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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2年5月，首届“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座谈会在西藏拉萨举行，会议将“香格里拉”区域界定
为川西南、滇西北、藏东南相邻的9个地州。
本课题所指香格里拉区域为香格里拉核心区，即地域上毗连的云南省迪庆州、怒江州，西藏昌都地区
和四川省甘孜州。
该区域地处滇、川、藏三省交界的横断山区，山脉绵延、高低起伏，江河湍急，是著名的生态旅游区
、重要的生物与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由于山高坡
陡、岩石裸露，生态系统稳定性差。
长期以来，当地居民为了维持生计
被迫以生态环境资源换取生存资料，出现了过度砍伐、过度垦殖、过度放牧等现象，导致区域生态环
境日趋恶化，致使开发与保护的矛盾十分突出。
若不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区域发展将难以为继，并将危及国家生态安全。

一、本书首次全面、系统地揭示了香格里拉区域在大西南乃至国民经济未来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
认为，该区域具备建成国际性旅游景区的资源条件和基础；具备建成我国最大的野生生物资源保护与
产业开发基地的条件和基础；具备建成我国新的有色金属工业基地的条件和基础；具备建成国家能源
续接基地和大西南水电工业基地的条件和基础；具备建成青藏高原特色畜牧业生产及加工基地的条件
和基础；该区域还是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水土保持和生态保护区。

二、本书提出了切实可行又有前瞻性的香格里拉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目标与思路。
即：以党的科学发展观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契机，以区域环境资源优势为依托，以制度、技术
创新为动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加强区域经济协作，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加强以交通为主的
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发区域优势、特色资源，形成区域优势产业，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由粗
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

三、本书提出了切实可行的香格里拉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对策建议。
这体现于研究报告所涉及的每个专题。
报告认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推进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依据调整优
化区域产业结构是区域经济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的载体与有效途径；循环经济模式是资源地经济发展的
基本模式，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业，是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和
发展方式转变的突破口；制度和技术创新是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是推
进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因素；构建和完善区域利益共享机制，是区域发展方式转变的出发点
和归宿；香格里拉文化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等等。

四、本书始终把香格里拉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置于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总体背景中。
充分考虑了西部大开发与和谐社会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带来的机遇，并通过对区域经济功
能的深人分析揭示了该区域参与西部大开发与和谐边疆建设的方式与途径。

五、本书以大量的实地调研和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为基础，始终围绕着香格里拉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实践中所面临的焦点问题来开展研究，具有较强的对策性和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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