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超前发展与地区经济不相适应的矛盾
。

因

此
, 为了正确解决这些矛盾

,
使我国城市现

代化迅速发展
,

正常推进
,

促进城市和全社

会的共同发展
,

必须从现代城市化的总体规

律中去把握城市现代化的方向
、

速度及所采

取的方式
。

应注意城市与区域的联系
,
做好

城市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的同步协调发展
,

个别城市与城市 区域的协调发展
, 城市内部

结构与功能的协调一致
,

以及城市 市 场 体

系
、

服务管理体系与生产体系的协调一致
。

同时
,
应保持较高的积累

,
增强城市的自我

改造能力
, 疏通各种渠道

、

理顺各种关系
,

为向高层次迈进打下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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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同志的文章
“

时代赋予我们 的历史使命
” ,

指出了我国 城市发展的方向和存在的问题
,

不乏精辟之处
,
但对其中某些观点笔者有几

点不同看法
, 兹陈述如下

, 不妥之处 ,
敬祈

指正
。

(1 ) 关于城市的
“空间 容 量

” 。

城市

的空间容量据本人理解是将城市地域与人 口

容量相结合的一种提法
。

应当指出的是
,

城

市发展并不等同于地域的扩展
,

尽管二者常

常是相伴出现
。

一个城市的发展可 以从地域

的形态变动表现出来
, 也可以没有形态的变

化而功能发生改变式地强化
。

片面地强调空

间的扩大
, 只会使人误入歧途

。
.

空间的扩大

只是表象而不是城市发展的实质
。

城市容量

也不仅与空间大小有关
, 而且与技术水平

、

人 口构成
、

功能特点密切相关
。

譬如 日本的

东京就比上海人口密度高得多
,
但不见得它

的城市病比上海更为复杂而深刻
。

(2 ) 关于
“功能结合建设新区

” 。

居

住 地 和 生 产地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区域
, 它

们在地域分布上具有均质性的要求
。

所谓均

质性
,
是 指 同 类 区具有凝聚力

,

成 团布置

而排斥其它异质区
。

建设新区时
, 把工作和

生活结合起来考虑虽有很多好处
,
但并不能

解决所有的问题
。

(3 ) 关于
“
城市的生产功能

” 。

生产功

能 应当是我国城市现在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

期 内的主要功能
,
这是我国 的国情所 决 定

的
。

关键是怎样生产
、

生产什么
、

在何地生

产
。 “时” 文中想象出了一个功能多元

、

结

构优美的理想城市
,
然而这早就被人想象过

的空中楼 阁也是早就被人证明 了是不 存 在

的
。

在某种条件下最完善的结构随着外界条

件的变化反而会成为阻碍发展的栓桔
。

因而

功能完善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动态过程
,
而没

有终极 目标
。

达到的结果也只有相对 的满足

而没 有绝对的完美
。

(4 ) 关于
“
基础设施

” 。

基础设施 对

城市的重要性勿庸多述
。

然而
,

基础设施的

完备性并不是由城市本身决定 的
, 而是全社

会的共同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

基 础设施既是

城市发展的条件
,

又是城市 发展的目标
。

在

我国当 前条 件下
, 还没 有足够的资金和技术

去发展基础设施
, 而必须逐步发展

,

逐步完

善
。 一

言目地超前发展基础设施
, 必将占用大

量生产资金
,
降低发展的速度

,
而反过来还

会出现以前建设的基础设施不适 应 新 情 况

发展的现象
,
造成更大的损 失

。

因此
,
基咄

设施建设一定要掌握好
“
度

” 。

禁止超前发

展
,

贪大求洋
。

(5 ) 关于
“
城市现 代 化 的 时 间

” 。

城市的现代化与城市 的出现与生俱来
,

没 有

终极 的时刻
。

对于我国城市来说
,

其现代化

的任务艰巨而时间漫长
,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

跨入
“现代化

” 的行列
,
因为城市的发展受

制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

只能是逐步完善的渐

进的历史过程
。

通过改革的逐步调整使其适

应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

应该清楚
,

我国有

自己的特殊情况
,

不能与发达国家的城市随

意 “
攀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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