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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城市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有关，与城市研究中的空间转
向有关。近现代西方城市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中都反映了都市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并影响了当代中国的城市规划。

基于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对四个深刻影响了中国城市规划的经典规划理论进行了溯源，并以深

圳湾超级城市设计为例阐释了都市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城市空间生产和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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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都市马克思主义肇始于对近代西方空间概

念以及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反思和重构。马克思

认为，城市是资本生产与交换赖以集中与扩张

的价值形式的地理场所表现，因此从城市研究

的途径来说，不用 “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

而用 “都市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原因在于

重点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城市问题，

而是从城市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将城市

作为思考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体。

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在西

方城市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有关，与城市研究

中的空间转向有关。现代法国思想大师列斐伏

尔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中引入了城市空

间的社会学理论，提出了空间的生产与三元空

间辩证法以及城市栖居、城市权力等思想，至

此，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不再是一般地分析

城市中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而是通过对

城市的形式分析来理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重

建本应具有空间性内涵的历史唯物主义。从以

社会生产方式理解城市生活经验到以都市的构

成形式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是列斐伏尔实现

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范式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仅是生产活动的被

动界面，也充满了社会意义和权力关系，允许

商品交易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空间的生

产类似于任何商品的生产，包括土地、劳动力

和资本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一种体现统治阶级

或精英阶层意志的政治实现。例如，资本主义

关系象征着城市地区的建筑物，城市中心被商

业和商业空间占据，居住空间被驱逐到城市边

缘等。列斐伏尔将城市空间的框架分为三种类

型：感知空间、构思空间和生活空间。其中，

构思形成的空间应该被批判性地审查，以更好

地理解国家引导的空间规划和发展。同时，由

于抽象空间面临解体，空间的表征开始与人类

的所有需求脱节，城市成为 “控制消费的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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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空间的表现被简化和同质化，从而从空

间中产生更多的经济资本。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总体起

步较晚，是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实践的呼唤与西

方城市社会理论思想之接纳和冲击共同促成的

结果。当代中国正见证着快速城市化的进程，

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或许可以启发

并阐释中国的城市空间是如何被生产与塑造的。

中国的城市空间生产与西方及其他南半球国家

都有所不同，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经济背

景不同于西方经验，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

关注政治经济过程的重要性，是描绘和识别中

国城市化进程中重要驱动力的有效理论方法。

这一理论方法在国际、国家、区域和地方等不

同空间尺度上充实了快速城市化和有争议的城

市空间发展研究。综上，本文将从城市规划理

论的思想溯源和城市的空间规划实践案例来展

示当代中国的城市空间是如何产生、使用以及

如何实现的。

一、都市马克思主义与近现代城市规划

的思想和实践

　　１８４４年，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郊区环境
优美的田园乡村变成了农场，拥挤但尺度宜人

的中世纪城市变成了工业城镇。２４岁的恩格斯
在英国管理了两年家族工厂回到德国，他深入

了解工业城镇曼彻斯特工人的生活后写下著作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书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

