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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与分形空间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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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文学院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３)

〔摘　 要〕国家的城市化战略从大都市的集中扩张转向了城市群和新型城镇化建

设ꎬ意义就在于从社会公平和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方向重新定义城市化ꎮ 大都市集

中化建设造成的不均衡发展问题不解决ꎬ整个社会发展中的生态和公平问题也都难以

解决ꎮ 新型城镇化必须是一种城市空间逆集中化的过程ꎮ 逆集中化并非逆城市化ꎬ而
是从大都市轴心到城镇乡分形发展的转向:生活、服务、就业空间从集中、轴心化过程转

向分散、自组织与链接共享生成的过程ꎮ 空间的合理分形使中心城市在资源高效配置、
引领科学发展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的优势和作用通过智能化的自相似组织进行

分散合理配置ꎮ 目前城市的集中化趋势仍然在继续ꎬ但分形发展的可能性和机会已经

出现ꎮ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ꎻ逆集中化ꎻ分形

一、从大都市化到新型城镇化

城市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ꎮ 城市化水平ꎬ即一个国家的城市居住

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比重ꎬ也是联合国人居署衡量、评价各个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一个基础指标ꎮ 理由很清楚:城市的发展意味着资源合理配

置、产业效率增长、生活水平提高、公共服务发展和文化繁荣等多方面的社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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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ꎻ城市生活已成为现代文明的主要表征ꎮ 因此ꎬ城市人口越多不仅可能意味着

经济越繁荣ꎬ而且可能意味着人们有机会享受更完善的公共服务ꎬ过更好的生

活ꎬ即所谓“城市让生活更美好”ꎮ 正因为如此ꎬ城市的发展成为 １９ 世纪以来现

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形态ꎮ 尤其是在 ２０ 世纪中期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ꎬ尽管美

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向郊区分散的“逆城市化”现象ꎬ全世界的总趋势却是

城市化的水平不断上升ꎮ
中国当代的大规模城市化进程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ꎮ 那是一个因为城

市发展多年来近乎瘫痪之后形成的封闭空间压迫症时代ꎬ因此城市化变成了整

个社会对空间扩张的追求ꎻ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城市都是按照大马路、大高楼、
大绿地、大广场的模式进行大拆大建ꎮ 这种城市建设理念基本上延续了 １９ 世纪

以来工业化城市发展的路子ꎬ即美国城市学家索亚所说的“福特式城市”———基

于大工业基础上的高度集中规划、大规模建设、高经济增长的大都市建设方式ꎮ
然而ꎬ城市化虽然成为一种关于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共识ꎬ城市化进程中存

在和不断恶化的问题也同样需要关注ꎮ 美国城市学家芒福德所说的“特大城市

象皮病”已成为当代“福特式”大都市发展中无法摆脱的顽疾ꎮ 今天谈论城市化

的问题ꎬ不再是要不要城市化ꎬ而是要什么样的城市化的问题ꎮ 关于城市发展的

目标ꎬ近年来联合国人居署在每次双年报告中都会提到两个概念:公平和可持续

发展ꎬ这两个概念可以说概括了当代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危机和解决的基

本方向ꎮ
２０ 多年的城市化建设大大提高了中国城市化水平ꎬ同时也迅速传染上了

“特大城市象皮病”以及其他种种城市病症状ꎮ 时至今日ꎬ中国城市化发展造成

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ꎬ最根本的矛盾就在于城市发展趋势与中国

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相冲突ꎬ即增长极限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之间的冲突ꎮ 在

这种形势下ꎬ国家的城市化战略从大都市的集中扩张转向了城市群和新型城镇

化建设ꎬ意义就在于从社会公平和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方向重新定义城市化ꎮ
现在国家新型城镇化建设规划已经正式提出ꎬ政府、媒体和学者们都没少谈

