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中国家的中等城市发展因素

 罗德罗尔

从发展中国家!∀ 个中等城市的例子中
,

我发现了历史上曾对它们的发展产生过影响

的因素
,

研究了它们的发展动态
。

我认为未来的地区性的和全国性的最有效的发展方法

是依靠它们本地的社会经济能力
。

发展, 因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只是最近才达到 ∀# 万或稍多一些
。

我们现

在在发展中国家听到的高度集中的城市发展类型是在本世纪初出现的
。

以本文研究的!∀ 个中等城市为例
,

影响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因素是
∃
有利的自然地理

位里和得夭独厚的自然资源 , 可选作政治或行政中心 , 殖民或外国投资集中, 具有对地

区性商业和服务中心有利的经济条件 , 运输技术的影响以及能对政府的基础建设和设备

的投资产生效益
。

现时
,

几乎所有的中等城市都发展成为社会服务中心
,

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
,

这些

中等城市赖以建立的基本理论就是它们为周围地区的居民提供了从事贸易和私人服务的

有利条件
。

我们在下边将详细分析这些因素
。

有利的自然堆班位 % 和自然资耳 地理位置和城市位置间的相互关系在整个发展中

国家对城市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

典型事例反复说明了有利的自然特征和得天独厚的

自然资源是影响中等城市发展的有利因素
。

有利的地理位置和 自然资源均有助于这些居

住区的建立
,

以及能使这些居住区或为有吸引力的经济和服务中心
,

业且在这些居住区

以后发展过程中能促进它们的经济多样化
。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城市是海港
。

沿着通航河流的地理位置也孕育了许多中等

城市
。

例如墨西哥的马塔莫罗斯
,
坦皮科和维拉克鲁斯 , 哥伦比亚的巴兰基利亚和肯塔

赫纳 , 巴西的贝莱姆
,

福塔莱斯
,

累西排
,

萨尔瓦多和桑多斯
,

这些城市的濒海地理位

& 对它们的建立和发展是更重要的
。

朝鲜的仁川
、

浦项
、

釜山和蔚山等中等城市的发展

也大部分是由于它们都有一个出海口
。

印度尼西亚的洒水和巴东
,

马来西亚的槟榔山岛

和 印度的马德拉斯及卡利卡特
,

都是 由于它们临海的地理位置而形成了有价值的中等城

市
。

在中东黎巴嫩的黎波里正是因为它有一个港 口
,

才使它发展成重要的中等城市
。

非

洲的中等城市首先是在沿海约∀∋ #英 里长的地带内发展起来的
。

蒙巴萨的发展充分体现

了靠海的地理位置对于港 口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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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洲
∃
美国的阿巴拉契亚

、

尤因特
、

格林河
,

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煤田等
。

非洲
∃
南非共和国的维特班克

、

萨比煤田等
。

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
、

博思等煤田
。

应指出的是
, 以上煤田的煤炭资源业非都是炼焦煤

,

其中炼焦煤储量只占地质储量

的 ∀# 一∗∋ +
。

这些煤田由于拥有炼焦煤资源
,

因而几乎都得到了各国的大力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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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展中国家
,

多数中等城市属子内地城市
。

一定的自然和环境资源对于它们的发
展是更重要的

。

对阿尔及利亚的特累姆森市的研究表明
,

由于它位于一个山坡的俯瞰下

边广阔平原的狭长台地上
,

这就向该市的发展提供了一个
“
处于既彼此不同又相互补充

的地带结合处
”
的有利地理位置

,

业且
“

城市生活
”

