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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由毛新雅、李怡编著，收入2009年为主的十篇有关区域经济发展问题
的相关讲座。
多角度介绍了我国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强调指出要用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规划，这样才能对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
多位讲座者还通过分析我国区域战略从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协调发展的变化，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所产
生的影响以及目前形成的新的区域格局的特点，进一步指出了我国区域未来发展的对策以及区域规划
的导向。
主要讲座人有樊
杰、范恒山、王金定、陈鸿宇、王金祥、赵 艾、陈文玲等人。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书籍目录

我国区域发展的态势辨析与规划思路
当前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及政策思考
长三角一体化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解读《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西部大开发：面向“十一五”的思考
西部大开发与区域协调发展
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编制背景及主要内容
东北地区振兴的区域经济背景与战略思考
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中部崛起战略研究需要深化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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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继续推进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重点工程。
巩固和发展退耕还林成果，落实配套保障措施。
推进以退牧还草为主的天然草原保护与治理，促进牧区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和牧民稳定增收。
加快重点区域生态治理，控制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活动。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尽快改善重点领域、重点城市和重点区域的环境质量。
　　退耕还林工程是生态建设的一项重大工程。
到2007年，第一批退耕还林的地区面临国家8年补助政策到期，因此，需要抓紧研究后续政策。
同时，还有一些应退未退的陡坡耕地和严重沙化耕地需要实施退耕还林。
退耕还林下一步的总体思路是巩固成果、稳步推进，重点是要解决好退耕农户的吃饭、烧柴等生计问
题。
巩固成果拟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加强基本口粮田建设，确保西南地区退耕农户人均0.5亩、西北地区
人均2亩高产稳产基本口粮田。
二是对西部高寒地区、民族地区、三峡库区、京津风沙源治理区等特殊困难地区，在退耕还林钱粮补
助到期后考虑继续给予补助问题。
三是沼气建设、生态移民、农村饮水安全、小型水利建设、以工代赈等专项建设资金向退耕还林地区
倾斜。
四是支持退耕还林地区发展特色后续产业。
五是适当放宽经济林比例限制。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国务院要求，继续加强调查研究，提出实施方案。
　　（四）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发展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促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转化，是增强西部地区自我发展能
力和经济实力、实现西部地区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由之路，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解决就业，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
综合考虑西部地区资源特点、产业基础、支撑条件、需要与可能，力争经过“十一五”及更长一段时
期的努力，使西部地区能源及化工、重要矿产开发及加工、特色农牧业及加工、重大装备制造、高技
术产业和旅游与文化产业6大类特色优势产业得到较‘陕发展，加快建设一批具有国际国内影响的特
色资源加工和优势产业发展基地。
要做好特色优势产业区域布局和重点产业基地的规划研究工作。
近期，西部开发办会同有关部门将出台《关于促进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的意见》，以引导特色
优势产业健康发展。
鼓励和支持大型国有企业、有实力的民营经济、跨国公司在西部地区设立子公司或与当地合资开办企
业。
在竞争中产生一批拥有著名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集团。
　　（五）改善和加强公共服务。
加强西部地区社会发展薄弱环节，提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也是加
快缩小我国地区差别的主要目标。
要优先发展教育，落实“两免一补”政策，确保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全面完成，支持西部地区
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加强教育对口支援工作。
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农村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贫困家庭
医疗救助制度。
加快区域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依托西部地区国家科研机构，加强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
性技术研究，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开展先进技术的产业化示范，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
积极发展西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和自然文化遗产。
努力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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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区域之间是有差异的，国家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战略取向应该符合当地的自然环境特点和发展阶段
特点，要重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等综合效益，还要注重长期效益问题，综合考虑这些因
素是正确认识和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础。
　　——樊杰于2005年5月11日在司局级干部任职培训班上　　　　几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基本上都集
中在中部地区，这些地方发展不起来，也谈不上中部崛起，而且这些地方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还有社会服务问题、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
所以，加快重点地区特别是弱势地区的发展应该作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关键环节。
　　——范恒山于2009年4月30日在“中部崛起”专题研究班上　　　　一是人口向城镇集中；二是土
地向规模经营集中；三是工业向园区集中。
这“三个集中”一定是未来中西部发展的方向，十年、二十年以后中西部一定会走到这一步。
　　——王金定于2009年11月28日在四川省工业经济管理干部 “工业化和城镇化联动发展”专题培训
班上　　　　针对现在中国的区域发展来说，既有西部大开发，又有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又有中
部的崛起，同时还有东部地区继续率先发展。
我自己体会到这样一个战略是非常正确的。
　　——王金祥于2006年5月l0日在部西郝地区“推进西部地区大开发”专题研究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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