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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海构造都市圈

以浦东的开发和开放为契机， 把上海建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课题终于列入了现实的议事

日程。 这不仅是上海的大事， 也是全国包括长江流域和华东地区特别是附近省、 市、 县的大

事。 上海的重振雄风对全国首先是上海周围地区带来很大机遇， 同时也呼唤若全国首先是上

海周围地区的配合和支持。 作为 一个成长中的国际化大都市， 上海不是孤岛， 应当有逐步扩

展的空间依托， 在迈向大都市的进程中， 同步地形成一个都市阐或城市带。 因此， 研究上述

课题， 把都市圈纳入视野， 并非是多余或过早的。

都市圈的作用和任务

国际化大都市和一 切大都市， 都有一 个都市圈， 或者说， 需要一 个都市圈、 诱发一个都

市圈， 这有其必然性和客观规律。 如伦敦、 纽约和东京等， 尤一 例外。 都市圉是指以大都市

为核心， 超越原来边界而延伸到邻近地区， 不断强化相可的经济联系， 最后形成有机结合甚

至一 体化的大区域， 又称大都市地区或大都市连绵区。 往往包括一 批中小城市， 又称城市群

或超级城市。 有的与另 一 批大中城市衔接， 则称城市带， 其性质和功能有类似。 在某种意义

上， 有人认为， 正是都市圈培育了大都市。 两者之间不可分离。 在城市化过程中之所以出现

这种构造都市图的现象， 归根到底， 是由于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和任务：

首先，这是在一定芯围内城市能量集聚的结果。 城市化有若干内含，重要的是指一 个人口

和经济集聚的过程。 人口越来越多，经济越来越发展，城市也越来越壮大， 由集镇而小城市，

由小城市而中城市， 由中城市而大城市直至特大城市。 但是， 这种集聚既有中心， 又不能只

有点， 没有面和片。 所以， 城市的出现离不开与周围地区的共同生长， 有如众星拱月。

其次， 这种集聚增强了大都市的综合实力。 大都市与都市圉之间， 实际上存在双向运

动： 一 方面， 大都市的发展带动了周围地区，另 一 方面， 周围地区的发展也充实了大都市。

两者结合， 使大都市得以托起， 大大增强其综合实力和集聚效应。 在某此典型大都市， 论人

口和国民生产总值， 大都市本身占不到 一 半；有了都市圈， 使其身价倍增， 否则就将黜然逊

色。

再次， 大都市及其都市圈之间存在着合理的分工和布局。 大都市是密集型的， 但不可能

把众多的人口和企业都凝集到有限的一个市区， 必须有所分工， 合理布局， 使经济运作有迂

回的余地。 例如工业特别是大型企业， 原则上不该摆在城市里；大都市所谣大扭农副产品，

要求和只能由附近衣村供应。 有如红花绿叶， 相互依存， 相得益彰。

复次， 都市图是大都市向外辐射必经的中介地带。 大都市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 其生

命力不在内部循环而在向外辐射。 辐射有一 个由近及远的扩散过程。 都市圈既是辐射最近的

受体， 又是进 一 步辐射到远处的基地。 随着大都市辐射的增强， 都市圈也在逐步显示其支拧

力屯

最后， 有了都市图， 大都市的环境才能优化， “城市病 ” 才能得到防治。 城市化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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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我们， 其大型化往往伴随着日益严重的“城市病” 或“大城市病 ＇， 。解脱之道，构造都

市圈是一贴良方。 这不是什么祸害转移而是治病消灾。 例如在市内交通现代化后， 把生活区

适当疏散， 实践证明是彼此得益。建立卫星城， 目的也在缓解城市的过度膨胀。

以上是就大都市一般而言。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 规模愈大， 实力愈强， 外向度愈高， 也

愈有必要在大都市崛起中及时构造都市圈。 应当未雨绸缪， 不要临渴掘井， 不能等到都市爆

炸了再来构造都市圈。

上漳都市圈的范围界定

上泡成为大城市， 至少有儿百年的演进史。 在此悠悠岁月里， 几经沧桑， 已经自然地形

成了 一 个多层次的都市圈。 只是对照今后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要求， 与上海本身一 样， 应当
重新构造， 不仅仅是修补添置。 这里， 先要明确这个都市圈的范圉界定。

都市圈与城市群、 城市带和经济区、 辐射区， 既有联系， 又有区别。 综合地看， 可以分

为若干层次：
1. 以浦东、 浦西为中心的整个市区， 包括有限的郊区和儿个卫星城镇， 即上海市本

身， 是这个都市圈的内核。
2.广义的上海市，包括原来的十个县（有的已撤县建区， 并入市区），即上海行政区，

属于上海的紧密层。
3. 与上海接壤的江苏、 浙江两省的 一 些市区。 直接接壤的有江苏的南通、 苏州和浙江

的嘉兴、 宁波、 舟山；稍加延伸则包括江苏的尤锡、 常州、 镇江、 扬州和浙江的杭州、 湖
州、 绍兴等。 也可泛称长江三角洲。

4. 以上海为龙头、 长江为龙身， 包括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湖北、 湖南、 四川七
省特别是其沿江地区各城市的长江流域， 吴头蜀尾， 东西联动， 虽较松散， 也成一体。

