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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新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重点研究了以下问题：一对我国各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性进行
了分析评价；二对四大区域的技术扩散效应进行测算。
得出了影响区域技术进步的因素；三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和产业梯度状况进行了实证评价；四对
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技术进步、产业发展状况以及产业梯度转移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区域技术扩散与产业梯度转移的对策和建议，为政府制定区域发展政策和
区域产业规划提供了借鉴，对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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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高技术产业发展较快。
截至2007年，中部地区共有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8个，省级高新技术开发区36个。
武汉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全国最大的光谷基地、制造业信息化工程中心。
目前，光电产业、生物医药工程、电动汽车、制造业信息化工程、卫星定位系统等研究水平均列全国
前茅。
高技术企业已从2000年的1291个，上升到2380个，高技术产值增加值也从2000年的222.58亿元，增加
到2007年的927.5亿元，发展速度位居四大区域之首。
　　（5）主导产业正逐步形成。
一般来说，区域经济的成长、成熟，或者说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优化，源于区域主导产业的变动，也
由主导产业的方向所决定。
经过50年的工业化发展，中部六省已经在原料工业、燃料动力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和高新技术领域形
成了具有一定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体系和产品体系。
比如，山西的煤、焦炭、铁、电，安徽的汽车工业，江西的矿产资源，河南的有色金属、煤炭、火电
产业，湖北的汽车、石油化工、盐化工产业，湖南的烟草产业等在本地区都逐步形成主导产业。
　　5.3.2.2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发展面I临的主要问题　　中部地区除有着自己的资源优势外，在产业
结构发展方面还面临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比如：　　（1）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两个方面：
　　1）工业化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背离。
　　2）企业规模结构和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产值比重过大，小型工业、轻工业
产值比重偏小，轻重工业比例失调，轻工业发展落后。
　　（2）人力资本不足。
中部地区人均科技教育投入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人口中的教师、工程师
和科研人员等的比重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体制改革滞后。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错位”和“缺位”现象十分普遍、十分严重。
中部地区还存在民营企业经济环境不宽松、地位不平等、经营限制多以及社会保障措施不健全等诸多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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