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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空间视角下非正规空间的
生产逻辑与治理应对
—对义乌“四层半”的实证研究

□　高慧智

[摘　要]非正规空间治理是城市治理领域的重要难题之一。文章基于第三空间理论，建构非正规空间的生产逻辑与治理困
境的解释框架，并通过义乌“四层半”进行实证演绎。结果发现，非正规空间作为一种第三空间，遵循空间权利贫困—空间
权力“俘获”—空间权利实现的生产逻辑，并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完成了对空间权力关系的颠覆，产生了新的社会空间秩序，
从而导致了多重治理困境。因此，非正规空间的治理也应面向空间生产的全过程，针对多重困境展开。其中，公平正义的使
用权赋予是治理的前提，基于公共秩序的资格权干预和基于公共利益的发展权管制是构建精细化治理矩阵的两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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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ormal space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urban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he third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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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认为非正规空间在很大
程度上满足了在地居民的内生需求，为外来者提供了
谋生和发展的机遇，这种内在的生存法则也决定了非
正规空间长期存续、不断衍生的可能 [7-9]；另一方面，
重点关注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对非
正规空间的排斥影响，尤其集中在对排斥性治理的批
判研究上 [10-12]。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并未置
身于“非正规”发展之外。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城市化、市场化的大规模推进与中国特有的二元
制度 ( 尤其是二元土地制度 ) 构成了中国非正规空间形
成和治理的独特背景 [13]。因此，中国的非正规空间研
究在继承西方面向新自由主义批判的后现代主义基调

0引言

非正规空间建设是指城市中由底层人民主导、超越
规划条例的建设行为 [1-5]。非正规空间包括非正规住房
( 贫民窟、城中村群租房、小产权房和棚户区等 )、非正
规生产空间 ( 家庭作坊、村镇工业园区等 ) 和非正规消
费空间 ( 流动摊贩、“骑路菜市”与破墙开店 ) 等多种
空间类型，通常存在于发展中国家。

伴随着学界对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状况关注的增加
和对新自由主义城市政策的批判，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
上兴起了对非正规空间的研究 [6]。整体来看，相关研究
普遍倡导对非正规空间的包容态度，一方面关注非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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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出现了中国化的结构性形成
机制研究，认为非正规空间的形成在相
当程度上是由政策的“趋利性”“二元性”
造成的，其治理的关键是从制度层面进
行深刻变革，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非正规住房领域 [14-19]。

可以看到，既有的非正规空间研究
普遍将被治理者置于弱势、被动的地位，
缺少对底层能量的认识及自下而上的反
馈乃至对反抗行动的跟踪，也缺少对治
理困境的反思和对针对性意见的探讨。
事实上，结构化的规训并非铁板一块，
正如福柯所言，“哪里有权力，哪里就
有反抗”，自下而上的能动乃至颠覆作
用对于非正规空间的生产和治理发挥着
或许隐形但却巨大的作用。

本文通过剖析义乌“四层半”这一
非正规空间的生产机制，分析村民自下
而上的能动策略，反思非正规空间治理
的困境所在，并引发对非正规空间善治
的思考，进而完善非正规空间精细化治
理的工具矩阵。

1研究视角与研究对象

1.1研究视角：第三空间视角
1.1.1能动的第三空间认识论

回顾西方近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历程，
发现其对空间的认识论发生了很大的转
变，即从传统的消极被动的空间观转向
了积极能动的空间观，具体体现在 3 种
空间认识论上。

第一空间认识论认为空间是社会的
投影，是被动的，是社会的量度、指针
与结果 [20]，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东
西。第二空间认识论认为空间和社会是
互相建构的辩证关系，空间一方面反映
了社会关系，但另一方面也在积极能动
地对社会关系进行形塑，这也就构成了
“社会—空间辩证法”的基本内涵 [20]。
第三空间认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反抗
与解放的手段，尤其对那些弱势的、受
到压制的人来说，空间是一种社会资源，
是一个挑战旧的社会秩序的场所 [21]。相

较于第二空间认识论，第三空间认识论
更加关注边缘主体的空间介入性及其政
治活动。如果把第一空间称为“真实的
地方”，把第二空间称为“想象的地方”，
那么第三空间就是在真实和想象之外，
但又融构了真实和想象的“差异空间”，
是一种“第三化”“他者化”的空间。
或者说，第三空间是一种灵活地呈现的
空间，是一种超越传统二元论认识空间
的可能。
1.1.2第三空间视角下非正规空间的
生产逻辑与治理困境

