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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视域下
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

刘晓薇
(四川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0031)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使广大人民享受高品质生活”。 而

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正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及其治理的重要指导理论,为推进我国城

市治理现代化,高质量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开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提供了重要学理支撑。 本文

在总结与反思学界关于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阐明城市治理现代化不仅是开启

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应然要求,而且还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这就使城市治理现

代化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然选择。 与此同时,回到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原初语境,
基于《资本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

文本,立足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审视其哲学意蕴,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马克思

通过对资本的历史性批判来激活对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的认识,还是其通过对现代“市民社

会”的批判来夯实探究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及趋势的历史观基础,抑或是他通过对城市与人的发展的批判

来确立促进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基本思路,实际上都是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现代城市发展

和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所提供的理论指导。 在系统阐释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及其哲学意蕴的基础上,
剖析其对推进当代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及其发展的实践路径,就要求我们不仅要将绿色城市作为当代

新型城市建设的首要原则,坚持走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道路,而且还要努力迈上“以人民为

中心”的城市治理现代化轨道。 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人们对城市美好生活和宜

居宜业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人们对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渴望亦愈增强,这就迫切需要一种科学的城市

批判思想来指导和推进当代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及其治理实践,以实现我国现代化强国目标,即实现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而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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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力于探索和解决中国城市发展的根本问题,
建设性地提出了“城市是人民的城市” [1]420、“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 [2] 、“顺应城市发展规

律” [3] 、“要像绣花一样” [4]治理城市等关于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新时

代城市发展与治理的新理论和新思想。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以及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

议》以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

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5] ,要“坚持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6] 。 以人民为中心的城镇化是新时代我

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战略要求,对助推新时代城市发展与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目前,学界围绕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其研究维度有三个方面:一是直接提

出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时代路径[7] ;二是剖析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堕距问题

等现实困境及其应对策略[8] ;三是通过对城市治理质量的多维认知与解读,探寻我国城市治理现代

化的评价、管理及其发展等问题[9] 。 在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力求回到马克思城市批判

思想的原初语境,系统阐发其理论视域及哲学意蕴,为实现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为
分析与解决当下城市治理现代化问题找到理论框架。

二、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然选择

(一)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应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勾勒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美好画卷,成为开启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及中国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和行动指南。 党的“二十大”报告宣告我国在实现

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基础上、进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基于此,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立足于第二个百年新征

程,抓好城市治理并加快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就成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引擎与关键,成为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军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应然要求。
马克思在其城市批判思想中认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城市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城市生

产力优于农村。 城市建设与发展是与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相一致的,要尊重城市发展的自身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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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其发展要求,既不能超越应有的发展阶段,也不能照搬他国的治理经验。 首先,随着我国改革

开放的不断发展,新时代现代城市也在不断地向高质量高速度的发展深入转型,但我国正处于并将

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在这个阶段,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城乡发展仍然不平衡,农村

发展仍旧不充分,还有大量的刚刚脱离绝对贫困的人口;城市体系发展水平高低不一,部分城市已

经处于国际水平,但另一些城市发展还很滞后。 这是基本国情,也是一切经济社会发展及治理的出

发点。 其次,发挥城市的生产力优势的基本方向不能改变。 马克思在其城市批判思想中指出,由于

生产要素、人口和消费等相对集中,城市具有相对农村更高水平的生产力。 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要准确把脉现代化城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时刻牢记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提升人民

对城市治理的认同度,加强城市治理的科学化与体系化,增强和打造城市治理的规范化与智能化,
下足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筑牢城市治理现代化体系的物质基础,继续发挥资本和现代城市的优

势并在发展中解决问题,促进现代城市生产与人民的发展。 再次,依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

情谋划现代化城市网络治理方案。 通过城市网络建设,充分应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及大数据,带动乡

村发展,使城市和农村居民共享发展红利。 而要带动农村发展,就要重视科学和技术赋能治理,创
建数字化智能技术体系,打破农村的分散经营和非规模经济的现状。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方面

要在农村形成新的城镇点,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形成现代化城市网络治理和模

式创新,强化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
总之,上述这些具体举措和实践路径,凸显了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视域下我国城市现代化的治

