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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十年代开始
,

美国 人 口 和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化
。

这一 变化到七十年代更加企

著
,

它表明关 ∀司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这个时期具有特殊的人 口
、

技术
、

能源和

交通运 #输特征
。

所谓
“缓慢增长

” 就是指关国人 口自然增
一

长率 沁遍减慢以及能源的日盎

枯竭
,

两者都影响美国大城市体系的空间形态和发展过程
。

同时
,

自∃ % &。年以来非大城

市地区的人口增长以及计算机
、

电讯系统的应用对大城市地区的形态结构也有深远的影

响
。

∃
。

大桩市演化阶段 七十年代
,

美国大城市体系的发展趋势有了急剧变化
∋

大

城市人 口增长率下降
, 由大城市地区到非大城市地区的人 口迁移显著 ( 能源充足转变为

能源短缺 , 阳光地带的发展超过了寒冷地带 , 信息交流逐步代替商品运输
。

所有这些
,

都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大城市休系的发展形式迥然不同
。

例如
,

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

代
,

大城市地区人 口净迁入开始大幅度下降
,

但正是在七十年代
,

关系出现逆转
,

大城

市地区人 口净迁出成为事实
。

七
一

∀
·

年代美 国大城市休系基木趋势的变化并不是前所未有 的
。

在 ∃ % &)年 以 前
,

美

国大城市体系巳经历 了四个主要演化阶段
∋

帆船马车阶 段 ∗∃ & %) 一 ∃ + , )年 −
、

轮 船 阶

段 ∗∃+ , ) . ∃ + & )年 −
、

火车阶段 ∗∃ / & ) . ∃ ) 0 )年 −
、

汽车一一飞机—环境舒 适 阶 段

∗∃ % 0 。. 工% & )年−
。

每个阶段都有一套独特的经济
、

技术
、

人 口和地理方面的特征
,

反

映大城市发展的地域结构和内部组织
。

在各个阶段
,

城市随着主要的技术
,

特别是能源
、

交通运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而兴盛
、

衰落
。

七十年代关国大城市休系发生的变化表明
,

一个新的阶段正在展开
。

因为在这一新

阶段背后最重大的技术
、

社会和经济力量都是以缓慢增长为特征
,

所以就称之为
“
缓怪

增长
”
阶段

。

0
。

级恨增长的侧度 美 国大城市地区的人 口增长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减速过程
,

这一点直到蚁近才
‘

引起注意
。

所一标准大城市统计区的人口年增长率
,

在 五十 年代 为

0
。

1 2
,

六
一

3
一

年代
’

下降到 ∃
 

& 2
,

在 ∃ % & ) . ∃ % &/ 年间只剩下 )
 

+ 2
。

这样
,

美国大城市体

系的人 口增 长速度逐渐接近于零
。

在大城市体系内部
,

七十年代的人 口增
一

长比以前更集中 ∃
“

某些规摸等级
。

七十年代

前期
,

人 口增 长集中在巾小规模 的标准大城市统 4卜区 ∗见表 ∃ −
。

六十年代
, / ))

,

)) 。

人 口以下的标准大城市统计区人口 增长速度低于所有标准大城市统计区的平 均 增 长 逮

度
。

但在七十年 代
,

只
一

有0 , ) ) ) , ) ) )人口 以上的标准大城
一

市统 计区低于平均增长速度
。

事实上
,

从∃ , &) 一 ∃ % & /年
, 0 ,

) ) 。
,

) )) 人 口以上的标准大城市统计区出现 了人 口绝对下

5夺
。 0 / )

, ) ) 。人 口 以下的标准大城市统 不∀区在七 十年代比在六十年代增长迅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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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

大城市人 口增长的地区形式也有了显著变化 /见表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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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郁绝区

