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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部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以云南西双版纳为例》以云南西双版纳为典型案例，探讨我国西
部少数民族地区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与西部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新途径。
首先，系统阐述了西双版纳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即先发劣势、资源陷阱和边缘效应三
大锁定形成的路径依赖，进而提出转型升级的发展方略。
其次，结合旅游与文化产业、商贸与流通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综合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规范与实
证分析的科学方法，详细讨论了产业发展路径、区域治理结构、服务低效均衡等。
最后，对战略实施的若干重要问题展开了专题讨论。

《西部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以云南西双版纳为例》可供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城市地理、城
市经济与管理、城市与区域规划专业的学生和教研人员，以及城市和区域管理和决策部门的工作者阅
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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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桥头堡”带来新纪元。
2009年7月28日，胡锦涛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发表重要讲话，对云南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提出明确要
求，指出“要充分发挥云南作为我国通往东南亚、南亚重要陆上通道的优势，深化同东南亚、南亚和
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沿边开放质量和水平，使云南成为我国向西南开放的重要桥头
堡”。
这对于云南是一个千载难逢的重大机遇，是国家对云南发展的定位，关系到云南省的开放，更是涉及
提升云南整体实力的重大问题。
 关于“桥头堡”的建设，目前各方面达成的共识主要突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建通道，建设我国经
云南连接东南亚、南亚，直达印度洋的国际大通道，这是桥头堡建设最为迫切的战略任务，当前最重
要的是铁路和中缅石油气管道；二是建平台，通过构建官方和民间的合作制度，把云南建成我国向西
南开放的重要平台；三是建基地，优化产业布局，把云南建成面向印度洋沿岸国家的外向型产业基地
，以及进出口商品生产加工基地；四是建窗口，使云南成为充分展示中华文化，增进国际友谊的窗口
。
 （2）国家新一轮“沿海化”序幕正在拉开。
近年来，《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进一步推
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关
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以及《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
相继获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上升为国家战略。
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区域规划中，天津滨海新区、江苏沿海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广西北部湾经
济区等，均是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属于新的战略部署，而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
的两大沿海板块——长江三角洲地区（长三角）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珠三角），则是被重新部署，赋
予全新的发展意义，拉开了新一轮“沿海化”的序幕。
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我国通过开放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等，以“点”的形式对沿海地区进
行布局，其初衷更多是立足国内视角，“激活”国内改革开放，那么，新一轮沿海地区区域发展规划
的战略设计，则凸显出中国新的战略诉求——寻求并确立在未来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发展坐标
。
这是立足全球战略层面的总体部署，标志着沿海地区新的起步，也反映出中央对沿海地区的新功能寄
予厚望。
 （3）全国处处争做“桥头堡”。
当前，全国层面上提出桥头堡建设的有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四川、贵州、广西、云南等省区，地
方提出的桥头堡则不计其数。
与云南同样面对东南亚的桥头堡是广西，区位优势明显。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处于华南经济圈、欲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东临粤港澳，背靠大西南
，面向东南亚，沿海、沿边、沿江，是我国最便捷的西南出海大通道和桥头堡，地理区位十分优越。
泛北部湾经济区和东盟经济合作论坛得到的政策优势明显。
四川和贵州也在规划桥头堡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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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部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研究:以云南西双版纳为例》将研究视角集中在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战略上来，并以云南西双版纳为典型案例，重点探讨转型升级与西部民族地区跨越
式发展的新途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部地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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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