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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综合运用管理学、区域经济学、系统工程学、创新经济学及战略管理理论，揭示区域创新发
展的生命周期、生物群落、基因突变三个生命科学原理和区域创新过程中的熵变原理，并基于生命周
期原理提出区域创新战。
略的演进模式，基于生物群落原理提出区域创新战略的布局模式，基于基因突变原理提出区域创新战
略的路径模式，基于熵变原理提出区域创新战略的体制机制模式。
本书还总结出区域创新发展战略分析的基本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给出
区域创新战略的主导产业选择、关键技术选择、空间布局和政策选择；根据中部区域内部实力状况及
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横向比较结果，给出中部区域创新发展的战略选择。

　　本书可作为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阅读教材，也可供国家和地方政府党政部门行政管理
人员，以及关心地方发展的企事业单位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本书由侯仁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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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1章绪论 1.1 世界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态势 1.1.1 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 世界经济区
域集团是“有形的、契约型”的经济联盟组织，主要表现为国家与国家（或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关系
。
区域集团成员之间通过国家间或政府间签订的条约或协定而建立一种经济组织和合作关系，相互间提
供优惠政策，政策涉及技术、商品、资本、劳动力流动等方面，而这种优惠只向成员国提供，而不向
非成员国提供。
 经济区域集团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已出现了，其中最有影响的是1949年成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
和1958年正式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
但区域经济集团建立最多的时期却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主要原因是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取得
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为发展民族经济、实现经济的独立，纷纷走向联合，建立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
。
在亚洲，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于1967年8月8日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
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于1964年成立三国区域发展合作组织。
在非洲，1964年10月1日，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利比亚、突尼斯成立马格里布常设顾问委员会，为建
立马格里布经济共同体打下了基础。
1964年12月，刚果、加蓬、乍得、喀麦隆、中非五国签署成立中部非洲关税和经济联盟条约，并
于1966年1月生效。
1967年，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根据坎帕拉《东非合作条约》，成立了东非共同体。
在拉丁美洲，1961年6月，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巴拉圭、秘鲁、乌拉圭根据《蒙得维的亚条
约》成立了拉美自由贸易协会。
1967年，哥伦比亚等四国相继加入，使其成为拥有11个成员国的区域经济组织。
1962年8月，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签订协议，成立中美洲共同市场
。
1969年5月，地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的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厄瓜多尔和秘鲁签署了《安第斯区
域一体化协议》，成立了安第斯条约组织（又称安第斯集团）。
1973年4月，在圭亚那举行的第8届英联邦加勒比地区政府首脑会议通过《乔泊敦协定》，决定成立加
勒比共同体和加勒比共同市场，以代替1968年5月成立的加勒比自由贸易协会。
1973年8月1日，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正式成立，截至1983年，其共有14个成员国：安提瓜和巴布
达、巴巴多斯、伯利兹、格林纳达、圭亚那、牙买加、多米尼加联邦、蒙特塞拉特（岛）、圣克里斯
多福与尼维斯联邦、圣卢西亚、安圭拉、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哈马联邦。
1975年7月非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立，成员国有贝宁、
冈比亚、加纳、几内亚、佛得角、几内亚比绍、科特迪瓦、利比里亚、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
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多哥、布基纳法索16个国家。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呈加速、加强发展趋势。
1989年12月，安第斯集团五国首脑签署一项声明，要采取实际步骤推动地区一体化，1991年5月，集团
五个成员国――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哥伦比亚、秘鲁和委内瑞拉同意1995年年底前建立共同市场。
1991年3月，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四国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签署了建立南方共同市场的《亚
松森条约》。
该条约正式规定，1994年3月31日将最后组成四国参与的南方共同市场。
1991年4月，委内瑞拉和智利政府签署议定书，决定1994年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是委内瑞拉同拉美国家
签署的第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1991年1月，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尼加拉瓜、萨尔瓦多以及洪都拉斯六国首脑举行会议，
同意最迟在1996年建成墨西哥和中美洲五国自由贸易市场；同年7月，六国首脑会议又决定加快这一进
程。
1992年1月，东南非优惠贸易区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第10次首脑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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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18个国家的元首或代表，会议决定采取措施加速建立地区性共同市场，简化程序以促进各国之间贸
易的发展，新任优惠贸易区主席――赞比亚总统奇卢巴呼吁优惠贸易区和南部非洲协调会议迅速合并
，以利于建立非洲共同市场。
1992年6月，来自土耳其、罗马尼亚、希腊、摩尔多瓦、保加利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俄罗斯、格
鲁吉亚、乌克兰和阿尔巴尼亚11个黑海沿岸国家的元首或代表举行会议并签署了关于建立黑海经济合
作计划的协议。
 1.1.2 中国区域经济四大板块格局 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但是，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现代经济起步较晚，各地区在自然资源、地理区位及人文特点等方
面差异极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目前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之一。
我国现代化的成效怎样，区域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决定性因素。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宏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由改革开放前的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战略到改革开
放后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的演变过程
。
