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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世纪八、九十年兴起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对城市的整体形态塑造和发展模式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目前

德国、法国、荷兰等西欧国家正探索城市的智慧更新、立体发展等发展路径，将云监测、数字分析系统

等新技术引入城市化领域，已慢慢步入先进城市化阶段。而以中国城镇化进程为例：从互联网技术自上

而下普及并与城市发展规划的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开始，在城乡人口转化、经济要素的集聚

方式和集聚表现、城镇社会治理与空间管理等方面的互联网参与使得中国城镇化逐渐实现治理转型，拥

有秩序化、多元化、智能化的自适应生长特点，拥有挣脱单一束缚，成聚合发展态势的空间格局特点。

而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互联网参与的关键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城市联系、数字治理和智慧城市建设两方面，

加强对两者作用过程、实现模式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移动互联网对城镇从物质空间到虚拟空

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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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se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overall 
shape of urban development. Take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as an example: starting from the 
top-down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combination with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urban development planning, Internet participation in ur-
ban-rural population transformation, the agglomeration mode and performance of economic fac-
tors, urban social governance and spatial management has gradually realized the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urbaniz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derly, diversified and intelli-
gent adaptive growth. It has the spatial pattern characteristics of breaking free from single con-
straints and forming a converged development trend. The key role of Internet participation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urban connection, digital gover-
nance, and smart city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the analysis of their function process and im-
plementation mode will help us more deeply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mobile Internet on cities 
and towns from material space to virtu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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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城镇化具有兼具政府利用行政手段进行规划和城镇自生长两种路径的特点，一个城市的发展往

往是国家意志与经济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这种基本模式，本文主要从互联网对宏观城市规划的影

响、互联网及其技术延伸对传统城镇化进程的改变、互联网技术在城市中的社会化应用、互联网时代城

镇化的非传统安全管理四个大的角度分析互联网时代下城镇化的特点及其成因，并结合数字治理和智慧

城市建设问题，简要探讨未来城镇化可能的趋势，同时也为政策制定者、学者等参与主体思考中国进一

步实现高质量与可持续的城镇化方法和路径提供一定的新视域。 

2. 互联网与宏观城市规划：秩序化 

2.1. 互联网与城市规划的相关性 

互联网的核心在于信息的收集和连接，这种信息的收集和连接衍生出了以网络为核心，具有多重技

术分支的互联网技术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偏重分析的“大数据”技术；偏重实用的各类软件技术；具备

深度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技术等。此类技术对于城市规划有相当的意义，因其涉及城市各方面各层

次的数据处理分析、城市规划方案的数字化(利于提高规划技术操作的精准度)、规划过程中更有效的公共

参与、规划实施的多方监督等问题[1]。可以说，互联网技术体系的发展为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政府规划

提供了强有力的高效武器，互联网与城市规划两者之间的强相关性也是城镇化中国家意志优化的重要科

技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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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镇化的秩序化 

如引言所提，国家意志作为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动因，其优化很大程度上实现城镇化的新发展。中

国城镇化过程中的国家意志主要表现为城市的整体发展规划。一如前文所论证的两者相关性：规划理

论因便利的学术信息交流而不断深化完善；规划的技术操作水平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提高；规

划的随意性因技术精确度和公共参与度提高而显著降低等等。中国城镇化的宏观调控有了更科学更高

效的秩序，随之带来的也是在规划引导之下的城镇化进程的秩序化发展。这也是互联网时代城镇化的

巨大优势。 

3. 互联网与传统城镇化：多元化 

3.1. 传统城镇化[2]  

城镇的出现与发展于经济、地理、文化等各个角度都可以有充分的说明，而从一般的定义说来，城

镇化的标志主要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的转变、各类经济要素的集聚、建筑形态、功能的城市化、文

化观念相对先进等[3]。 
所谓“传统”，主要在于人口流动、要素集聚方式的传统，即遵循一般信息交流方法与生产发展路

径。人口转变的速度较慢，规模较小；要素集聚的效率较低，效益较差。这种现象在中国开始近代化后

有所改观，但总体说来水平仍较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期我国城镇化也因一些历史原因进程曲折，

未能及时探索出一条适合的城镇化道路。 
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的路径基本类似西方城市化，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传统城镇化”的问

题也日渐显现，“城市病”慢慢盛行。 

3.2. 互联网带来的城镇化多元化 

想要合理解决“传统城镇化”带来的诸多问题，必须实现人口的合理流动、要素的合理高效配置。

而互联网恰巧具备这种调配协调能力。 
从相关性而言：首先，互联网可以视作是大型信息集散平台，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人，可以通过

信息集散获取更真实、时效性更强的城镇的经济社会文化等信息，乡村和城市的信息交换更加活跃，城

乡互动更加积极。我们需要注意到，互联网技术在此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城镇化两个角度：城市

的扩张和乡村的转化说起，可以有如下解释： 
第一，推动乡村的多元城镇化： 
以时下热门之“淘宝村”为例，本身交通物流业的进步就盘活城乡的要素流动，而互联网更为乡村

