载哦 态环境承栽力
做“ 丨 』 忉 、

、
川

，
义人

丨

丨 丨 丨

城 动賺《 細聰概 雌 傾騎棚 少资 源 限 挪触絲益 如
’ 侗族将其

‘
‘ 成网 ：

屮产 卞估 能 然卞态坏垃的
城 丨础讲 系统之 以 及城 山 。 外部系统 的 改 系统的儿 丨 杯墒 优化城

… …

系 的
丨

丨想状态 协職朵 式 选抒 合 的共卞机制 结构保持
一

致 ； 因地制宜地均衡利用 自

自
然生 态系统所产 出的各种生物产 品 ；

对

自然资源的使用尽可能保持领域的相对

机现 （规律 ） 的概括和描述 ， 即 ， 賴 情 ，
以实践和探索精神 ， 輔求 实创新

■昌
’

又 如

市发生和发脑棚 、 城市 親合 姓态城市酬舰路径 ， 并将之作力

分布的规律 （特征 ） 、 城市结构和功能的 城市生态转型睡要内 容之 。

讀址
”

（麻 興斌 ，
丨

） ，
以及瑶族严

关 系 、 城市调节和控制的机理的概括和 将多样性 、 紧凑性 、 共生性 、

毎年
‘‘

刀 耕火种
’ ’

描述 ； 其二是对城細生态化发展師 可持续性相结合
人人都 觉 丨《定在 丨 由

‘

之 间 （吴声

的阐释 。 基于城市生态学基本原理的城 多样性 、 紧凑性 、 共生性和 可持续
军 ， 赃 卞如 旅生态知

市生态转型要义见表 。 性都是生 态城市规 划建设 的重 要价值 识的

产
同时

’ 地力性生
，
知爾具

基 于求实创新的生态城市规划建 观。 多样性 、 紧凑性 共牛性是城 市可

设路径的生态转型 持续性的体现和具体化 ， 其 中 ， 城市 紧

生态城市作为
一

种新型 的具有生命 凑性除 了要与 多样性和共化性完美融合

力 的城市类型 正在令球兴起 ， 被作为解 以外 ， 也有必要 借 鉴 拥挤地球 丨
态 结语

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重 要途径之一 ， 学
” ”

， 建立 与
“

拙挤城 屯生态学
”

的关

也成为城市转型尤其是城市 生态转型不 联 。 这可 能 是缓解 、 避 免和 克 服城 市 丨爿 前 ， 我
丨

正处在城市化的快速发

可 忽视的对象 ，

“

生态城市
”

的定义众
“

拥挤效应
”

的学术保 正之 城市作 为 展时 期 ， 预计在 未来 的二 ： 十年 内这

多 ， 将生态城市界定为 人类高度 聚集 的 区域 ， 在拥挤地球生 态
灼势 仍将持续 。 此同时 ，

个球 而临

一种 在不损耗人类所依赖的生态系统 学范畴内 建立拥挤城市 卞态学 打 明 各 、候变化 和资源环境 的 丨 （大压 力
；

和不破坏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前提下 ， 的必要性 。
实证明 ， 外延增 式的城市发展模式 已

为人类居住 者提供可接受 的生活标准
”

（ 挖掘
“

城 丨
丨边 设 地

”

的生 态 难 以 应新形势下的发展 求 ， 城市发

的城市 （ 。

”

很 服务价值潜力 展 特 哨 的快择 （ 仇保兴 ，

显然 ， 这是基于人与 自 然生态关 系和 谐 现有的 一牲 文献将
“

城市 逑 设用 城 〖
丨

丨转《
‘

松 深也 、 广度 、 创纖和

的角度所作 出的生态城市概念界定 ， 具 地
”

的单位而积屮态 系统服务价值 成 化 度 所 顾 ，

有一种人类与 自然关 系平等的关 系特 是负值 （ 张凤太 ， 等 ： 这样
一

种
和 叻 人点之

一

即是将科学 文明 屮态作

征 。 中 国 人 口 、 生态环境特征 、 文 化 、 判断对城市生态述设 的投资 、 模式等将
为我 城市转 别的 ？大主题 ，

历史等因素 的综合作用 ， 决定了 中 的 产生
一

系列的重大影响 实际 丨 ：城市建 转 咽 文明转 勺生态转 为一体

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必须立足于中 国 的 设用地 内也含有一定数 的 有 生态 服



