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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山区作为全国区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全国息息相关。
近十年来，中国山区发展和全国一样，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不仅基本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山区
的贫困问题与温饱问题，而且出现了一批“富山区”的新气象。
但是，总体而言，中国山区发展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仍处于落后状态；与平原区相比，与沿海发
达区相比，差距还很大，是名副其实的发展着的“落伍者”。
　　与此同时，中国山区内部发展也与全国一样，处于多元化、两极差异扩大的分化期。
山区发展呈现出多种水平同时存在的多谱带现象，已突破过去“捆绑式”、“共同贫困”的状态，正
面临着多元变化的复杂局面；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既有别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别于发达国
家，正处于从“发展”向“发达”的过渡状态。
一句话：中国山区正处于大变革的时期。
　　面对中国山区的这种新局面、新态势，如何更好地引导中国山区的发展，就成为当前一个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
这里有三点需要着重指出：一、当前中国山区发展已基本上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继续沿用过去的
扶贫战略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山区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迫切需要建立新的战略目标。
二、中国是山区大国，并且是山区人口大国，与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等大国不同
，后者可以把山区人口基本上全部迁往城市或平原，让山区处于休整或半休整的状态，中国山区则必
须负担养育几亿人口的任务，不可能不开发；同样，中国山区也不能重复世界上许多发展中贫困国家
的老路：吃山、开山、穷山、恶山，延续“开垦一生态破坏一贫困一再开垦一再破坏一再贫困”的恶
性循环的道路。
因此，中国山区发展，必须走自己的路，探索自己的战略。
一句话，寻找中国特色的山区发展战略、发展模式。
而这，在世界上没有现成的战略和模式可以照搬，需要我们自己去研究、去摸索、去实践。
三、中国山区发展虽然离不开全国的发展，与全国发展有许多相通、相近、相同之处，但中国山区毕
竟是一个特殊的区域单元，本身有着许多特殊的环境问题、生态问题、主体功能问题、民族问题、区
位问题等，影响着、牵制着其自身的发展；并且不能用对待城市区、平原区的办法来处理，也不能照
搬经济发达区、平原区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因此，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探索、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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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重点分析了中国山区近年发展的成就以及与全国平原丘陵地区发展的差距，深入剖析了中国山区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自然资源利用的新情况和新矛盾，揭示了当前中国山区发展存在着快速发展的
高期望与发展战略缺失的新矛盾，阐明了中国山区发展处于急剧变化的过渡性特征和面临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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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的阶段    二、山区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山区工业化过程的特征    四、山区工业化道路的战略
选择  第二节  中国山区生态补偿问题    一、关于生态补偿的理论认知    二、山区生态补偿的基本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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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改革    一、探索山区农村土地流转机制改革    二、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    三、建立山区农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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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山区能否实现农村劳动就业的新飞跃，关键在于取得以下两个方面的突破。
　　一是招商引资的突破。
依托山区一批城市和工业园区的载体优势与地方特色产业优势，创立山区名牌产品，加快招商引资，
积极推进市场化招商、产业链招商、项目招商、特色招商和企业招商。
从“项目开工算真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到位算实绩”的要求出发，以招商引资实绩与相关人员的工资
挂钩、与年终奖金挂钩、与干部的提拔使用挂钩的激励机制，以召开现场观摩会、月度例会与季度点
评的考核制度以及设立项目台账和实行检查、抽查与公示的督查制度，以招商人员、招商经费、招商
责任、招商政策“四落实”，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开展驻点招商、委托招商、登门招商、打工招商、
关系招商、网上招商和“筑巢引凤”与“引凤还巢”，做到精力向园区集中、政策向园区倾斜、资金
向园区投入，切实做到对重大项目“零距离、零障碍”的全过程服务，全方位构建重大项目建设的“
快速通道”，从而形成市场化运作、以企业为主体、政府积极推动的招商引资新格局。
　　二是民营经济的突破。
将民营经济作为山区重要经济、百姓经济和富民经济来抓，破除官本位、文本位、农本位的思想，组
织“全民创业宣讲团”，设立创业英雄谱，鼓励科技人员、务工还乡人员以技术人股、兼职创业、领
办企业。
同时，进一步推进完善民营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以“该受理的尽快畅通，某些环节出现梗阻及时疏通
，需要上级解决时迅速沟通”和“急事急办，特事特办，难事巧办，事事快办”这一“三通四办”强
势型政府服务体系和以法律咨询、技术支持、信用担保、资金融通、产权交易、市场开拓、人才培训
、创业辅导、信息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服务体系以及民资快速进入的便捷通道，最大限度地促进
放手发展，最大可能地提供支持创业、便利创业的政府服务，最广泛地吸纳山区外民资，最充分地激
活本地资本，以更大的力度、更强的措施推进全民创业，真正做到因村、因户、因人制宜，全面营造
自主创业、平等创业的宽松环境和创业有功、致富光荣的社会新时尚，使更多民众成为创业主体。
继续推进“外出打工赚钱，回乡创业致富”，优化投资环境，吸引和扶持外出务工人员还乡创业，对
还乡创办企业实行优先等级、优先发证、优先解决场所、优先提供基础设施、优先提供信贷支持、优
先解决子女人学，吸引更多外出务工人员还乡二次创业，培育“能人回乡、企业回迁、资金回流”的
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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