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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边疆》

内容概要

从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角度综合分析了西部城市的兴起原
因、阶段及其对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探讨了二战期间西部城市掘起的原因及联邦政府的政
策；论述西部某些城市如何从地区性城市发展为全国性、世界性城市，并详述了城市功能的多样化现
象；侧重介绍城市与区域经济、全国经济的关系，城市的分布模式。对了解美国内部发展的新变化及
其有关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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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边疆》

精彩短评

1、也许是翻译的问题，读起来不那么有趣。冷战时期西部城市的发展，也许可以是个视角
2、作为中国人，完全不熟悉这样的城市史以及这样的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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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边疆》

精彩书评

1、和许多人一样，我一直是从好莱坞电影中领略美国的西部风光的。我已经习惯了将美国西部与牛
仔、淘金者、小酒馆中的枪战和巨大落日映衬下的沙漠联系起来。直到最近读了卡尔·艾博特教授的
《大都市边疆：当代美国西部城市》，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对美国城市历史有着精深而独到
研究的艾博特教授谈到：西部地区不仅是美国最空旷的地方，也是美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方。
到1990年，80%的西部人口已经居住在大都市里，而只有不到10%的西部人居住在“真正的西部”：农
场、牧场和孤立于沙漠中的加油站等。而且，艾博特教授指出，美国的西部开发正是以城市化为依托
的。城市化是贯穿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的一条主线。　　艾博特教授是波特兰州立大学城市
研究与规划系主任、美国城市史研究会主席。他的主要著作有《新型城市化美国：阳光地带城市的发
展及其政策》、《城市兴办人与企业家》、《1920年至今的美国城市》等。挨博特教授的治学特点是
研究视野开阔，他在研究中结合了历史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这就使他在美
国城市史领域富有创新、风采卓异。值得一提的是，在从事研究和教学之余，他还担任了波特兰市社
区预算咨询委员会主席、波特兰市邻里协会审议委员会主席等社会职务。　　美国西部城市的崛起，
首先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联邦政府投放到该地区的巨额军事开支。1940－1945年间，西部各州
从联邦政府获得了20%的军需合同，40%的战时工业设施工程，而当时西部的制造业增加值仅占全美
国的10%。几乎每个北纬41度线以南的西部城市都得到了新建或扩建的基地，造船业、飞机制造业、
石油业和制铝工业开足马力、空前高涨。工业的勃兴带来了大规模的移民，而这些移民大多集中在城
市。战时10年，西部有6个大都市区的人口增长达到或超过75%，而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半个美国只有
一个这样的大都市区。到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西部已经有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本地市场和较为完整的
工业体系。持续的发展需要持续的推动力。所幸的是，西部地区的利好因素在20 世纪60年代之后越来
越多：对外贸易的发展尤其是与东亚日益密切的联系；外来移民势如潮涌，而这些移民中大多数来自
临近西部的拉美和东亚；美国卷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使得西部地区的战略重要性有增无减。经过数
十年的经营，西部城市已经从边陲小镇走向了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大都市。　　在这幅不断展开的宽
广画卷中，我们还看到了独特的机遇引发的西部城市化进程中的一系列创新。大规模外来人口的流入
超过了西部城市原有的承载力。许多工人挤在汽车旅馆和活动住房中。所有的市政设施都处于失控的
状态，而这又恰恰迫使城市管理者加快社区的发展速度。战争带来的意外繁荣使得当地政府格外关注
如何避免战争结束之后的经济萧条。如何为返乡的退伍军人和那些愿意长留此地的战时产业工人寻找
就业机会成为城市管理者当时最关心的问题。短期的突发性经济增长反而更容易激发政治领导人思考
长期的发展规划问题。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按照奥尔森的理论，长期稳定的社会日益孳生既得利益集
团，而既得利益集团的猖獗活动将极大地增加改革的阻力。由于在西部地区一切都是迅速变动的，没
有像东北部地区那样有势力雄厚的利益集团和复杂臃肿的政治机器，所以有政治抱负的政治领导人可
以大有作为。战后西部城市化进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便是非常重视城市发展战略的规划和实施。在这
种变革之中，代表原有的封闭生活的本地官员被新一代的朝气蓬勃的政治领导者取代。原有的本地官
员总是觉得他们的城市已经足够大了，他们不喜欢竞争，也对外来人口持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对新来
的人设置重重障碍，以防有一天他们的地位受到威胁。新的地方领导力量代表了地产商、公用事业、
依靠地方市场的企业等。报纸在推动地方进步、改进行政效率方面尤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新一
代政治领导人敢想敢做、富有创意。赌城拉斯韦加斯、好莱坞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靠梦想和灵感而不
是自然资源建造的辉煌城市，菲尼克斯的“太阳城”是另一个典范。由于美国人口逐渐出现老龄化趋
势，菲尼克斯刻意创造出来舒适闲逸的适合老年人的生活环境。正如菲兹杰拉德的评论：“整个村庄
甚至整个城市都是由老人组成的，任何社会在其历史上都没有此类记载⋯⋯深思熟虑的创造。” 　　
西部开发对于美国来说决不仅仅是地区发展，西部开发塑造了美国的灵魂。自从1787年“西北土地法
令”颁布以来，美国人就一直将西部开发视为创立民主制度国家的一个机会。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根
据亲自游历美国的经验，认为西进运动创建了一种平等、人人参与的社区。艾博特教授也指出，在西
部城市中人口构成多种多样，这为政治多元化提供了一个天然的试验场。下个世纪美国的多元文化能
否继续维持、各种族之间的矛盾能否妥善处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部的试验能否提供有创造性的
思路和答案。　　尽管中国的西部和美国的西部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从美国西部城市化进程
的历史观照今日中国的西部开发，仍然不无启示。邓小平在其晚年就已经提到了西部开发，而今天西
部开发已经成为政府的基本国策之一，但从有关的文件来看，西部开发的着眼点仍在于缩小东西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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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边疆》