这个概念ꎬ特别是对规划中的一些具体指标都在讨论研究和安排实施ꎮ 但如果

注意到近年来城市建设的实际情况和相关研究ꎬ就不得不承认实际的建设观念

和实践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和发展的根本方向要求还相

差甚远甚至是南辕北辙ꎮ
“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是国家规划的主要

目标ꎬ但这个目标的实现与到目前为止的城市建设方向之间仍然存在冲突ꎮ 各

种资金、人力和智力资源仍然源源不断地向大都市乃至特大都市集中ꎮ 在整个

国家城市建设的轴心化集中趋势中ꎬ大多数中小城市仍然摆脱不了附庸和边缘

地位ꎮ 因此ꎬ中小城市的建设多数是在复制较小型和较新潮的“福特式”集中规

划城市ꎮ 这样层层集中的结果使得大多数城市缺少自身相对独立自主的城市认

同基础ꎬ只能继续处在中国城市的金字塔形食物链下层做下等城市ꎮ 由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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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城市”的环境和就业竞争压力过大ꎬ几年前就有人提出“逃离北上广”ꎮ 但随

后就又有人描绘了回到家乡中小城市后的困境:就业和创业环境问题、发展空间

问题、公共服务问题、文化生活问题、人际关系问题等等ꎬ与“一线城市”相比差

距不仅存在ꎬ而且似乎在继续增大ꎻ于是又只好重返北上广ꎮ 如果未来的城市化

建设趋势仍然是在继续强化和固化这种金字塔结构ꎬ那么这种城市化进程只能

与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目标渐行渐远ꎮ
应当说ꎬ新型城镇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建设ꎬ而是城市化理念的重构ꎮ

新型城镇化需要解决城市建设现实中的基因缺陷———生态、公平、和谐、传承与

经济发展之间的悖论ꎮ 新型城镇化不是排斥大都市建设ꎬ当然更不是美国曾经

搞过的“逆城市化”ꎬ而是要解决城市化建设中固着的“福特式”大都市情结ꎮ 换

言之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大都市化与新型城镇化概念能否统一?
福特式大都市从观念上讲就是一个由大规模建筑集群和高密度人口的活动

构成的巨大的封闭性的实体空间ꎮ 事实上ꎬ传统的城市无论何种类型ꎬ都是封闭

的地理区域中的物理实体ꎮ 如果用列斐弗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来讲ꎬ城市建设都

是封闭性实体空间的生产ꎮ 所谓福特式的大都市ꎬ是通过工业化的力量把传统

城市的实体性和集中性空间极度扩张的产物ꎮ 而新型城镇化与一般意义上的城

市建设不同之处在于ꎬ所关注的重点不是作为封闭性实体的城市本身ꎬ而是城市

与城市之外的各种物质、文化空间要素之间的关系ꎮ 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观

念前提是打破封闭、实体性的空间意识与实践ꎬ从人本、生态、文化传承以及统筹

城乡、工农业与信息技术融合等多方面关系的视域推进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ꎮ
这种开放的建设视野需要形成不同于传统城市封闭性的开放、多元空间理念ꎮ

二、都市群与城市的逆集中化

自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中国的大都市建设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从单体

都市向大都市群建设的方向发展ꎮ 继长三角、珠三角这两个已经形成的特大城

市群之后ꎬ“京津冀一体化”成为第三个大都市群建设的目标ꎮ 与前两个特大城

市带建设的某种自发性不同的是ꎬ京津冀一体化是在中国的大都市问题日益凸

显的时期开始的ꎮ 近年来几乎是突然成为人们关注焦点的大都市雾霾可谓“特
大城市象皮病”的综合症状ꎬ未来的城市发展理念不得不面对这种严酷的现实ꎮ
在这种形势下提出的京津冀一体化构想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是:大都市群建设

能否解决已有的大都市病ꎬ从而满足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公平与可持续?
中国当代的都市化以福特式城市的模式开始ꎬ进入 ２１ 世纪时这种城市发展

