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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 ７０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

就。人们享受着城市化带来的繁荣与便利，也感受到城市社会的紧张与脆弱。为更好地推进城市现代

性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反思中国城市化的历史经验，探讨新时代城市发展的机遇与挑战，本刊特别推出

“记忆·空间·治理：城市研究的多维视野”专辑，以学术的方式向伟大祖国 ７０华诞献礼。

本期城市研究专刊以“记忆·空间·治理”为关键词，以城市人文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等多

学科视野为载体，突出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优势，以期共同推进城市研究的前沿对话。专刊意在呈现以

下特色：其一，作为超学科问题意识的城市研究。城市既是生活的空间，也是流淌的记忆；城市不仅连接

着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他乡，还承载着乡愁、诗意和远方。现代城市研究不再是一个特定的、具体的学科

性研究，而是一个融合人文情怀、理论高度、实践向度等多重意蕴的复杂问题域。面对现代化扩张对城

市人文精神的挤压，城市研究如何体现人文关怀？城市快速变迁带来了景观的巨变与历史记忆的缺失，

如何维护城市文脉与集体记忆？这些问题都对城市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亟待跨学科、跨领域乃至跨

国界的深度协同合作。本期“城市人文学”研究版块的 １２ 篇论文，从城市哲学反思、都市文学探索与城

市历史记忆三重维度，凸显了城市研究的温度与厚度，丰富了城市研究的多元面向。其二，作为多学科

进路的城市研究。当下城市研究已成显学，但仍然面临许多困境。城市研究不仅需要直面共性现实问

题，还需应对超大城市以及“网络城市”的治理难题。本期头条“城市治理与发展”专栏的 ９ 篇论文，围

绕城市就业质量、城市社会包容、城市社区治理、社会组织治理、城市社会结构、城市网络层级、大数据技

术条件下的城市治理等问题，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视角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

兼具学术性和现实性，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相互证成，体现了本刊常设栏目的特色优势。本刊的“城市

治理”与“城市发展”专栏，已连续两年荣获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资助。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城市研究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市，而

应有“群”与“带”的统筹发展理念。本期“城市群协同创新”专栏的 ５篇论文，聚焦长三角城市群的产业

整合、经济增长与绿色创新，以及京津冀城市群的产业、交通与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深入探讨了全球化

时代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中国城市发展模式。

当前，城市跨学科研究已成为回应复杂社会现实问题和提供多维研究视角不可或缺的方法。２０１９

年 ６月 ２９—３０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联合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

研究院、城市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了“记忆·空间·治理：城市研究的多维视野”高端论坛，本期城市研

究专刊即是在此次论坛和前期征文的基础上，择优遴选部分论文结集而成。本刊将依托上海全球卓越

城市建设和华东师大城市研究传统优势，持续推进城市政府治理创新、城市生态治理创新、城市经济转

型发展、城市文化传承以及城市人文关怀等专题研究。同时，还将重点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条件下的智慧城市治理，进一步拓宽城市研究的国际视野，本刊将一如既往，为学术共同体搭建跨学科

研究的对话平台，共同开拓新时代城市研究的新路向、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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