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藏铁路经济带联动开发研�>>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青藏铁路经济带联动开发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13612104

10位ISBN编号：7513612102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中国经济出版社

作者：刘同德　等著

页数：22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藏铁路经济带联动开发研�>>

内容概要

　　《青藏铁路经济带联动开发研究》共分为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青藏铁路经济带研究综述，主要
内容是研究意义和铁路经济带理论综述，具体包括第一、二章；第二部分是青藏铁路经济带基础研究
，包括青藏铁路经济带范围界定、非流动生产要素和可流动生产要素空间分布特征，具体包括第三、
第四和第五章。
第三部分是青藏铁路经济带联动开发的内容，包括青藏铁路经济带联动开发的环境约束与发展原则、
联动开发总体构想与经济模式选择、经济区划分与重点地域空间开发导向、联动开发机制与路径选择
及政策建议，共包括第六到第十章。
第四部分是青藏铁路经济带的延伸与展望，包括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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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同德，山东莱西人，l964年12月生，博士、教授。
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主持或参与国家、部委和省级社科项目10余项，先后在学术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出版《青藏高原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等专著1
0余部，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10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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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内部结构边界划分
　　三、空间格局演变趋势
第四章 青藏铁路经济带非流动生产要素分布
　第一节 农产品资源密度空间分布
　　一、分析原理
　　二、青海农产品资源密度空间分布
　　三、西藏农产品资源密度空间分布
　第二节 矿产资源空间分布
　　一、柴达木盆地能源化工矿产资源区
　　二、羌塘高原盐湖油气资源区
　　三、西藏“一江两河”有色金属资源集中区
　第三节 旅游资源空间分布
　　一、青藏铁路旅游经济带资源优势
　　二、青海旅游资源空间分布
　　三、西藏旅游资源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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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青藏铁路经济带可流动生产要素分布
　第一节 劳动力资源水平空间分布
　　一、分析原理
　　二、青海劳动力资源空间分布特征
　　三、西藏劳动力资源水平空间分布
　第二节 资本规模潜力空间分布
　　一、分析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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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技术水平潜力空间分布
　　一、分析原理
　　二、青海技术水平潜力空间分布
　第四节 制度安排空间分布
　　一、青海省空间发展战略
　　二、西藏空间发展战略
　第五节 可流动生产要素综合分布
第六章 青藏铁路经济带联动开发环境约束与发展原则
　第一节 青藏高原具有生态上的特殊战略地位
　　一、青藏高原环境变化影响全球气候
　　二、青藏高原是亚洲水塔，我国的江河之源
　第二节 青藏高原生态环境支持能力评价
　　一、环境水平
　　二、生态水平
　　三、生态环境压力
　　四、生态环境支持能力
　第三节 青藏高原区域开发的环境成本分析
　　一、地理区位成本
　　二、自然空间结构成本
　　三、地形地貌成本
　　四、生态破坏成本
　　五、海拔高度成本
　　六、环境成本比较
　第四节 青藏铁路经济带联动开发原则
　　一、生态阈限原则
　　二、比较优势原则
　　三、循环经济原则
　　四、产业优势原则
　　五、区域一体化原则
　　六、开放发展原则
第七章 青藏铁路经济带联动开发总体构想与模式选择
　第一节 青藏铁路经济带联动开发总体构想
　　一、中心辐射、轴线发展、点状集聚、联动发展的空间战略
　　二、突破资源地域限制，促进沿线资源共同开发
　　三、协调不同经济区间的产业分工，鼓励企业间的跨区域合作
　　四、促进沿线城镇形成分工明确、相互依托的高原城镇带
　　五、以联动开发为契机，构建青藏高原发展的经济共同体