模式越来越受到质疑ꎮ 而以若干特大城市为中心与其他城市及相邻乡村形成密

切联系的都市群发展模式成为新的建设思路ꎮ 此后关于长三角、珠三角以及首

都(京津冀)都市圈建设的谈论越来越多ꎬ并且逐渐成为近十几年来都市发展观

念转型的一种重要趋势ꎮ 京津冀一体化就是在这种大城市群建设理念指导下形

成的新的城市化建设思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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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群建设模式似乎和今天的新型城镇化有相似之处ꎬ看起来不是单纯

追求大都市的集中发展ꎬ而是从更大范围的区域眼光考虑大中小城市、城市与乡

镇之间的联系和合作ꎮ 但就实际发展的状况来看ꎬ这种区域发展其实是福特式

城市发展模式在更大规模上的复制:每个大都市圈都是以一个或几个特大城市

为中心联系、组合起来发展的ꎬ但核心资源仍然是集中于中心城市乃至城市的核

心区域ꎮ 在格雷厄姆和马文的«分裂中的城市主义»一书中揭示了当代大都市

发展中出现的新的不均衡发展问题:
取代了或多或少的均衡运作以“结合”一座城市标准化的基础设施网

络的ꎬ是一系列所谓的“隧道效应”ꎬ导致他们的是不均匀的时空障碍的“翘

曲”ꎬ而这些障碍又是由先进的基础设施网络带来的ꎬ它们旨在抬高大都会

某些部分的价值ꎬ并将他们卷入彼此间的密切互动ꎮ〔１〕

大都市发展的不均衡在城市内部典型地表现为地价和房价的差异ꎬ这是很

容易看到的现象ꎮ 其实在更大范围内ꎬ这种不均衡表现得更为重要ꎮ 在城市群

的整体发展中ꎬ大都市因为不均衡发展而形成了更大规模的集聚效应ꎬ把“特大

城市象皮病”等问题辐射到更大空间范围ꎻ而生态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和城乡关

系问题等影响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问题并未得到解决ꎬ甚至可能继续恶化ꎮ
比如北京解决雾霾———大都市环境污染综合症的一个思路是京津冀一体

化ꎬ目的是通过北京与周边区域的整合来扩大都市空间ꎬ从而分散排放以稀释污

染ꎮ 但京津冀一体化的构想一提出来ꎬ河北马上做出的反应是积极打通“断头

路”以加强与北京的交通联系ꎮ 可以想见ꎬ这种积极反应的直接效果就是进一

步强化整个城市群中处于边缘地位的中小城市面向城市群的轴心即中心大都市

交流活动的汇聚ꎬ显然将形成更高程度的集中ꎮ 分散排放的意图ꎬ可能产生的后

果是更大规模的排放和污染ꎮ
大都市集中化和不均衡发展造成的主要问题不仅是环境污染ꎬ更复杂而棘

手的是社会公平ꎮ 上世纪九十年代ꎬ都市社会学家提出所谓的“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并不是指某个具体城市ꎬ而是能把许多城市的不同区段( ｓｅｇ￣

ｍｅｎｔｓ)导进一个以电子科技串联的全球功能性的支配(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网络里ꎮ
全球城市是一种空间的形态ꎬ而不只是为了和某些城市区分开来所设定的

名称ꎬ尽管某些城市在这种全球网络上的份额比其他城市更多ꎮ 就某种意

义来说ꎬ所有城市的大部分地区ꎬ包括纽约与伦敦ꎬ都是地方的而不是全球

的ꎮ 而许多城市是地区中的一点ꎬ不论大或小ꎬ都不同程度地被包含在全球

网络里面ꎮ〔２〕

与“全球城市”这个全球功能性的支配网络相联系的是大都市的特殊区段ꎬ
也就是城市中投资、技术和服务功能最完善的高端社区ꎮ 这类作为大都市核心

的高层次社区所特有的全球化联系以及优质公共服务条件ꎬ造成相对于整个城

市社区乃至城市群区域文化生态系统的优势文化壁龛(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Ｎｉｃｈｅ)地位ꎮ 这

