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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西部地区国土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4％，总人口约3.56亿人，占全国总
人口的28.6 9％。
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75％左右，尚未实现温饱的3000多万贫困人口大部分分布
于这一地区，在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中，有375个县位于西部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为了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国家制定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10年来，西部地
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然而，西部经济发展仍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和挑战。
贫困人口数量较多，西部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半数以上；整体生态环境还很脆
弱，生态保护的形势依然严峻；区域内绝大多数扶贫工作重点县的经济发展规模远远低于西部总体发
展水平，而且发展速度与西部总体相比也有很大的差距；产业规模小，各地区的优势产业主要是一些
高度依赖天然资源或技术层次较低的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较落后；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农
民人均纯收入水平整体较低，大部分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在2000元以下。
西部发展的实践证明，西部贫困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依托该区域内的产业发展，尤其是
要依靠这些区域内的优势产业发展来实现生态保护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和谐发展。
在新的环境和形势下，如何促进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产业的发展壮大，形成当地的优势产业，进而带
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就显得尤其迫切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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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针对我国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贫困人口数量较多、生态环境脆弱、产业规模小且优势产业主要依
赖天然资源等实际情况，通过分类研究方式，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深入研究优势产业培育的问题。
理论方面，依据竞争优势理论，构建了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优势产业培育理论和方法体系。
实证方面，分析概括了西部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八类经济数据和产业发展
状况，并对12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优势产业培育和创新系统建设进行了案例研究。
　　本书可供政府工作人员、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领域的学者、高等院校本科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参考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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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影响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
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
兼顾。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
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
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
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至关重要。
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的贫困人口，只有通过不断的发展，才能够增加社会物质财富
，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使大量的贫困人口脱贫；同时，由于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的生态环境较为恶劣
，面临着一系列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如水土流失、荒漠化、石漠化、草原生态破坏、水资源污染等
问题，因此，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的发展还要实现和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由于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教基础、市场化程度等与我国其他区域有很大的差别，
因此，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的和谐发展应重点集中在培育和发展优势产业、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
资源、培养持续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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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部生态脆弱贫困区优势产业培育》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随着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决策变得越来越复杂，决策者必须借助于专家群体进行软科学研究以
提供决策支撑。
“中国软科学研究丛书”以科技部组织实施的“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优秀项目成果为依托，旨在解
决我国科技战略与决策等方面的前瞻性问题，对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等具有重要的作用，并将促
使软科学研究成果真正成为各级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决策的科学依据，真正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
产力。
本丛书适于政府有关部门管理者、科技管理研究者阅读，也是从事软科学相关研究的学者、高校学生
的实用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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