第三空间认识论认为，空间是一种
反抗与解放的手段，而空间反抗的根源在
于空间权利贫困，即因制度层面的权利和
机会被剥夺而造成的窘迫的生存状态[22]。
权利贫困的主体基于走出困境的特定目
的，通过策略性的行动“俘获”空间权力，
从而获得挑战和重新界定社会秩序的可
能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第三空间
拥有了一种解放实践的潜能。而若要将
潜能变成已然，空间的使用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即通过空间的使用最终实
现空间权利的获取。概括而言，第三空
间的生产机制遵循空间权利贫困—空间
权力“俘获”—空间权利实现的生产逻辑。

在第三空间的生产过程中，自下而
上的利益主体通过对空间资源的博弈、
控制、调度或占有，展开空间权力的割
据乃至颠覆，最终形成新的空间秩序和
新的空间权力结构。其中，空间权利贫
困的程度暗含着自下而上的利益主体开
展权力颠覆的动力大小，空间权力“俘获”
的程度影响着其颠覆后的能量，空间权
利实现的程度则关乎其权力颠覆后的行

动边界，进而决定了权力颠覆的后果和
影响。因此，第三空间的能动作用和颠
覆属性导致了简单的自上而下的压制或
规训等治理方式往往是无效的，甚至会
遭遇自下而上的更大反抗，而更加智慧
和精细的治理策略才是应对此类空间治
理困境的关键 ( 图 1)。

非正规空间作为弱势主体在权利贫
困制约下对空间的占有和使用，是一种
典型的第三空间，具有同样的生产逻辑，
面临同样的治理困境。

1.2研究对象：义乌“四层半”
义乌位于浙江省中部，为浙江省下

辖县级市。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借助以
市场化带动工业化、以产业化带动城市
化的发展战略，目前已成长为全国百强
县、国内外知名的国际性商贸城市，被
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权威机构认定
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义乌
的城市空间不断拓展，大量农村被纳入
城市规划区范围。自 1999 年开始，义乌
采取政府组织领导，村集体、村民具体
实施的组织模式，开始展开全市范围内
的旧村改造工作。而改造建设完成的安
置房屋在义乌发达的市场经济背景下，
往往通过自营或招租方式引入生产、批
发或仓储等混合功能，形成一种地域特
色鲜明的产居混合空间现象，由于这类
空间大多为四层半的多层建筑，当地人
俗称为“四层半”。“四层半”建于宅
基地上，不符合宅基地仅用作居住及其
附属设施的规定，可以认为是对空间的
一种非正规使用。

图 1  非正规空间的生产逻辑与治理困境示意图

从权利贫困到权利实现：非正规空间的生产逻辑

从权力压制到权力颠覆：非正规空间的治理困境

空间权利贫困 空间权力“俘获” 空间权利实现

权力颠覆动力 权力颠覆能量 权力颠覆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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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很大阻力，使得 2009 年出台的《义
乌市城乡新社区建设实施办法》不得不
恢复了 2001 年对宅基地的分配标准。

旧村改造政策是“四层半”改造合
法化的依据，是“四层半”取得话语权
的必要途径。在义乌的“四层半”改造
过程中，村民采取集体行动，从自己的
意愿出发对政策表现出支持或反对态度，
进而将态度转化为行动、不行动或者选
择性的行动。因此，得到村民认可并得
以推行的政策与其说是一项政府制约条
款，不如说是经由自下而上博弈后形成
的书面契约，正如一位公务人员所言“政
策的出台有民间实践的引导”。

(2) 通过集体行动左右规划布局。
由于获得“四层半”改造许可的村

落大部分位于城市空间扩张的主导方向，
土地增值潜力大，房屋租金的预期收益
高，村民强烈倾向于在原址进行改造。
在义乌多年的城市建设过程中，除了国
际商贸城、文化中心、江滨绿化建设等
大型公共设施和公益设施的建设不得已
需要搬迁一些村庄，其他旧村改造一律
采取就地安置的方式。
2.1.3空间权利实现：以增长语境显化
宅基地发展权