差距，换言之，对西部开发的认识仍局限在地区发展。赵一凡曾经期望，西部开发应该有更伟大的战
略目标：为后世中国打造一种民主开放、主动进取的长久文明格局。邓英淘等在《再造中国》中提出
，要从国土整治和资源开发的角度理解西部大开发。对照美国西部城市化的历史，我忽然地有了一些
疑问和想法：既然美国西部城市化的契机来自政府通过军事备战的大规模投入，中国西部开发能否以
政府从全局出发，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出发，在西部实施若干大规模的着眼于全中国资源整合的工
程如南水北调工程为契机呢？随着这些大规模工程的启动，中国的西部开发能否也通过加速城市化而
实现新的奇迹？原先散布在西部农村、荒漠、山区的人口经过汇集，原先在东部地区没有土地的农民
经过迁移，能否在西部形成一些大中型的中心城市？这样，城市化不仅能缓解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
关系，而且人口的集聚又会带来更大的市场机会，从而为西部开发创造自生的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
新的城市人口中很多都是年轻而又热爱冒险的人们，当他们走到一起的时候，是否会用这种进取和开
放的精神洗刷西部的封闭和惰性？如果允许他们试验，他们能否在广阔的西部摸索出中国的民主模式
？ 　　开卷有益，我本来是出于好奇心想对美国西部开发这段本不熟悉的经济史多几分了解。掩卷而
思，我又产生了许多启发和遐想。我仿佛看到，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充满活力、欣欣向
荣的新兴城市，犹如繁星点点，照亮了中国经济。
2、这本小书虽然不厚，但读起来却挺费劲，因为信息量挺大，语句又不太通顺，而且印刷得还有重
影···美国的东部一直是其政治经济中心，二战后，西部、南部逐渐崛起，出现所谓“阳光带”
（sunbelt）现象。艾博特认为，大都市区的优先发展，是西部阳光带（sunbelt west）崛起的一个突出
特点，即所谓的大都市区化（Metropolitanization)。且不说这是如何发生的，依靠的是哪些政治、经济
契机，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诗意，梦幻般一样的一段历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简直就是城市化的
历史，真的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啊······托克维尔行走美国之后，发现了美国人的两种特质，
一是个人主义，一是追求共同利益时候的合作精神。一般来说，美国西部边疆城市化过程中，更强调
的是个人成功，而不是社区的成就，但社区则是个人自由生活的保障和依托。和在美洲大陆拓荒的前
辈们一样，美国人一直很在意“社区”，社区在西部城市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西部的
广阔，一些“非主流”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也在西部有了生存发展的空间，社区成了大都市的重要组
成部分。犹他州的摩门教定居地、洛杉矶和旧金山的同性恋社区、迪斯尼乐园、拉斯维加斯···什
么种类的人都能聚集起来，在大都市中划分自己的地盘。纵欲者、消费至上者、狂热分子、古怪人士
，都能在西部找到朋友。比如旧金山北滩住宅区以聚集beat generation著称，伯克利以激进和左翼成名
······金斯堡在第六美术馆朗诵他的猥亵之作《嚎叫》，黑豹党人在伯克利卖毛主席语录，米
尔克在卡斯特罗街竞选公务员······摘抄：p195：“边疆和农业区总是吸引着各种社会实验和
乌托邦团体，没有左邻右舍也就意味着没有社会的约束和不容。”······这没有拥挤的地铁和
公园，这里有的是到处乱跑的汽车和自家后院的游泳池。”p203：“诗人、劳工激进分子、自由言论
主义者、黑豹党人、反战者、旧金山同性恋者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和目标，但他们共同具有属于与主
流文化相悖的新生代意识。种种抗议团体通过提供社会和知识界的支持，把表现的自由赋予了个人。
旧金山湾区成功地创造出了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使“个人主义边疆”得以尽情亮相。”p208：“对较
年轻的加州人来说，到东部纽约是“去”，而不是“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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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边疆》