理效能,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及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

程的必然要求。
(二)城市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我国社会发展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到 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第一个百年目标;在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第二个百年目标。 从 2012 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正式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开启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

略之需与时代之求。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及《纲要》中被列入“十四

五”规划指导思想的内容,且在“四个全面”新的战略布局中位居首位。 这更加丰富和凸现了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涵,明晰了其战略目标。 站在新的历史发展的关口,按照党在十九届五中全

会论述 2035 年远景目标时所提出的“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1]15 同步协调发展

的要求,继续推进和加强城市治理现代化,促使城乡深度融合,实现其良性互动发展,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路径和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城市的发展历史和资本的演绎逻辑具有高度的一致,现代城市的发展是资本

逻辑的结果,又反过来推动了资本的演绎。 因此,在新时代推进和实现“新四化”进程中,需要充分

发挥资本在新型农村城镇化建设中的伟大文明作用,明晰资本的弊端和城市的弊端具有同一性。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在推动城市社会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异化了“人”的发展,部分剥夺了

乡村的发展机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对立。 总而言之,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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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上,按照“四个全面”新的战略部署,如何既要把资本的弊端“关进笼子”,又要充分发挥资本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文明作用,积极探索现代城市的治理价值及其实践的新路子,架构现代化城

市治理共同体,其中要注意以下方面:首先,明确新型农村城镇化建设中“人”的主体性地位。 传统

型的城镇化是将农民和生产要素都集中到城市里,使农民也成为一种生产要素,忽视了“人”的主体

性地位。 片面和过度地追求城市化,引发了城市与乡村、城市与自然、城市与人以及城市与城市之

间的诸多社会矛盾。 因此,结合我国新时代社会发展及现代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马克思对工

业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的描述和历史性批判,在新时代新型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要坚持推进“以人

为中心”的城镇化,兼顾“人”的发展需要,让城乡居民平等地参与和融入城镇化进程中,全民共建共

治共享现代化城市治理新局面。 其次,要加强资本的人文关怀,构建城乡产业联动的协调发展机

制。 在建设新型农村城镇化的实践中,我国的资本作为推动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力量,应持续发力资

本市场并通过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在资本与人民大众之间,加强资本的人文关怀,并保持二者的

均衡且尽可能地向“人民”倾斜,使资本以更加文明的方式,超越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性,
加快构建我国新型城乡产业联动协调发展机制,促进城乡基础设施“无缝对接”、共享共用。 再次,
要秉持“公平正义”的治理价值取向,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现代城市社会保障体系。 在创新

“城乡一体化”发展建设中,加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使农民和城市

居民同等地平等地享有医疗待遇、教育文化体系、就业服务体系等权利,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从
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现代城市更加美好生活的系统而全面性的需要。

总之,基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视域,深入推进和有效加强城市治理体系及其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这既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时代要求,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必然选择。

三、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

“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的主要缺陷……不给我们提供一种对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城市化本质的全面理论解释……它们在西方城市中……与这些社会的资本主义特征联系在一

起” [10] 。 面对西方学者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诘责,国内学者从城市社会学、城市哲学

或政治哲学或政治经济学等多学科或维度,审视和批判了现代城市及其发展变化,总结和阐发了马

克思主义哲学出场路径的转换。 基于此,在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
阐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及其视域,凸显其城市批判的问题意识及其当代价值,其旨趣和意义是为

我国当代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指导。
(一)对资本的历史性批判,激活了对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的认识

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是马克思在系统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在揭示现代社会发展规律

以及人类历史发展一般规律及其趋势的同时,围绕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关系问题,对以资本的积

累和扩张为目的的城市化进程展开了系统深入的批判,由此形成的现代城市批判理论。 马克思城

市批判思想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内容。 显然,城
市是马克思透视社会历史的一个基本视角。 马克思首先注意到城市是最具有资本显示度的场所,
从而从资本主导城市的角度揭示了现代社会结构和社会运动规律;由此,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

重要地位得到了全新的认识。 对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的认识,首先还得从城市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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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商业贸易开始。 在马克思看来,首先是城市的商品生产及其商业贸易在古代城市社会向现