“四层半”的空间利用始终在促进
城市增长的语境下展开。“四层半”具
有租金低、入驻门槛低及营业时间灵活
等特点，因此往往成为支付能力低、生
产规模小及客户不稳定的初创企业的首
选。基于这一清晰且难以被取代的定位，
“四层半”可以通过承载小微型的生产、
仓储、批发企业来嵌入城市经济增长系
统，从而为村民赚取丰厚的租金收益，
成为宅基地发展权显化的最终体现。

目前，义乌“四层半”最主要且最
具特色的宅基地利用形式是用于经营批
发产业，这类“四层半”村落往往形成
一个或数个小商品的批发集群，即所谓
的“专业街”。目前，义乌共有 30 余条
专业街，涉及 10 余个商品门类 ( 表 1)。
另外，随着义乌商贸业发展对其他上下
游产业的带动能力逐渐增强，村庄由此

“四层半”的形成包括村庄规划与
“四层半”建设、“四层半”招租与使
用两个阶段。其中，村庄规划与“四层半”
建设阶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村集体
根据旧村改造政策确定的安置标准，通
过汇总分户安置面积得到村庄总建设用
地规模，并经相关政府部门审核；②村
集体与政府协商，对村庄建设范围进行
优化；③编制村庄建设规划；④结合规
划图纸，由村集体统一组织，对经过重
新整合的宅基地进行分配，并根据宅基
地的区位条件有偿收取选位费；⑤村民
在旧村改造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四层半”
建设。“四层半”的招租与使用在村集
体的统一组织下进行，一般通过先期引
进行业协会或者行业龙头企业，来吸引
产业集群的后续进驻。

2义乌“四层半”的空间生产逻辑
与治理困境

2.1从空间权利贫困到空间权利
实现：义乌“四层半”的空间生产
逻辑
2.1.1空间权利贫困：宅基地使用权
制度的结构制约

宅基地使用权制度诞生于 20 世纪
60年代，是以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农产品统购统销为时代背景，以城乡二
元户籍制度为基础，以限制农村人口流
动为初衷，以农民的生存保障为唯一功
能所做出的制度设计。其本质是对农民
牺牲农业利益和流动自由，为实现工业
化的原始资本积累做出牺牲所进行的一
种补偿。宅基地制度诞生的历史背景决
定了其福利属性的必然性，并衍生了基
于福利属性的一系列具体特征。

(1) 宅基地的资格权单一。
宅基地的福利属性决定了其分配具

有针对性，并以此作为对黏附在城乡二
元格局上的巨大不公平行为的适度调试。
为保障农民独享国家为其提供的宅基地
这一生存保障，防止其他主体的介入，
国家制定了一套带有明显“身份”色彩

的法律制度，这一制度贯穿了从宅基地
使用权的分配、取得到使用的各个环节：
村集体通过村民小组或村民委员会等形
式，成为组织性主体；农村村民的集体
经济组织成员权是宅基地使用权的权源，
非集体成员不能通过继受等任何途径获
得宅基地使用权；居住事实被用以定义
农户身份，并得以世袭。

(2) 宅基地的发展权受限。
基于宅基地使用权福利属性的逻辑，

这一权利的获得只能用来保障农民的居
住需要，如果用于其他用途，那么这一
权利就不具备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应该
依法回收。因此，福利属性的认知取向
否定了宅基地用于盈利目的的合理性。近
年来，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
进和城市地价的飙升，宅基地潜在的资
产价值日益显露，但是制度约束却导致
村民宅基地的市场化、资产化难以通过正
规渠道实现，村民陷入权利贫困的境地。
在市场化的前沿城市—义乌，宅基地的
福利属性和资产价值的矛盾更为显著。
2.1.2空间权力“俘获”：以集体行动
固化宅基地资格权

在义乌“四层半”改造过程中，村
集体内部的利益达到空前一致，基于血
缘、宗缘的村落共同体通过开展策略性
的集体行动，成为足以与政府博弈甚至
具有颠覆性能量的主体，宅基地的资格
权得到进一步固化。

(1) 通过集体行动影响政策制定。
政府通过制定旧村改造政策对宅基

地安置标准进行明确，在过去的 10 余年
间，义乌先后出台了多项规范“四层半”
改造的政策。然而，在政府不断加强规
范的同时，村民通过集体性的“选择性
服从”策略应对宅基地安置面积最大的
政策，从而左右政策的制定。按照义乌
2001 年出台的 113 号文的相关规定，村
民实际人均住宅用地面积不少于 36　m2。
2006 年《义乌市新农村住房建设实施办
法》实施，为了集约利用土地，该文件
将村庄人均住宅占地面积缩减到 25　m2