种优势地位通过地价和房价差而制造出城市空间的文化区隔ꎬ并且由于马太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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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强化了区隔差异乃至矛盾ꎬ损害了城市的均衡发展和社会公平ꎮ
显然ꎬ大都市集中化建设造成的不均衡发展问题不解决ꎬ整个社会发展中的

生态和公平问题也都难以解决ꎮ 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ꎬ需要

的是从大都市和大都市圈空间的过度集中趋势中解脱出来ꎮ 简单地说ꎬ新型城

镇化必须是一种城市空间逆集中化的过程ꎮ
城市空间的逆集中化建设并非片面、极端的逆城市化ꎬ比如美国在 ２０ 世纪

中期曾经实行的那种使大都市“空心化”的城市发展方式ꎬ而是基于对当代都市

特征的认识而探索的从“福特式”向后大都市时代转型的全新发展形态ꎮ 城市

学家卡斯特提出当代都市空间的特点是“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的张力与接合”ꎬ
都市社会关系同时具有“个体化(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ｔｉｏｎ)与社区共同化(ｃｏｍｍｕｎａｌｉｓｍ)”的
特征ꎬ“空间集聚与分散可以同时进行”ꎮ〔３〕

这种二元对立关系ꎬ意味着当代都市建设将在集中化与逆集中化二元对立的

复杂形态中发展ꎮ 对此ꎬ我们需要超越传统城市科学思维的更高智慧和发展理念ꎮ

三、“分形”与智能化

城市学家索亚的后大都市理论中关于大都市的解构和重构趋势的看法ꎬ对
于我们从一个宏观的基本趋势方向审视城市和城市文化发展的前景具有启示

性ꎮ 他是这样描述后大都市的特征:
全球化的后福特式扩张型都市交织成的混乱空间ꎬ是由相似的流动化、

碎片化、离心化和以复杂模式重构形成的社会ꎬ对这种社会的认识、理解和

有成效的研究才刚刚起步ꎮ〔４〕

一般人们在谈论后现代文化特征时使用“碎片化”这样的概念时ꎬ基本上是

一个否定性的描述ꎬ即认为是对传统有序性的破坏形成的无序性ꎮ 但索亚在描

述后大都市特征时主要使用的是“分形”(ｆｒａｃｔａｌ)概念而非“碎片”(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分形”并不是简单的碎片或碎片化ꎮ 这个词从原始的几何

学意义上讲ꎬ是指由具有自相似(ｓｅｌｆ － ｓｉｍｉｌａｒ)和递归( ｒｅｃｕｒｓｉｏｎ)特征的碎片构

成的复杂几何形状ꎮ 索亚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当然首先涉及的就是“碎片”性质ꎮ
但“分形”不是指无序的混乱ꎬ而是在复杂、碎裂中具有或隐或现的自相似性和

可递归性的几何图形ꎮ “分形”概念可以说是对后大都市文化在复杂性、破碎性

基础上的再组织机制的一种解读:后大都市虽然是碎片化的混乱空间形态ꎬ但却

又是具有内在重构性的复杂模式ꎻ“分形”是在无数空间碎片拼贴组合的基础上

形成的社会马赛克ꎬ其中包含着各种矛盾冲突ꎬ瓦解了都市的集中和完整性ꎬ但
同时也开启了一种在分散状态下重组、重构关系的可能ꎮ 分形结构正是大都市

无限扩张的结果———都市规模扩大的过程是空间结构的复杂化和内在矛盾冲突

加剧的过程ꎬ也是“空间集聚与分散化同时进行”的过程ꎮ 从福特式集中到后大

都市的分形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否定趋势ꎮ 对这种“分形”的复杂模式特征的研

究才是后大都市理论的目标ꎮ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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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大都市和城市群发展的不均衡性意味着已经在轴心化的过程中形成了