基本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阶级

关系作了全面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本质及其

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还论述了现代无产阶级

随着产业革命而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实地调查

的大量事实，详尽地描述了英国无产阶级的悲

惨生活，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了严厉的

控诉。其中描述了市政设施和公共卫生制度不

完善，没有传染病防治制度，没有劳资谈判机

制和劳动保护制度，城市公共配套匮乏的英国

工人阶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相对消极。

面对这样的 “悲惨世界”，执政者们将目光瞄准

了城镇空间，这之后连续１５０年的现代主义时

期，出现了无数与城市规划有关的乌托邦计划，

有四种类型对于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来说特别

重要，它们是：君主制的乌托邦、平民的乌托

邦、青春激进的乌托邦和技术中产阶级的乌

托邦。

君主制的乌托邦提供了顶层设计、结构，

分区和总体形象问题的解决方案；平民的乌托

邦设计了田园城市的分区单元模型，给广大群

众营造了一个现世安稳的社会生活环境；青春

激进的乌托邦则完美构想了从机器化的建筑生

产单元到整个系统骨架的全新时代；而中产阶

级技术宅式的乌托邦计划试图在汽车时代设计

出完美的人车分流的街区。这四种类型的乌托

邦造城计划有些在某个局部某种程度上实施，

有些只是夸张大胆的构想。

这些规划拼图满足了顶层设计、形象建设、

社会导向和宣传，用最简洁绿色的口号，超快

速的发展完成原始积累，使得空间产品化、资

本化，市场化价值观简明化。它们适应了集中

管控和高速发展，初步解决了全部阶层的各种

倾向问题，最终影响并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城市

建设机制和空间生产机制，格式化并覆盖了绝

大部分中国的城市土地，塑造了包括几代人全

新的生活世界，是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思想

在城市规划理论上的投射。

二、都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个城

市规划思想溯源

（一）奥斯曼的巴黎城市改造计划

１８５１年，巴黎的城市规划从顶层设计入手。
他们的造城计划简单直接：拆掉了６０％的老巴
黎，管制所有城市空间，打造欧洲的客厅。老

巴黎原来是个汉堡包的形状，南北是左岸右岸，

中间是巴黎母城西岱岛，环城有一部分城墙，

城墙外有零散的居民区。他们拆掉城墙，做了

两层环道，拉直了东西轴线和南北轴线，形成

十字交叉结构，并用笔直的大道连结重要的标

志性建筑。又以这些建筑和广场为中心，星形

放射出多条３０米宽的干道，星星点灯连续在一
起，宛若围绕一环一条美丽的蕾丝花边。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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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的主干道都种上大树，形成林荫大道，

沿线重新统一设计建筑立面。

奥斯曼计划的巴黎城市用地为 ８７５０公顷，
相当于２０个小行政区，平均每个分区４４平方
公里。城市人口２００万人，人均城市建设用地
４４平方米。按照人均建筑面积４０平方米，总城
市建筑面积约为８０００万平方米，城市毛容积率
约为０９１，净地容积率约为 １８，市中心建筑
的平均层数为 ４层，城市毛覆盖率约为 ２５％，
净地覆盖率约为５０％。这是影响后来我国城市
规划建设用地比例的参考来源。

（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尽管伟大的巴黎改造计划让世界惊艳，但

整个欧洲并没有第二个城市像奥斯曼计划那样，

在复辟君主的强力推动下，对城市进行巨大而

彻底的改造。１８９８年，历史的车头进入自由资
本主义社会，各大工业城市都经历了约３００年
的演化，整个社会大生产处于长跑的前段，积

累还不够，社会福利制度还有欠缺。但政治体

制和社会公共制度已经比较完善稳定，社会主

义离开欧洲，开始在薄弱的链条寻找机会。

当时的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工作非常辛

苦，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同落

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环境下，伦

敦速记员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了 “田园城市”

的规划思想：用同心圆分层分功能区构建城市

的空间布局。其基本构想是：从最外侧环城铁

路算起，紧邻环城铁路是车站、工厂；往里沿

第一环形大道和第二环形大道布置联排住宅，

将第三环形大道扩宽为１０００米宽的中央林荫大
道；往里沿第四、第五大道布置联排住宅；第

五大道往里布置连续的玻璃顶室内步道和市场；

再往里是中央公园，中央公园分为两层，外层

较大，里层布置一圈公共建筑：博物馆、市政

厅、图书馆等来围合最中心的公园。

拥挤的城市在卫生、疾病防治、排水和市

政条件差的时候既不适合居住又价格昂贵，因

此霍华德想把乡村引入城市，适合居住又享受

都市便利。奥斯曼在老城里切入了几条几何线

性的林荫大道，而霍华德则是在密集的建筑旁

边切入了大尺寸的分隔绿带和绿地中心，一层

建筑一层绿化带，再一层建筑再一个绿化中心，

密集城市被绿地切开，一片一片交叠，像传统都

市和田园乡村堆成的三明治。这种城市结构使得

普通人可以享受城市便利和田园乡村的风貌，仿

佛生活在乡下但又有工作机会和都市文化。

霍华德田园城市的用地为４００公顷，约为１
个居住区或６个大街区 ｂｌｏｃｋ），居住用地约占
２５％，集中绿地约４５％，其他用地约３０％，外
围产业和绿化用地为城市用地 １６０％ （６４０公
顷）。整座城市人口 ３００００人，５５００户，户均
５４５人，户均占地１８０平方米。人均３３平方米
净住宅用地，城市的总覆盖率小于１３％，但住宅
用地的覆盖率大于７５％。居住的单元是联排住
宅，社会城市被简化为绿心小区，大疏大密结构