	

2 0 1 4 年 第 丨 期 总 第 期

注释 北京 日报 ，

见 ： （美 道格拉斯 ： 诺思 著 ， 陈郁 ， 罗华 丨

平等译 经济史 中的 结构 与 变迁 上 ，

冗
海 三联书店 上海分店 ， 美 道格 加

拉斯 ： 诺思著 ， 抗行译 制度 、 制度 变
丨山 丨比 丨如

② 检 可见 ，
自 年到 丨 年

，

冬 ； 外 文认从 丨
政从 山 打

转型 文献
（ 题 名 ） 从 丨 篇 增 加到

格致 出版社
靖 因平 论料的 涵义及其特征

丨
湖南 师

⑩ 表 中前四项原理为 第
一类 ， 后四对料

年到 年 ， 城 不 特 文献

题名 ）
从 篇增加到 丨 篇 ， 后者是前

伯 ？ 幼

者的 倍 （ 丨 检索 ）

：

‘ “

丨 子 心 子 表 木之很 义 —

③ 在 丨 中 ， 对被 引 文献排 名 前 名 文
丨

八
丨

’

章的研究主题进行统计后发现 ，

“

资源 型
，

城 市转 型
”

与
“

社会转型
”

文献 比重分 参考文献 （

丨
丨
冷天 吉 科学 的智慧 向度 丨

河南 师范大学

别 为 和 两 者合计百 分 比已 达 学报 （ 哲 学社 会科 学版

④ 此结论源于对被引 排名前 丨

名 的转型 文 丨

丨

丨

陈 纯仁 制 度 文 明论略 湘潭 大学社会

献工枯淑 出现 科牵
”

‘

文明
”

‘

七 衣
” 科学学报 ，

減 计 衧
“

鉍
旧

的 况近行 的 统 。 具枯 果 为 ： 种 字

禾出 見 ， 又 乃 出 見 ’
， 生心

次
陈茂 昌 论生态恶化之成 因 侗族 文化

“ 见 ： 《在线新华子典 ，

於觉 与 生 本 系 统採
八
演替 丨 丨 丨

升州 民族研
丨

丨

究 丨 丨 丨 李士忠 ， 安建华 公平 博弈 、利益协调与 和

⑥ 见 ：
丨 丨 丨 丨

丨

丨 ⑶
。 如 。 ⑴

谐社 会 经 济论坛
，

—

⑦ 见 ： 方舟子 ’
科学研究是这么做的 ，

丨

丨 程明 治 ， 朱 爱 国 管窺 费 曼 的科学文化观

之精做 是求真趁善与漆美 丨 丨

宿 州学 院学
丨

报 ’ 丨 卜 ；

李 醒民
‘

五四
’ ’

先哲的睿智 ：
对科学和民主

⑧ 《 中共 中央 关 于全 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 问 肌 咖
要 义 的 ；同 见 （

上
） 学 术 界

，

题的 决 定》 中 所提到的
“

科 学
”