事实上的分散化ꎬ分形化的自组织性则意味着将不均衡的分散化重组为均衡发

展的分散化ꎮ 城市发展的逆集中化不是乌托邦式的反城市化ꎬ而是使城市和城

市圈的空间发展从集中转向“分形”ꎮ 分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分散ꎬ区别在于

分形不是使空间的不同单元相互离散和碎片化ꎬ而是使不同单元之间的空间关

系从“轴向原则”(芒福德)的统一组织转向可递归的自相似单元分化ꎮ
从都市化到新型城镇化的转向就是从大都市轴心到城镇乡分形发展的转

向:生活ꎬ服务ꎬ就业空间从集中、轴心化过程转向分散、自组织与链接共享生成

的过程ꎮ 新型城镇化对于农村和小城镇而言意味着合理的人口集聚ꎬ而对于中

心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而言则必然是空间的合理分形ꎬ使中心城市在资源高效

配置、引领科学发展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方面的优势和作用通过智能化的自

相似组织进行分散合理配置ꎮ
从集中化到分形化不仅是城市规划的转向ꎬ而且事实上是全球社会发展转

向趋势的一部分ꎮ 早在 ２０ 世纪七十年代ꎬ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就预见到世

界发展的趋势将从“外爆” (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转向“内爆” ( ｉｍｐｌｏｓｉｏｎ)ꎮ 他所说的“外
爆”ꎬ是指传统工业化的发展模式ꎬ即对物质世界的开拓、占有和扩张式发展ꎻ而
“内爆”则是指转向信息技术和智能化方向的发展ꎮ 集中发展的福特式大都市

建设模式正是外爆式发展ꎬ而分形化则必然是以内爆方式即智能化方式发展ꎮ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ꎬ科特金等一些城市学家提出了“智慧城市”(Ｓｍａｒｔ ｃｉｔｙ)

建设的理念:建设小型、高效、节约和智能化的城市ꎮ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分形化

建设的理念ꎮ 分形建设的智能化需要大数据支持ꎬ换句话说城市规划需要从大

规划转向大数据规划———不再是用柯布西耶的方式规划完美城市ꎬ而是通过云

计算对巨量、混杂数据中的各种关系进行处理和重组ꎬ以形成在大都市整体空间

中多样化的自组织分形ꎮ
如今“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一个时髦用语ꎬ最简单的赶时髦方式就是在城

市规划里多塞入一些高科技产业和数字化服务项目ꎮ 如果没有分形理念ꎬ那么

这种智慧城市建设可能会变成在“特大城市象皮腿”上套网丝袜ꎬ徒有智能产业

而没有真正前瞻性的智能城市ꎮ
城市的分形化发展意味着大数据背景下的智慧城市建设重心需要从智能资

源和研发力量的集聚模式ꎬ扩展到智能应用的分散和分形组织模式的开发ꎮ 智

慧城市的整体发展理念是以智能一体化取代轴心化ꎬ从而逐步消解城市发展的

不均衡性ꎬ城市通过智能化分形打破地价阶梯和公共服务等级而重构更加公平

的服务、消费和生活环境ꎮ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智慧城市建设趋势应该是从“智慧城市”到“智慧城

镇化”:以智能化分形的城乡一体空间替代用扩张实体性整合而制造的超级大

饼空间ꎬ这将引导新型城镇化建设离开福特式建设惯性趋势ꎬ走向真正的生态友

好、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方向ꎮ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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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空间分形化的可能与机会