山区

太平洋沿岸 一 5
。

&

全国 一 6
。

%

全国只有一个标准人 口普查区
,

即山区各州 ∗特别是科罗拉多州− 大城市人口增长在七

十年代比六十年代迅速
。

其原因有二
∋
一是人们认识到 山区各州是相对说 来

“
未 受 破

多
”
的自然区 , 二是对该地 区煤炭和石油资源的不断开发

,

从而吸引了不少人 口
。

从六

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

大城市人口增长率下降最快的地区是
∋
太平洋沿岸人 口 普 查 区

、

北部中央人 口普查区和中部大西洋沿岸人口普查区
,

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率至少每年下

降 ∃ 2
。

大城市人口增长率下降对中部大西洋沿岸人口 普查区和北部中央人口普查区各州的

影响最为明显
。

因为这些地 区以前人 口增长率适中
,

这一下降使之处于停滞状态
。

事实

上
,

在七十年代中部大西洋沿岸人 口普查区各州的大城市人口已出现了少量的绝对下降
。

太平洋沿岸人 口普查区各州
,

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州
,

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

人
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

。

但 由于该地区六十年代人口增长率较高
,

故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

南部人 口普查区大城市人 口增长率下降较少
,

所以该地 区 相 对
“
繁荣

” 。 一

七十年代
,

在全国四个主要人口普查区中
,

南部人 口普查区增长最快
。

但这

并不是因为其人 口增长率上升
,

而是因为其人 口增长率比其他地区下降缓慢
。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之问
,

各大城市地区人 口增长率有以下几种变化趋势
。

六十

年代
,

际准大城市统计区人 口绝对减少的情况十分罕见
,

几乎只限于阿巴拉契山区
。

到七

十年代
,

人 口绝对下降的现象相当普遍
,

从 ∃ % & ) . ∃ % & /年
,

共有,1 个标准大城市人口统

针区出现人口 绝对下降
,

其中规模较大的多在北部中央和东北部人口普查区
。

太平洋沿

岸许多城 5∃=’
,

特别是洛杉矶和西特尔
,

人口增长率下降迅速
。

但佛罗里达
、

西南沙漠区

以及科罗拉多落基山前缘一带的不少城市
,

人 口增长率仍然较高
。

另外还有
,

一些规模较

小的大城市地区
, 由于地方因素的影响 也没有出现人 口增长率下降这一普遍趋势

。

,
 

级祖增长的旅因 目前
,

美国人口出生 率已大大下降
。

∃ % / /年人 口出生率万
0 /

 

)编
, ∃ % 1 /年为 ∃%

 

:输
,

到 ∃% & :年仅为 ∃:
。

%编
,

而这段时间人 口死亡率基本上没有变

化
。

所以
,

导致人 口自然增长率从 ∃ % 1 /年的 ∃0
 

∃编下降到 ∃ %了:年的/
 

)编
。

人 口出生率

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节育技术的日益完备
。

>?? ∃ % & ,年
,

美国有&) 2的育龄夫妇采耽
了节育措施

。

另外
, ∃ % & )年纽约最先实行了人工流产合法化

,

到 ∃ % & ,年又在全国普遍实

行
,

这是出生率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 ∃% & :年

,

美国每千例活胎有0+ ,例合法的人工
一

流产
,

在哥伦比亚特区
,

人工流产数实际上已超过了活胎数
。

人 口 自然增长率下降对大

城市地区具有
一

9
?

分严重的影响
。

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区构成了全国总人 口的 三 分 之



二
,

另一方面是 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口 自然增长率一般比全国更低
。

尽管人 口缓慢增长与

先前的许多变化
,

如铁路和内燃机的发展等
,

有显著不 同
,

 

且不易为人感知
,

但它仍不

失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和技术界限
。

与人 口增长速度一杆
,

能源增长 速度亦 ≅上
一

Α阵
,

从而对缓慢增 长阶段产生影响
。

福

特财团对未来能源开发作了研究
,

其结论是
∋
如果没有政府的大量补贴以及不太现实的

廉价开采
,

能源不可能以与过去相同的速度持续增
一

长
。

由于煤炭
、

石油等燃料供应不足
,

出现了能源地区差价
。

例如
,

在 ∃ % & 1年
,

北部纽约等州的工业用电价格是南部俄克拉菏

马及怀俄明等州的三倍甚至更高
。

不少人认为
,

能源地区差价是阳光地带及西部大城市

地区工作发展和个人收入增加的真正原 因
。

∃ % & )年以来
,

美国的
“
农村复兴

,,
同样减慢了大城市体系的发展

。

七
一

∀
?

年代非大城

布地区的人 口净迁入与?’史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从 ∃& % ) . ∃% &。年
,

除了 ∃ + ∃0 年战争

以及本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等短时期外
,

美国大城市不断发展
,

人口净迁移总是进入

大城市地区
。

这种趋势如此根深蒂固
,

以致直到 ∃% & 0年
“
人口增长与关 国未来委 员全

”

的一份报告还认为未来人口增长仍然主要在大城市地区
。

然而
,

在 ∃ % & ) . ∃ %& 门花问
,

大

城市地区人 口年增长率只有)
 

