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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共11章。
    第一章，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及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主要研究了新中国建立前、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发展战略及对中部地区
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二章，中部地区经济发展概况与发展路径。
分析了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研究了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中部
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
    第三章，中部地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交通、区位、农业、能源原材料、市场、劳动力及人才等方面分析了中部地区具有的独特的经济发
展优势，论述了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意义，并评析了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
    第四章，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从理论上研究了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规律；分析了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现状；提出了从国民经济
全局出发、抓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机遇、合理选择中部地区的主导产业、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促进产业集群化发展、打造有强经济势能的中心城市等优化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政策建议。
    第五章，农业发展与中部地区崛起。
论述了农业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中部地区农业在全国农业发展中的地位，分析了中部地区
农业发展的优劣势，研究了中部地区农业发展面临的环境约束，考察了中部地区农业发展存在的主要
问题，从继续抓好农业结构调整，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完善农村
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以创新推进乡镇企业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农业
发展的对策。
    第六章，中部地区的城市化与城市经济发展。
分析了中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现状，提出了加快中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政策选择。
论述了城市群对中部地区崛起的意义，分析了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确立城市一体
化发展的战略，实现中部地区城市协调合作；坚持多元化的城市发展道路，建立功能互补、布局合理
、等级规模有序的城镇体系；规范政府行为，倡导建立共赢合作机制；努力提升中部地区城市群的产
业素质；以新型城市化模式不断解决城市群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等推进中部地区城市群发展的战略思考
。
    第七章，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
论述了壮大县域经济对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意义，分析了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
问题，从树立经营县域经济的新理念；突出县域特色，培育和发展县域主导产业；推进县域工业化进
程，提高县域城镇化水平；壮大民营经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转变政府职能，优化县域经济
环境等方面提出了壮大县域经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对策。
    第八章，对外开放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从总体上评价了中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从对外商品贸易结构、外资利用结构、对外服务贸易和国际
旅游的角度评价了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结构，分析了中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落后的原因，从观念、政策
、产业结构、环境、区域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提高中部地区对外开放水平的对策。
    第九章，人力资本与中部地区经济发展。
研究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运用模型对中部地区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了实证
研究，从加大教育投资和教育体制改革，引导中部地区人才流动，增强人力资本利用率，完善制度安
排，促进中部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提出了开发人力资本，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第十章，中部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
介绍了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的指标选择和分析方法，并对中部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
分析了中部地区区域创新能力落后的原因，提出了提高中部地区区域创新能力的对策。
    第十一章，中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研究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般理论，论述了加强中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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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重视区域合作的制度建设，建立区域协调机制；制定区域发展的总体规划，避免重复建设和内部恶
性竞争；通过基础设施合作，建立完善区域交通、通讯网络和公共信息平台；经济结构区域整合；营
造良好的区域协调发展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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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一、内地建设战略阶段（1949—1965）    二、三线建设战略阶段（1965—1972）    三、战略调整
阶段（1973—1978）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沿
海发展战略阶段（1979—1991）    二、协调发展战略阶段（1992—2000）    三、区域发展战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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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老工业基地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演变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
影响  第三节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继续解放思想，争取经济发展的主动权    二、加快基
础设施建设，积极塑造区域形象    三、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提升中部地区经济的竞争力    四、加强区
域间的合作，实现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五、实施分工创新战略，实现中部地区跨越式发展    六、加快
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有地区竞争力的特色经济    七、推进城市化进程，培育中部地区经济增长极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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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    一、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    二、农业发展优势    三、能源原材料
优势    四、市场优势    五、产业优势    六、劳动力及人才优势  第二节 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意义    
一、中部地区崛起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二、中部地区崛起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又
好又快的发展    三、中部地区崛起是中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中部地区崛起是中
国区域经济适应新世纪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    五、中部地区崛起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资源安
全的需要    六、中部地区崛起是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需要    七、中部地区崛起有利于
长期保持吸引国际产业转移的竞争优势    八、中部地区崛起有利于中部发展制造业，推进工业化    九
、中部地区崛起有利于东部地区的升级和西部地区的开发  第三节 中部地区发展模式评析    一、二元
经济理论    二、增长极理论    三、梯度推移理论    四、网络开发理论第四章 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  
第一节 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基本规律    一、区域产业结构的内涵与特征    二、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规
律  第二节 中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的现状    一、中部地区三大产业结构的总体状况    二、中部地区三次
产业的内部结构  第三节 优化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政策建议    一、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优化中部地区
产业结构    二、抓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机遇，加快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    三、合理选择
中部地区的主导产业    四、大力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五、大力促进中部地区产业集群化发展    六、打
造若干有较强经济势能的中心城市第五章 农业发展与中部地区崛起第六章 中部地区的城市化与城市
经济发展第七章 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第八章 对外开放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第九章 人力资力与中
国地区经济发展第十章 中部地区的区域创新能力第十一章 中部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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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及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第二节 改革开放前中国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及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发展面临着复杂而困难的
国内和国际形势。
一方面是旧社会留下来的工业畸形发展、分布极不均衡的经济结构，在占全国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
海狭长地带，集中了我国当时75％以上的工业，而内地绝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
的落后状态，其中占国土面积40％多的西北、内蒙古地区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3％①。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对我国进行全面经济封锁②，我国只同苏联、东欧少数社会主义国家有贸易
往来。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关系恶化，美苏争霸开始，世界面临战争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然选择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力图以本国的资源实现自
给自足、自成体系的现代工业。
由于我国的资源大部分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国家试图利用对中西部资源的开发，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平衡发展的目标。
因此，为了尽快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生产力分布极不合理的状况，合理配置生产力，推进广阔的内
地经济发展，增强民族团结，党和国家在恢复和发展东北、华北和沿海工业基地建设的同时，大力加
强广大内地的工业建设，并将一些沿海工业企业迁往内地，广大内地工业化进程大大加快，出现了若
干新兴工业基地，内地闭塞落后的面貌有所改观。
从l952年至l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实施的是经济平衡发展战略，把区域发展战略的重点放在内地建设
上，以此来缩小与沿海经济的差距，从而达到整个国家经济的平衡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具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内地建设战略阶段（1949—1965）　　为了平衡生产力的区域分布，新中国成立之初将内地
建设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期望通过有目的的布局工业来平衡全国的生产力布局，协调沿海
与内地的关系。
这一阶段从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到经济调整时期结束之前。
在这一时期，中国国民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l950—1952年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53—1957年的第
一个五年计划高速发展时期、1958—1962年“大跃进”时期以及后来1963—1965年的三年国民经济调整
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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