尽管许多城市学家都意识到了城市集中化发展面临的问题ꎬ但事实上大都

市的规模扩张仍然有增无减ꎮ 有专家仍然认为大都市是城市发展的方向:“是
让大城市进一步发展ꎬ还是限制其发展ꎬ遍地城市化(或者城镇化)? 我认为应

该是让大城市进一步发展ꎬ因为大城市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无论是生产

效率ꎬ生活效率ꎬ还是基础设施的效率ꎮ” 〔５〕

这种形势下ꎬ城市分形发展有现实的可能吗? 其实如果深入研究 ２１ 世纪以

来城市的发展就会发现ꎬ在城市大规模扩张的同时ꎬ分形化的趋势也悄悄浮现ꎮ
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电商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近年来网购的火爆对

传统实体商店是一个沉重打击ꎬ而形形色色的实体零售商店和大型百货商场曾

经是构造城市繁华的基础力量ꎮ 而如今在大都市里ꎬ除了大型综合性体验式消

费广场外ꎬ百货零售实体店积聚的传统商业中心的地位和重要性已是江河日下ꎮ
电商对传统消费空间具有明显的分形作用———把物理空间的集聚转向云空

间的开发和分形扩散ꎮ 云空间的分形作用造成了商业生态的异化ꎬ打破了大都

市商业空间的实体性带来的等级化都市空间ꎻ以政府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平

台而形成的集体消费空间也随之受到影响ꎮ
今天的大都市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远远超出了零售商品领域ꎬ交通、通信、教

育、医疗、文化娱乐、社区环境等等无数现代生活服务设施与功能的汇聚水平造

成了城市土地成本和房价的差异ꎬ拉大了生活成本差距ꎬ因此而加剧了大都市与

中小城市、高档社区与其他社区之间的不均衡发展和文化区隔ꎮ 由于大都市社

区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依靠政府的投入ꎬ更需要商业资本进行开发ꎬ商业利

益导向造成的社区不平衡发展似乎成了无法解决的顽疾ꎮ
然而自 ２０ 世纪八十年代起ꎬ由英国开创的 ＰＰＰ 模式(公私合伙制)为城市

基础建设与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开启了一种可能的新途径ꎮ 近年来ꎬ复星集团回

应中产阶层的主流消费模式和趋势ꎬ规划了以“健康蜂巢”为例的 ＰＰＰ 城镇化模

式试验ꎮ 所谓“蜂巢”就是一种模块化分形建设的模式ꎮ 这种蜂巢模式的做法

是力图在一个蜂巢产品里将城市功能全部解决掉ꎬ去中心化多中心化是蜂巢模

式的核心ꎮ 与传统的单功能、独立发展的卫星城相比ꎬ复星蜂巢城市具备功能多

样、模块组合、无缝拼接、区域带动等更优化的发展特质ꎮ “城市去中心之后ꎬ会
形成几个蜂巢ꎬ同质无缝连接ꎬ共享更完备的功能ꎬ蜂巢群落构成一个城市ꎮ” 〔６〕

比 ＰＰＰ 模式更进一步ꎬ美国城市学家萨森提出了“开源的城市化”观念ꎮ 开

源(ｏｐｅ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ꎬ来自计算机技术的“开放源代码”概念ꎬ指网络化、公众化的参

与共享机制ꎬ她认为该城市建设机制可推进城市向开放、多元和共享方向发展:
每个社区的人对城市都有一些与市中心、市政府、与专家不同的理解ꎮ

每个人都有关于他们所在地的一些知识ꎬ尽管他们都不是城市专家ꎮ 想象

把所有这些多样的、有特殊知识的人联接到一个开源的网络中或一种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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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网络中ꎬ使这些信息得以传播ꎮ 市政府机构可以学到很多无法轻易获

得的关于城市的知识ꎮ 最终ꎬ这会从社区上升到一个城市的高度ꎬ一个从下

往上运行的机制ꎬ导致变化和协作ꎬ产生一个被完全调动起积极性的社区和

一种城市文化ꎮ〔７〕

从 ＰＰＰ 到开源ꎬ这些探索性的城市建设理念核心是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广

泛参与合作推进城市建设的多维分形发展ꎮ 尽管这类建设模式都还处在探索阶

段ꎬ但这些思维方式有助于破解大都市大规划集中式发展的固化思维模式ꎬ促进

当代城市建设理念和实践的创新ꎮ
以公私合伙和开源方式建设的社区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造就的高档社区

