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首都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首都区>>

13位ISBN编号：9787030263650

10位ISBN编号：7030263650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刘学敏

页数：39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首都区>>

前言

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的发展版图上出现了三个增长板块：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一个被称为
“环渤海”的发展区域。
尽管发展中仍然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得改革开放春风之先，“向阳花木早逢春”，长江三角
洲和珠江三角洲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也形成了多个具有广泛借鉴和示范意义的模式。
对此，人们褒多贬少。
而“环渤海”的发展却不同。
尽管京津以其特有的强势地位获得快速发展，城市建设和现代化水平不输于世界任何一个发达国家。
但是，常为人所诟病的是：京津冀经济体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经济联系若即若离，远没有上海与
江浙的关系那样紧密；京津城市对周边地区的吸纳能力远大于它的扩散能力，在京津发达的都市周边
存在一个“环京津贫困带”；仅GDP而言，京津地区已达中上等发达国家水平（2008年，北京市人
均GDP超过8000美元，天津市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但资源与环境问题依然严峻，我们不能在沙
尘暴肆虐、连呼吸洁净的空气都困难的时候，遑论发达和富裕⋯⋯何以出现这种情形，原因颇多，学
者见仁见智，本书则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回答这些问题。
本书认为，所谓“环渤海”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它的各个部分之间
在经济上的联系都不紧密，区域内的三个板块（京津冀地区、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是三个相对独立
的经济体，它们是通过极不相同的路径获得发展的，而硬要指陈存在一个“环渤海”发展区域，是一
种“地理上的错觉”。
其实，与京津冀地区联系密切的是山西中北部地区、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以及陕西北部地区（即晋陕蒙
），因为那里是京津冀地区发展的广阔腹地、能源保障和生态屏障。
京津冀地区的发展一刻也不能离开晋陕蒙；离开晋陕蒙，京津冀地区是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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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认为，“环渤海”概念是一个地理上的错觉。
基于此，本书提出了一个涵盖京津冀和晋陕蒙部分地区的“首都区”的全新概念和发展思路，提出要
跳出京津，从战略的高度，基于可持续性，以区域的视野来谋划首都地区的发展。
通过分章论述，系统地研究了“首都区”的产业空间再造、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能源流动、生态环
境、滨海新区和中关村科技园区、国外“首都区”建设的经验等，提出了实现“首都区”可持续发展
的战略构想。
本书以一种全新的思路和框架来分析中国首都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把晋陕蒙的部分地区纳入“首都区
”的范围内，提出晋陕蒙是京津冀地区发展的广阔腹地、能源支撑和生态屏障，京津冀发展一刻也不
能离开晋陕蒙。
    本书适合于从事区域规划与管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人员、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经
济管理类专业学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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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首先，“首都区”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保持强势的竞争力。
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仅仅有经济上的发展而不考虑生态环境
、不考虑资源支持，是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在我们构建的“首都区”中，充分考虑到区域内的功能分区。
滨海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以及晋陕蒙能源支撑和生态屏障三大支撑体系，使产业带动、技术扩散、
功能辐射、物资集散、风沙源治理、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成为一体，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经
济体系。
同时，全球化使各个区域在全球之间的竞争更趋激烈，以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大城市为中心形
成的大城市群已经成为区域竞争的主角（屠启宇和金芳，2007），为此，构建以京津为龙头、以晋陕
蒙为腹地的“首都区”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便可保持强劲的竞争力。
其次，“首都区”建设具有可行性。
科学技术的发展如卫星、通信和交通等，使区域空间距离的时间尺度大大缩小，区域内部的联系更加
紧密，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更易于流动。
尤其是在市场利益的导向下，各种生产要素都向高报酬区域流动，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促成区域内
的均衡发展。
在区域环境上，科学技术发展使环境的跨行政区域监测成为可能。
譬如，针对北京市空气污染已呈现区域污染的现状，2006年8月29日，北京市环保局启动了“区域污染
大型综合观测”项目，首次采用飞机或无人机搭载仪器对600-2000m的高空进行垂直观测，观测站点覆
盖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四省市,可见，区域之间的环境控制已无障碍。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备降机场选在太原和呼和浩特。
利用山西、内蒙古丰富的煤炭资源建造坑口电厂，满足京津冀都市圈的电力需求；在内蒙古包头一带
建立重工业基地，为京津冀都市圈提供工业原材料，解决京津冀的能源和原材料、环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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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首都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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