+ 2
,

而非大城市地区却为 ∃
 

, 2
,

共有四分之三不属于大

城市地区的县出现人 口净迁入
。

非大城市地区的人口增长并不简单地就是 大城市地区的

扩散
。

人 口净迁入不仅出现在与标准大城市统计区毗邻或有
一

长期月票交通的县
,

而且出

现在偏僻的农业县
。

非大城市地区的人口 增长也不 限于局部地区
。

∃ % & ) . ∃ %&
 

∃年
,

一

卜尔

文
·

皮尔划分的01 个非大城市地区全部出现人 口增长
,

其中0 :个地区出现 人门 净迁入
。

在六十年代
,

只有 / 个地区出现人 口净迁入
。

人们为什么要迁向非大城市地区呢 Β 在某种程度上
,

执是由于 匕 5 Χ #∋代初 经 济 萧

条
,

人们愿意归返故土
。

这与只十年代人口 迁向向农村相似
。

但这一正移还涉及到其他

许多因素
。

与 日俱增的社会稳定和养老福利
,

使大量退休工人迁向南部和西部的 作少( 城 市

地区休养地
。

另外
,

较高的收入使数 以百万计的家庭能建立 第二家园或假期别墅
,

它们

绝大多数位于非大城市地区
,

且往往成为退休地或其他水久性家园
,

从而促进 Χ卜少( 城市

地区建筑业
、

不动产销售以及地方性服务经济的发展
。

影响大城市—
非大城市地区人 口 迁移平衡的最主要因素 也 许 是 农村

“魅力
”
的

加强
。

许多美国人认为
,

城市拥挤
、

肮脏
、

危险
,

而农村和小镇则开阔
、 =

卜净
、

安全
。

人们都希望生活在远离大城市的
“
安谷Δ’, 小镇

,

以摆脱其不 良影响
。

这 与人们在二十 993∋

纪初的观点截然相反
。

那时
,

关国的小镇十分荒凉
、

冷落
。

现在
,

电话
、

电讯才∀
一

开
一

?
‘

一

与

世隔绝的闭塞农村
,

消除了乡下土
‘

Ε
,

现子弋化交通又使这些地区易于到达
。

这
,

3丫
,

就把

大批的退休工人
、

度假人员
、

富人
、

小实业家 和工风等吸引到−
‘

 

大的乡村和小镇
。

最近出现 的大城市地区人口外迁
,

可以 代表所谓一个时代的开端
。

它是
 

以广泛而又

廉价的电讯和资料处理为基础的
。

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
,

出现了削弱城市
‘
#
“心地位

作用的两种趋势
∋ 其一是计算机和电讯系统的出现以 及分时系统的发展

,

它使数据库中

的信息能够及时传递到四面八方
, 其二是电讯容量的 日益增加和传播范困的扩大

。

通讯

学家预言
,

在以后数十年内
,

现有通讯技术的应 5∀?将大大增加
。

双向电吸电视 传播
、

传

美邮件和报纸以及家庭与数据库 之间的信脚
 

交换也将
一

∀
·

分普遍
。

其结果是
,

办公空的文



件
、

周书馆的资料以及教材等随时随地都可以取到
,

人们能在家里工作学习
,

可 以居生

在任何想住的地方
。

不管通讯学家的预言能否完全实现
,

但由通讯代并运输这一转变正

在进行
。

∃ % 1 ) . ∃ % & ,年
,

城市之问由飞机运送的货物吨英里数增加 1+ 2
,

旅客人英里趁

增加&, 2 , 而同一 时期电话通讯增加 ∃ )0 2
,

电缆电视用户增加 ∃ ,

仲 , 2
,

数量惊人
。

在这种情况下
,

今后的居民点形式
,

现在仍无定论
。

杰罗姆
·

皮克德认为将出现沿

高速公路走廊的
“
城市散点

” 。

布莱
·

贝利则在山地
、

水休和森林等城市外围环境中挽

到了富人们的
“
新天地

” ,

他认为传统的城市正被
“迅速遗弃

” ,

我们有可能达 到
“
没

有城市的城市化
” 。

但威尔伯
·

汤普森认为
,

由于城市具有最佳的地理位置
,

因此不会

就此终结消亡
。

总之
,

无论进入 贝利的
“过城市

”
时期

,

还是汤普森的城市
“

一

再现
”

时

期
, 日益完善的通讯技术有可能导致人 口密度大幅度下降

,

使传统大城市地区以外的景

色宜人的自然环境得到新的发展
。

:

⋯
, 长与大城市体系的特征 总增长缓慢将使各地区和大城市中心的增长

日益接近于零态
。

在传统观念上
,

过去曾经出现的人 口和经济增长是衡量现在发展与袭

落的尺码
。 “

衰落
”
地区与城市总还是有人 口绝对增长

,

只是增长速度低于全国
,

代表

国家人 口和经济逐步下降的部分
。

近年来
,

首先是在工业就业
,

最近在总人口中
,

缓慢增长带来的影响日益显著
。

从

∃ % 1 & . ∃% & ,年
,

南部工业职 工就业增加+ )0
, ) )) 人

,

而同时期美国工业职工的总增长只

有1 Φ ?
,
。)) 人

。

结果
,

在东北部
,

特别是其大城市中心
,

不仅出现相对下降
,

而且出现

绝对下降
,

共减少工业职工嫂+ 0
 

) ) ) 人
。

自∃ % & )年以来
,

地区间和城市之间的人 口变化

也大多相互抵消
,

具有零态特征
。

关国大城市体系出现的总和接近于零的缓慢增长
,

将对地区间和大城
一

市问的竞争产

生巨大影响
。

因为一定会出现绝对的或相对的下降
,

所 以各地区必然竞相发展
,

特别是对

就业增长的竞争有可能十分激烈
。

最近纽约商行对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掠夺式的开发
,

无疑是激烈竞争的一个前奏
。

竞争中的失败者 必须依靠政府的不断帮助
,

以防止这些地

区绝对衰落
。

由于总人 口增长减慢
,

如果允许一些地区增长
,

则别的地区就难免衰落
。

因此
,

为了维持地区稳定
,

人们宁可不求效率
,

发展保守的福利经济
。

如采控制各个地

区的发展与衰落
,

就必然会牺牲阳光地带的利益
,

建立起各种吸引人流的设施
,

人工维

持老工业城市和地区的人 口
。

缓慢增长还对大城市地区一般的社会经济特征产生影响
。

凯纳斯
·

鲍尔丁分析了人

口增长率与职工等级的关系
,

认为职工等级制度趋向于三角形结构
,

大多数人 处 于 低

级
,

随着级别上升
,

人数逐步减少
。

如果人 口年龄分布同样呈三角形 结构
,

那么职工随昔

年令增长就会提高级别
。

但是
,

如果年令分布呈矩形结构∗出现在停滞地区 −
,

许多人并不

能随着年令增加来提高让会地位和工资收人
。

这将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

美国一些早

期停滞城市符合这一情形
。

埃德加
·

罗斯特在 《停滞对大城市地区的影响》 一书中对此

有所描述
。

象印第安那州的泰利霍特那样的城市
,

由于人 口大量外迁
,

很少有年轻人进

入职业市场
。

结果
,

行政人员年岁相仿
,

长 期从事同一职业
,

造成人才埋 没
,

革 新 有

限
。

这些城市的非地方性通讯领域也日益 收缩
。

所有机构
,

包括银行
、

教会
、

公用事业

公司和政府通讯社
,

都采取
“
避险

” 态度
。

它们知道
,

冒险在发展地区有利 可图
,

而在停



常地区无利可收
。

如果由于人 口 自然增长率下降以及向非大城市地区迁移使美国大城市

星矩形年龄结构
,

那么
,

避险将成为主要的竹理方式
,

企业发展和改革将更加缓慢
。

这

域许真正是停滞之要害所在
。

缓慢增长还意味着住宅和基础设施日益陈旧
。

现在
,

住房修建年代已有较大的地区

差别
。

∃ % & )年
,

在东北部和北部中央地区
,

几乎没有一个大城市地区 ∃% : )年前修建的住

宅比例低于,/ 2
,

许多大城市地区 ∃ % : )年前修建的住房比例高于 1) 2
。

相反
,

在南部和

西部
,

只有少量城市 ∃ % : )年前建的住房 比例超过 ,/ 2
,

许多城市不足0) 2
。

人 口增长率

下降将使新的家庭减少
,

从而对住房需求量亦减少
。

这样
,

不管是 民用建筑还是商业用

建筑都会下降
,

就业减少
,

产生严重经济后果
。

此外
,

所剩的也大多不是新建
,

而是维

修
、

刷新
、

恢复原有建筑
。

同时
,

我们必须认识到
,

阳光地带的
“
繁荣

” 只是相对的
。

阳光地带大城市地区七十年代的总增长率低于五十年代北部中央诸州大城市地区的增长

率
。

到0 ) ) )年
,

南部各城市的住宅可能有很大部分在四十年以上
,

就象 ∃% & )年的北部各

城市一样
。

然而
,

缓慢增长也有某些良好影响
。

罗斯特总结出缓慢增长的四大益处
∋

住房 日趋

便宜
、

充足
,

且常为自己所有 , 犯罪率显著下降
, 疾病影响降低

,
家庭

、

宗教和种族上

的联系得到增强
,

且更有效地把影响传给下一代
。

埃德加
 

胡佛认为
,

人 口稳定能给大

城市地区带来许多可喜的效果
