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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农村贫困山区陷入种种贫困怪圈，是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重灾区。
本书根据贫困山区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建构具有相对完备主体动力系统
和客观保障系统的贫困山区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对策，以助推贫困山区走出贫困循环，走上可持续发展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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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劲，河北滦县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现石家庄经济学院经济学副教授，澳大利亚James
Cook大学国家公派访问学者。
目前研究方向为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组织制度创新；政府区域政策；生态外部性内化方法
等。
主要作品：马克思价值构成理论发展研究（2003）；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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