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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
治理范式的议题与进路
———基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视角

王乙竹,朱忆天
(华东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7)

摘要:城市治理是实现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

手。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发展和城市治理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意义的论断,党的二十

大报告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为新时代城市治理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 中国共产党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紧密把握中国城市发展现实,不断创新发展

了城市治理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 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是揭示现代

城市形成发展和治理深层机理的理论,以此为视角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不仅有助于深

化把握城市治理的核心议题、现实挑战和实践进路,而且有助于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现实创

新发展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 从核心议题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

提供了全球化、城市化和生态化议题。 全球化是洞悉中国城市治理本质的历史境遇,城市化是把握城市

治理机理的现实进程,生态化是城市治理的战略议题,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在历史唯物

主义视野中实现了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理论关联。 从现实挑战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分

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面临的内容失衡、过程滞后和效果低效挑战提供了诊断依据。 作为在社

会主义城市建设实践中形成发展的全新城市治理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

多重现实挑战,这需要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中汲取有益思想资源,进一步优化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城市治理。 从实践进路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提供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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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目标和保障方面的启示。 城市空间的辩证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城市正义

的价值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根本性目标,城市权利的平等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

理的规范性保障。
关键词: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城市治理;治理现代化;人民城市;治理能力;治理体系;中国式现代

化城市发道路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3)03-0127-13

一、问题提出及学术背景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城市治理作为实现

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已经成为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抓手,即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内在目标驱动。 围绕城市治理这一主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城市是人民的城市”“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等一系列富有重大理论创新的重要

论述,为新时代城市治理提供了指导思想。 在擘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蓝图的党的二十大报

告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意义得以进一步凸显,同时明确提出了深入实施新型

城镇化战略,为新时代城市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
城市不仅是人类实现现代化的地域构成单元,也是同时承载国家公共权力和社会市场力量的

空间场域。 为此,城市作为承载叠合社会关系和复杂利益格局的地理空间深受学者关注。 系统梳

理城市研究的相关理论体系可以发现,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是最值得关注的蕴涵重大理论价值的

成果,究其原因在于现代城市的形成发展与资本增殖逻辑存在高度一致性,现代城市的一切社会矛

盾根源都离不开对资本增殖逻辑的关注,这为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提供了充裕的理论质料。 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资本在社会主义城市建设和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一方

面,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快速推动了城镇化进程,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城市美好生活的诉求;另一方

面,资本在房产等领域的无序扩张也造成了众多影响人民实现在城市追求美好生活权益的现实问

题。 在推动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了与资本主义城

市治理存在本质差别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道路及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城市治理。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关涉的是城市社会空间结构发展变革,是以人

民为中心价值原则应对快速城市化、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引发各类发展问题的社会治理方案。 毫无

疑问,新时代中国已在事实层面实现了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历史性巨变,城乡面貌发生了天翻

覆地的变化,中国城市建设成就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上的奇迹。 城市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提

供了便捷服务,人民对城市生活的满足感、幸福感不断提升,这一切成就都离不开城市治理的贡献。
就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本质来看,西方城市治理难以触及城市发展本质,要解决现代城市发

展问题必然要借鉴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治理方案[1]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既为人民实现

美好城市生活提供了必要保障,也向世界各国展现了支撑中国城市发展奇迹的治理奥秘。
回溯学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在以下三个层面有

助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和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之间的关联逻辑:一是聚焦什么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研究,主要包括从内涵和外延界定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2]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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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拥有人民主体优势和价值立场等[3] ,这构成了以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深

化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理论前提与基础;二是关注为什么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城市治理的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城市面临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拥有扬弃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三重

逻辑[4] ,城市是服务于实现人民全面发展的空间范畴,其治理现代化是适应国家治理、城市化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等[5] ,这是用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阐释为什么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

市治理的深层机理;三是围绕怎样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研究,主要包括变革理念、创
新治理结构[6] ,人本理念、智慧工具以及精细治理[7] ,创新范式选择和路径构想[8] ,加强政党功能调

试[9] ,以及提升城市治理绩效等[10] ,这是在实践层面用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城市治理的成功范例。 显然,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可以深刻把握马克

思城市批判思想之于中国城市治理的重要理论指导价值和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实

现了从乡土社会向城乡社会的历史转变,以此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的价值功

用得以进一步凸显。 尽管现有研究已解释了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

式的关联逻辑,同时也不同程度触及了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

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价值,但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仍需