,

其中包括对完善的城市交通的要求降低
,
高收入的 白人

不再大里迁往郊区 , 环境压力减小 ( 住宅刷新和重复使用的可能性增加 (种族矛盾缓和 ,

教育质Δ 提高 (等等
。

汤普森则认为
,

如果中心城市不 需要再安置来自农村的大星贫民
,

那么它们就有更大的能力重建和更新
。

通过对十八个国家的国际性比较研究表明
,

大城市缓慢增长的趋势
,

以及从城市化程

度高的地区向城市化程度低的地区的人 口 净迁移是普遍存在的
。

在这十八个工业高度发

达或中等发达的国家
,

有十一个国家出现迁移流逆转
,

人口从国家中
?

已
、

地区迁向外围地

区迁移
。

这一研究还表明
,

虽然迁入大城市地区的人口数会随 片经济条件的变化在短时

间内有所波动 ∗繁盛时期迁入大城市地区的人口较多−
,

但长期的趋势则是人 ≅5 扩散
。

因此
, “

缓慢增长
”
阶段并不是美国大城市特有的现象

,

而是遍及整个发达 世界
。

/
 

非确定性展组 未来缓慢增 长及停滞城市的特性是难以确切预 言的
。

过去的

停滞城市是增长体系中的衰落点
、

外迁岛
,

而未来停滞城市则将以类似于一个完整体系

的面 目出现
。

大量年轻人外迁
,

是早期停滞城市的特征
。

而将来
,

由于 自然增
一

长 率
一

Α

降
,

就不必 由此来维持人口 的缓慢增长或停滞
。

现在
,

许多商业部门及市民组织仍在积

极地寻求本地区人口和经济的发展
。

即使有的部 门要求本城镇人口不再增 长
,

但就全地

区或整个大城市体系来说
,

则很少真正见到人口
、

能源和职业停
 

止增 长
。

这里所说的缓慢增长初级阶段
,

是诸多新的社会趋势的综合产物
。

总的说来
,

现在

对这些趋势还不甚了解
。

并且
,

若能延续一段时期
,

有许多趋势会互不相容
。

目前
一

〔业

她带的衰落与阳光地带的发展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

但有朝一 日
,

也许会强烈要求 良落地

区的同等发展
。

事实上
,

象
“
东北一中西部经济发展同盟

” 那样的组织已经要求
“一种

只有政府能够提供的经济刺激
。

换句话说
,

国会及其行政机构现在该考虑
一

个东北一中

酒部的田纳西方案
” 。

另一方面
,

象
“
南部发展政策局

” ∗下转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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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的亲阳光地带组织也业已成立
。

它们认为南部仍需要帮助
,

因为从绝对角度肴
,

南

部仍落在后面
。

许多人预见的
“
过城市

”
时代也许会与能源的昂贵和短缺不相容

。

因为电讯的发展

虽然可以使我们建设非传统形式的乡村居民点
,

但它并不能使乡村居民的耗能水平与城

市居民同样经济
。

乡村居民在购买商品
、

娱乐以及取得其他所需服务时
,

交通 耗 能 较

高
。

如果能源价格继续上涨或普遍实行汽油定量供应
,

那么住在村庄及山区别墅的家庭

就难以安居
。

乡村居 民耗能高
,

这也会促使政府控制其发展
,

从而大大影响
“

过城市
”

时代
。

美国进入的缓慢增长阶段的性质
,

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生这一阶段的各种矛盾力

量的妥协
。

最近出现的出生率
、

大城市一非大城市人 口迁移以及能源开发中的逆转趋势

也许会再次发生出人意料的变化
。

不仅各种趋势会有矛盾冲突
,

而且社会发展并不会完全

追随新技术
。

非技术性的伦理道德也在起作用
。

美国最高法院关于杜绝人工流产的最新

决定就证实了这一点
。

八十年代将见分晓
9
七十年代的趋势是否能继续下去

,

达到人们预期的结果
,

或者

七十年代是否仅是汽车一飞机一环境舒适阶段与某一未知新阶段的过渡时期
。

在遥远的

将来
,

高密度
、

公共交通型城市或许会因其高效能而复兴
。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

那么非大

城市地区的乡村住宅以及低密度郊区住房的兴盛对其极为不利
,

因为它们住宅分散
,

远

离工作地和公共交通路线
。

这个问题十分复杂
,

众说纷纭
,

确切的答案只有在数十年后

才能为人所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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