生产信息向城市市场、城市需求信息向乡村产业的双向传递提供了一个时效性强、便捷高速的平台，促

进乡村传统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改变其经济和空间形态，城乡经济、社会、文化关系也在一定程度紧密起

来。“淘宝村”就是依托于网络电商平台发展起来的新型乡村，其已然不是依赖传统地第一产业的农业

人口聚落，而是城市经济腹地内的生产小区[4]。这也反映了各地乡村向特色乡镇的发展甚至直接成为城

市的有机部分的过程。关于其过程有大文章可做，此处便不赘述。重点在于，互联网的参与使乡村向城

市转型的方式更加多元，乡村新业态的多元也带来乡村城镇化形态的多元(图 1)。 
第二，推动城市更新与发展扩张： 
过去城市发展往往以产业布局的内部调整或扩张或是政府基于经济发展需要所推进的城市新区建设

为动力。而进入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也在从增量升级为提质，城市内部空间的改善也是城镇化的重要标

志。而互联网参与的影响在城市管理和经济发展两个层面都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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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tatistical chart of changes in the number of Taobao villages in  
China from 2009 to 2019 
图 1. 2009 至 2019 年十年间中国“淘宝村”数量变化统计图 

 

互联网技术显著提高着城市管理的科学性和效率，我国如北京、上海、杭州、雄安新区城市都有一

套相对先进的信息化城市管理系统；城市治理者有了更强大的治理工具。无序扩张和无效治理一定程度

上可以得到控制，城镇化水平提高，这是多元城镇化的基础。 
而城市更新也成为多元城镇化的重要体现：不是城市空间向外的简单扩张，而是城市由内而外更新

的新陈代谢。互联网基础上的智能技术，如“3S”技术、大数据、城市模型等让人们从全新方向和更深

入视角认识城市的空间形态与布局，促进人们反思并设计更好的城市方案。从社区到街道从到市辖区的

城市更新是突出体现：对原有城市区域进行改造，对城市郊区进行升级，对传统产业提出转型方案等，

而城市更新伴随的城市文化传播也对东“人的城市化”的深度城镇化进程。 
城市自身形态和布局的发展进步本身也是实现城市有序扩张的过程，这也是对传统城镇化路径的重大突

破，和工业城市的同质化现象不同，城市更新的城镇化路径疏通城市血管，激发城市的内生动力，实现自适

应生长[5]，具有多元色彩：其本身是城镇化模式的创新；不同城市也面临不同的城市更新议题，其更新发

展路径也有多元之处，最终呈现的城市特色也有所凸显(有利于避免过分同质化，更好展现城市文化) [6]。 

4. 信息化与宏观城市格局发展 

4.1. 城镇化与都市圈、城市群[7]发展 

长期以来“城镇化”的过程多发生在单个城市体中，表现为单个城市的财富、人口、资源、空间等变

化。而当下中国城镇化出现新现象并逐渐演变为一种主流发展趋势：单个城市的服务范围不断扩大，形成

城市的“都市圈”；多个城市进行组合式发展，形成不同地区的“城市群”。著名如东京都市圈、大伦敦；

长三角城市群、成渝双城战略(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等。都市圈

和城市群的本质在于城市要素集聚和流动方式的深刻变革，是城市生产生活活动空间格局的拓展，是多

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联系的加强。而此发展模式可能作为未来城镇化的主要路径这一观点也得

到了学术界的一定认可(图 2)。 

4.2. 信息化与城市聚合发展 

都市圈、这种城镇化的新发展并不完全脱胎于互联网的发展，但互联网无疑大力推动了其水平的进

一步提高和格局的完善，并实现城市真正实现城际全要素联系，实现聚合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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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Map of greater london metropolitan area 
图 2. 大伦敦城市区示意图 

4.2.1. 信息化与都市圈发展 
中心地理论 1 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和德国经济学家廖什的提出的研究城市群和城市化，阐

述一个区域中各中心地的分布及其相对规模的基础理论，对于城市的服务等级、服务范围有着较为完整

的阐释，据此理解，都市圈的发展实际上是城市对自身服务范围的扩展，而这种扩展的前提应该是经济

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集聚、社会公共服务的延伸等，这些都是对城市服务能力的考验。而互联网便通过信

息化发展促进城市服务等级提升和能力提高，如合肥都市圈、武汉都市圈等。其一，信息化致使城市在

虚拟空间的视域前所未有地拓展，推动城市治理的可影响范围整体扩大，城市的要素集散功能在互联网

加持下持续增强，以交通运输业为基础的城市扩张加快；其二，城市的经济腹地扩大，中心城市同卫星

城(辅城区)、周边中小城市乃至乡镇的联系因互联网而更加紧密，治理规划、经济安排、人口迁移等城市

信息的交互更加踊跃，中心城市的活力被信息化激活，其潜在的生产能力得以充分发挥，剩余动能可以

转向服务都市圈范围内的其他城镇，推动整体发展(图 3)。 

 

 

1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和德国经济学家廖什的提出的研究城市群和城市化，阐述一个区域中各中心地的分布及其相对规模

