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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国际城市是

金融、科技信息中心

而非工业生产基地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

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城市经

济学会秘书长杨重光认为，能否成

为国际城市不决定于城市的规模 ，

而决定于城市的实力和功能。
国际城市的形成、特点和趋势

总是同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特

点和趋势相联系的。当今世界经

济社会发展 与地域和空间相联 系

的有以下特点和趋势：
1 、直接生产过程的分 散 与经

济管理的集中。生产的调度和指

挥系统相对分散，而财务控制和决

策则不断加强与集中。包括国际

化企业在内的世界各大公司、大集

团云集国际城市，并对分散在各地

的分支机构进行有效的财 务金融

控制和决策。

2、制造业的相对分散与金融

业的集中。所以，当今国际城市 首

先是国际金融中心，是世界有名的

银行总 部或 分支机构的 所 在地。
公认的国际城市纽约、东京、巴黎 、

苏黎世等国际城市莫不如此。单

纯依靠发展和扩大制造业是无论

如何成不 了国际城市的。
3、科技成果应用的分散 与科

研的高度集中。未来科学技术的

发展和开拓，新的科研成果和重大

发明必须由多学科的协同研究和

科学家的广泛合作，因此科学研究

将趋于集中化。而科学技术转化

为生产力则可以比较分散。所以 ，

国际城市必定是科技中心，并对全

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4、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分散

与信息的集中。由于人口、环境、

交通等原因，人们的经济社会活动

将趋于分散，而信息的传递将趋于

迅速和集中，通过信息的快速传

递，使分散在各地的人们的活动得

到协调。所以，国际城市必定是国

际信息中心，是信息产业高度发达

的城市。
所以，未来的国际城市并不是

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而是金融中

心、科技中心和信息中心。与此相

联系，国际城市不像工业化时期那

样，是大量产业 工人居住的地域，

而是高级管理 人员、银行职工、科

技人员、计算机软件专家、信息专

家集中的地域。
（摘自 1996 年 6 月 6 日

《北京日报》）

文摘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的含义

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十

四届 五中全会确定的今后 15 年我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坚持的方

针之 一。如何理解这个方针，存在

多种表述。
有的学者认为，协调发展的核

心内容是协调地区间的产 业分工

关系和经济利益关系，应以市场为

导向，以 经济利益为纽带，搞好统

筹规划，建立和发展地区经济的合

理分工体系。“九五”期间，应根据

市场发展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完

善国家区域经济管理体制，制定国

家区域政策。国家区域政策，主要

是扶持落后地区发展，改善贫困地

区生活条件，以解决经济发展的公

平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协调发展战略

的基本思路是：①从不 平衡发展中

求得 相对 平衡，防 止 不顾条件的

“速胜论”，积极创造条件扭转地区

差距扩大趋势。②发挥地方积极

性和扩大地方权力，加速地区经济

发展。③正确处理沿海发达地区

与内陆欠发达地区 、资源密集地区

与加工工业集中地区 、汉族集中区

域和少数民族集中区域的关系，使

产业倾斜与地区倾斜相结合。④

2000 年前基本解决 7000 万贫困人

口的温饱问题，控制沿海 与内地经

济相对差距的扩大，2020 年 二者之

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差距

和相对差距应同步下降，基本达到

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平衡，尤其是人

民生活水平不能过分悬殊。
有的学者认为，地区经济协调

发展是经济政策中永恒的主题之

一，是 一个动态的、不断追求的目

标。在我国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

发挥各地的优势，形成合理的地域

分工，促进经济整体效益的提高。
二是将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控制在

适度的范围内，以促进经济整体的

协调。“九五”期间的着眼点应该

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协调地区发展政策，协调改革的进

程，协调基础产业与其它产业的关

系，协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为各

地提供尽可能公平的发展机会，适

当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摘自《宏观经济管理》1996 年

第 3期  作者：石 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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