进一步发掘,即需要在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指导下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核心议

题,并以此在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挑战基础上,进一步指明城市治理的实践方向,这无

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需要重点阐释和研究的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城市与资本逻辑存在紧密相关性,现代城市的发展起源以及治理都需要

在资本增殖逻辑中寻求解释。 换言之,城市为资本增殖提供了空间场域,同时资本增殖逻辑内含的

矛盾借此展现在了城市发展进程中。 为了最大程度获得剩余劳动价值,资本无所不用其极地从全

球、城市和生态中汲取增殖所需要的自然力,由此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城市病”。 这也就是说资本是

现代城市发展起源的动力,同时现代城市面临的住房紧张、环境破坏等问题的根源亦内含于资本增

殖逻辑之中,忽视人民群众生命发展的城市发展必然会陷入失序状态[11]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

治理范式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中形成的,其核心是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有力化解了资本

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带来的负面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以城市治理为基础对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理

论创新与实践发展[12] 。 可以认为,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理论基础,
它们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实现了内在关联,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领域“科学

把握实践成就与历史经验的辩证关系” [13] ,创新发展了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 从核心议题层面看,
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提供了全球化、城市化和生态化议题;从现实挑

战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面临的失衡、滞后和低效问题提

供了理论视角;从实践进路层面看,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贡献了辩证

性、价值性和平等性的实践逻辑。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是以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

为指导,立足社会主义城市发展事实形成的全新城市治理理论,是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在 21 世纪

的新发展、新篇章。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核心议题:全球化、城市化和生态化

马克思将城市纳入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借此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此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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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形成了关于城市批判的思想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提供了指导理论。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实

践过程中创新发展的理论范式。 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不仅在本质属性层面具有社

会主义性质定向,而且立足社会主义城市发展现实和具体历史国情,践履了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内

核。 立足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不仅有助于深化总结社会

主义城市发展规律,而且为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议题提供了理论参考依据。 马克思

关注到了资本扩张从城市空间到全球空间的样态,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资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问

题,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核心议题[14] 。
(一)城市治理的全球化境遇

全球化是洞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内在机理绕不过去的历史发展境遇。 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呈现出了鲜明的全球化指向,对外开放的纵深推进与城市化的迅猛发

展相互交织,为用马克思资本批判思想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全球化议题提供了现实

支撑。 资本的全球空间生产助推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东部基础设施较好的城市和城市群在吸纳外

资、承担全球产业分工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依托城市形成的大规模产业集群和城

市集群,为中国推进高质量的城市化贡献了强大牵引力量[15] 。 城市和城市群是资本全球分工的核

心空间场域,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支撑节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和事实深刻校验

了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科学性,资本全球性空间生产和国内资本介入城市空间生产明显呈现出

双重效应。 资本介入城市空间生产既对中国城市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也为中国城市化

发展带来了负面问题,这是把握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全球化议题的现实基础。
在马克思理论语境中资本是现代城市形成发展和治理的关键范畴,全球化和城市化是资本增

殖空间布局的基本空间单元,资本借助全球化和城市化为自身扩张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空间支持,即
资本增殖建构起了全球化与城市化的强关联逻辑[16] 。 资本为最大程度占有剩余劳动价值实现自身

增殖目的,需要源源不断将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纳入生产系统,由此快速构筑起了为资本大工业生产

提供服务的城市空间。 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一国城市空间难以满足资本增殖需要,跨越国界在全

球范围内寻求剩余劳动价值来源成为资本大工业生产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负载资本增殖意志的

枪炮和商品全面建构起了世界历史版图,在这一进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比发展中国家更具有领

先的资本、产业、技术等优势,建立起了“中心-外围”分工结构并深刻投射到了全球城市空间格局

中。 在全球产业和城市空间的互释逻辑中,资本通过全球地理空间延展吸纳劳动力和资本进行自

我修复[17] 。 从马克思关于城市与全球空间的观点来看,资本全球布局迅速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城

市化进程,同时由于“中心-外围”分工结构的掣肘,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呈现出高度的功利化特质,
即服务于全球资本的城市空间由于缺少人本价值而表现出了空间不平衡、产业不稳定和质量不全