三种战略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各有其特点，但都推动和加速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的经济
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经过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三次转换，我国初步形成了东部繁荣、西部开发、东北振兴的国家区域开发
大格局。
也正是在这种全国各地区并进发展的背景下，发展速度相对滞缓的中部区域再次成为党和国家关注的
焦点。
胡锦涛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调“中部区域广大干部群众要切实增强加快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也指出“国家支持中部区域发挥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促进中
部区域崛起”。
实现“中部崛起”将成为国家未来新的区域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从而形成我国经济领域的东部
、西部、中部、东北四大板块。
东部地区经济总量大、经济发展水平高，有条件率先实现现代化，实现小康，带动全国经济和支持中
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空间上已形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经济组团；西部地区抓住
大开发机遇，利用后发优势和比较优势，稳步推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积极通过体制创新和机制转换，
建立区域内在的经济增长机制；中部充分发挥粮食和农业主产区、传统工业基地的优势，区域内积极
联动，区域外主动协作，实现四大经济板块互动，促使国民经济协调增长。
 1.1.3 中部区域正在塌陷 中部区域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地处我国内陆腹
地，土地总面积占全国的10.8%；总人口35697万人，占全国的26.6%。
中部区域具有“承东启西、联南结北”的区位优势、综合资源优势，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
地和农产品生产基地，产业基础较为完备，科技和人力资源丰富，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然而，“中部区域正在塌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中部区域的经济总量不仅大大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有数据显示，1992～2010年，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从47.6%增加到53.1%，特别是2003
～2007年，其所占比重均维持在55%以上。
中部区域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则呈下降趋势，1992～2010年，中部六省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
从20.3%下降到19.7%，下降了0.6个百分点。
2000年之前，中部六省在全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均维持在20%之上，1997年曾达到21%。
但从2001年开始，中部所占比重降至20%之下，且2002～2007年的6年间，中部所占比重的平均水平仅
维持在18.8%。
2008～2010年，中部所占比重有所回升，但平均水平也仅维持在19.4%，低于2000年之前的水平。
 从1998年开始，中部GDP增长速度落后于西部，1998～2010年的13年间，除了2000年、2004年、2005年
中部GDP的增长速度略高于西部，2010年中、西部增长速度相当，其他9年中部的增长速度均落后于西
部，尤其是2001年，中部GDP的增长速度更是落后于西部8个百分点；中部区域的投资规模不仅明显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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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多年来低于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部原本落后的投资增长速度又
大大落后于西部地区。
1998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2%，比中部区域高16.8个百分点；2002～2005年，中部区域固
定资产投资增长分别低于西部区域6.29、5.87、0.34、3.40个百分点，差距相当大。
2006年以来这一状况有所缓解，2006～2008年，中部区域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分别高出西部1.52、1.48
、2.83个百分点，2010年高出0.58个百分点，优势微弱。
而2009年中部仍旧低于西部4.22个百分点。
中部区域成为全国投资的“低谷”。
 中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大大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反映在人均GDP水平上，1980年中部区域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1990年下降到83%，下降
了5个百分点。
而到了2000年，中部区域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5%，相对于1980年下降了11个百分点，截至2010年
，中部区域亦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4%；从居民收入看，2010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城镇居民收入中，中部区域人均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低3730元，比东北三省低385元，比西部地区低6
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排名前10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东北三省有1个，西部地区有1个，中
部区域没有。
 中部区域的现代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明显滞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也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
2010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增加值的比重这一指标，全国平均水平为36.6%，中部六省为28%，中
部区域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8.6个百分点；中部区域缺乏具有很强带动能力、辐射能力的经济中心城市
及城市群，据《2010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在全国城市实力排名的前15
名中，没有中部城市。
2010年中部六省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4个百分点；中部区域非
国有经济发展规模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2010年，全国的城镇从业人员中，非国有企业占80.7%，中部区域仅占71.2%，中部区域比全国平均水
平低了9.5个百分点。
 1.2 区域创新战略研究的意义 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新世纪、新形势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
方针。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得改革开放先发效应的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主要力
量。
随着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省份的经济也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
21世纪中央出台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方针政策，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东北又可以昂起高高的
头颅！
但由于东西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技术差距和空间距离，要形成中国经济区域总体布局的均衡态势和
完整结构，唯有作为承东启西的中部成为坚实的支撑点。
中部若凹陷，东西必然失衡，中部若梗阻，东西必割裂。
只有中部崛起，为东西互动、南北合作提供坚实的支撑点，全国现代化战略目标才能顺利实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中部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
指导意义。