相比ꎬ在硬件设施和集体消费水准方面很难达到同一档次ꎮ 这是否意味着公共

服务的不均衡性问题难以通过分享化建设解决? 其实不尽然ꎮ 事实是ꎬ随着移

动互联、物联网和云空间技术的发展ꎬ越来越多高科技提供的公共服务ꎬ基础设

施建设成本在迅速降低ꎮ 以高资金投入的设施建设为基础的集体消费ꎬ正在迅

速变成通过云空间运作的分形化服务消费ꎮ 就拿高水平医疗来说ꎬ这是当今中

国最昂贵最稀缺的公共服务项目之一ꎬ也是只有极少数特大都市拥有的高度集

中化资源ꎮ 但马云却在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说“３０ 年后让医生找不到工作”!
今后阿里想干的就是健康、快乐两个产业ꎬ如何让人更加健康ꎬ如何让

人更加快乐? 不是建更多的医院找更多的医生ꎬ更不是建更多的药厂ꎬ而是

我们(投资)做对的话ꎬ３０ 年以后应该是医生找不到工作了ꎬ医院越来越少

了ꎬ药厂少了很多〔８〕

马云豪言壮语的底气从何而来? 这就是他计划中通过云空间展开分形服务

的“未来医院”计划:“未来支付宝将对医疗机构开放其平台能力ꎬ包括账户体

系、移动平台、支付及金融解决方案、云计算能力、大数据平台等ꎬ以帮助医院在

移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高效ꎮ”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运用ꎬ高度集中的昂

贵的公共服务资源将在云空间再度分配ꎬ通过移动互联和物联网形成高度分形

化的服务网络ꎬ打破目前社会服务资源分配方面的严重不均衡状态ꎮ
不仅医疗服务ꎬ教育、娱乐、艺术、文化、休闲、餐饮、旅游等各种服务和集体

消费ꎬ都已经或可能在将来通过网络重新分配ꎬ成为分形化的资源ꎮ 对于分形服

务网络的形成和发展ꎬ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有更具体而惊人的认识ꎮ 他把当今

互联网发展趋势分作三步:“第一ꎬ我认为移动互联网处于一个很重要的阶段ꎬ
第二个家庭互联网ꎬ第三个就是云服务ꎮ”简言之就是移动、家庭和云服务ꎬ发展

的趋势是将服务网络渗透到家庭成员当中ꎬ形成家庭服务网络(Ｈｏ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关于 Ｈｏｍ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ꎬ我们有一个很基准的观念:即手机是世界的中心ꎮ

所有的东西都是手机的外设ꎬ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设备连起来ꎬ包括你家里

的摄像头和电视ꎮ 然后我们用生态系统的思路来思考这个问题ꎮ 将来你一

回家ꎬ所有设备都连到手机上了ꎮ 你离开家ꎬ家里所有的事情你都能知道ꎬ
你家里空气和水的状况ꎮ 然后摄像头ꎬ安全状况你都一清二楚ꎬ你一回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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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人就知道你回来了ꎬ因为你的手机ꎬ你的手环ꎬ都在标示你的身份ꎮ〔９〕

这个听上去近乎恐怖的家庭空间渗透计划显示出云服务在重新分配服务资

源方面几乎是无孔不入的分形化作用ꎮ 许多人担心这种分形渗透的服务正在越

来越深入地侵蚀着个人的隐私ꎬ与此同时这种服务的接受者数量却在迅猛增长ꎮ
那么ꎬ如何解决分形化空间与个人隐私之间的矛盾呢? 雷军的回答是交换:

我拥有你所有的资料ꎬ但是你要授权给我ꎬ现在我们在全球都遭到隐私

的投诉ꎬ打算干两件事情ꎮ 第一件事情ꎬ是做一本隐私白皮书ꎬ请外国律师

来审计我们是不是做到了ꎬ我们一定要用全球最高标准来管理隐私ꎻ第二件

事情ꎬ我们会尽量做到数据本地化ꎬ比如说印度的数据放印度ꎬ台湾的数据

放台湾ꎮ 数据本地化ꎬ同时制定全球最苛刻的关于隐私的白皮书ꎬ说明白我

们每一件事做了什么ꎬ你要销毁你怎么销毁ꎬ你要我们不要你什么数据ꎬ就
不要什么数据ꎬ我们一定要按照全球最高标准来做ꎮ〔１０〕

不久前ꎬ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调查显示大家并不真的在乎网络隐私

安全»:“美国人说他们非常关注网络和手机上的隐私问题ꎮ 他们说自己不信任

网络公司或者政府能保护这种隐私ꎮ 但他们仍然使用那些服务ꎬ同时交出自己

的个人信息ꎮ 皮尤研究中心(Ｐｅｗ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的一项新调查捕捉到了这种

悖论ꎮ 它发现ꎬ大部分美国人都觉得在分享个人信息时ꎬ自己所使用的通讯渠道

并不安全ꎬ包括电子邮件、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然而ꎬ目前美国人似乎满腹

抱怨地接受了这个问题ꎬ把它当做数码时代生活必须付出的代价ꎬ抑或认为对之

进行任何改变都为时已晚ꎮ” 〔１１〕

在对抗都市社会不均衡发展的同时ꎬ人们似乎更容易接受以隐私交换服务

的这样一种新的社会空间构成模式ꎮ 城市社区与社会服务分形化发展的趋势ꎬ
意味着网络社会空间不仅是流动空间与本地空间的对立和并存ꎬ而且正在形成

公共空间与个人隐秘空间之间的交错互渗ꎮ “隐私交换服务”可能将是未来城

市社会发展中社会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博弈的重要形式ꎮ

注释:
〔１〕艾伦莱瑟姆等:«城市地理学核心概念»ꎬ江苏教育出版社ꎬ２０１３ 年ꎬ第 ６１ 页ꎮ
〔２〕〔３〕曼纽尔卡斯特:«２１ 世纪的都市社会学»ꎬ«国外城市规划»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ꎮ
〔４〕Ｅ. Ｗ. ＳｏｊａꎬＰｏｓｔ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ｓꎬＯｘｆｏｒｄ:Ｗｉｌｅｙ －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ꎬ２０００ꎬｐ. ２６５.
〔５〕周健工:«大数据视角:中国如何有效投资城市化»ꎬ«福布斯(中文版)»ꎬ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４ 日ꎮ
〔６〕刘易斯:«ＰＰＰ 模式:复星蜂巢城市试验»ꎬ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ꎬｈｔｔｐ: / / ｆａｎｇｃｈａｎ. ２１ｃｂｈ. 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５ － ８ / ｘＭＭＤＡ１ＮｊＦｆＭＴＥ１ＯＤｇｘＭＡ. ｈｔｍｌꎮ
〔７〕«面向未来 ３０ 年的上海 ｜萨斯基娅萨森:答“全球城市”八问»ꎬ澎湃新闻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ｐａｐｅｒ.

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２７５３７０ꎮ
〔８〕子叶:«马云:３０ 年后让医生找不到工作»ꎬｈｔｔｐ: / / ｃｈｕａｎｓｏｎｇｍｅ. ｃｏｍ / ｎ / ９３５１９１ꎮ
〔９〕〔１０〕Ｒｕｓｓｅｌｌ Ｆｌａｎｎｅｒｙ:«雷军的第二个四年»ꎬ福布斯中文网ꎬ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ꎮ
〔１１〕«调查显示大家并不真的在乎网络隐私安全»ꎬ纽约时报中文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ｑ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ｍ / ｂ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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