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城市的商品生产及其商业贸易,对古代及其现代城市之

前的城市的旧的生产方式的解体起了冲击作用,这种冲击作用取决于现代城市之前的原有城市社

会或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

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障碍,这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

以明显地看出来” [11] 。 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分工和交往的日益扩大,生产的专门化日渐发展,城市的

商品贸易及其生产将助推手工业快速发展,促使封建城市的解体。
随着资本日益上升为支配现代社会发展的轴心,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推动了现代城市的真正

诞生。 同时,确立了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促使自然形成的城市转化为商业资本形态

的城市,最后转变为工业资本形态的城市,加速了资本的流通和集中。 这样一来,以资本为主导的

现代城市,打破了一切旧的城市制度和传统地域局限,受制于资本的统治和主宰。 一方面,城市工

业资本突破了城市在生产与交往上的一切束缚,把劳动变为了由资本支配的雇佣劳动。 实际上,也
就是城市的资本家无偿占有现代工人的活劳动的累积;另一方面,资本的增殖和扩张,必然要求开

拓海外殖民地、推动国际竞争以强化资本在现代城市社会化大生产中的力量,促使现代城市及其所

有的生产方式都听从资本的安排和支配。 进言之,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支配着城市及其

发展的一切,引起了现代城市社会的重大变革;它(资本)还淋漓尽致地发挥其最大限度追逐和夺取

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城市社会的矛盾。
显而易见,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鲜明地呈现了马克思对城市展开的历史性批判,激活了人们对

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重要地位的认识。 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城市批判

思想,充分肯定了城市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引领作用,并指出“城市是我国各类要素资

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 [12] ,形成了新时代关于中国城市发

展与治理的重要论述。
(二)对现代“市民社会”的批判,夯实了探究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及趋势的历史观基础

马克思的城市批判思想呈现了马克思对“市民社会”中潜伏的“在场”者———城市的揭示,使现

代“市民社会”成为现代城市的实际支撑体。 进言之,马克思以城市为研究入口,深刻地揭示了城市

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历史趋势,夯实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马克思把对城市的批判锁定于现代“市民社会”,进而从对哲学的批判转向了对现代社会的历

史性批判。 基于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扬弃了费尔巴哈基

于“人的本质”来衡量生产关系的观点,指出要从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来阐释资本主义社会的

内在结构及其与人的关系。 显然,马克思通过深入研究历史学、政治经济学等,凸现了其思想发展

的历史逻辑进程。 可见,随着马克思研究的逐步推进,他逐渐创立了新的历史观和历史哲学。 马克

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历史剖析,把“人的实践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看作了科学认识城

市与人的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基于此,马克思指出有生命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是人类社会存在和

发展的历史前提,这些“个人”也就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的个人”,是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

的“第一个历史活动”。 换言之,这种历史活动就是以城市中的“现实的人”为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

历史主体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而现代城市中的物质生产实践则以浓缩的形式体现着现代城市与

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 基于此,由于现代城市中的“人”要受城市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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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往程度的制约,现代城市中的“人”既是国家、城市社会的生产者,也是观念等意识形态的生

产者。 因此,只要描绘出人们在现代城市中“现实的历史”中能动的生活情景,以及这一情景在人们

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就可以“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也就能科学地理解和阐释

现代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关系的全部历史现象。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就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它制约着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且展现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物质交往关系。 而在现代资产阶级城市社会中,“市民

社会”展示着现代城市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

发源地和舞台” [13]167。 也就是说,“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 [13]211。 换言之,
“市民社会”也就是从资本主义现代城市的生产以及交往关系中,发展和凸现起来的城市社会,它体

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城市的经济关系,且占据着基础性地位。 显然,马克思十分关注现代城市的物质

生产实践。 因为,现代城市的大工业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开创了

城市发展的世界历史,加速了现代城市资本的集中,最终促使了现代工业化大城市惊人般的成长,
而工业化现代大城市又是“市民社会”发展最成熟的地方,“市民社会”的全部奥妙都蕴藏于现代资

本主义工业化城市生产实践中。 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认为:“伦敦对于考察资产

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 [14]4。 可见,马克思正是以对工业资本主义现代城市的内在结构进行