之所 以能从罗马时代延续至今
,

主要

是 由于它周围有各种自然资源
。

其内地是广阔而降水充沛的大平原
。

业生长有橡和和桧
属森林

。

肥沃的土壤宜于发展经济作物和畜牧业
。

印度的兰契在 ∀. 世纪初只是个小村庄
,
∀ . ∋ #年达 /! 万人

,

到 ∀ . 0 #年已经超过−∋ 万人
。

这主要是由于它位于哈姆河畔比哈尔邦的山区台地上
,

又处于该地区中心
,

所以在 /# 世

纪初叶就被确定为行政中心
。

业适宜进行商业活动和工业建设
,

因而在以后的岁月里兴

旺地发展起来
。

与此相似
,

泰国的清迈
,

由于接近宾河源头的 平坦台地 上而得 到了发

展
。

从 ∀. 世纪到现在一直是该地区行政和商业活动的地方
。

台中市是台湾省五大中等城市之一
,

但在 ∀. 世纪它却是一个人 口不到 ∀ ∋ # #人的小农

村和集市
。

由于它位于两条河间的宽阔冲积平原上
,

夏季湿热
,

冬季干冷
,

因此后来就

发展成为贸易及重要的防区和行政中心
。

地理位置及其特征影响了城市人 口的增长速度

和地区性的经济发展
。

在非洲和拉丁美洲
,

矿产资源的开发对于中等城市的建立非常重要
。

在赞比要铜矿

带上的城市都是围绕着铜矿的开采和冶炼活动而发展起来的
。

例如采矿城镇墓特韦
,

在

本世纪 ∗# 年代中其人 口达到与首都卢萨卡相匹敌的地步
。

哥伦比亚的麦德森在 ∀∗ 一∀1 世

纪已发展成向安提奥地区的采金活动提供服务中心
。

在 ∀. 在世纪早期咖啡贸易刺激了麦

德林的发展
,

又反过来影响了内地的消费市场
,

业且为该市城 以后的工 业化奠 定了基

础
。

战略位% 和军事甚地 有利的地理位置的自然特征
,

使一些中等城市可以当作要塞

和军事基地
。

在 ∀! 一∀− 世纪十字军入侵期间
,

黎巴嫩的黎波里 就是一个 重要的沿 海要

塞
,

业且还是奥托曼帝国的军事基地
。

选作防卫要塞和军事基地的非洲城市给予它们自己的发展以深远的影响
。

例如大多

数摩洛哥的中等城市起初是作为防御要塞而建立的
,

其围墙和塔楼现在依然可见
,

业且

影响了该地的社会布局和经济活动
。

军事活动对以行政和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城市的发展只起暂短的刺激作用
。

战争期间

暂时设置军营和司令部的地方往往会产生固定人口的迅速膨胀
。

位于秘鲁曼塔罗山谷的

中等城市万卡约
,

在 ∀. 世纪末与智利的战争中是秘鲁人临时军营
,

结果
,

其人口和商业都

得以迅速发展
。

行政和政治中心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
,

随着城市被确定为地区或省会的行政中心

而引进的投资似乎是其发展的重要因素
。

阿根廷巴拉那市的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被确定

为省会后才出现的
。

因为适时注意了该市的实际改进和增加服务设施
。

在亚洲沿袭下来的城市
,

通常是些行政中心
。

只在欧洲贸易活动渗入后
,

西方类型

城市化建设才在亚洲出现
。

首先在港口城市
,

其次是与港口相连接的内地
。

即使是非正

式的政治作用也能对中等城市的发展起到刺激的作用
。

玻民地和外国投资 对中等城市的建立和初期发展有关的因素是外国投资者和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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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以及殖民政权的政策
。

