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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区域优势理论与区域产业理论的双重视角出发，尝试构建了“以产业与市场成长为核心的区域
经济发展路径”分析框架。
针对资源丰富的内陆地区包括西北民族地区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富饶的贫困”，为什么在市场规模
不断扩大；政策倾斜逐渐弱化的背景下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仍然持续扩大，资源优势不能有效
转化为经济优势等问题，提出了市场利用能力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的假说，揭示了西
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众多特殊性。
在对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型工业化路径、模式以及产业政策体系设
计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结合本书的研究框架，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包括：进一步提炼、升华区域优势理论；遵循
从一般到特殊的分析路径，根据产业发展的一般理论对区域产业理论进行创新；对书中所提出的假说
进一步完善，并通过计量研究对中国区域差距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细化加快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的产业政策体系；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民族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从区
域视角、产业视角、发展视角、民族视角对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进行有机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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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滕堂伟，1999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99年10月至2000年10月受中欧高等教育合作项目资助在
英国杜伦大学经济系进修。
回国后为研究生开设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专业英语、商务英语等课程，为本科生开设对外贸
易概论、海关业务与管理、比较经济学、经济政策原理、银行实务与管理等课程。
目前为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区域经济学在读博士，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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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一、背景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四、本书的创新点与进一步研究
的问题第一章　区域优势理论综述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区域产业分工　二、竞争优势理论述评　三
、后发优势理论述评第二章  区域产业结构演变与产业发展理论研究　一、区域产业结构问题的意义
　二、中国区域产业结构问题研究述评　三、区域产业结构时序演进理论及其最新进展　四、产业结
构空间演进理论　五、产业结构演进中的产业成长理论　六、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中的产业类型理论第
三章　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与态势　一、西北民族地区的区域经济特征　二、西北民族
地区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第四章  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多重差距　一、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及其人
均水平差距　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　三、城镇化水平差距　四、经济发展外向程度差距第五章　产
业发展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以产业与市场成长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　二、产业结构
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第六章　西北民族地区比较优势与产业发展　一、区域比较优势的两种
判别路径与方法　二、西北民族地区比较优势　三、西北民族地区基础设施产业状况　四、西北民族
地区支柱产业再认识　五、西北民族地区主导产业发展　六、西北民族地区衰退产业调整　七、产业
发展与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第七章　西北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路径与模式　⋯⋯第八章　加快西
北民族地区发展的产业政策选择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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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区域优势理论综述优势理论是经济增长理论（贸易理论）的基础，在经济学说的演化过程中，
先后形成了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以及竞争优势理论，由此形成了经济学说中的区域优势
理论体系。
其中，前者又具体包括绝对比较优势理论、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学说、国际贸易新理论等。
区域优势理论对分工、贸易以及经济增长战略等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规范阐述和
实证探究，对经济学的发展演化产生了基础性推动作用。
区域优势理论是本书研究西北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之一。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区域产业分工从经济学说演化的历程可以看出，经济学从萌芽到现代经济学的正
式形成，学者们对经济增长、国民财富增加原因的探究，基本上是从产业的角度出发的。
如重商主义对对外贸易以及顺差的唯一肯定，重农主义把农业一土地生产物视为各国收人及财富的唯
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等。
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学说为西欧相应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起到了一
定的积极作用，为经济学的正式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由于这些理论身的局限性与时代的变迁，其消极影响也越来越突出。
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对经济增长、国家财富增加的研究开始趋于科学与理性，视野更加开阔。
但对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始终占有非常基础而重要的地位。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命题，开创了经济学界对分工问题研究的先
河。
分工是产业形成的基础，分工的不断深化与发展成为产业发展、产业分化的本原性力量。
在斯密看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所产生的不断深化的分工，带来了效率的提高，促进了原有产业的发
展与新型产业的兴起，共同推动着经济的不断增长。
那么，区域（国家）之间，按照什么样的原则进行合理分工，进而形成双赢的区域（国家）产业结构
，实现共同经济增长呢？
对于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不同的经济学家作出了不同的但又一脉相承的理论解说，形成了丰富的优势
理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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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高原戈壁，丝路花雨；大漠草原，驼铃悠扬。
空旷的大西北，神奇的西北民族地区，带着厚重的历史、多彩的民俗和灿烂的文化，正在现代化的道
路上疾行。
一度落寞的大地再次热烈，西北民族地区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机遇期。
伟大的社会经济发展实践，要求理论研究的支撑与引导。
出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学术兴趣，本人从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即已关注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
并将其作为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重要研究方向。
本书是在本人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是对博士生学习里程的一个集中总结。
黑格尔强调，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
攻读博士学位的历程，构成了我人生中一道绚丽的风景线。
那些逝去的往事，想来并非如烟。
回首读博之路，有初入学时的兴奋，更有聆听导师教诲时如沐春风的感觉；有同学交流切磋时茅塞顿
开的欣喜，也有师长、亲朋充满期望的目光。
我要感谢导师高新才教授多年来对我严格的要求、入微的关怀。
人生成长的栽培，治学之道的授予，教诲之谆谆，关怀之切切，尤声声在耳，历历在目。
师恩难谢，唯有笨鸟早飞，未鞭奋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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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双重视角下的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从区域优势与区域产业双重视角人手，对西北民族
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揭示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于比较优势利用过程
中产业发展的差距；探讨民族地区产业经济发展规律，寻求多形态的民族经济发展模式；分析西北民
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产业加强、主导产业选择、支柱产业壮大、衰退产业调整等重大区域产
业经济问题；研究西北民族地区新型工业化路径与模式，提供促进区域产业发展和实现西北民族地区
经济快速发展的系列政策建议。
这样一种研究，对西北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以及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动其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具有重大而迫切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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