　第二节 青藏铁路经济带联动开发经济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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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二、特色经济发展模式
　　三、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第八章 青藏铁路经济带重点地域空间开发模式与产业导向
　第一节 青藏铁路经济带块状经济体划分
　　一、青海东部综合经济区
　　二、环湖旅游和高效畜牧业经济区
　　三、柴达木新兴工业经济区
　　四、藏中综合经济区
　第二节 青藏铁路经济带重点地域空间开发模式
　　一、西宁都市区——点轴式开发，圈层式扩散
　　二、环青海湖地区——点状开发
　　三、柴达木地区——点状开发
　　四、藏北高原经济区——点状开发
　　五、拉萨近郊型经济区——点状开发
　　六、拉萨城市经济区——点轴开发
　第三节 青藏铁路经济带重点地域产业发展方向
　　一、西宁都市区——集群化发展工业，提升旅游服务业
　　二、环青海湖地区——全面实施旅游带动发展战略
　　三、柴达木地区——培育资源型产业集群，推动产业结构多元化
　　四、藏北高原经济区——以畜产品资源开发为基础，积极拓展旅游资源开发
　　五、拉萨近郊型经济区——发挥区位优势，走郊区型工业化道路
　　六、拉萨城市经济区——旅游中转枢纽与科学研究基地
第九章 青藏铁路经济带联动开发机制与路径选择
　第一节 青藏铁路经济带联动开发机制
　　一、建立健全多层次区域合作机制
　　二、建立健全产业联动发展机制
　　三、建立健全生产要素集聚合作机制
　第二节 青藏铁路经济带联动开发路径选择
　　一、青藏两省区共同打造青藏铁路沿线世界
　　顶级旅游带
　　二、青藏两省区共同打造格尔木“西藏工业园”
　　三、青藏两省区共同打造藏医药优势产业
　　四、青藏两省区共同打造藏毯产业
　　五、青藏两省区共同打造高原物流中心
第十章 青藏铁路经济带联动开发政策建议
　第一节 跨区域合作共建工业园
　　一、尽快建立共建园区的利益共享机制
　　二、加大对合作共建园区的支持力度
　　三、着力提高共建园区工作平台
　　四、全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
　　五、建立和谐生态共建工业园区
　第二节 构建与地域资源特色相一致的产业结构
　　一、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方向
　　二、重点产业选择
　第三节 加大对青藏高原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
　　一、财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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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金融政策
　　三、投资政策
　　四、科技政策
　　五、土地和矿产资源政策
　　六、人才政策
　第四节 尽快开展矿产资源战略后备基地建设工作
　　一、明确青藏高原的国家级战略矿产资源开发后备基地定位
　　二、加强矿产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统筹规划与管理
　　三、加大地质勘查工作力度，加强矿产资源勘察技术创新
　　四、推进矿业权市场建设，运用市场机制优化配置资源
　　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综合开发、有效配置、永续发展
　　六、发展“生态矿业”，实现生态经济
　第五节 强化对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保护
　　一、编制国家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恢复和建设规划
　　二、进一步完善退耕（牧）还林（草）政策
　　三、完善草地产权
　　四、实施生态移民
　第六节 提升青藏高原区域科技创新工作力度
　　一、建立促进青藏两省区域科技创新的长效发展机制
　　二、设立国家青藏高原区域科技创新基金
　　三、实施全国科技支援青藏高原地区的政策
　第七节 深化贯彻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政策
　　一、严格控制人口增长
　　二、提高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
　　三、合理引导人口分布
　第八节 继续加强青藏高原区域社会和谐调控与稳定工作
　　一、努力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进一步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反分裂、反渗透意识
　　三、把协调利益关系作为维护稳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四、高度重视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五、进一步加大对青藏高原地区的发展支持力度
第十一章 青藏铁路经济带的延伸与展望
　第一节 向南延伸——“南亚大陆桥”构想
　　一、“南亚大陆桥”提出的国家背景
　　二、“南亚大陆桥”方案构想
　　三、“南亚大陆桥”的地缘政治意义
　第二节 向东延伸——推动“兰西经济区”一体化进程
　　一、向东延伸的区域背景
　　二、“兰州—西宁经济区”发展现状
　　三、“兰州—西宁经济区”门户发展战略——民和县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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