深入解剖为基础,科学阐释了现代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关系的历史特殊性及历史趋势。 这样,马克

思就把现代城市当作其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场所,进而将城市作为深入资本主义社会,考察和阐释

城市与人的发展关系的历史入口,并对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的生产关系、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意识形态

等,展开全方位的批判性分析,从而用历史自身的尺度———现代城市与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来历

史地说明和阐释现代城市与人的发展过程的真实本质,从而开拓了剖析资本主义城市的历史唯物

主义视域。 毫无疑问,马克思把城市中的“人”置于其发展的历史社会中,科学阐释城市与人的发展

的历史关系,夯实了探究城市发展一般规律及趋势的历史观基础。
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高度契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时期借鉴和创造性运用了马克思

城市批判思想,强调指出中国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中国城市发展须要遵循与顺应

城市发展和城镇化发展的“两大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认识、尊重、顺
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 [15] ,并作出了关于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与治理的一系列

重要论述。
(三)对城市与人的发展的批判,确立了促进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基本思路

马克思把对现代城市的批判聚焦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城市以“剥削”“压迫”人民为本质的资本

主义制度及其社会历史性质的批判,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城市的现实的物质生产的历史性考察

和认识,不仅批判了城市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日益凸显为人与人的矛盾问题,还批判了

资本主义城市的“资本”生产方式对“现实的人”的客观真实的“剥削” “压迫” “奴役”关系,以及城

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异化问题,提出了以城市发展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归宿的历史价值观。
显而易见,马克思正是凭借对资本主义现代城市及其“剥削” “压迫”人民为本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历史性批判,把城市作为考察和透视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视角,构成了马克思历史

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确立了促进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基本思路。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 [14]508-509。 这表明,马克思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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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的批判称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并通过对其展开深入剖析,把“人

的实践”作为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根基,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 基于此,马克思将城

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基本思路,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及其视域中进行审视和批判,且这

种批判服从并受制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独特社会形态的批判,即:马克思通过揭示工业资本

主义社会的历史特殊性,批判资本主义城市“资本”的“运动法则”,实现对现代城市的资本生产与人

的关系的批判。 也就是说,马克思把现代城市的物质生产和生产力,作为历史地考察和合理地批判

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关系的历史出发点,并对城市发展的历史的理解建立在“人的实践以及对这种

实践的理解”基础上,并由此深入探析和批判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以及与资本的互动,以实现“对现

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深层逻辑机制的批判,即‘资本批判’” [16] 。 基于此,马克思从现代物质生产实践

为基础的“现实的历史”出发考察工业资本主义城市,把工业资本主义城市的物质生产方式,作为其

历史性认识和考察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逻辑前提。
首先,城市的物质生产方式规定着“现实的个人”。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个人”是城市发展中

历史考察的前提,“人”是作为物质生产活动中的“人”,且从属于一定的城市物质生产方式的人。 这

种生产方式“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

方式” [13]147。 这表明,这些“个人”是城市发展的历史主体,他们是由城市的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个人”。 马克思始终以“人的实践” [13]136 为依据,去超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以此为基础作

为深入考察城市的实质及其发展规律和趋势,从而阐述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关系的“历史科学”。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这里所说的个人……是现实中的个人……是进行物质生产

的” [13]151。 这就是说,“个人”总要受到一定历史条件下现实的物质生产生活方式、交往形式及其社

会和政治结构的制约。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

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17]10。 马克思摒弃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和历史彼此完全脱离” [17]22 的观点。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视域中的自然界总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要坚持唯物史观,把握真实的历史存在。 从此意义上讲,在“市民社会” (这里指城市社会)中,由于

“人”要受城市物质生产实践的制约,“人”就构成了城市物质生产体系的生产者。 因此,只有深入认

识资本主义城市的物质生产方式并对其展开历史性批判,才能科学地揭示和有效地阐释城市的资

本主义性质以及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内在关系。
其次,物质生产方式规定着历史本身。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只有通过工业实践和社会交往的发

展,才能被“人”所理解和认识。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

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

心理学” [18] 。 可见,马克思始终将工业和交换的历史与城市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历史密切联