左右。然而，这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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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机会转变“四层半”的功能发展产业，
延伸商贸产业链。例如，义乌市经济开
发区附近的贝村主要出租“四层半”用
于生产；青岩刘村则依托靠近江东客运
站的良好区位出租“四层半”用于仓储，
近年来伴随着网购的兴起，电子商务功
能得以发育，使该村成为著名的“淘宝
村”。正是由于“四层半”高度嵌入城
市增长系统，并降低了城市增长的风险，
节约了城市增长的成本，政府因而获得
了稳定的经济运行环境。所以，政府对“四
层半”往往采取默许的态度，这为“四层半”
的空间生产提供了宽松的管制环境。

2.2从权力制约到权力颠覆：义乌
“四层半”的空间治理困境
2.2.1使用权贫困程度决定了“四层半”
的权力颠覆动力

义乌“四层半”的空间生产是村民
以破解权利贫困为基本逻辑起点的政治
经济实践，而不公平的宅基地使用权制
度是构成村民借助“四层半”空间生产
实施权力颠覆的根本动力。制度的约束
导致村民宅基地的市场化、资产化难以通
过正规渠道实现，村民很难享受到工业化、
城镇化带来的红利，在巨大租金收益的吸
引下，这场革命在义乌静悄悄地展开。
2.2.2资格权固化程度决定了“四层半”
的权力颠覆能量

“四层半”改造以村为单位，在共
同利益的驱使下，村集体通过集体行动
与政府规制展开博弈，为成员争取最大
利益，使得村庄这样一个由血缘、亲缘、
宗缘和地缘关系结成的熟人社会的内聚
力与封闭性空前强化，形成了前所未有
的权力颠覆能量 ( 图 2)。

由于“空间不仅被社会生产，而且
生产社会关系”，经过“四层半”改造后，
村民的优越感和对村庄共同体的认同得
到进一步提升，村庄进一步成为领域归
属感的中心，屏蔽政府治理的壁垒更加
牢不可摧。从空间表征上看，村落中的
牌坊、宗祠等具有显著的标识性，其作
为村落中敬祖同宗的共同价值观象征空

间得到重视，成为村落中少见的超越盈
利逻辑的空间。如今，“四层半”的治
理已成为困扰当地政府的重大难题。
2.2.3发展权显化程度决定了“四层半”
的权力颠覆后果

由于“四层半”的建设，义乌的城
市空间迅速扩张，空间使用功能无序失
控，城市发展的正常秩序被干扰，使城
市陷入一种“不可规划”的尴尬状态。

一方面，“四层半”的建设造成了
土地的迅速扩张和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
降低。义乌的旧村改造政策规定了至少
人均 36　m2 的宅基地面积指标，加之道
路拓宽、公共设施建设等需求，一般情
况下，村庄改造后的建设用地面积扩大
至原来的 1.5 ～ 2.0 倍 ( 表 2)。

另一方面，“四层半”打乱了城市

的总体功能布局。在义乌的城市开发建
设过程中，“四层半”建设用地的选址和
规模必须优先落实。而“原址改造，占用
尽量多的土地”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牵
制了城市的规划布局，导致规划的一些
功能区块被打乱，“四层半”在城市中
零散分布 ( 图 3)。加上“四层半”的使
用功能完全由房东按照市场的需求来决
定，导致大量批发、仓储和生产等功能
在市中心布局。规划引导控制城市功能
的作用失灵，给城市管理带来极大挑战。

3走向公平正义与精细有为的非
正规空间善治

义乌的“四层半”破解了村民的收
益困境，是村民在受到宏观政策背景导

门类 地址 门类 地址

工艺品 长春村 文胸内衣 桥西街、保联东街、漓江街、庐山街、桂林街、
下车门、篁园路 、方台巷、稠州中路

饰品 竹佳里村、长春
村

皮带 朝阳路、稠州中路

汽车用品及
配件

长春村 围巾 盐下埠头、篁园路、篁园新村、黄山街、五台街、
春江路、方台小区、稠州中路

玩具 兴中村 模具 下车门
饰品配件 兴中村 鞋类 市场路
相框 兴中村、赵宅 日用百货 春江路、篁园路、江东新村、龚大塘村、稠州

中路、市场路、赵宅
玻璃制品 赵宅 线带 前大路、稠州中路、市场路
烟具 赵宅 印刷品材料 永胜村、义东路
年画挂历 阳光小区、赵宅 小家电 东江路、江滨中路
家具 站前路 圣诞礼品 稠州中路
针棉织品 下车门

