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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平稳发展，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在内的中国社会正发生着令世人瞩目
的惊人变化。
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要求用统筹兼顾的
方法使中国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邓正琦教授撰著的《区域经济联动与整合研究——以渝鄂湘黔交界民族地区为例》，就是探索在渝鄂
湘黔四省市交界的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实现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部重要著作。
　　《区域经济联动与整合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科研项目。
在此课题立项之前，我和正琦教授曾对跨省交界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过讨论，并有共识。
我们认为，当前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全国范围内，区域经济备受关注，引起了各方面的高度重
视。
在中国区域经济联动蓬勃发展之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应当受到重视，而各省（市、自治区）交界处
的少数民族地区更应受到重视、关怀、帮助和扶持。
实际上这些地区最容易被忽视，被边缘化。
在当前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形势下，这些地区的发展不仅关系到该地区整体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而
且还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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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工作首先是夯实理论基础。
区域经济学是当前中国经济学中发展十分迅速的新型应用经济学，它最需要理论的归纳和深入。
该书中的“理论篇”便集中地展示这方面的成果。
作者在该篇中全面探讨了区域经济联动与经济力量整合的理论基础、基本内容和影响它的主要因素。
每一部分又分专题细致分析，其探讨分析不是建立在空洞的概念、说教之上，而是有坚实的实践基础
。
他们曾多次深入到渝鄂湘黔交界的民族地区考察，到基层，到企业，到乡村，到群众中，到有关部门
调查研究。
理论篇的一些实例就来自基层。
作为对中国区域经济理论的探索，本书没有停留在狭小的范围内考量，对中国区域经济做宏观的理论
阐述增添了本书的大气和恢宏，成为本书的一大亮点。
可以说本书在区域经济理论的专业性、系统性、创新性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书不仅内容丰富，结构也严整规矩，提纲挈领，分层细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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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渝鄂湘黔四省市边区烟叶收购协调会、盐业协作会、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协作会、统计协作
会、报纸新闻协作会等企业间、行业间合作组织，对推动渝鄂湘黔交界民族地区经济、技术、文化等
方面的合作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二）达成了一系列区域合作协议　　1．基础设施合作协议　　基础设施建设是加快区域经济
发展的先导力量，但基础设施建设具有投入巨大、投资回收周期较长的特点，再加上跨省交界地区行
政区划分割的现状，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制约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加快缔结渝鄂湘黔交界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协议意义重大。
　　渝鄂湘黔交界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主要依托2003年《重庆市人民政府、贵州省人民政府关
于加强两省市经济社会领域合作与发展的框架协议》、2004年6月重庆与贵州签署的《关于共同推进两
省市综合交通和能源建设暨产业协调发展合作的协议》、《关于加强两省市城乡建设合作的协议》
和2003年签署的《泛珠三角经济圈九省区暨重庆市道路运输一体化合作发展议定书》。
上述协议主要由在道路运输领域有密切联系的渝（川）、湘、黔等毗邻省市共同签署，鄂也表示将尽
力融人其中。
这些协议涉及的内容广泛，既包括交通建设合作、能源建设合作、城乡建设合作，也包括道路运输一
体化合作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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