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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民族大学学术文库》是反映云南民族大学学科建设成果的重要平台和汇集科学研究成果的
精品库，体现了科学研究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宗旨。
随着本套文库的陆续出版，云南民族大学致力于为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及促进民族团结与
进步、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优良传统将进一步得到发扬，学校作为社会思想库与政府智库的作用将得到
进一步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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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华，哈尼族，博士。
现任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管理、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三个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参编教材三部，发表二十余篇学术论文，主持或参与五项国家级、省市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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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选题的现实意义　　在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新时期，本选题采用典型研究，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近年来，中国经济已基本实现转型，随着我国东部地区经济格局的转变，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也
随之发生转变。
因此，在新的形势下有必要对我国西南区域内部出现的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特别是西部大开
发实施已经10年，西南区域内基础设施和基本建设的投资效应正在逐步体现出来，研究西南部区域内
经济联动发展就显得更加有现实意义。
以目前的现实条件来看，我国西南各省区仅靠自身力量来实现脱贫是较为困难的，西南大开发仍然需
要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
但是，人为的推行均衡发展政策也是不可行的。
在东部地区经济结构二元化特征仍然明显和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仍然存在优势的现状下，让东
部地区主动放弃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竞争，显然既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不符合东部沿海地区的
现实。
然而从地理的、历史的渊源关系来看，我国西南区域内各省区、市之间有着相似的自然环境、资源赋
存和民族文化，相近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
这样在西南各省区之间容易建立起平等发展的经济合作关系，形成某些资源开发、产品加工及运输的
相邻区域分工合作关系，形成区域内贸易互补的内在要求。
　　因此，本文认为，首先，构建西南区域内经济联动发展战略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实现了从行政区
域经济向区域经济的转变。
通过西南区域内经济联动发展方式，能够整合西南各省区相同而又分散的资源和产业，可以避免西南
区域内的资源严重浪费情况，改变过去大量低水平、不合理的重复建设，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西南
区域经济合作体，进而能够改变我国东、西部地区不平等发展的区域利益格局；其次，通过西南区域
内各省区的经济联动发展，不但可以促进西南地区的整体开发，而且为我国东、中部地区的加速发展
开辟了新的市场空间。
随着西南区域内经济联动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西南地区的市场空间也会越来越大，西南地区的收入
水平会逐步提高，未来我国东、中部地区将会成为西南大开发的直接受益者；再次，西南地区的协调
发展是实现我国西部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可以进一步丰富我国落后地区开发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本选题的研究对贯彻科学发展观，建
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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