面的问题。 总之,现有的城市化发展事实证明,全球化并不是简单正向推动现代城市发展,这既是

理解全球化与城市化深层关联逻辑的现实契合点,也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全球

化议题的理论基点。
全球化将中国城市纳入了世界经济竞争格局,既相互关联又相互竞争,既注入发展动力又构成

严峻挑战的全球化,塑造和定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畴。 立足全球化视野辩证审视中

国城市治理范式可以发现,资本全球化对城市治理的影响并不是简单自外而内或自上而下,它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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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中国城市形成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治理的社会基础,作为对立面的资本主义城市治理亦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贡献了智慧。
(二)城市治理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内在机理需要直面的现实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城市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城市化道路,由此可以进一

步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缘何能成为城市发展道路核心组成部分的因由。 改革开放以

来,大规模从农业生产领域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是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主体力量来源,也是城市

治理范式形成发展的关键依托。 这也就为满足人民群众对城市美好生活愿景的期待,平衡好物质

和人口两种生产之间关系为城市有效运转提供保障,必然要对城市化进程中大规模劳动力流动引

发的各类社会问题做出系统回应。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中,党的领导和人民中心价

值追求属于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为在根源上避免各类市场主体跨越边界侵犯人民实现美好城市

生活现象提供了充要支持。 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深刻揭示了现代城市形成发展过程中种种问题的

根源,资本为最大程度占有剩余劳动价值是造成城市居住空间拥挤、疫病流行等种种问题的根源所

在,这为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化和城市治理范式提供了前瞻指导理论。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城市是解释资本和资本主义种种问题的空间场域,借助城市批判可以有效

凸显出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历史性。 借助城市空间,资本和资本主义获得了维持自身发展的空间场

域,马克思获得了批判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物质载体。 从现代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来看,城市在为

资本和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的同时,也造成了日益制约劳动者发展的城市问题。 换言之,
马克思以城市批判为视角揭示了城市与大工业生产方式存在的紧密关联逻辑,阐明了人类终将扬

弃资本主义城市进而走向理想共产主义城市的必然。 尽管马克思没有围绕城市化形成系统论述,
但梳理马克思文本中关于城市的论述可以发现,城市化和乡村变革是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可以实

现语义互替的历史环节,资本扩张迅速变革了城市和乡村空间样式,即任何城市发展问题的分析都

离不开对资本增殖内在节律的把握。 现代城市问题正是源于资本至上的目标追求,为最大程度占

有剩余劳动价值,资本将劳动者规训为工具般存在,劳动者生活发展权益被严重压制,这是导致无

产阶级陷入贫困化状态的原因所在,也是马克思借助城市批判澄清资本主义必然被扬弃的依据。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投射的场域,城市为资本发展提供了汇集各类生产要素和流通消费各类产

品的空间,这是现代城市种种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开展城市治理的原因。 为更好服务于资本增殖,
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行政力量来化解城市发展的种种问题,由此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治理。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在终极价值和目标指向上存在本质差别,与资本主义城市

治理服务资本不同,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服务的是人民群众,就此资本主义在对立面上为社会主义城

市提供了经验支持。 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形成发展于社会主义城市化进程,其
要彰显出自身的独特价值和优势,不仅要秉承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精髓,以内外兼具视野充分汲取

资本主义城市治理经验教训,而且还要尊重中国城市发展实际和历史探索,为世界城市治理现代化

贡献“中国智慧”。
(三)城市治理的生态化语境

生态化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内在机理必须要高度正视的战略议题。 改革开

放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城市治理旗帜鲜明地践履了生态环境治理要求,“五位一体”中的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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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型塑了领先世界的现实生态语境。 现代城市形成发展过程内在隐含

了工业生产快速扩张和人口快速集聚带来的城市环境资源紧张、城市废弃物处理等问题,这是马克

思城市批判思想着重关注的现实问题,也是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生态向度的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暴露出诸多生态环境问题,究其根源在人口增长与生态意

识不足之间的张力,因此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成为理论和现实的必然

要求。 立足新时代城市生态治理现实可以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显著成

绩,城市生态环境治理体制化、法治化和国际化水平得到了系统提升,以此全面建构起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生态语境。
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解释了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种种问题的症结在于资本为实现自身增殖而罔

顾其他。 事实确实如此,为维护资本大工业生产效能,劳动力和各类生产要素被源源不断纳入到了

生产过程,同时生产和生活过程形成的废气、废渣、废水等并没有得到有效处置,由此城市发展面临

着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雾都”伦敦正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 资本主义通过大工业生产方

