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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软科学作为一门立足实践、面向决策的新兴学科，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
今天，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已经成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个
极为重要且富有活力的部分。
当前，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复杂局面，我国各级政府将面临诸多改革与发展的种种问
题，需要分析研究、需要正确决策，这就需要软科学研究的有力支撑。
　　陕西科教实力位居全国前列，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科技资源。
利用好这一知识资源优势发展陕西经济，构建和谐社会，并将一个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建设成西部强省
，一直是历届陕西省委、省政府关注的重要工作。
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之际，面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如何更好地集成科技资源，提升创新
能力，通过建立产、学、研、用合作互动机制，促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全
省科技工作者需要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
软科学研究者更是要发挥科学决策的参谋助手作用，为实现科技强省献计献策。
　　陕西省的软科学研究工作始于1990年，在国内第一批建立了软科学研究计划管理体系，成立了陕
西省软科学研究机构。
多年来，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政府决策和专家学者咨询的融合，陕西省软科学研究以加快陕西改
革与发展为导向，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出发，组织、引导专家学者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等多门类、多学科知识，开展战略研究、规划研究、政策研究、科学决策研究、重
大项目可行性论证等，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各级政府和管理部门提供了决策支撑和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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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区域非均衡发展思想和系统理论为指导，在回顾众多传统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
一个全新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层级增长极网络化发展理论及其模式，并结合中国西部区域经济发
展的现实约束条件，提出了促进西部区域生产活动与人口分布向层级增长极网络辐射带内地理聚集或
集中是实现西部开发成功的关键的观点。
最后，本书从区域空间发展的视角提出了中国西部区域走层级增长极网络化发展模式的战略对策及路
径选择。
    本书可供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领域的研究人员、工作人员、对该领域发展感兴趣的人士及
高校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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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增长极理论具有其自身的局限性　　增长极理论并非是一种成熟的、经过严格的逻辑证明的理
论，并不能完全用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解释，“因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现代区域发
展则构成一个连续的、完整的空间经济系统（夏振坤，1997a）。
增长极理论的应用是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区位背景。
该理论主要与处在比较成熟阶段的经济现象相联系，对于落后地区或萧条地区的经济现象的解释还失
之空泛。
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综合分析，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借鉴增长极思想，要认识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
　　第一，不同区域推行增长极战略的效果有差异。
在发达地区，产业结构和城市体系发育比较成熟，具有便捷的交通通信联系，区域城乡产业之间有较
明显的关联效应，各中心之间也具有较强的空间相互作用，引进和培植一个新增长极，有可能产生较
大的区域乘数效应，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相反，欠发达地区的农村最大的弱点就是产业之间缺乏关联效应，基础结构落后，故增长极战略模式
并不完全适于贫困的农村地区。
从区域发展决策来讲，如果要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创造增长极或把它作为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区组
织模式，一定要经历一个在区内创立经济联系与空间联系的过程（夏振坤，1997b）。
针对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把增长极理论作为落后地区发展政策的状况，著名经济学家希金斯批评指
出：“增长极战略很少有像佩鲁所钟情的那样，流行的增长极战略并不去强化和鼓励现有的增长极，
而是试图在落后的缺乏优势的区域创造增长极，希冀扩散效应能从增长极传导至周围的地理区域⋯⋯
”（周民良，1994）近年来，国内有关增长极战略研究就陷入了这个误区，有的贫困落后地区，在未
改变投资环境条件下倾力建设城市一工业增长极，其社会经济效应不甚明显，原因概源于此（张锦鹏
，1996）。
　　第二，要防止增长极在区域内形成“飞地”式经济。
要使增长极取得较好的扩散效应，除了具有推进型单元外，还需要有适宜的外部环境。
如果周围地区的条件严重滞后，没有成熟的产业体系，那么增长极通过产业关联效应的空间扩散所形
成的乘数效应就难以在区内实现，并有可能使增长极成为区域经济中的“飞地”或“孤岛”。
1957～1966年，意大利政府在意大利南部选择了4个增长极典型地区，建立了钢铁、石油化工、机械、
金属加工和电机等“推进型产业”，还配置了与此相关的一大批小型企业，但其效果不明显（王磊
，2000）。
据考察分析，主要原因是这些新建的大型现代化企业和当地传统落后的企业之间出现产业链的断层和
连锁效应的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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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进入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风起云涌，世界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变幻莫
测，文化间的冲突与交融日渐凸显，生态、环境危机更加严峻，所有这些构成了新世纪最鲜明的时代
特征。
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随之超越了地域、时间、领域的局限，国际的
、国内的、当前的、未来的、经济的、科技的、环境的等各类相关因素之间的冲突与吸纳、融合与排
斥、重叠与挤压，构成了一幅错综复杂的图景。
软科学为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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