转化为均匀稀疏。我国现行的规划标准约为人均

２５平方米净住宅建筑用地和人均５０平方米住宅
建筑面积，和田园城市的人均标准相似。

（三）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

１９２２年一战结束后的巴黎，民主氛围活跃，
中央集权开始衰退，法国对外开拓殖民地积累

了巨量的财富，伟大的奥斯曼计划形成城市荣

光，２０年代成为巴黎历史上著名的黄金年代。
但表象背后，依然有贫民工人区困扰着城市问

题，在民主势力和左派疯长的社会气氛下，出

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保护理论，第三共和国

已经无法集中权力完成最后的奥斯曼式城市改

造。柯布西耶作为现代建筑运动的激进分子和

主将，是功能主义建筑的主要倡导者和机器美

学的重要奠基人，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胸怀

伟大抱负，他不满足于议会式妥协状态的小范

围演化，极其乐观的构想小汽车、工业化，机

器对生活从细节到主干全方位的革命性影响，

深刻理解大工业生产蕴含的美学，试图塑造全

新的时代精神。从１９２２年起，他绘制了二十多
次城市规划方案，构想一种个人主义和平均主

义的新生活———光辉城市。

光辉城市的规划理念是先拆除老城，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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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区再造新城。不同功能区之间用绿化带隔开

分区，相互之间通过快速公路连接，每个分区

本身只占用十分之一的土地建造建筑，剩下的

空间全是大块的绿地。为了能住更多的人，需

要建造高层塔楼和板楼，想象把住宅简化为极

小单元，像生产成工业产品一样，用机器生产

的方法生产住宅，然后把这些住宅产品集合在

塔楼和板楼里。城市交通全方位依赖小汽车，

车道架在二层，建筑一层架空，绿地连在一起，

地面几乎全是绿地。

单从空间规划的角度，和霍华德的田园城

市比起来，柯布把建筑带竖立起来，让出了更

多的绿地。绿地的上空，是体现新时代精神的

现代风格塔楼和高架道路，每一块土地上都竖

立着新精神纪念碑的大花园。从上帝视角看，

城市是以绿地为背景，人类造物耸立其中、漂

浮其上的伟大图腾。柯布西耶为当时的新时代

构想了新精神和新世界。

这个计划的实施需要统一规划建设，进行

社会再组织。需要建立完善的交通系统，空间

分区，道路分级并消除邻里和聚居。这种规划

消除了生活本身的差别和质感，去掉了适合步

行尺度的街道和小广场，提出住宅作为产品的

概念，并希望人民都生活在标准的产品里面。

这种工业化思想源头，使得光辉城市理念成为

当时最适合快速城市化、最利于产品化空间生

产、最迎合政权的城市规划理念，柯布西耶在

印度昌迪加尔实践了他的规划，之后又被苏联

的城市建设采纳 （图１）。

图１　巴黎中心１９３５概念模型

图片来源：勒·柯布西埃 《光辉城市》

（四）邻里单元和雷德伯恩体系

１９２９年，美国人佩里 （ＣｌａｒｅｎｃｅＰｅｒｒｙ）创
建了 “邻里单元”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ｈｏｏｄＵｎｉｔ）。邻里
单元理论包括６个要点：根据学校确定邻里的
规模；过境交通大道布置在四周形成边界；邻

里公共空间；邻里中央位置布置公共设施；交

通枢纽地带集中布置邻里商业服务；不与外部

衔接的内部道路系统。１９３０年，４８岁的克拉伦
斯·斯坦恩和５２岁的亨利·赖特在纽约西北郊
距离佩里家约４０公里的 Ｒａｄｂｕｒｎ小镇又设计了
一组人车分流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形成了规