式建构起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无产阶级在城市获得了比以往更具有便利性的生活条件、更强大的

改造自然能力,但生活环境却更为窘迫、更为贫困。 被框定为资本生产工具的劳动者,在生活中面

对的是受到工业生产污染的空气、水源和拥挤的住宅、交通等问题。 马克思在城市批判中澄清了现

代城市制约无产阶级生存发展的深层机理,并揭示了资产阶级优化城市公共事务管理的目的在拓

展资本增殖空间。 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城市治理不会因劳动者发展需要而关注生态治理,其具有

明显虚假性特征。 事实证明,不到万不得已他们的确不会考虑生态治理问题,城市使人们生活更加

美好的生活预期只有进入理想社会形态才具有实现的社会基础,即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形成发展的

前提中蕴含着鲜明的生态目标指向。
资本工业生产过程中要素汇聚和处理方式阻断了传统城乡物质循环机制,不仅使得乡村难以

获得维持自身稳定发展的生态环境,而且让城市生态深陷无法实现自我修复的“怪圈”,城乡皆难以

为劳动者提供实现美好生活预期的良好生态环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生态化语境不是

悬浮在城市发展现实的空幻,它的发展基础来自马克思的城市批判思想、资本主义城市生态问题的

教训和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实践。 新时代城市治理将生态文明作为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最具体、
最直观、最有力的衡量标准,在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实践中进一步拓展了生态语境,以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进一步创新发展了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生态维度和议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失衡性、滞后性和低效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对城市资源配置和行为方式进行变

革的理论基础,是反映中国城市发展思维方式和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对提升城市发展水平和质量

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深化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提供了核心议题,同
时也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提供了诊断依据。 作为后发国家的城市化,一
方面,中国具有快速发展且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经济基础,为推进城市化建设、优化城市治理水平

提供了充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化发展要求相

匹配的制度设计没有得到系统优化,在现实层面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挑战。 系统

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可以将其概述为城市治理内容的失衡性、过程的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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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以及效果的低效化。 需要进一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面临的挑战与资本主义城市

治理面临的挑战存在本质差别,这些挑战主要是对治理现实问题的总体抽象概述,是新时代城市治

理需要正视和改进的方向,决不能以此掩盖或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为中国城市发展做

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一)城市治理内容呈现出失衡性

城市空间是城市治理的现实基础,城市空间生产失衡是导致城市治理内容失衡的依据所在。
快速的城市空间生产在人民群众生存发展空间的改善、新型文化空间的营造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

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造成了城市发展空间、生态空间以及情感空间失衡等问题。 上述

失衡问题是影响城市治理的现实,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内容呈现出了明显的失衡性。 寻

根究源,城市治理内容失衡可以在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中得到深刻的理论回应,商业资本介入城市

空间生产,经济理性试图超越人民中心价值,由此造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生态空间以及情感空间的

失衡问题。 可以认为,正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内容呈现出的失衡特性,是优化城市化进程

和城市治理范式的内在规定。
1. 城市治理面临城市空间失衡性

城市空间的失衡主要原因在资本为实现自身增殖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其鲜明地体现在同一城

市内部和不同区域城市之间。 一方面,城市内部功能分区存在较大差异。 人口的持续涌入使得同

一城市内部空间呈现分化态势,承载不同功能和公共服务的城市空间明显存在差异,资本更倾向于

选择能够获得更多剩余劳动价值的空间进行投资,如城市中心城区居住空间立体化水平和人口密

度明显高于城郊区域,由此带来了中心城区交通拥挤、住宅紧张等问题,这是城市治理面临的城市

内部问题。 城市要获得可持续发展空间必然离不开来自政府主导对多方力量参与的引导优化,这
是重视城市治理的意义所在。 另一方面,资源禀赋和人口规模差异决定了城市间的空间差异。 无

论是何种规模的城市,其内部都需要进行城市治理,而一旦超出城市边界就涉及城市之间如何联动

发展。 由于地域和资源差异,不同地区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和发展失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

市治理范式不仅关注城市内部,而且还关注超出城市边界的治理内容,超出地域边界的城市协调发

展、城市群内的城市发展协调等都指向了城市空间失衡。
2. 城市治理面临生态空间失衡性

城市生态主要是指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介入,其失衡原因是经济社会发展产

生的废弃物超出了生态环境自我循环处理能力,根源在资本介入城市生产最大程度地吸纳各类自

然资源而不顾其他。 城市更新进程有着明显物化现象[18] ,各式各样的新材料不断涌向城市空间,切
断了原城市生态环节的联系,城市生态和城市环境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城市与自然、城市与人