章节试读

1、《大都市边疆》的笔记-战争和向西部的倾向

        1941年，海军购买了特雷热岛上四百英亩的场地，用作训练和巡逻站，强化了旧金山庞大的海军
基地和补給设施。二战是该地区及其城市发展中的一个主要转折点，整个西部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
迅猛的城市化进程。六年的战时动员到战争结束时，西部以拥有一个得到极大过张的地区性市场，一
套心的工业基础系统。

早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前的二十年，圣迭戈和旧金山就已经有意识的寻求军方市场了。1919到1921年间
美国海军将其一半的舰队由大西洋调防到太平洋，圣迭戈成了大赢家。

联邦政府征召西部各州和城市参与战争努力，主要不是考虑其已有的工业能力，而更多的是看重其地
理位置及提供军事基地、造船厂、和机场活动余地的广阔空间，以及为金属生产提供电力的地区资源
。

2、《大都市边疆》的笔记-第184页

        看这流动性：
“50年代后期，菲尼克斯有近四分之一的居民是在两年内移居来的。”“1955年到1960年，所有西部
人中60%变幻了居住地，全国范围内的比例是50%。”

3、《大都市边疆》的笔记-第一章 战争和向西部的倾斜，1940-1950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美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成为西部城市崛起的重要时间节点。原
因可能主要有几点：
1、西部城市战时的勃兴建基于10年甚至20年集中起来的坚定准备工作之上的。争取联邦政府的基础设
施投入资金，在贷款优惠上给予倾斜，大型公路、水利工程项目的建设为企业发展提供便捷通道和充
足能源支持。同时不少城市很早就关注军方的支持态度，尽力拉拢国防订单。
1、由于太平洋战线的拓展以及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使得国防产业的中心逐
渐从大西洋沿线城市转移到太平洋沿岸。
2、由于西部城市（应该说包括了很多南部城市也属于此列）所处的阳光带地区所拥有的较稳定的气
候条件和实验环境（北纬37度以北地区飞行训练难度与其据该纬线的距离直接呈正相关），使得国防
企业能够在此建设更多的基地和配套项目。
3、源源不断的移民涌入，同时主要是适龄青壮劳动力，为当地的劳动力市场注入强劲动力，满足军
工企业的劳动力需求。
3、相对较低廉的土地成本和建设成本，设施配置较为方便，目标较为单纯的建设行为较为容易。
4、西部城市决策者和商业团体为争取项目而不遗余力，同时联邦决策部门为了平衡地区利益，也使
得军工蛋糕分配在各个地区均有体现，形成整个地区的“大都市——军事复合体”
由于这一波城市井喷式发展形成了一系列的城市发展现象，主要表现为
1、住房及服务设施的短缺，拥挤成为常态。住房的极度短缺造成了社区建设的浪潮。
2、城市内劳动力年龄构成的急剧变化，对商业和公共服务各类行业造成明显冲击，如城市的娱乐业
、博彩业、公共交通业、基础教育业。
3、在城市就业岗位向妇女开放的同时，就业的种族隔离现象仍然显著。部分生产设施和生产服务行
业为此而进行了调整。机床尺寸的调小、日托看护机构的成立等。
4、国内移民与本地居民之间的矛盾尽管存在（阿基Arkie，阿肯色州大萧条时期移民和俄基Okie俄克
拉荷马州大萧条时期移民的歧视现象在住房分区、文化认同等方面存在，但是随着就业充分化而有所
改善），但是丰厚的收入预期使得越来越多其他地方的移民涌入。随之也带来了文化、宗教因素的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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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边疆》

入式发展。
5、国外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冲突更为激烈，反映在不时出现的暴力冲突上。就业隔离、居住隔离、健
康保健、教育等公共服务隔离等现象更为突出。相较而言，黑人音乐文化的融合要稍显融洽一些。战
后这些隔离现象随着移民的进一步涌入而更为巩固化。
6、系统的社区建设使得西部城市中出现了诸多封闭自给自足的社区，这些社区与城市的联系较弱。

总结战时十年左右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城市发展的若干特征
1、城市人口激增，西部大都市区发展引领了全美。有学者将西部的这一阶段发展称为是“第四个工
业发展的长周期”康德拉提耶夫浪潮现象，资本主义经济的长周期，每次都大概持续50年左右2、西部
城市人口年龄构成年轻化，为战后较长一段时期的持续繁荣奠定基础。本地市场开始发挥作用，为企
业创新提供动力。
3、缺乏统一规划的建设，暴露出在设施服务、道路设施细节等诸多方便的问题。

4、《大都市边疆》的笔记-第67页

        美国作为一个试图向太平洋盆地最大限度投入军事力量，并通过核震慑来防护大陆的国家，特别
依赖核武器和由战略轰炸机形成的潜在运载能力的发展。空军的开支几乎占去国防部预算总额的一半
。朝鲜战争期间几乎四分只三的飞机机体工业集中在六个西部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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