划历史上著名的雷德伯恩体系。这个体系在佩

里的邻里单元原则基础上增加了三条：（１）以
十到二十户的规模成组布置联排住宅，每一户

住宅设置前门和后门，前门通过私家花园连接

中心绿地，后门朝向停车广场和车库；（２）人
车完全分流，小汽车从外部道路进入每个小组

的停车口袋，并停进车库；家庭成员从后门步

行走到中心绿地、运动场、社区机构、商业和

学校；（３）人车交叉的地方架桥，人从下面走，
车从上面跑，完全分流。在这九条规划原则的

加持下，中产阶级和他们的小朋友将远离汽车

危险，在自家后院以及后院连着的大草坪、运

动场轻松快乐的奔跑，低层住宅是前后院融合，

体现了私属领域、家庭文化和公共权利间相互

平衡的低层住宅。

佩里邻里单元是８００米见方，约６０公顷左
右用地，以小学和公共服务建筑为核心形成步

行主导区，５０００个居民，按照人均５０平方米建
筑面积，２５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容积率约为
０４，覆盖率约为２０％。

雷德伯恩体系入户车道间距 ３００米，主道
路间距５５０米，整个用地１０００米见方。约１平
方公里，约５０００人。按照人均建筑面积 ５０平
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２５万平方米，容积率约
为０２５，覆盖率约为０１５。

在这之后，邻里单元和超级街区被标准化

为居住小区，居住的单元是独栋住宅和双拼住

宅，配套概念，单元尺度，单元平等结构。在

中国居住区规划中，低层住宅被替换成了由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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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产品集合而成的高层塔楼和多层板楼，私属