之间难以形成同生共长的有机体,城市对自然的无节制干预使城市失去了维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

生态。 尽管以有公园城市为代表的城市生态建设不断推进,但城市生态建设依然面临较大挑战[19] 。
城市生态空间失衡表现在生物多样性锐减、城市第一自然空间压缩、城市生物安全风险大等,上述

失衡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生态空间治理挑战。
3. 城市治理面临的情感空间失衡性

人民是城市的主人,人的发展和情感体验是城市文脉得以传承的历史基础。 情感是链接人民

创造参与城市治理的“软环境” [20] ,城市情感空间本质是人民生活在城市区域的情感体验,是以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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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机械团结”和分工“有机团结”积淀的城市命运共同体根基。 问题在资本介入城市空间生产后割

断了城市情感的传承机制,在宏观层面城市成为独立运转的空间体系,建构起了符合现代城市发展

需要的文化空间,隔断了凝结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历史文脉及其基础之上的情感认同;在微观层面上

以门禁为代表的各式各样空间治理技术将主体框定在私密空间中,制造了情感隔离。 经济理性重

塑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情感体验,诱发了日益严重的城市空间情感失衡问题,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情感失衡挑战。
(二)城市治理过程表现出滞后性

城市治理过程之所以呈现出滞后性,原因在于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基础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架构之

间存在张力,即城市治理主体、城市治理架构和城市治理文化方面的存在不足是导致城市治理过程滞

后于城市发展的原因。 资本介入城市空间生产目的在于更多更快地获得剩余劳动价值,为此必然会竭

尽全力推动城市空间变革、塑造有助于自身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 在这个过程中城市治理主体、架构

和文化难以有效匹配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由此导致城市治理过程表现出了滞后性特征。
1. 城市治理主体滞后于城市发展现实

在现代城市治理结构中,行政主体和公民主体是城市治理的关键主体力量。 而在实际城市治

理过程中,行政和公民应发挥的应然作用与实然作用出现断裂,行政主体在城市治理进程中创新不

足、角色模糊,公民主体在城市治理进程中参与不足。 惯于大包大揽的行政主体在城市治理中角色

和定位模糊,具体治理实践缺少创新意识,难以匹配快速的城市化要求;惯于被动引领的公民主体

在城市治理中参与度不足、参与形式化,难以为城市善治提供多元主体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

市治理可依靠可信赖的主体力量在人民,行政主体理应在充分激活全体人民参与城市治理主体能

动性基础上,建构起多元协同的城市治理主体行动结构。
2. 城市治理架构滞后于城市发展现实

治理的制度化水平是衡量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识,一旦城市发展速度过快就会造成城市

治理制度建设不足问题,此即理论界解释的“制度堕距”现象。 城市治理架构是一个缓慢变迁的历

史过程,在治理实践中很难及时形成与城市发展现实紧密相扣的制度体系,导致支撑城市治理的制

度存在缺陷甚至缺失现象;同时治理权力结构存在单向性、强制性问题,严重制约了城市治理现代

化水平的提升。 一方面城市治理的原则性、条理性制度规则要求多,过程性、操作性要求少,严重制

约了城市基层治理的效力和权威;另一方面城市治理权力结构僵化,权力本位使得公众缺少制度化

组织化参与城市治理机制,同时大规模人口涌入进一步放大了传统城市治理权力的僵化问题。
3. 城市治理文化滞后于城市发展需要

文化是对城市治理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反映,是衡量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识[21] 。 城市

治理可以快速助力实现城市人口、经济等方面的现代化,却难以快速建构起城市发展需要的城市文

化。 城市越美观通透,城市功能越齐全完善,就越对城市人民群众文化素养和城市文化建设提出更

高要求。 一方面,从乡村涌入城市的人民群众并未建构起符合城市发展需要的文化意识,部分民众

依然留有传统文化习惯,这影响了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另一方面,新兴城市治理理念与城市人

民群众原有城市治理认知之间存在失衡现象,导致部分民众缺少参与现代城市治理的主体能动性。
(三)城市治理效果表现出低效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是全新的理论范式,作为正在形成发展的理论体系,它在现实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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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面临着治理效果低效化困境。 城市作为汇集大量人口和各类生产要素的空间,同时面临着来自