尽管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把共城市系统发展的不平衡以及首都

地区的工业和现代化基础建设的过份集中往往归处于殖民政策
,

但实际上殖民活动也常

刺激中等城市的发展
,

促使它发展成殖民行政中心
,

或用于对其内地的矿业和农业资源

的开发的转运和处理中心
。

在欧洲殖民主义渗入以前
,

许多东南亚国家原来是没有城市化建设的
。

在马来西亚

其主要城市发展历史还不到/ ## 年
。

殖民经济体系对马来西亚的城镇和农村的发展有着强

大而深远的影响
。

∀. 世纪末
,

台中市被日本人选为行政中心以后
,

该市迅速扩展为中等城市
。

日本人

对该市的公路
、

桥梁以及给排水系统的建设进行了大量的投资
。

还建有与其它城市地区

相连接的运输网
。

该市人口在∀ 0 . ∋一 ∀ . /。年增加一倍多
。

在非洲和中东
、

外国的影响对中等城市的初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

的占领
“

导致了特累姆森市内外发生 了深刻的经济
、

社会及地缘政治变革一出现了少数

有特权的欧洲人
,

该市人 口戏剧性增加了
,

出现了新的职能部门
,

一些旧传绕职能部门

消失了
,

其他一些部门加强了或被转化了
” ,

业且法国人屯兵于此
。

其城墙及兵营给该

市发展规定了边界和方向
。

运 技术 ∀. 世纪后 期
,

运输技术的引进对于发展中国家中等城市的建立
、

发展以

至衰落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在中东和北非
,

这些中等城市的扩展不得不依赖铁路和公

路网的扩展
。

如黎巴嫩的黎波里在 ∀ . ∀ ∀年修了一条连接贝鲁特的公路和一条通往阿勒颇

的铁路后
, 吸引了新的经济活动

。

多少年来该市的实体发展总是沿着主要的运输线展开

的
。

运输网对于尼日利亚中等城市的发展布局以及对其职能部门的发展起着同样重要的

作用
。

本世纪初修建用以开发内地资源的铁路和公路
,

通常迁迥到伊费
、

伊莱萨
、

贝宁

城
、

卡齐纳和索科托的传统贸易中心
。

同时以前的小村庄都成为殖民布局和经济体系的

重要枢纽点
。

埃努古
、

齐斯
、

卡札纳和哈科特港都位于新的铁路线上
,

它们增加了人口
,

业且经历了经济上的大转变
。

所以只有那些汇集到主 要铁路 和公路 网中的 城市如伊巴

丹
、

卡诺
、

奥朔情和札里亚
,

才能转为具有生命力的城市
。

运输对于亚洲的中等城市的发展具有同等的刺激作用
。

印度的同类城市通常是沿着

主要公路和铁路建立的
。

特别是在德里北部和旁遮普西部地区
。

这些城市的商业和贸易

活动高度集中在火车和汽车站周围
。

在/# 世纪前期
,

运输的改革对于泰国清迈的发展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
/ 。世纪! #年代中期在清迈和曼谷间修筑的铁路和公路

,

对于保持和加

强该市作为泰国北部地区的行政中心以及后来成为商业贸易和旅游中心的地位是很关重

要的
。

城市间铁路和公路的修筑对于加强清迈和其他泰国北部城镇间的联系也是很重要

的
。

从清迈市中心 以放射状向外延伸的 1 条公路以及清迈到南邦公路
,

增加了该市的贸

易额和到清迈游客的数量
。

到/# 世纪∗# 年代清迈巳成为泰国北部地区繁荣兴旺的服务中

心
。

商业负拐和杜会服务 对于几乎所有的现代中等城市来说
,

影响其发展的最重要的

因素是他们作为商业贸易和社会服务中心的能力
,

许多这类城市的发展最初是 由于它们

所处的农业生产地区的中心位置和被选做为行政中心和防卫要塞或是 由于它们通过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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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和水路运输能力与其他城市相连
。

但后来的发展和变化取决于它们促进商业和贸易

的能力
。

非洲工业化以前的商业和社会服务中心养活了大量的人
,

本世纪初伊巴丹的商业包

含了大量小型的行业
,

这些小行业给该市带来了有限的但却是广泛分布的新的移民
。

随

着这些小型商业和生产活动而涌入的广泛分布的新移民
,

使该市的消费品生产迅速发展

起来
。

甚至进口的食品和材料也通过本地企业的处理得以降低成本
。

小型的批发和零售

商人进行各种农产品牲畜和工艺品的贸易
。

这些活动反过来支持了由委托人
,

发货人及

其他中间人所构成的广泛的多层贸易系统
。

这种系统不是伊巴丹所独有的
,

但是它在伊

巴丹引起了
“比其他非洲城市更多的人口增长

” 。

社会服务在刺激中等城市的发展上
,

其重要性不亚 于商业 和贸易 活动
。

在 / #世纪

初
,

集中在特累姆森的小学和中学使得该市成为该地区的教育中心
。

业且是对其商业活

动的一种补充
。

如 ∀0 . #年的帕斯地方学校在法国殖民统治期间对于地毯的设计和生产发

生了重要的影响
。

一些城市特别受到外国传教士所设立的社会服务机构的影响
。

欧洲和

北美洲的宗教团体在那里修建学校
、

教堂
、

医院
、

孤儿院和其他社会服务设施
。

它既用

于传教也用于介绍
,

改变了城市地区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新思想和价值观念
。

在 ∀. 世纪末

期黎巴嫩的黎波里基督教会学校给绝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城市的社 会结构产生 了重 要影

