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向长三角>>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走向长三角>>

13位ISBN编号：9787806686096

10位ISBN编号：7806686096

出版时间：2003-12

出版时间：学林出版社（上海学林图书发行部 ）

作者：朱荣林

页数：30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向长三角>>

前言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已是国人耳熟能详的热门话题。
今秋，我应邀赴北京“中关村发展论坛”演讲，其主题是长三角对京津塘的启示，听众反映之烈足见
长三角影响之甚。
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判断和考量，离不开对都市圈经济的认知，更离不开经济判断的正确视角
。
经济　　判断的视角，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同地位、不同立场、不同角色的群体，会对同一种经济现象产生截然不同的判断结果。
　　以我个人的积累观察，对经济的判断不外乎有下述角度。
首先是宏观调控目标的角度。
这是判断宏观经济走势状态的目标组合，其中包括经济增长目标、物价稳定目标、就业充分目标和国
际收支平衡目标。
这是一个多目标管理系统，目标利益之间并非完全一致，而是充满着矛盾和冲突，往往呈现“鱼与熊
掌”的关系。
撇开国际收支平衡这一目标，其余三大国内目标之间构成增长与稳定的博弈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经济增长往往会导致投资品领域和消费品领域供求关系的变动，进而弱化了物价的稳
定性。
据此，多目标系统的决策必须建立在决策价值多样性体系的基石之上，以求满意的决策结果。
我国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强波动的经济振荡，其源盖出于目标管理系统的顾此失彼。
　　判断经济的另一个视角是效益的实现。
经济效益的实现必须遵循若干重要原则。
原则之一是要追求有效益的增长。
有效益的增长才是发展，低效益和无效益的增长是对发展的反动。
例如，违反城市长远规划的投资活动是一种建设性的破坏，严重重复的投资活动是一种浪费性的犯罪
。
二是要重视效益的综合平衡。
单纯的经济效益若是建立在社会代价沉重、环境成本高昂的基础之上，则其效益值得怀疑。
因为，这种经济效益严重损害了国家综合国力，削弱了民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三是要关注经济的乘数效应。
经济效益从时间维度考量，它分为直接效益和乘数效应两大部分。
前者是即期的效益指标，后者则是长远的效益指标。
由于国人奉行短期行为，往往忽视了经济的乘数效应，而一时追求经济的直接效益。
乘数效应比之直接效益，往往更为强大更为持久。
世博会效益的正确评估便在于要注重其“波浪效应”，即乘数效应。
国人对世博会投入产出的微词，其源也出于莫视经济乘数效应之故。
　　判断经济还有一个视角是评估标准体系。
我国传统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考核评估体系的严重缺陷，已经到了亟待完善的地步。
传统的考核评估标准的特征是以考核速度指标为主，忽视了效益指标的考核；以考核经济效益指标为
主，忽视了综合效益指标的考核；以考核短期指标为主，忽视了长远指标的考核；以考核有形指标为
主，忽视了无形指标的考核。
在这种考核指标体系的引导下，我国经济运行态势呈现速度型、短期型和形态型的特征，而非效益型
、长远型和功能型的特征。
因此，在传统的考核指标体系没有改弦更张之前，我国的经济运行态势离理想的、正常的和规范的要
求尚有不小距离。
　　判断经济的最后一个视角应当是经济运行的体制。
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体制转型的历史阶段，新旧体制的磨合尚需时日，局部领域出现的失真、变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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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现象干扰着正常的经济运行秩序。
其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政府角色变换迟缓导致非经济性、非市场性、非理性的经济行为盛行；
二是经济扩张主要依赖于外生性变量，而非内生性变量，有形要素地位与无形要素地位错位；三是成
本管理弱化，经济往往以规模管理取代质量管理，以产值管理取代利润管理。
由此可见，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政府、市场、企业三者关系尚未回归，其经济运
行态势也属非正常的状况，对其评价应当留有余地。
　　在昔日考察、教学和科研活动的岁月里有了一些肤浅的积累，常与业内同仁和自己的研究生切磋
过，但尚未形成系统的思考。
以“视角”破题，也是自感体系乏力之故，现玉前抛砖，以求正于贤达。
　　二00三年六月于上海荣竹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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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向长三角》阐述经济全球化、中国入世大背景下，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变局、中国都市经
济圈的兴起以及长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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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荣林，浙江嘉兴人，1964-1969年上海交通大学求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市政府“
十五”规划工作专家，上海市政府第二、三届决策咨询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上海市科协
第六、七届常委，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专家，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教授，上海市第十、十一、十二届人
大代表等职。
　　曾先后赴美国乔治顿大学、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美国华尔街金融中心，美国共和党战略问题研
究中心、美国总商会、美国亿万富翁俱乐部（年会），英国牛津大学，日本国京都大学和庆应大学，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及意大利、中国香港等地讲学。