自然、人和治理体系应变失灵的种种风险挑战。 避免城市治理过程中各类风险带来的严峻挑战和

矛盾,提升城市治理质量和效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需要直面的现实课题。
1. 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低效化

提升城市人口生活品质,加快城市更新发展速度,是新时代城市治理需要着力关注的焦点。 中

心城区人口密度大,城市交通、住房、环境等问题明显,实际这是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承载能力与人口

需求之间的错配问题,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效化体现。 城市基础设施并没有兼顾好外来人口

规模和城市发展实际,由此给城市治理带来了现实挑战。 快速流动的人口与公共服务之间亦存在

诸多矛盾,新型城镇化实施的居住证制度与户籍享受的公共服务之间存在差异,相当数量的流动人

口依然因户籍制度被困在城市公共服务之外。 现有城市治理制度和架构对非户籍、流动人口的公

共服务关注度不足,由此降低了城市公共服务的灵活性,导致城市治理需要的公共服务呈现出低效

化状态。
2. 城市应急组织能力和体系低效化

城市是人口和各类生产要素高密度积聚的空间场域,由于城市规划和管理系统的前瞻统筹考

虑不足,城市应急组织管理和应急组织体系内含了信息技术应用不足、灾害预警演练及应对不足的

困境,由此导致了城市治理在城市应急组织能力和体系方面的低效化。 全球极端气候变化在客观

层面构成了城市治理的安全风险,台风、洪涝、暴雪等发生的频次和危害强度不断提升,是新时代城

市治理必须要面对的现实冲击和考验[22] 。 部分城市在应对处置极端气候过程中存在应急组织准

备、灾后恢复等困难,严重掣肘了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3. 城市包容性可持续发展低效化

城市是多元文化多元主体共同型构的空间场域,正是多元要素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必

要支持。 来自不同区域的人口要在城市内部不同空间场合满足或交流或聚居的需求,这需要城市

治理体系提供必要的包容性和个性化服务能力。 在现实层面,城市治理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体现

在如何对待老年群体、外来人口、外籍人口以及城市内部群体差异方面。 适老服务、为老年人口提

供智慧养老服务,适新服务、为新市民提供公共服务,适外服务、为外籍人口提供包容性支持,适弱

服务、为城市低水平收入者提供必要生活支持,皆是城市包容性的重要体现。 事实说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在上述层面还有提升空间,城市包容性可持续发展水平还要进一步提升。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实践进路:辩证性、价值性和平等性

立足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不仅可以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议题和现实挑战,而且

可以进一步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实践进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范式的发展

演进既有世界城市治理的普遍性特征,也有中国城市治理的特殊性指向。 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

出发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可以得出有益于新时代城市治理的方法、目标和保障层面的

实践启示[23] 。
(一)城市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城市空间的辩证性

城市治理在深层机理层面属于借助空间实现城市公平正义的实践,它得以形成发展的社会基

础在于通过一系列举措矫正市场经济发展对人民发展权益的疏离,即城市治理是保障人民群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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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获得公平发展机会,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目标的范畴。 空间对城市治理具有基础性意义,以
空间视角度量城市可以发现,空间不仅是人与城市、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由此形成的城市发展过

程,而且还是解说城乡发展失衡、生产要素不公等现象的理论依据[24] 。 空间是嵌入城市发展演绎进

程的内生概念,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向我们展示了空间的复杂关系属性,同时空间的复杂关系

属性由空间生产的资本逻辑在社会实践中作了进一步说明。 借助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指导,城
市空间范畴可以进一步获得人民群众生活的辩证性指征。 这也就是说城市空间是兼具自然物质性

和社会关系性、精神文化性和社会实践性的有机体,是理解空间社会属性的前沿空间场域。
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诠释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手段创造资本增殖

及获得剩余劳动价值的深层机理,同时也构成了诠释现代城市生活生产空间运转的逻辑机理。 在

这个层面城市治理成为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范畴,它以制度为基础引导人们形成对城

市空间的辩证把握,为如何在城市空间开展行动并创造城市美好生活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 城

市空间是城市治理需要直面的现实,也是影响城市治理的重要因素。 换言之,城市空间是极其重要

的范畴,一旦缺乏对城市空间与相关社会现实问题的辩证把握将会偏离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愿景。
第一,城市空间与城市发展问题之间存在紧密关联逻辑,这是以辩证性思维为城市治理提供理论支

