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国际性城市的标准来发展和改造自己， 那与构造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圈并祈不悖。

产业接轨。 “诸候经济”的征象之一 是重复建设， 结构趋同，过度竞争。 在市场驱动

下， 区域经济的发展要走既有分工、 又有合作的新路。 国际化大都市及其都市圈， 同样有这

个要求。 这里， 为大都市服务和发展自己， 是相辅相成的。 苏南与上润有长期合作的经历，

今后可能出现的趋势是： 一方面， 某些传统行业和老产品会从核心转移到外围，另 一 方面，

某些高新技术行业和新产品则会相对集中， 双方都要有所取、有所舍。 在这个意义上， 甘当

配角、 甘拜下风并不是落后， 那是为了共同的先进。 至于为大都市继续供应农副产品和建筑

材料等商品、 物资， 更有利于彼此的一 起发展。

基础设施接轨。 国际化大都市应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 不仪在市内， 还延伸到都市圈和

更深远的腹地， 否则不能发挥其吸引力和辐射力。 完成这个任务， 也要靠同心协力。特别是

苏南和南通， 沿江沿海， 有好的港口， 将成为上海的转运基地或发电基地， 不能看作是 “为

他人作嫁衣裳＂ 。 搞好这些基础设施， 同时也在完善自己的生产建设环境。

改革开放接轨。 经济发展靠改革开放。 上海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 改革开放必须超前，

并与国际惯例相衔接进而基本上按国际惯例办事。 这对都市圈来说， 也不能降低要求， 否则

就会出现体制差异， 影响协调运行。 这涉及到很多领域，除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外， 在培养市

场上， 以金融市场为主导， 带动生产资料、 劳动力、技术、 信息、 土地等市场， 都要逐步发

展， 与上海相联， 形成统一 市场， 统一机制。 开放的具休政策现在还有一 定落差， 今后必须

统一到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上来， 彻底消除任何 “大战 ” 。

为上泭构造都市圈， 既是上海发展的需要， 也是江孙首先是苏南发展的需婓。 这个地区

不联成一 片， 将影响本地区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 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区。

（上接第6页）同时并举 ” 的思想已改为先实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 再实现农业机械化和

国家的工业化的思想。 毛泽东这一 思想的变化， 不仅在实践中产生一些政策偏差， 而且给他

本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发展造成困难。 如党的 “八大 ” 以后， 毛泽东把过渡时期

又改变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阶段；把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认为是无产阶级

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脱离生产力实际水平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 等等。 毛泽东后来所推行的

路线、 政策不能不说与上述思想的转变有一定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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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光华主编«实用经济控制论＞＞出版
执权上业经济系颜光华教授和严学丰教授主编的（（实用经济控制论）） 一 书， 最近由立信会计出版社正

式出版。本书朴学地运川扣制论的原别和力祛， 术分析经济活动的惆节和长制过村， 既闷眨凇｝片制的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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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纣，六心动忙仙lWIJ百理， 是月国与实践密切结旬」一份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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