著述有：《发展求索》、《发展研究》、《发展建言》、《高等教育管理学》、《外商来华经商必读
》、《跨国经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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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我国城市化的基本判断　　对我国城市化的判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是，基本判断还属求同存异。
例如，舆论一致认定：“我国城市化水平对于经济水平的滞后”具有相当程度；城市化滞后的原因是
“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体制矛盾”及其他因素；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未来发展将呈现快速态势；加速城
市化进程的重要出路是农业劳力非农化。
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立沦，虽然对我国城市化的基本判断有其共同性，但对程度的判断和成因的分析
不尽相同。
这些刁；同点，对于我们正确地、全面地、理性地认识我国城市化是极其有益的。
（王碧峰，2001）　　1．我国城市化程度的判断　　第一种观点是依据我国公布的统计数字作出的判
断 他们认定，鉴于我国非农就业的比重达到了50．2％（1998年），而城市化的比重仅为30．4％
（1998年）。
因此，结论是城市化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多数人对此结论认同。
　　第二种观点是基于对传统的统计门径质疑的前提下作出的判断他们认为，有两类人未在城镇人口
统计之列厂—是20多年来进入城镇从事非农业经济活动的农业人口；二是定居在城市近郊，使用城市
设施，享受城市生活待遇，参与城市经济活动的农业人口。
按照国际通用标准采纳的比例计算，第一类人按总量（跨省就业民工约8 000万人）的65％折算，约
有5 200万人；第二类人按总量的25％折算，约有9 000万人。
若我国城镇统计人口中补充这两类人，则城市化水平应为35.8％（1998年）。
所以，他们认为我国城市化的滞后程度尚属一般，并非严重。
　　第三种观点是基于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合理比值范围作出的判断 有专家认为，城市化率与工业
化率的合理比值范围应是1．4至2．5，而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仅0．65。
因此，这种判断认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滞后程度十分明显。
　　2．我国城市化发展滞后原因的判断　　城市化发展滞后的因素复杂，但归结起来比较共同的看
法有以下观点：　　一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结构偏差及其资本排斥劳动中国工业化之初及其
随后的进程，都没有离开高资金密集的重型工：业化发展战略（前者是依靠前苏联在”二战“中形成
的大型制造业的转移，后者则是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之故），从而导致生产结构性偏差
，并且形成资本不断排斥劳动的内在机制。
随之，就业结构的偏差不断扩大，城市化水平长期停滞不前。
1952—1982年间，我国工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份额—亡升了30个百分点，而工业就业份额只—卜升
了10个百分点；　　二是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机制 从20世纪50年代起，我国在户口迁
移、粮油管理、劳动用工、社会保障等方面将城乡人口实行分割管理，以致国家工业化失去对就业结
构同步调整和城市化发展的有效推动；　　三是乡镇企业的“离土不离乡”战略 这一战略指向有二
：1．社区利益最大化的创办动机；2.较低区位成本的利益动机。
农村工业化我国工业化的生力军，而乡镇企业又是农村工业化的主力军，主力军不进城，城市化必然
受阻；　　四是城市户口附加值下降 对于农民说来，城市户口的原有附加值正在削弱，诸如社会福利
的消失、就业竞争的激烈和计划生育的控制，以致”农转非“失去魅力。
浙?工省温州市符合”农转非“条件者仅有1％”农转非“，便是例证；　　五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
和高就业率竞争，降低了城市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 尤其是城市经济加快了体制改革步伐，优化了经济
结构，调整了就业岗位，增加了待业人员，导致农民进城受阻。
　　　　3．我国城市化发展趋势的判断　　第一种判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认为，我国的城市
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未来的30～40年内可能达到70％左右。
按此速率计算，未来我国城市化率年平均将提高1—1．2个百分点，约为1978———1998年年平均增速
的l倍左右。
据此推算，”十五“期木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36％，2010年将达到45％左右。
　　第二种判断（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研究院）认为，“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化速度可能会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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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前3年年平均增长0．47个百分点的速度有提高，但不会高于”dk351“期间年平均增长0．74
个百分点的速度。
即便有鼓励政策出台，其速度也不会超过每年1个百分点。
预计”十五“期末的城市化水平，按现行城镇人口统计口径，将达到36％左右；若按修正之后的城镇
人口统计口径，将会达到40～43％。
　　第三种判断（陈书荣）认为，城市比率不宜追求西方国家的高比例，因为彼此国情不同。
他提出，2050年将中国城市化率界定在60％为宜。
他的根据和理由是：一是未来50年内，中国将有6亿农业人口进入城市，任务已相当艰巨；二是发达国
家的城市化水平从30％到60％的进程，花了60～100年的时间。
即便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用50年时间走完西方60～100年的时间，已是高速度了；三是未
来50年平均每年需要投人资金2 400亿元，方能实现60％的目标，财力负荷不小；四是城市作为重要的
人类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人文和自然生态的复合载体。