持的前提。 现代城市发展面临的种种发展困境有着明晰的空间指向,城市布局、人口迁移、生态环

境变化等都阐释了城市空间的重要性,这构成了城市治理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第二,城市空间与城

市治理范式之间存在互动逻辑。 城市空间为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问题提供了分析框架,以此为出

发点,城市治理可以更为深刻触及和解决城市发展的种种问题,即城市空间为提升城市治理效能提

供了充分的理论支持。 第三,城市空间和城市治理具有共同的主体力量———人民群众。 城市空间

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为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的范畴,城市空间的一切属性和问题都离不开人民群众

的社会实践,与此同时城市治理的主体亦离不开人民群众,二者在主体意义上获得了深层互动。 为

此辩证把握城市空间和城市治理的关联逻辑,有助于实现城市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目标愿景。
(二)城市治理的根本性目标:城市正义的价值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不仅具有世界城市治理的普遍性特征,而且还在形成发展过程中

呈现出了后发追赶性。 正是这种特殊历史境遇为中国城市治理提出了更高的制度规范要求,单纯

靠“硬保障”的法规制度体系难以有效实现为广大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服务的目标,只有坚持良法和

善治结合,充分激活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治理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才能全面保障城市正义的实现。
城市是人口聚集、生产要素汇聚且充满各种矛盾的空间,城市治理的意义在化解矛盾、服务人民[25] ,
这是城市正义得以实现的根基。 在城市运行发展过程中,人民群众主体活跃在城市空间的角角落

落,只有高扬城市治理为人民服务的正义追求,才能保障城市获得稳序发展空间[26] 。 现代城市种种

问题产生的根源在资本为实现自身增殖而不顾其他,由此形成了对劳动人民的主体僭越。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是基于人民与政府、人民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治理,要探索持续优化城市

社会公平正义发展格局,进而以此为基础推动城市治理效能提升[27] 。
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之所以能彰显出城市为人民的正义价值,在于借助对资本主导生产、消

费、流通和分配环节的学理批判,确立了扬弃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社会主义城市范式。 社会主义城

市要回归到城市的人本属性,需要实现各类要素的最佳组合以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空间支持[28] 。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原创性探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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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会因体制机制不完善而带来各种问题。 资本在创造形塑城市空间的同时造成了空间极化、
空间异化、空间隔离等问题,这与社会主义城市的人民属性存在明显背离,城市治理就是要通过对

城市空间使用价值的重构,为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和健康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支持,即人民是新时代城

市繁荣发展的根本价值所在[29] 。 第一,重视城市居住空间的正义实现。 商业资本介入空间生产引

发了房价高企、住房紧张等问题,坚持“房住不炒”的空间共享原则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居住空间、
住房保障,是践行人民城市价值追求,解决城市住房紧张问题的核心指向[30] 。 第二,重视城市生态

空间的正义实现。 摒弃牺牲城市生态环境维持城市快速发展的短视行为,实现生态正义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 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正视空间生态价值,以生态正

义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生态空间保障。 第三,重视城市发展空间的正义实现。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

群众为改善生活、提升自我进入城市寻求发展空间,但受到以户籍制度为中心的方方面面掣肘,为
此以户籍改革为契机释放人民群众发展空间成为新时代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

(三)城市治理的规范性保障:城市权利的平等性

权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核心向度,是认识缘何以城市治理涵养生命的关键指

标[31] 。 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城市空间变迁过程中,平等享受城市发展权利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

的内在要求,也是城市治理必须要实现的目标。 城市权利是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工作过程中对各

类资源、利益和空间分配形成的个体发展权益,它明确指向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空间不平等。 在现

代城市形成发展进程中,城市权利对城市社会生活,特别是对城市人民群众社会生活、人与人的社

会交往关系,以及建构在此基础上的城市文明具有深远影响。 城市化进程中的不平衡发展现象根

源在资本和劳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还会进一步衍生出空间和社会关系的不平等,在经济层面主

要体现为贫富差距。 城市贫富问题产生的根源在资本介入空间生产,并凭借城市空间集聚效应进

一步强化了资本获利能力,同时这种贫富不平等现象一旦产生就会被持续强化。 资本增殖过程中

可能牺牲人民群众空间利益和权利,并衍生出种种掣肘城市发展的问题,为此必然要引入城市治理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空间平等权利,进而实现空间利益共享。
在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对城市和城市治理规律的认识,其成就鲜明地