领域、家庭文化被挤压到这些标准产品里面接

受统一审批。在国内的城市规划理论移植中，

由于我们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还忽略了平等

结构和密度。

三、都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城市规划

实践———深圳湾超级城市设计

　　基于城市规划理论所展示的案例实践来自深
圳湾超级城市设计，基地为面对南海开放的一块

１１７平方公里的土地，城市设计的目标是体现全
新的城市精神。前期的意象要求是对着大海开

放，大绿轴统率两侧土地，核心布置超高层的经

典现代主义纪念性格局。本次规划设计将从对这

个经典现代主义纪念性格局的反思开始。

面对这样的场地，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是：

什么是中国的超级城市？超级城市是大绿地、

超高层、超尺度、超级综合体的集聚吗？纽约

华尔街不是，东京中城不是，伦敦 ＣＢＤ不是，
巴黎拉德芳斯也不是。显然，超高层、大体量、

怪造型等抓人眼球的城市设计并不是超级城市

的必要条件，延续的历史线索，经济聚集，区

位优势，特有的城市文化，才使它们成为超级

城市。经济特区，开放口岸，适度的制度试验，

对外开放牵引内地等历史原因使深圳成为中国

发展最快的特大城市，中国大陆的一扇窗口。

深圳的经济集聚，要吸引全球，最有价值的探

索是制度创新和创新后集聚资金、人口和产业

的能力。

落到城市建设和规划层面，深圳城市的未

来最具先行意义的不是复制各种已有顶级和奇

观业态，而是构建价值最高的城市界面，具备

自我更新、价值翻新能力，经济生态和空间生

态长期繁荣，形成真正宜居的城市空间。基于

以上总结，提出了四项空间规划的原则，这一

方案很好地诠释了都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空

间生产落地实践。

（一）自我更新和价值翻新能力

具体措施为：公权和私权划分清晰；空间

政策限定区和空间设计深入区划分清晰；小尺

度独立地块和更多独立的地块。

以往的城市设计过多依靠把手伸到单个出

让地块，以地块内部设计营造美好蓝图，而土

地利用方式并未改变。不但严重侵犯私权，而

且往往不能落实。营造优质城市空间要在公权

私权清晰，空间政策和空间设计各自起作用的

原则下，真正划分出既支持出让土地实现功能，

又容纳城市公共生活的公权空间，并把公权空

间真正深化到空间设计程度。对私权空间则以

空间政策加以管理，而不是相反。深圳湾超级

城市设计的目标不是由绿轴和巨型建筑构成的

鸟瞰场景幻境，而是由街道、广场、低区建筑

立面、开放空间、城市构筑物、公益建筑构成

的真实城市空间。

小尺度独立地块以及为地块服务的公共空

间网格相互配合，独立地块根据用户功能、资

金、文化诉求等各种条件的变化进行建设更新，

既拥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又受到空间政策的管

理和指引。更多的小尺度独立地块使城市土地

承载的建筑物在价值和文化上具有更强的自我

更新和翻新能力，同时，小尺寸独立地块有更

多机会形成个体和小集体的地方脉络和文化

特色。

（二）界面最大价值最高

具体表现在：小网格街区、可达性、容量

可变。街区网格越大，城市界面和内部价值区

别越大。地块越大，城市可达性越差，封闭性

越强。前一代小区模式的城市开发，造成一系

列封闭围墙或者街铺围合的超大街区，是把郊

区新城模式直接移植到核心城区。每一个超大

街区通过少量交通点和城市系统结合，又形成

堵点淤积。

街区网格越小，城市界面和内部价值区别

越小。小网格用地城市系统转换点增多。疏通

淤积的选择支增加。大网格街区靠稀疏的线和

点接入，可达性弱；小网格直接接入网络系统，

可达性好。小网格进行小地块建筑更新时，建

筑容量在进行空间政策管控和邻里沟通以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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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地提升或者降低。

（三）经济生态和空间生态长期繁荣

城市经济有其生态构成，反映到土地上，

体现在用地单元尺寸复合，关键在于保护基层

经济土壤和生态，提供一定量的小地块和高成

本空间，提供一定量大地块和低成本空间；用

地单元建筑功能复合则可以适应城市空间功能

长期发展中的变化和更新。具体表现在：用地

单元尺寸复合，相互搭配；用地单元功能复合，

相互搭配。即在城市的经济生态平衡中，不仅

仅需要５００强这种狮子老虎，也需要茶餐厅这
种麻雀兔子。

（四）宜居的城市空间

具体表现在：覆盖率高；连续性好；开放

空间融入街区；多元全时态的城市文化。城市

空间具有较高覆盖率，利于形成连续的城市界

面，进而形成舒适宜人的城市空间体验，过低的

覆盖率造成城市空地太多，功能转换之间穿越的

动线过长，独立空地过多，交通支持加大，最后

形成相互割裂的城市空间。城市开放空间中，自

然公园系统应该有足够的尺寸以形成真正的自然

生态，城市公园和广场应该尺度适宜，融入街区

和城市网格，与街区建筑形成良性互动。

城市文化的形成是个全时态的过程，每个

城市都有和其他城市不同的用地条件、发展历

程和重要事件，以及因此形成的独特空间格局。

珍视历史和具体用地条件，才有可能形成城市

个性；多元共存才有可能形成有包容性的当下；

留出余地而不是移植奇观，属于每一个城市自

身的未来才可能真正达成。

我们借用相邻的香港尺度，综合深圳城中

村尺度和纽约尺度，采用１５０米和５０米小网格
为理想网格，和地铁线路，地块边界道路这些

扰动因素整合，适当合并对公共交通依赖更强

的大地块，生成无单一中心的城市网格，把标

志性建筑融入街区，并且设置为市民参与和城

市旅游的地方。

在空间管制上清晰区分空间政策管制区和

空间设计管制区，除了公共服务功能，其他土

地都设置为混合功能用地；综合各种交通系统，

共享交通占地；地下空间权属和地上一致，不

做连续大尺寸地下空间，保证私属地权的完整；

将开放空间融入街区；以高容积率为基准，设

置社区评议和政府监管的容积率变化机制。

四、结语

都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的

历史和社会背景，与我国的国情和发展条件也

有差异，虽不可照搬，但其发展过程中的理论

借鉴意义却不容忽视。城市的空间是人们进行

生产和生活的主要物质承载基础，列斐伏尔提

出了空间是政治性的而非中立的、（社会）空间

是 （社会的）产物的著名论断，在世界范围的

城市规划实践中有四种城市规划的理论模式与

都市马克思主义思想有着密切关联，它们在当

时 “生产”出了不同的城市空间，影响了之后

数百年的城市规划思想和实践，包括中国。我

国的城市发展也有其具体的道路和特点，在此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中国化的都市马克思主义思

想吸取和借鉴了西方都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

理内容，并以现实问题为基础，促成了当今中

国城市空间的产生、使用和规划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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