因此，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必然还要受制于土地、粮食、农业、水资源、环境等条件的制约。
　　4．我国城市化路径的判断　　我国城市化路径争论的焦点是农村人口非农化的转化方式，归纳
起来有四种观点：　　第一，大城市论 这种观点主张，我国城市化应走大城市扩容为主的道路。
其主要论点是：中国应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建设和发展大城市，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圈（带），
以此推进城市化进程。
其依据是，我国城市化模式必须从国情出发，根据人口密度的要求、发展效率的要求、工业化的要求
、信息化的要求、服务业增长的要求、国土资源利用效率的要求进行综合平衡，实行多目标管理。
　　第二，小城镇论 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发展小城镇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其依据主要是：1．发展小城镇是转移农村人口最便捷之路；2．发展小城镇也是完善城乡经济体系、
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的需要；3．发展小城镇是世界各国城市化起步阶段的共同选择。
　　第三，中等城市论 持此观点者认为，中等城市兼备大小城市的优点，又能兼避二者弊端。
依据之一，它具有承上启下的功能，起到优化城市布局的关键作用；依据之二，它既可解大城市”病
“之困，又能救小城镇过于分散之急；依据之三，它正处于规模扩张阶段，吸纳力和包容度较强。
　　　　第四，大中小城市兼收并蓄论 这种观点主张，我国城市化应从国情出发，着眼于城市发展的
多元化要求，建立大中小复合、能级配套、功能协调的城市体系。
　　（一）关于“双赢”理念　　长三角地区1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集聚了大小港口12个，彼此资源
至今尚未得到有效的整合。
其原因很多，但归结一点是各港口所在地政府都祈求”单赢“。
上海与宁波是两大港口型城市，港口的规模与区位优势是长三角的”龙头老大“，若彼此角逐争雄则
俱损，相互合作配套则俱利。
北仑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天然深水良港，上海则具有广袤腹地经济支撑的重要口岸。
根据上海港的区位条件、发展基础和集运输能力，在建设以上海为中心、江浙为两翼的上海国际航运
中心过程中，必须与江、浙的港口建立合理的分工体系方能成功。
一方面，上海港要将外高桥5号沟控人式港池、罗泾港与太仓港统一建设，待长江口综合整治主航道
达到12．5m水深后，可通行第3、4代集装箱船舶；另一方面，宁波的深水港可具有承接25～50万吨大
型油船和货轮的能力，作为干线港应当作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散货运输基地，并接纳第5代和超大
型集装箱船队。
　　即便当洋山深水码头建成之后，具备了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地位的上海港，也离不开长三角地区宁
波等干线港及一大批支线喂给港的配套。
因为，国际航运中心是一个港口体系，彼此无法分割。
以日本东京湾港口群为例，其分工之明确，配合之默契，完全实现了“多赢”。
如前所述，千叶港为日本最大的港口，承担原材料输入的职责；横滨港作为东京的外港，主要承担对
外贸易的功能；东京港则以从事内贸为主；川崎港多为企业运输原料和成品为主；横须贺港以军港为
主兼营贸易；本更津港作为旅游和商业港。
其分工有序、合作有力、竞争有度令世人赞叹!日本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岛国，其资源整合过程中有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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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国借鉴的理念：一是内联外争。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是日本各界的共识，企业竞争以此为低线，但中国还做不到；二是双赢成为竞争的
标的。
在日本竞争视作实现双赢的手段，通过竞争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将共同分配的”蛋糕“做大，扩大竞
争双方的净收益；三是企业成为市场的主角，政府为配角。
在日本，经济运行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人，利润为目标。
而在我国，相当程度上经济运行以计划为导向，政府为主人，政绩为目标。
 　　（二）关于“互补”理念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是一种互补性的资源配置过程，离开互补，现代
国际经济体系便不复存在。
互补的障碍与双赢的障碍如同一辙，其源盖出于”单赢“模式。
上海与宁波两地经济互动的重点在于产业整合，其途径有如下选择：　　1.根据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
实现分工形式的产业整合　　工业化不同发展阶段反映了两地之间产业的资本和技术构成的差异，进
而成为垂直分工的基础。
上海处于工业化的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迈进的发展阶段，宁波则尚处于工业化的中期发展阶段，两地
应当通过实现垂直分工性质的产业整合。
从工业化水平（1998年）分析，上海的工业化早期产业的比重占19．4％，工业化中期产业的比重占33
．8％，工业化后期产业的比重占37．2％，呈现后、中、早的排序态势；宁波的工业化早期产业的比
重占30．6％，工业化中期产业的比重占30．9％，工业化后期产业的比重占26．6％，呈现中、早、后
的排序态势。
如两地的钢铁工业及石化工业均为当地重要产业，但其资本和技术构成的差异，可以成为双方垂直 分
工型联合的基础，以整合两地产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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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长三角经济一体化，已是国人耳熟悉能详的话题；对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判断和考量，离不开对
都市圈经济的认识，更离不开经济判断的正确视角。
经济判断的视角，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地位、不同立场、不同角色的群体会对同一经济现象产
生截然不同的判断结果。
本书作者基于多年来考察、教学、科研的积累，更借助当代经济全球化和世界都市圈经济的发展眼光
，对上述问题作了理性、客观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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