体现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规范程度持续提升和城市权利平等建构层面[32] 。 马克思城市

批判思想的精髓要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实践进程中被进一步确证,直面城市化进程中的人

民发展权益问题,以平等城市权利为城市治理提供规范性保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核

心。 第一,城市权利是不断发展的范畴,需要在城市治理过程中接续式创构和完善。 城市化进程是

快速推进的,各式各样的新兴社会问题必然会衍生出新的城市权利,如将城市权利框定为一成不变

的抽象范畴,就会逐渐偏离“城市为了谁”的价值立场。 第二,城市权利要充分借鉴和吸收世界其他

国家的经验教训,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持。 作为后发的城市化国家,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资

本主义国家城市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治理提供了必要经验支持,正视人民群众在城市发展

过程中凸显出的权利意识,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支持是中国城市治理的本质体现。 第三,城市权利

支撑的城市治理要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立场。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进程,经济意

义上的现代化并不是现代化的全部指向,城市权利是支撑城市现代化和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

度,保障人民群众发展的权利同样是衡量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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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and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Since
 

entering
 

the
 

new
 

er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original
 

thesis
 

on
 

urban
 

development
 

and
 

urban
 

governance 
 

and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further
 

pointed
 

out
 

the
 

way
 

forward
 

for
 

urban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aspect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governance
 

system
 

modernization.
 

In
 

the
 

wave
 

of
 

urbaniza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adhered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closely
 

grasped
 

the
 

reality
 

of
 

China  s
 

urban
 

development 
 

continuously
 

innovated
 

and
 

develop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urban
 

governance 
 

and
 

formed
 

a
 

socialist
 

urban
 

governance
 

paradig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
 

theory
 

that
 

reveals
 

the
 

deep
 

mechanism
 

of
 

modern
 

urban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Marx s
 

urban
 

criticism
 

and
 

examination
 

of
 

the
 

socialist
 

urban
 

governance
 

paradig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is
 

perspective
 

not
 

only
 

helps
 

to
 

deepen
 

the
 

grasp
 

of
 

the
 

core
 

issues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urban
 

governance 
 

but
 

also
 

helps
 

to
 

innovate
 

and
 

develop
 

Marx s
 

urban
 

critical
 

thought
 

based
 

on
 

the
 

reality
 

of
 

socialist
 

urban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
 

issues 
 

Marx s
 

urban
 

critique
 

provides
 

glob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ecology
 

for
 

socialist
 

urban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lobalization
 

is
 

a
 

historical
 

situation
 

that
 

has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urban
 

governance
 

in
 

China 
 

urbanization
 

is
 

a
 

realistic
 

process
 

to
 

grasp
 

the
 

mechanism
 

of
 

urban
 

governance 
 

and
 

ecology
 

is
 

a
 

strategic
 

topic
 

of
 

urban
 

governance 
 

so
 

the
 

socialist
 

urban
 

governance
 

paradig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realized
 

the
 

theoretical
 

relationship
 

with
 

Marx s
 

urban
 

critical
 

thought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challenges 
 

Marx s
 

critical
 

thought
 

on
 

cities
 

provides
 

a
 

diagnostic
 

basis
 

for
 

analyzing
 

the
 

challenges
 

of
 

content
 

imbalance 
 

process
 

lag
 

and
 

inefficient
 

effect
 

faced
 

by
 

socialist
 

urban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
 

new
 

urban
 

governance
 

paradigm
 

formed
 

and
 

developed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city
 

construction 
 

there
 

are
 

inevitable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socialist
 

urban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requires
 

drawing
 

useful
 

ideological
 

resources
 

from
 

Marx s
 

critical
 

thought
 

on
 

cities
 

and
 

further
 

optimizing
 

and
 

improving
 

socialist
 

urban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practical
 

approach 
 

Marx s
 

urban
 

critique
 

provides
 

method 
 

goal
 

and
 

guarantee
 

enlightenment
 

for
 

guiding
 

the
 

socialist
 

urban
 

governance
 

paradig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dialectic
 

of
 

urban
 

space
 

is
 

the
 

methodological
 

basis
 

of
 

socialist
 

urban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value
 

of
 

urban
 

justice
 

i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socialist
 

urban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equality
 

of
 

urban
 

rights
 

is
 

the
 

normative
 

guarantee
 

of
 

socialist
 

urban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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