表 1  义乌“四层半”专业街种类及分布

资料来源：《义乌市场进货指南》，http://wenku.baidu.com/link?url=2BbW1ZUZdd9LZ_9gCHs6fyjVFjG7_1cAjd
poiCtti09Q8eEn5Qg0TzQoHZfJE-VeDMzdc0Xh3cU_R0O6mcUQwkapmMmDktGsy32QuH-dDwe。

图 2  村民对改造模式的偏好示意图
资料来源：义乌市城市规划设计院。

您认为以村为单位进行改造好，还是以社区
或在更大范围内统一进行改造更好？

您倾向于选高层公寓还是“四层半”的垂直
房？

以村为单位进行改造
以社区为单位进行改造
村和社区都可以
宅基地价值化自购商品房

高层公寓
“四层半”的垂直房

图例

53％

0％

84％
27％

16％20％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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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规则与空间逻辑骤然变成“白箱”，
导致治理失灵，视为公权的缺失，如此
功利的政府并非值得倡导的有为政府。

在城中村(非正规居住空间)改造中，
面对少数群体恶意抬价的行为，2021 年
深圳出台《深圳经济特区城市更新条例》，
突破性地提出“个别征收 + 行政诉讼”
制度，对于旧住宅区已签订搬迁补偿协
议的专有部分面积和物业权利人人数占
比均不低于 95％，且经区人民政府调解
未能达成一致的，为了维护和增进社会
公共利益，推进城市规划的实施，区人
民政府可以依法依规对未签约部分房屋
实施征收。被征收人对征收决定或补偿
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
者提起行政诉讼。此举肯定了立足于公
共秩序的政府强制干预行为，同时通过
行政诉讼保障了自下而上的利益诉求渠
道。未来，随着市民社会的发育及司法
介入的不断成熟，基于公共秩序的资格
权干预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将进一步得到
保障，公权和私权的博弈裁决将正式被
纳入法治的轨道。

3.3基于公共利益的发展权管制
公平正义的空间使用权并不意味着

绝对放任的空间管制，而是要对非正规
空间的精细化发展赋权。

一是发展权应与非正规空间对城市
的整体贡献紧密结合。比如，义乌“四
层半”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作为一种可支
付产业空间发挥了很大作用；珠三角一
带的城中村，在很多情况下作为城市的

致的结构性制约下的一种策略性自救。
同时，作为一种空间载体，它承载了城
市重要的经济活动，推动了城市经济的
发展。但是，村民自下而上改造行为的出
发点在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无
法从城市发展的整体大局来看待这种分
散、自我土地开发行为所造成的宏观影响。
因此，“四层半”虽然实现了村集体内
部的高效运作，但是对城市而言却是一
种具有“外部不经济”属性的空间利用
方式，且其在空间生产过程中对权力结
构的颠覆令政府陷入了更大的治理困境。

如果继续深入观察会发现，义乌“四
层半”治理困境的形成并非村民一方促
成，而是城市政府的无效控制和监督或
者说管制权力的让渡令“四层半”成为
一个治理难题。事实上，在经济利益和
增长语境的驱使下，早期城市政府对“四
层半”采取的“怀柔”策略，为村民提
供了通过集体行动左右政府决策的机会。
但是，经历了 10 余年的低容量开发，义
乌可供开发的土地资源趋紧。“四层半”
对城市增长的阻碍作用凸显，促进作用
降低。从 2009 年开始，政府开始有意引
导高层改造模式，2013 年义乌正式出台

《义乌市城乡新社区集聚建设实施办法》，
意在杜绝“四层半”改造模式。但是，
现在看来似乎并不奏效。已经获得“四
层半”改造批准的村庄加紧建设步伐，
以防政策有变；未获得批准的村庄则与
政府展开漫长的博弈，使政府无奈走向
“被动支持”的困境。