系起来考察,不难发现: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内在关系的秘密蕴藏于现代工业化城市的物质生产实

践中。 也就是说,只有深入工业和交往中,才能有效洞悉现代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进而科学阐释

现代城市物质生产方式“使劳动本身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 [19]68。 质言之,现代大工业城市

的物质生产方式不仅促使资产阶级取得了在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同时,它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

成了赤裸裸的物质交换关系,它还促进了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 因为,“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

地……如果没有大城市……工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 [20]408。 换言之,现代工业化城市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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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生产方式和交往关系,不仅是透视工人阶级现实的工作和生活的窗口,还使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

相统一的历史,获得了“感性确定性” [13]160,并成为人们历史地认识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内在关系的

现实客体。
再次,物质生产方式构成了“现实的人”历史认识的前提。 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的个人”是“从

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

着的” [13]151 个人。 这些“现实的个人”对社会发展历史性的认识,来源于其从事的物质生产实践活

动及其物质生产方式。 也正因为如此,从资本主义城市的物质生产方式来考察现代劳动,就会透视

以现代工业实践为基础的“现实的历史”中的“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

反射和反响,进而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以及人们生活状况的科学批判,从而揭示现代城市

中的资本家剥削现代工人劳动的本质。 显然,与他把商品视作研究和剖析资本主义城市经济结构

及其矛盾运动的出发点,是密切关联的。 基于此,随着社会分工和现代城市机器大生产的广泛应

用,物质生产方式构成了工业资本主义城市中的“人”及其历史地认识城市的资本主义性质及其与

人的发展关系的现实前提。
最后,现代物质生产方式是“人”认识历史的合理前提。 马克思把以现代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

的工业资本主义城市作为考察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关系的合理前提。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产阶

级现代城市社会(这里指现代“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13]167,而“真正的市

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 [13]211。 可见,马克思始终站在“现实的人”的历史基础上,解
释和批判“市民社会”(城市社会),并高度关注现代工业城市的实践和发展。 因为大工业的发展促

进了工业化大城市的产生与发展,工业化大城市是“市民社会”发展最成熟、最健全、最完善的地方。
所以,马克思试图通过研究和批判“市民社会”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开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创

立,即创立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13]136 为立足点的历史唯物主义。 因此,现代工业资本主义

城市的物质生产方式,构成了现代城市“现实历史”中的“人”认识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历

史关系的合理前提。
与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高度契合,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从广大市民需要出发” [21]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建设和

规划原则,加强“城市管理数字化建设和功能整合,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数据库,发展民生服务智慧应

用,实现‘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 [22] ,最终以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考量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根本

标尺。 显而易见,在新时代有关城市建设及其治理的这些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吸取了马克

思城市批判思想的理论养料,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是“人民的城市”,城市发展须要落实

“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了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的新时代中国城市发展与治理思路。

四、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为推进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实践路径

在系统阐释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及其哲学意蕴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和挖掘马克思城市批判思

想对推进当代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及其发展的路径指向,不但可以减少未来城市发展实践的失误,
还将会产生城市现代化建设及其治理的新思路,指明城市发展的新前景。

(一)把绿色城市作为当代新型城市建设的首要原则

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而生态文明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之后的更高阶段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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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资本主义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马克思认为,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 [23]518 的

同时,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 [23]518,但“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

换” [23]518。 为了避免这种“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14]169 的破坏,应该以绿色城市作为当

代新型城市建设的首要原则。
首先,应建立城市与自然、城市与人的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城市作为一

种“人”的空间、“人化”的自然,它必须以“现实的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脱离历史之外的纯粹自然

的城市是不存在的。 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处理好城市与自然、城市与人的绿色发展和共享发展的关

系。 按照马克思的指引,城市不应是单纯的人造的丛林,而应当是由自然和人共同打造的绿色共享

的复合体系。
其次,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要求,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形成“节约

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空间格局,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提倡“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
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 [24] 。 一方面,我们要通过生态文化培育和节能环

保,教育和引导市民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并养成文明节约的城市生活和消费方式,开创绿