的基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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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Map of tokyo metropolitan area 
图 3. 东京都市圈示意图 

4.2.2. 信息化与城市群发展 
相比都市圈，城市群的空间范围更大，也不是单个城市，而是多个城市的耦合协同发展。城市群内

各城市层次清晰格局明确。而信息化对城市群发展的作用和对都市圈的作用原理类似，都是依托于各类

信息交互和城际联系。 
 

 
Figure 4. Schematic diagram of chengdu 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development planning 
图 4.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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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同点在于：由于互联网，除了行政区划，城市的物质空间边界在逐渐模糊，虚拟空间联结愈加

紧密，要素的城际配置和流动有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保障，城市的生产协作更加紧密；互联网

金融的优势让城际的资本互动更加频繁；互联网产业带来的就业形态、工作方法创新也推动城际人口流

动的变化。以此我们不难看出互联网对城市群发展起到的基础性作用：它担负着完成信息转接、区域分

析、城际行政、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联系等等重要任务。 
另外，目前也有一种推测：由于互联网，城市群现有的差序层次或许会得到改变，可能经历核心–

多中心–去中心化的发展过程，最终实现多城融合或是生态人居区域的发展目标(图 4)。 

5. 信息化与宏观城市格局发展数字治理[7]与城镇化：智能化 

城镇化的过程中人们必然面临城市治理问题，而传统的城市治理体制在处理复杂多变的城市社会实

际问题时也暴露出灵活性差、准确度与效率低、政策连续性差和执行力欠佳等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源

于城市治理的信息收集和整理水平较低。互联网对于城市治理的改变，关键就在于发挥其信息分析的巨

大优势，为城市治理提供数字化方案，即实现数字治理。数字治理的要义在于：对城市各部分信息的快

速收集，对治理需求的快速反馈，对城市发展的科学分析，对治理执行的高效全面监督。互联网从根本

意义上改变了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而引入了城市数字化的方法，将复杂的城市问题转化为各类可量化分

析与批量处理的信息源，通过统一终端(类似杭州市的城市大脑)实现全域动态治理和统一部署。这种治理

进步也促使城镇化克服传统模式缺点而进入智能化新阶段。 
当然，数字治理也为城镇化带来全新挑战：即非传统安全管理。如福柯所言，现代社会如同“全景

监狱”，这种论调并非全然危言耸听，小的来说：互联网时代个人隐私收到侵犯的危害远远大于历史上

任何一个时期，城市居民个人信息的保护成为热点公共议题；大的来说：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日益信息化，

网络安全管理和城市信息系统保护成为重中之重，一些关乎城市基本秩序的重要的城市运维部门如水力、

电力、公安等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城市网络，一旦相关部门出现危机，那么城市也会陷入基本瘫痪状态。

这就对城镇化过程中应对非传统安全危机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也是未来城镇化的重要问题。 

6. 城镇化新现象：智慧城市建设 

城镇化进程中，伴随数字治理出现的是互联网技术对实际物质空间的改造，即物联网建设、信息基

础设施等等，从社区改造到城区数字化更新，智慧城市建设一般遵循：收集较完整城市信息，建立城市

的数字化模型，建设相关配套设施并形成统一网络(如CCTV网络、统一交通网络、水电气动态监控设施)，
运用数字治理对城市进行统一管理，根据治理实际进一步完善智慧城市建设的过程[8]。不难看出，互联

网技术体系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与数字治理不同，数字治理偏向对城市整体的动态监控与管理，智慧城

市建设在于赋能城市空间、建构有机的城市实体、实现城市的自适应发展。以雄安新区为例，其设立“首

席信息官”一职统筹智慧城市建设，在建筑设计和功能区规划中强调物联网的应用等。目前有着一种对

城镇化阶段的学术划分，一般认为城镇化后期，城市形态已经得到了充分扩张，人居和产业已不再是主

要问题，届时城镇化的关键就在于提高城市的运转效率，最大程度便利居民生产生活，实现智慧城市建

设目标。 

7. 结语 

在互联网时代的大背景下，城镇化也在经历着一次又一次巨大变革。深入认识这个时代中国城镇化

展现的新特点及其成因有利于更好地探索未来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在互联网技术深度参与中国城镇化以

及城市规划工作以前，中国的城镇化在城市管理、城际要素流动和城市联系等方面因缺少相关技术支持

而呈现出一定的混乱性，城市的人口与治安问题如农民工户籍、城中村人居难题、城市监控系统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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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建设和规划问题如城市内交通管理、城际间交通联系等；城镇化的质量提升慢，城市治理的效率较为

低下，城镇化战略规划科学性不足等等。而移动互联网相关技术的发展为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支持，为城镇化的科学规划、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技术基础，大大促进了当今城市群战略、区域一体

化战略的落地发展。而于当代秩序化、多元化、智能化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与发现

城镇化的新动向和新趋势，以便提出更好地城市发展方案。当然，本文只浅析互联网对中国城镇化的影

响，许多理论细节和实践技术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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