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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共有13章。
    第一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沿革与简要评述。
对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进行了简要回顾和评述，对改革
开放后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和具体政策进行了总结。
    第二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统筹区域发展。
论述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基本理论，研究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总体特征、原因及影响，从建
立政府区域管理体制、加大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和布局、建立和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提出了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发
展差距的对策。
    第三章，中国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轨迹与特征。
研究了区域产业结构整体演进的因素和中国区域产业结构成长的条件，具体分析了中国区域产业结构
演进的时间轨迹、空间轨迹和政策轨迹。
    第四章，东部率先发展。
分析了东部地区的地位、发展优势和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自主创新
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竞争力、发挥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主导地位、在更高层次上继续参与经济
全球化、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强同中西部地区的融合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
的途径。
    第五章，西部大开发。
在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进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西部地区实现跨越发展的制约因素，从继续优
先推进生态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劳动力素质、发展特色经济、全面改善投资环境、加快改革开
放进程、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途径。
    第六章，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研究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现实意义和现实基础，分析了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现实制约因素，从
促进市场体制在基础性资源配置中占主导地位、发展产业集群、促进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健全社会
保障体系、推进资源型企业和地区产业的改造和升级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
对策。
    第七章，中部地区崛起。
在分析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和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意义的基础上，研究了东部大发展、西部
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从争取经济发展的主
动权、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加强区域间的合作、培育有地区竞争力的特色经济、
推进城市化进程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第八章，中国城市经济发展。
从理论上研究了城市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结构，重点从
产业结构及其优化、基础设施与城市发展、中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
若干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第九章，中国的城乡发展差距与统筹城乡发展。
研究了城乡协调发展的理论，从城乡居民收入、财产、消费、社会发展的角度评述了中国的城乡发展
差距的现状，从城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制度安排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城乡差距
的成因，论述了城乡差距的经济与社会效应，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目标与方式、基本原则和政策选
择。
    第十章，中国县域经济发展。
从理论上研究了县域经济的内涵、基本特征和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经济地位，评析了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与问题，论述了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及其影响因素、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
作用、经济结构优化与县域经济发展，从经济结构调整、壮大民营经济、培育特色经济、加快城镇建
设、抓好项目建设、优化经济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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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中国资源型地区经济的转型与发展。
从理论上论述了资源型地区的涵义、资源型地区产业的特点、资源型地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分析了
中国资源型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介绍了国外资源型地区转型的基本模式，从政府与市场的作用、推
进产业的改造和升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建设生态地区、合理开发资源与适度保护资源并重
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我国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的对策。
    第十二章，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论述了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从理论上研究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定性衡量和定量衡量；
分析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市场机制和政府干预；提出了
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的框架。
    第十三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政府宏观调控。
论述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目标；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的财政政策、金融政
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法律政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沿革及简要评述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简要回顾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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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一、沿海发展战略阶段    二、协调发展战略阶段    三、区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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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和资源的双重约束    二、劳动力成本上升    三、东部地区外贸依存度过高，自主创新能力较低    
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五、东部地区缺乏区域内的协调和合作  第三节 东部地区率
先发展的途径    一、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以自主创新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业竞争
力    三、发挥城市群和大都市圈的主导地位    四、在更高层次上继续参与经济全球化    五、促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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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回顾    一、西部地区概况    二、西部地区的开发历史  第二节 西部地区
实现跨越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生态环境恶化尚未得到根本遏制，贫困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二、
西部地区开放程度较低，开发资金来源单一，资本缺乏    三、人口增长过快，劳动力整体素质较低    
四、市场化程度严重不足    五、城乡差距和“三农”问题仍然是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六、城市化水平低，形成对西部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制约    七、产业结构演变缓慢    八、与东部地区的
经济差距不断扩大，且在区域分工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三节 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途径    一、
继续优先推进生态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    二、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提高劳动力素质    三、发展特色经
济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  ⋯⋯第六章 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背景第七章 中部地区崛起第八
章 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第九章 中国的城乡发展差距与统筹城乡发展第十章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第十一章 
中国资源型地区经济的转型与发展第十二章 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十三章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
政府宏观调控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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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统筹区域发展　　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一直颇受人们关
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家区域政策重心的有所偏移，中国的沿海和内地也经历了各个起伏发
展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愈加明显。
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完全平衡是不可能的，但是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势必会带来一系列的
负面问题，最终难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因此，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区域发展。
　　第一节　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基本理论　　一、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概念　　区域差距是一个非
常宽泛的概念。
大凡各地区之间只要在某一方面，如资源禀赋、人口素质、教育水平、科技水平、基础设施、产业结
构、经济效益、市场发育、经济发展水平、收人或消费水平、经济发展速度等，存在着某种差异，都
可以认为存在着区域差距。
①然而仔细分析后我们会发现，在上述各种差距中除自然资源禀赋方面的差距完全由自然力所决定外
，其他各种差距相互之间均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经济发展差距又处在核心的位置。
有鉴于此，我们将“区域差距”界定为“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并相应地简称为“区域经济
发展差距”。
　　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存在和变动的经济学理论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
很多国家的历史中都包含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变动的经验。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传统、经济体制不同，在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题集中反映在地区
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上，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依赖于某些地区的快速增长
，而以其他地区的经济缓慢增长为代价，导致经济发展中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地区差距问题突
出。
经济学家很早就已经发现了在几乎所有的国家及其不同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普遍性，称之为
“地区二元性(regional dualism)”，并对此现象作出了多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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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针对各个时期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各阶段的战略部署，
产生了一轮又一轮区域经济发展的高潮，对区域经济和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也逐步深化和具体化
，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理论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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