色出行活动,建设绿色城市文明家园;另一方面,要保障城市中的每一个人“住有所居”,公平地享有

城市发展的各种绿色空间和成果。
再次,在城市进行“乡村运动”,即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在城市中构建起一个个生态节点,形成生

态城市,使城市不再只是钢筋水泥森林,而是与自然园林的复合体。
(二)坚持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道路

马克思在其城市批判思想中认为,城市与乡村的对立是一条贯穿人类文明始终的基本矛盾。
虽然这对矛盾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而最终消失,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就现实而言,我国

目前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是城乡分离以及多年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马克思认为,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制度的发展,“城乡对立”将会通过“城乡融合”来解决,而“城乡关系的面貌一改

变,整个社会的面貌也跟着改变” [25] 。 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道路,不但在过去的建设实

践中被证实为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在将来的城市建设实践中也要坚持下去。
首先,平衡城乡基本社会功能。 包括公平配置城乡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居民就业、医疗、社

会保障等享有平等待遇,并在制度与法规上得到保障;在基础设施、生产环境等方面获得和城市一

样的公平投入。 其次,以市场为配置资源的基础,创新体制机制,让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

动[26] 。 在此基础上,要充分发挥城市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中心作用,扩大城市规模效应和聚集效

应,带动城市周边地区乡村发展。 再次,重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乡村在提

供城市粮食安全方面的保障作用和生态屏障作用,进而以乡村产业为支撑,使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

扩大现代经营管理方式,通过城乡合作实现大规模生产[27] 。
(三)努力迈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现代化轨道

马克思通过“资本批判”,历史地考察和阐述了现代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历史过程的真实本质,
指出城市是资本成长的需要和结果。 因此,城市不仅仅是资本的人格化,是资本家的聚焦地,也是

广大普通城市市民的集中地。 如果任由资本支配城市,凌驾于城市之上,必将导致城市的资本性与

城市的人民性之间的对立,表现为资本的逐利性与人民幸福的对立、资本生产空间扩张与人民生存

空间的对立。 为了解决这一对立性问题,在未来的城市建设实践中,就应该按照马克思在其城市批

321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3 期　 　 　

判思想中所阐释的城市发展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将城市的“人民性”放在第一位,
即努力迈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现代化轨道,这正是马克思对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远

大理想与期待。
首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理念。 马克思在城市批判思想中强调“人”是“现实的历史

的人” [13]155,而作为“确定的人” [19]329“现实的人”就有规定、有使命、有任务。 因此,在新时代发展和

推进当代中国城市建设实践中,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城市发展理念,理应把“人”的主

体性及“人”的现实需求放在首要位置,“人民的主体性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原则,是对人民主体地位、
主体利益与主体力量的强调” [28] ;“人”的发展应成为城市发展的主体,聚焦于“人”的发展逻辑,而
非“物”的城市化发展。

其次,助推城市发展迈向“人”的全面发展。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启示录或“新智慧的逻

辑”》中,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了论证,并指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

展自己的一切能力” [19]330。 这就表明,城市发展是为“人”谋发展,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直指“人”的

全面发展。 因此,在新时代,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城市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就需要把迈

向“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当今中国城市发展的价值理念。
最后,以城市发展契合新时代人民的新期待。 新时代要解决好城市“为谁发展” “怎样发展”等

理论问题,契合新时代人民对美好城市生活的新期待,彰显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目的。 新时

代人民城市建设既要“在消弭基于资本逻辑的城市内部空间非正义的基础上” [29] ,促使城市空间布

局符合人民主体性的城市空间生产活动,既要克服资本逻辑对现代城市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异化,解
决好“现实的人”的主体性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问题;又要彰显城市社会正义的价值理念,追求

和建设城市的空间正义;还要让“人民”真正对城市发展和建设产生认同感、亲切感和舒适感,不断

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真正回归城市与“人民”共享的家园。 积极创建推动新时代城市整

体利益最大化协同发展的人本逻辑,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升城市治理现代

化水平。

五、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表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新征程及其

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城市美好生活和宜居宜业环境的需求日益增长,人们对共享

城市发展成果的渴望亦愈加增强。 “按照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

效能,以社会治理现代化夯实‘中国之治’的基石” [30] ,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一方面要