大致 包 丨

含如 下领城 ： 科学发展观 ； 形成科 学有 卜 ：

效的社会 治理 体制 ； 科学执政 ； 提 高改 丨
陈忠 全球化 ： 普遍制度 文明 与 主体 实践

。

革决 策科 学性 ；
科学规 范 、

运行 有效的 选择 东 社会科学

制度体 系
；
科 学的 宏观调控 ；

机构 编制 （
— 丨

】

〗

饭 付 子从 问令 思付子 从

管理科 学化 科学的 财税体制 科学的
民主 々 科 学 ，

：

—

法治 達 设指“体 系 ； 决 策科 学 ；
科 学有 ⑴ —

；

效 的权 力 約 和协 机制 科 牵配置 旁
⑴

冯 石 岗 ， 建梅 在文化与 文明 的 关 系 中
部 内 仪 权力和职

把极 文明 ⑴ 河北建筑科技 学院学报 社科 李 报民 什 么是科 学一为 《科学的智慧 ：

版
’細⑴ ：

、—
它与 文化 和宗 敉的 关联》序 民主与科

‘

学 例

丨

‘

丨山 丨 丨士 丨叩 ■ 转引 自 参
；

方又献

⑩ 见 ： 李 报民 科学的 智慧和智慧的科 学
丨 丨 ⑵

光明 日 报 ，
丨 丨 李迅， 刘 琰 低碳 、生 态 、绿 色——中 国 城

见
： 胡 适 科 学概论

丨
胡 适全 集 ：

弟
丨

傅静 论科 学技 术的 伦理 内 涵 广 西师 市转 型发展 的 战 略选择 城市规划 学

卷 合肥 ： 安徽教 育 出 版社， 转 引 范 大 学学报 哲学社 会科学 版 ，
刊 ，

—

自参考文献
丨

。

⑩ 见
：

丨 卡西 勒 启 蒙哲学 丨
济 南 ：

山 丨 丨

东 人 民 出 版社， 转引 自 参考 文献 丨

丨 丨

刘景 华 城 市 转 型与 英 国 的 勃 兴 丨
北

苗 东 升 （
认 为 ：

一

种历 史形 态 产 【
丨

黄顺基 从经 典科 学向 系 统科 学的转 型 京 ： 中 国 纺 织 出 版 社
，

生后要 经历 逐步成 长和 自 我调节 、 自 我 ⑴
辽 东 学 院学报 社会科 学版 ，

：

保持 、 自 我完善的漫长 过程 ， 可称之 为
一

系 统的 成型 演化 气保型 演化 任何既存 丨 丨
麻 破 知 族村 本选址的 生态 智 总与 历 史

冬 都不 是永恒的 巧 有一 天会 变得过
情结 贵 州 社会科学 ，

：

丨

一

贫天航 刘瑞农 觉安荣 却 慧城市发展

二 低 破 经 济 北 京 觇 划 建 设 ，

似
；

丨

苗 东 升 科 学的 转型 ：

从 简 单性科 学到 复

？ ； 杂 性 科学 河北 学刊 ，
：

—

王战 ， 力 振” 王 城 丨

’

展 年 上海友展报告 丨

上海

财经 大学 出版社 ，

⑩ 见 ：

见 ： 王 东 京 文明 转型 的 一 条通 则 ！



沈清基 论城市转型 的三 大主题
： 科学 、

文 明 与 生 态

王寺林 论文明 的 内涵及其特性 北京行

丨 仇保兴 我 国城市 发展 模式转型 趁势 政 学 院 学 报 ，

；

低破生 态城市 城市发展研究
，

丨

—

丨 丨
张华

， 赵 中秋 人类社 会发展的 基 本 文 明

丨

文正邦 论人类 社会三 大文 明 有关 生 和 从 爲 文 明 学 习 月 刊
，

：

态 文明 和制度 文明 的法哲 学思考 现代
一

川

邱耕 田 文明结构探析
丨

西师范 大学学 法 学 ，

报
（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

；

丨 丨 朱德发 科学方法论与 中圓文学的现钱转
： 型

丨

烟 台 大学学报 （ 极学社会科学版 ） ，

生 态城市 的 规划 与 迷 吴 声 军 南岭瑶 山传统生计 中的 生态 智慧

设 丨 沈清基 ， 吴 变 涼 ， 译 上海 ： 同济 大 以 都庞岭械木坤村为例
丨

原 生态 民 丨 丨 「

学 出 版社 ， 族 文化 学刊 ，

：

〖

；

：

、 ：

沈清基 城 市生 态环境
： 原理 、 方法与优化 丨

北 京 ： 中 国 建筑 工业 出 版社 丨

肖 显静 科学主 义的 内 涵分析 清华大 学

： 学报 （ 哲学社会科 学版 ） ，

；丨
徐 显明 ，

齐延 平 制度 文 明 是 一种 独立的

文 明形态 学 习 与探 索 ，

汪风
，

郑红
“

知而 获智
”

观
：

一种经 典的 丨

，

中式智楚观 南京 师 大 学报 （ 社会科学 丨

兄
丨
张风大 ，

苏维词 ，

赵卫权 基于土地利 用 後

版 ）
，

被 变化 的 重庆城市生 态 系统服 务价值研

；
究 生 态 与 农 村 环 境 学 报 ，

—

汪风 炎 ， 郑红 五种西式 经典 智意观 的 内

涵 及得 失 自 然 辩证法 通讯 ，

张弘 ，

夏锦 乾 科 学理性 的命运 与 范式演

进 关 于 世纪 中 国学 术现代传型进

丨

程的 反 思 江 海学 刊 ， 丨
：

收稿 ：

修 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