因此，走向非正规空间善治的前提

是调整治理的制度基础，同时也要从城市
层面构建精细有为的空间治理工具矩阵。

3.1基于公平正义的使用权赋予
从义乌“四层半”改造的案例可以

看出，不公平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环境
造成的权利贫困是非正规空间形成的原
因，而地方政府面对集体行动的无措和
基于城市增长的默许为“四层半”空间
的权力颠覆提供了土壤。未来，公平正
义的制度环境和空间使用权准入制度是
提高城市包容性与弹性的必然要求，也
是改革的基本方向，在赋予公平正义权
利的前提下实现非正规空间的善治，是
一切治理的前提。

自然资源部成立之后，有关空间规
划的改革行动成为焦点，但城市规划更
应关注的是基础性空间使用制度的设计，
为人们提供多样化的可负担、可进入的
空间，为不同群体提供空间使用的机会，
这是开展所有空间规划与建设、管理行
动的基础。

3.2基于公共秩序的资格权干预
在以“四层半”为代表的诸多非正

规空间生产和治理过程中，底层民众通
过集体行动“绑架”政府、损害公共利
益的策略屡试不爽。纵然，公权的边界
需要小心严守，但面对无限延伸的私权
及其裹挟的强大的颠覆能量，公权需要
进行强制干预以维护公共秩序和空间正
义的底线。如果因为治理成本和潜在的
矛盾，使原本类似于“黑箱”运转的默

图 3  义乌中心城区“四层半”的空间分布图

工程
进度

户籍人口 /
人

现状建设用地 规划建设用地

总用地 /m2 人均用地/(平方米/人) 总用地 /m2 人均用地 /( 平方米 / 人 )

一期 2　168 16.85 77.72 31.64 145.94
二期 1　420 13.34 93.94 26.5 186.62
三期 8　231 77.64 94.33 131.77 160.09
四期 4　238 43.11 101.73 73.69 173.88

合计 16　057 150.95 94.00 263.6 164.17

表 2  义乌经济开发区一至四期旧村现状与规划人均建设用地比较

资料来源：《宅基地价值化——一个义乌样本的观察与思考》。

“四层半”
城市建设用地
未建设用地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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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颠覆提供了土壤，并由此导致了治
理困境。由此，本文提出基于公平正义
的使用权赋予、基于公共秩序的资格权
干预及基于公共利益的发展权管制是破
解非正规空间治理困境的关键。事实上，
面向精细治理的需求，空间使用权可以
做到进一步细分，因此未来基于多重维
度的空间治理思维必将不断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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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付住房而存在；各大城市普遍存在
的“地摊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社
区公共服务设施供给的不足。因此，定
义非正规空间的属性尤为重要，对于具
有公共物品属性的非正规空间，应在管
制或正规化的过程中，通过让利地租、
代出管理费用和奖励容积率等手段尽量
降低发展权增值。反之，对于定义为经
营属性的非正规空间，应当通过收取地
租、施加公益责任等形式实现发展权增
值回收。事实上，同一个空间往往具有
多重属性，且公共属性或者经营属性并
非界限分明，如何定义非正规空间的公
共属性并给予发展权让利是一项考验管
理者智慧的工作。义乌“四层半”案例
通过投标选位制度来分配发展权，实际
上是将发展权增值规则和交易权利完全
让利给村集体，使发展权交易完全内部化，
这种 100％让利的做法是否公平正义值得
商榷。

二是发展权的赋予既要尊重或切合
被正规化对象的自然特性，又不能超越
政府管制。义乌“四层半”案例中，原
址改造固然为“四层半”的经营提供了
绝佳的区位条件，但是绝对放任的赋权行
为使城市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近年来，
义乌开始探索“集地券”政策，以权益
面积作为安置标准，获得权益面积指标
的村民可以在规划居住用地、产业用地
和商业商务用地上获得相应面积的建筑
用房，此举既保障了村民的发展权，又维
护了规划的权威性。广州通过划定疏导区
的方式治理流动摊贩，也是同样的思路。

4结语

本文基于第三空间视角，通过对义
乌“四层半”改造的分析，揭示了非正
规空间具有空间权利贫困—空间权利“俘
获”—空间权利实现的生产逻辑 [23]。在
此过程中，不公平的空间使用权制度环
境造成的权利贫困是非正规空间形成的
原因，而地方政府面对集体行动的无措
和基于城市增长的默许为非正规空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