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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首都西南区域（包括丰台、石景山、门头沟、房山、大兴）同处于北京的“母亲河”——永定河
流域，在北京城市总体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历史上，首都西南区域曾为北京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都西南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是第二届“首都西南区域经济发展论坛”的组委会专门组织开展
的“首都西南区域经济发展专题研究”形成的成果汇编。
《首都西南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以首都西南区域的经济发展作为研究对象，既立足于首都西南五区的
实际，又不局限于某一个区，既立足于对五区现状和既有资源的分析，又放眼于未来的长远发展，特
别是通过把握北京市在奥运后的发展新策略，研究和提出了西南区域的发展对策，客观地反映了西南
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明确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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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综合篇首都西南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报告一、首都西南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分析二、制约首都西南区
域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剖析三、加快首都西南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优势条件与重要机遇四、首
都西南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思路与目标五、加快首都西南区域经济发展的三项重点任务六、首都西南
区域经济发展两项重大工程七、加快首都西南区域经济发展的五项保障措施专题篇专题一：永定河综
合开发治理研究一、国内外城市河流治理案例与经验借鉴二、永定河综合开发治理的现实意义三、永
定河综合开发治理的基础条件四、永定河综合开发治理的难点问题五、永定河综合开发治理的总体思
路六、永定河综合开发治理的对策建议专题二：京西中央商务区开发建设研究一、商务区相关理论及
国际典型商务区发展经验借鉴二、建设京西中央商务区（W—CBD）的必要性和意义三、京西中央商
务区（W—CBD）建设的主要思路与目标四、京西中央商务区（W—CBD）建设的基础条件五、京西
中央商务区（W—CBD）重点产业选择六、京西中央商务区（W—CBD）建设的保障条件专题三：国
内外典型城市经济转型经验借鉴一、城市经济转型的内涵和主体二、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经济转型的一
般规律三、国际城市经济转型主要模式四、城市经济转型的经验借鉴建言篇【区域发展】抓住奥运后
发展机遇，加快京西南地区发展后奥运时代加快北京西南地区发展的几点认识和建议首都西南区域可
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加强统筹体系建设，加快推进首都西南五区发展构建特色突出的城市发展走廊首
都西南区域经济发展趋势与对策国际大都市功能发展区体系研究关于推动首都西南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的建议京西南特色的奥运后区域可持续发展丰台区发展状况及加快发展的思路与措施【产业发展】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 促进京西南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北京西南部创意产业发展条件分析北京山区都市
型现代农业发展的途径与对策首都西南五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战略研究丰台丽泽商务区产业发展分
析【永定河开发治理】永定河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开发治理的思路加快永定河流域利用型修复治理 
促进西南区域都市型休闲观光旅游产业资源整合发展实现人水和谐 打造京西永定河文化经济生态走廊
关于永定河水岸经济带开发的思考和建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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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综合篇　　首都西南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本报告研究的首都西南区域包括石景山、丰台、
大兴、房山及门头沟5个行政区域。
首都西南五区的土地总面积为4897．24平方公里，占北京市的29．84％，截止到2007年底，五区常住
人口合计达437．5万人，占北京市常住人口的26．79％。
首都西南五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曾经为北京经济发展，特别是能源供给、城市农
副产品供应作出积极贡献，被形象比喻为北京的“一盆火”、“一盆水”、“菜篮子”和“米袋子”
。
《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功能区域发展规划》将北京划分为四类功能区，首都西南区域涵盖了其中的
城市功能拓展区（石景山、丰台）、城市发展新区（大兴、房山）和生态涵养发展区（门头沟）三类
功能区（见图1），在北京市经济发展和城市空间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更加凸显。
　　奥运后，北京经济社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北京世界城市建设将揭开新序幕，城市空间格
局和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并更加注重区域的协调发展。
首都西南区域由于产业结构、原有资源条件等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相对缓慢。
首都西南区域拥有北京市近1/3的土地和1/4的总人口，但2007年西南五区GDP总量和财政收入仅约占北
京市的1/8和1/16。
从首都西南区域的发展条件来看，土地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很强的后发优势。
特别是近年来首都西南各区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深化，区域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具备了承接首都新一轮
发展中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的条件，具备了承担更多城市功能和更大责任的能力，能够在首都经济社会
发展中再次作出重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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