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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发展开放的空间》是一部论述云南省建设国际大通道的专著。
《发展开放的空间（第3卷）》从理论到现实、从历史到未来、从国际到国内、从目标到任务、从战
略思想到具体步骤，对建设国际大通道作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观察和研究，立论精当，内容丰富，论
述透彻。
　　　交通问题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前卫问题。
交通闭塞必然造成思想观念陈旧、经济活动空间狭小、资源配置不合理、经济发展缓慢。
可以说，贫穷落后是交通闭塞的必然结果；相反，四通八达、畅通无阻的现代交通系统可以加快人流
、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速度，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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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清华，1955年出生，云南昭通人，大学毕业后曾就职于云南省政府办公厅、经济研究中心，现
任云南省政协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任华中科技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农业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经
济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经国务院批准.从1994年起享受国家级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研究领域：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及宏观政策研究。
在本书中承担总体策划、提纲拟定、全书编纂及第ll章研究、撰写。
　　　刘鸿武，　　1958年出生，1984年武汉大学毕业后到云南大学任教，现任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
授、博士研究生导师，“2ll工程”跨世纪国家级学术带头人，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曾赴尼日利亚、法国进修考察和到北京大学访问讲学。
出版著作有《黑非洲文化研究》、《尼日利亚国家发展史纲》、《守望精神家园》、《人文科学引论
》等，发表论文多篇。
在本书中主要承担第3章的研究和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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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1 导论：研究的目的、意义、方法及要点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背景1.2 大通道
建设的国际视野1.3 研究的目的、意义和方法1.4 基本框架和主要观点2 通道解析：国际大通道的质义及
其扩展2.1 国际大通道的质义与功能2.2 国际大通道与区域经济发展机理分析2.3 实践中的国际大通道及
其作用2.4 国际大通道在实践中的外延扩展3.3 从孙中山《治国方略》到“国际大通道”3 千为风云：国
际大通道史实钩沉3.1 由通道写出来的世界历史3.2 著名国际大通道3.3 从孙中山《治国方略》到“国际
大退道”4 古道透视：云南对外交通历史概说4.1 汉晋时期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蜀身毒道4.2 汉晋时期
的进桑麋泠道4.3 唐宋时期贯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安南通天竺道”4.4 南诏开辟的新出海通道4.5 宋代
大理买马道及其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4.6 从《马可·波罗游记》看元代云南与缅甸的交通4.7 明清时期
云南对外驿道的发展4.8 明代的“贡道”和入缅商道4.9 伊洛瓦底江水道与滇缅贸易4.10 近代云南出境
的主要马帮道4.11 云南现代交通的崛起5 基点论证：建设国际大通道是新世纪云南发展的必然选择5.1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和要求5.2 东盟及印度崛起的需求指向5.3 云南拓展开放空间的历史性选择5.4 云
南建设国际大通道的有利条件6 国家利益：国际大通道建设的战略定位16.1 21世纪初世界格局的变化
与中国的战略选择6.2 21世纪中国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战略及其决定⋯⋯7 构架创新：建设国际大通道
的战略设想9 顺势而谋：建设国际大通道的运作策略1O 循序推进：国际大通道建设时序11 拥抱明天：
创造共同的繁荣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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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文明的兴衰，文明中心的更替，都与通道的兴衰相联系着。
因为只有那些拥有发达的对外联络通道的地区，才能从各种文化资源中受益并形成文明中心。
所以，人类的文明发展便有了一个显著的特征，首先，基于征服自然能力的制约，沿着那些自然造化
的通道伸展人类自创的文明，沿大河、大江两岸和海岸沿线发展便是人类文明最初的选择。
其次，新兴国家或地区要拥有这些有利的天然通道.往往会与原占有者的文明发生接触与碰撞，这种接
触与碰撞往往带来各自文明的变革，或者导致新的通道的开辟。
历史上，文明的兴衰与通道的畅达始终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
回顾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考察历史上世界各大文明中心的兴衰更替历程，我们不由得发出“历史是
由通道写出来的”的慨叹。
　　文明之初：人类的活动点如同茫茫海洋上的一些孤岛。
星星点点般的各种早期文明，受着自然环境与地理因素的制约，相互问长期处于隔绝的状态，而这种
隔绝使得史前时代的人类历史进程是如此的缓慢。
在不同的地域里经过漫长时期的适应和改造自然，逐渐发展起了属于他们的各种组织和文化之后，人
类才逐渐进入了成熟的文明社会。
在西亚两河流域、北非尼罗河流域、南亚印度～恒河流域、东亚黄河一长江流域和南欧爱琴海等地区
，形成了后来被历史学家们分别称之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代中国文明
和古希腊罗马文明等的几大世界古代文明中心。
在相继出现了城市国家、王国甚至帝国等庞大的社会组织和较高水平的文化形态后，文化或文明所具
有的传播、交流和扩展的特征就显现出来。
在这些文明中心，对外交流逐渐成为文明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当然这种交流在开始的时候是十分
有限的，交流的形式、内容、规模及其影响，在各文明间表现得也十分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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