5. 以上海为枢纽，包括南至闽粤、北至鲁冀的沿海各省、 市，作为沿海开放地区，有其内
在联系和外向开拓的共性。

再扩而大之， 以上海、 香港、 台湾为顶点， 鼎足而立， 形成三角， 有人称为华东南经济
圈， 其经济交往正在蒸蒸日上， 有可能成为太平洋西岸的新兴区域化经济联合体。
． 比较上述各层次， 能够称为都市圈的， 1、 2过窄， 4、 5过宽， 似以3为恰当。 在上

海与江、浙两省的经济联系中， 又可分为两层： 包括一市、 两省全部领域的是外围， 与上海
直接、 间接接壤的是内圈。 以上海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都市圈， 主要指其毗邻各市、 县， 包括
江苏的苏州、 无锡、 常州和南通以及浙江的杭州、 嘉兴、 湖州和舟山共八个市和地区及所属
儿十个县（县级市）。 这是我国经济潜力最大的一块宝地， 拥有很多个 “全国之最＇，， 相当
部分已臻小康。 这样界定上海的都市圈， 不妨列出儿条依据：

在历史上， 这些地区基本上是同时开发、 同步前进。 特别是近代， 资本主义的萌芽、 外
国势力的进入和民族工商业的兴起， 这个地区与华南一 起处于前列， 儿经艰难， 已有相当长
的共同阅历。

在地理上， 这个地区滨江临海， 处于 “黄金水道” 和 “黄金海岸 ” 的交汇部， 都有自己
的海岸线和江岸线。 自然资源禀赋也相类似， 大片平原， 素有 “鱼米之乡 ” 的美誉。

在经济上， 地区之间联系密切。 上海的崛起， 轻纺原料和劳动力首先取给于江、 浙各
地， 同时带动了这些地区的农工商运各业。 全国解放以来，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 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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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进一 步发展， 进 一 步建立丁各种生产合作和资源合作。
在交通上， 地区之间往来方便。 除长江外， 还有宁沪铁路和沪杭语铁路， 成 “ 之”字

型；加上海运和运河， 又成 “开 ” 字型。 市县以下水陆客货运也畅通无阻， 这在全国其他地
区是罕见的。

在人口上， 不仅数屈多， 密度高， 并且已经初步实现了城镇化。 这个地区除上海外， 还

有儿个大城市和 一 批中小城市， 城市化程良很高。 特别是集镇星罗棋布， 乡镇企业非常发
达， 使农村面貌大为改观。

在文化上， 这里在全国也有相当的领先度。 吴越文化， 山米已久；人义县斗， 占今付
名。 科研机构云集， 科技人员众多， 走向现代化有独特条件。

史应当指出的， 这里的对外经济往来也有历史渊源、 区位优势和现实基础。 人们的开
放意识和币场意识较强， 显然有别于长期封闭的内地。 因此， 提出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及其都
市圈是有民意基础的。

推千上述悄况， 在上海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和在上海周围构造都市圈， 可以说是理所当然
的选择。 除上海外， 别的城市也有过或正在酝酿建立国际化大都市或国际性城市。 其实， 真
正被公认的国际化大都市， 世界上为数寥寥， 因为需要极其雄厚的综合经济实力， 是不能降
格以求的。 但是， 各个城市以外向化、 国际性为远景目标， 有利于不断扩大开放度、 增强竞
争力， 对于在这个地区构造都市圈或城市带， 无疑将起积极的推动作用。看来， 上海周围城
市的国际化要以上海的国际化为前提， 上泭的国际化又将带动都市圈的国际化。

进一步加强苏沪接轨

为上海构造都市圈， 既要靠上海的国际化发展， 也有赖于都市圈内外的共1司努力。 江苏
特别是苏南， 紧依上海， 早结不解之缘， 更是责无旁贷。 因此， 应当本着互利互补的原则，
进一步加强苏沪之间的经济合作， 逐步为实现宏伟目标作出自己的贡献。

谈到苏沪合作， 并非自今日始。 记忆犹新的是在80年代中期，在有关部门领导下， 曾经

在长江三角州进行建立 “上海经济区” 的试验。 不幸的是， 协作区的试验没有成功， 而以天
折告终。 但是， 留下了 一 些值得珍视的反思。 集中到 一 点， 就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虽然向地方分权， 仍旧不能打破行政性的条块分割， 区域合作与摩擦始终并存。针对这个矛
盾， 希望用行政办法来消除壁垒，实现合理的劳动区域分工，其难度不亚于牵着骆驼钻针孔。

即使推行市场取向的改革， 区域合作有所展开， 而只要老体制没有退出最后阵地， 种种障碍
还是存在。在那种局面下，如果提出构造跨行政区域的都市圈， 同样不免是一 派动听的空

话。
现在， 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

的基础性作用， 应当相信， “诸候经济 ” 的时代即将逝去。 因势利导， 可供选择的对策建议

是在几个方面实现苏沪 “接轨 ” 。

思想接轨。 现代化建设进入到新阶段，必须扭转城市化落后千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现状，尽

快培育和建成大都市， 并为改革开放服务， 走向国怀化。 论天时、 地利、 人和， 这个历史使

命落在上海身上。 上海的发展不仪是为上悔，更为全困包括江苏在内的更好发展提供动力。这
对江孙尤其是苏南米说， 止是前所术有的大好机遇。 明啪这点， 才能树立为上海构造都市l剖
的自觉性。 有些想认， 打奸另搞·急个国际化大都市， 或许是脱离实际的。 当然， 井不排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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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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