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即乡村振兴;另一方面要实现城市治理现代化,城市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治理

现代化相向而行、相互促进,共同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我国现代化强国目标,
即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这就迫切地需要一种科学理论来指导当代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及其

治理实践,而马克思城市批判思想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优解。 因此,本文主要挖掘马克思城市批

判思想,并在总结和反思学界对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回到马克思城市批判

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初语境或理论视域,尝试为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研究提供一些思考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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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of
 

socialist
 

c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t
 

provide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urban
 

governance 
 

realiz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with
 

high
 

quality
 

and
 

opening
 

a
 

new
 

situation
 

of
 

moder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of
 

academic
 

circles
 

on
 

China  s
 

urban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at
 

urban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s
 

not
 

only
 

the
 

natural
 

requirement
 

of
 

opening
 

the
 

second
 

Centennial
 

new
 

journey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which
 

makes
 

urban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e
 

natural
 

choice
 

of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country
 

in
 

an
 

all-round
 

way.
 

At
 

the
 

same
 

time 
 

back
 

to
 

the
 

original
 

context
 

of
 

Marx s
 

urban
 

critical
 

thought 
 

based
 

on
 

the
 

classic
 

Marxist
 

texts
 

such
 

as
 

Das
 

Kapital 
 

Manuscript
 

of
 

Economics
 

and
 

Philosophy
 

in
 

1844 
 

Theses
 

on
 

Feuerbach 
 

Die
 

Deutsche
 

Ideologie 
 

and
 

o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f
 

Marx s
 

urban
 

critical
 

though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hilosophical
 

meaning
 

of
 

Marx s
 

urban
 

critical
 

thought.
 

We
 

can
 

find
 

that
 

Marx
 

activated
 

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t
 

position
 

of
 

c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
 

through
 

his
 

historical
 

criticism
 

of
 

capital 
 

consolidated
 

the
 

historical
 

basis
 

of
 

exploring
 

the
 

general
 

laws
 

and
 

trends
 

of
 

urban
 

development
 

through
 

his
 

criticism
 

of
 

modern
 

civil
 

society  
 

and
 

established
 

the
 

basic
 

idea
 

of
 

promoting
 

the
 

unity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rough
 

his
 

criticism
 

of
 

urban
 

and
 

human
 

development.
 

In
 

fact 
 

it
 

is
 

the
 

theoretical
 

guidance
 

provided
 

by
 

Marx s
 

urban
 

critical
 

thought
 

for
 

modern
 

urban
 

development
 

and
 

China s
 

urban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systematically
 

explaining
 

the
 

vision
 

and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
 

of
 

Marx s
 

urban
 

critical
 

thought 
 

explaining
 

its
 

practical
 

direction
 

for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rban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
 

requires
 

us
 

not
 

only
 

to
 

take
 

green
 

city
 

as
 

the
 

primary
 

principle
 

of
 

contemporary
 

new
 

urban
 

construction 
 

but
 

also
 

to
 

adhere
 

to
 

the
 

new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road
 

of
 

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Moreover 
 

we
 

should
 

strive
 

to
 

embark
 

on
 

the
 

track
 

of
 

 people - centered 
 

urban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short 
 

sinc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ed
 

the
 

new
 

era 
 

people s
 

demand
 

for
 

a
 

better
 

urban
 

life
 

and
 

a
 

livable
 

and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
 

has
 

increased
 

day
 

by
 

day 
 

and
 

people s
 

desire
 

to
 

share
 

the
 

fruits
 

of
 

urban
 

development
 

has
 

also
 

increased.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a
 

scientific
 

urban
 

critical
 

thought
 

to
 

guide
 

and
 

promote
 

contemporary
 

China  s
 

urban
 

modernization
 

and
 

its
 

governance
 

practice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building
 

a
 

modern
 

and
 

powerful
 

country
 

in
 

China 
 

that
 

is
 

to
 

say 
 

to
 

achieve
 

the
 

second
 

Centennial
 

goal 
 

and
 

Marx s
 

urban
 

critical
 

thought
 

is
 

the
 

best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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