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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福建行政学院经济管理研究所·区域竞争力研究丛书”正式与读
者见面了，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福建行政学院经济管理研究所（以下简称经管所）1997年开始从企业管理研究转向区域经济研究
，一直坚持“三个立足”的研究方向，探索一条更能发挥自身优势的区域经济研究道路。
一是立足于实际问题，努力用相关经济理论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二是立足于微观分
析，努力将微观企业管理原理与方法应用到区域经济这一中观经济层面的研究领域中；三是立足本土
经济，努力将精力集中在对本地区域经济发展课题的研究。
　　十个年头过去了，经管所在区域竞争力、区域产业经济竞争力与发展战略、区域产业集群竞争力
与发展战略、县域经济竞争力与发展战略、区域中小企业竞争力与发展战略、企业竞争力与战略管理
等相关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收获与成果，先后完成“环台湾海峡经济圈竞争力研究”等国家级、省级
、市级、县级的区域经济研究项目十多项，出版《福建经济综合竞争力报告》（蓝皮书）等著作十余
部，发表《区域工业结构竞争力模型研究》等论文几十篇。
更为令人欣喜的是，经过十年的努力，经管所初步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区域经济研究道路，形成了具有
自身特色的区域经济研究模式，为今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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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选取福建省、山东省等地14个县(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从不同理论视角对这些各具特色的县
域经济发展路径与模式进行理论归纳与实证分析，通过对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系统研究与阐述，为
进一步推进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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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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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基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以南安市石材产业发展为例基于资源配置战
略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以上杭县为例基于旅游资源带动型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以
福建泰宁为例基于农业产业化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光泽县农业产业化分析基于品牌农业的县域
经济发展模式  ——以柘荣县太子参产业为例基于政府扶持型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以仙游县工艺
美术产业为例基于承接产业转移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以福鼎主动承接温州产业转移为例基于发
挥地缘优势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模式  ——以龙海承接厦门为例基于循环经济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
—以福建德化为例基于新增长极战略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以福建惠安为例基于地域传统的产业
集群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以长乐纺织产业发展为例基于路径依赖影响下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演
变分析  ——以福安县域经济为例基于文化创意带动产业升级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以德化陶瓷产
业为例基于主题公园带动产业升级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以安溪茶产业为例基于产业联动的县域
经济发展模式研究  ——以山东省寿光市为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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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县域经济通过充分发挥本地实体资源的比较优势，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竞争
力的产业，创建了具有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
　　2.外部实体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工业化中期阶段　　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县域经济发展原
先所依赖的本地实体资源由于开发利用，逐渐变得稀缺，工业化初期阶段赖以发展的资源出现了瓶颈
现象。
由于发展路径的历史依赖性，县域将突破本区域的局限性，从更广的区域范围去寻找类似的实体资源
。
对于县域来说，首先是突破县域行政范围，从国内其他区域寻找类似资源；然而，国内资源也存在有
限性，而且面临竞争对手的资源争夺，从而驱使县域进一步突破国内行政范围，从国际其他国家或地
区寻找类似资源，以推进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从理论上分析，外部实体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区域外部资源配置的考虑与
选择。
　　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交通设施不断完善，资源的边界限制逐渐被弱化。
区域外部资源也可以合适的成本引入区域内部，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
例如，日本作为一个资源稀缺国家，“二战”后经济发展奇迹正体现了对于区域外部资源的有效应用
。
　　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县域经济通过对外部实体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能够保持原有资源型产业
的继续发展，并使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得以延续。
一般来说，县域可以从国内和国外两大范围来获取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
　　3.社会软体资源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工业化后期阶段　　在工业化后期阶段，县域经济发展原
先所依赖的实体资源稀缺性更加显现和突出，资源成本不断提高，对县域经济发展构成了更强的制约
与限制。
同样，由于发展路径的历史依赖性，县域将寻求实体资源之外的突破口，以维持县域经济的继续增长
。
县域经济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发展，已经建立了稳健的产业发展基础，其中包括与外部市场的联系、产
业体系的良好发育、产业发展网络的健全等。
为了突破实体资源的限制，县域将从既有产业优势角度挖掘实体资源之外的资源，即软体资源，以推
进县域经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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