 1.2.1 理论意义 当前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空间布局、区域产业政策、区域创新体
系建设等方面，对区域发展战略理论方面仅是零星的研究，尚未对其进行梳理和系统的研究；对中部
区域发展战略的模式、思路进行的研究稍多，但系统的实证研究比较少。
本书试图对区域发展战略原理、战略模式以及中部区域发展战略等进行系统研究，丰富和完善区域发
展战略理论。
 第一，研究角度上，从世界区域发展战略趋势、全国区域发展格局的角度分析研究中部区域发展战略
。
研究的架构视角开阔，立意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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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研究对象上，突出中部区域发展战略，对中部区域各省发展战略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对中部区
域实力进行详细研究，揭示中部区域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在此基础上提出中部区域发展
战略，为实现中部崛起服务。
研究对象切合时代发展，选题新。
 第三，学科体系上，本书基于区域经济学、系统工程学、战略管理学、生命科学理论，重新界定区域
发展战略的内涵及特性，探讨区域发展战略原理、模式及战略重点选择，拓展了区域经济学的内容，
完善了区域发展战略理论体系。
 第四，研究方法上，本书以管理学、区域经济学、系统工程学的理论方法为基础，嫁接战略管理、生
命科学理论方法，通过多学科研究方法交叉组合，力求对中部区域发展战略原理及其所处的环境、发
展态势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为中部区域发展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建议。
研究方法系统、适用，符合研究的规律。
 1.2.2 实践指导意义 实践上，本书在对区域发展战略原理、模式等基本理论深入探索研究的基础上，
对世界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中部区域发展的实力及SWOT（优势、劣势、
机遇、挑战）进行分析，为中部区域发展提供可借鉴的战略思路和重点，提出了可操作的政策建议，
为国家和中部区域制定战略、整合国家和区域资源提供理论依据。
本书研究的实践意义具体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界定区域发展战略的内涵及特性，探讨区域发
展的内在规律性原理、战略模式及战略重点选择，为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思路
。
 第二，调查世界典型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区域发展过程中成功的战略思路与政策措施，总结出世界区
域发展战略的一般性规律特征，及其对我国区域发展战略制定的借鉴意义。
 第三，总结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历史演变轨迹，揭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与政策的总体特征，分析我国
区域发展的空间格局及趋势，为国内各区域制定发展战略与政策提供依据与参考。
 第四，回顾中部六省“十一五”发展战略思路、重点及对策措施，分析当前中部六省实力的内部结构
及其整体实力的横向对比，结合中部六省的优势、劣势，提出中部区域发展的战略思路和对策建议。
 1.3 区域创新战略理论的演进 1.3.1 区域投资理论 该理论是以哈罗德唱多马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
基础发展起来的。
有两种代表性理论，第一，罗森斯坦唱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纳克斯的平衡发展理论。
推进理论的核心是外部经济效果，即通过对相互补充的部门同时进行投资，一方面可以创造出互为需
求的市场，解决因市场需求不足而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利润，提
高储蓄率，进一步扩大投资，消除供给不足的瓶颈。
平衡发展理论认为，落后国家存在两种恶性循环，即供给不足的恶性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低储
蓄―资本供给不足―低生产率）和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低生产率―低收入―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
求不足―低生产率），而解决这两种恶性循环的关键，是实施平衡发展战略，即同时在各产业、各地
区进行投资，既促进各产业、各部门协调发展，改善供给状况，又在各产业、各地区之间形成相互支
持性投资的格局，不断扩大需求。
第二，不平衡发展理论，是以赫希曼为代表提出来的。
他认为，经济增长过程是不平衡的。
该理论强调经济部门或产业的不平衡发展，并强调关联效应和资源优化配置效应。
 1.3.2 区域发展过程理论 一个是区域寿命周期理论，源于弗农提出的工业生产生命周期阶段理论。
该理论认为，工业各部门及各种工业产品，都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即创新、发展、成熟、
衰退四个阶段。
此后威尔斯和赫希哲等对该理论进行了验证，并作了充实和发展。
区域经济学家将这一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便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
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
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
另一个是累积因果理论，由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提出，后经卡尔多、迪克逊和瑟尔沃尔等发展并具
体化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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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尔达尔等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中，社会经济各因素之间存在着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
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会引起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后一因素的变化，反过来又加强了前一
个因素的变化，并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那个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累积性的循环发展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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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集成了以下五项课题成果：①科学技术部，中部区域创新
发展战略研究（2003DG0000100）；②国务院规划办公室，中部科技发展规划战略研究（区域专题20
）；③湖北省科学技术厅，区域创新战略理论研究；④武汉市科学技术局，面向中部崛起武汉科技发
展战略选择；⑤武汉理工大学创新基金项目，区域经济差异及平滑融合理论研究。
《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做了探索性研究。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时期，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创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重大战略举措。
“十二五”时期成为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
攻坚阶段。
2011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作者侯仁勇集成多年的科研成果，撰写《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理论研
究与实证分析》一书，试图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轨迹中探索出区域创新战略形
成、演进的内在规律，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学理论，服务政府政策，为我国新时期的大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可作为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阅读教材，也可供
国家和地方政府党政部门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关心地方发展的企事业单位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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