响
。

在 ∀. 世纪末和 /# 世纪初
,

传教士在兰契所建立的学校
、

医院和学院等
,

促使该市成

为行政中心
。

在某一时期
,

政府在社会服务
、

设施和基础建设上的集中投资似乎是影响

中等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
。

发展的因幸 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中等城市的建立和初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

可以被

鉴别和简述清楚
,

但是对于它们的发展史的研究清楚地表明
,

促使城 市发 展的 初期影

响
,

对于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变化只起部分作用
。

大多数城市的兴起都是由于在有

利条件下个人自发行动的结果
。

随着一些初期影响的减弱那些不能发生改变和调整的城

市就衰落或消失了
。

最富有戏剧性的例子就是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市
,

在∀1 世纪中期
,

它

是西半球最大的城市和南美洲最富裕的采矿中心
。

人 口 近 ∀∗ 万
,

其财富 誉满拉 美和欧

洲
。

它向西班牙殖 民地供应银币和证章
。

该市的教室和公共封筑是富丽堂皇的
。

当矿 山

枯竭以后
,

该市人 口的减少几乎与它增长的速度一样快
。

现在它是一个小的行政和商业

中心
。

中每城市发屁变化的因众 利用一个复杂的多项 因素的综合图
,

能把那些走向发

展和变化的城市与那些走向停滞和衰落的城市区别开来
。

影响我们这里所考察的!∀ 个中

等城市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

看起来有∀− 种
。

它们是
∃
初期发展因素

,

进一步加强影响的

因素
,

巩固因素
,

内部和外部联系作用
,

近似有利条件
,

能产生 比较有利的条件
,

积累

和增殖新的转变力
,

经济规模
,

新的加强影响因素
,

新的巩固力量
,

扩大了联系和交换

网以及能防止迅速衰落的有秩序棘轮型的有利条件
。

在中等城市的初期发展阶段
,

其发展因素总是相互加强的
,

业且能巩固其各种专门

活动
,

业能引起经济上的发展变化
。

在城市内部各种经济活动间的联系以及与其他城镇

李即所谓使城市发展只能前进
,

不能后退的有利条件 2译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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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林城市发砚变化的因众

初期发展 3

的因素 一一4

加强的
影响

、

4

一盘爆橇一耀奔
&

棘轮型
5
一一有利条件

济模&6&&
一

经规&
卜

一7∃
,
7

和果一

&效

,,累洲 一!!直值一

积增一∀固素巩因#

∀
新 的
变化力

新加强
的影响 新的巩固力

∃

口
间的联系

,

使得它们在行使各种经济职能中
,

取得近似的和比较有利的发展条件
。

特别

是在行使像市场
、

行政和社会服务类的经济职能时更是如此
。

因此
,

能从农村吸引移民

和在生产和社会服务活动中增加更多的投资机会
。

必须有新的促使城市经济多样化发展

的力里
,
来使这些城市吸收移入的人 口

。

由于运输线的变化
,

新技术的应用
,

外国资本

被及舀地补充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剩余资本投资的涌入
,

新的行政职能部门的聚集
,

以

及政府在基础建设和社会服务上的投资浪潮
,

这一切都为城市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多样化

发展提供了条件
。

因此
,

这些城市才得以生存下来
。

人 口和经济规模以及近似有利条件

的增加
,

使得这些城市能行使新的职能
。

新的促使城市多样化发展的力量
,

经过社会经

济和政治变革需要再次加强
,

业且将通过社会安排来巩固这些成果
。

随着城市经济变得

多样化
,

它们能够扩展与其他 城市地区 的联系和 相互作用
,

业且能发展其贸易和交换

网
。

增加了的积累
,

产生了新的增值效界
·

在一定程度上
,

国际援助组织和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目的在于促进发展型的城市化
,

而不是剥削型的城市化
。

因此
,

激发那些在城市和其周围农村地区产生相互受益联系的

因素是十分重要的
。

本文通过对于发展中国家中等城市发展因素的研究
,

认为
,

中央政

府遭过投资分配
,

能在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

政府的投资分配应该用于扶持和促使中

等城市的贸易
、

商业
、

小型工业
,

以及农产品加工和货物供应等活动的多样化发展
,

从

而可以造成这些城市与其周围农村边缘地区紧密的
、

相互受益的联系
。

方文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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