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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经济研究丛书：中国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与优化》主要考察中国区域产业结构演进轨迹，对
各经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模式进行横向比较，以取得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全面了解。
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概括区域产业结构的含义和一般规律，归纳中国区域产业结构的四个特征，并
提出在区域产业结构演进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二章介绍区域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基本指标；
第三章考察影响中国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主要因素，包括资源、人口、市场需求和贸易等，尤其是劳
动力流动对不同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第四章详细描述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时间轨迹、空间轨迹
和政策轨迹，其中对区域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探寻，既是历史的又是未来的轨迹，并强调可持续发展
的原则；第五章叙述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导向和战略，对三大经济区域和三大经济圈进行若干对比，
分别提出其结构优化的产业布局和战略安排；第六章阐述市场和政府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同机制
，重点指出地方政府干预对结构优化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对行政省区出现的盲目重复建设问题进
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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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秀生，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51年生，山东省单县人。
主要兼职有：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湖北省经济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县域经济研究会副会长、
湖北省农村经济学会常务理事。
长期从事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曾2次荣获武汉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优秀奖，5次荣获
武汉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湖北省优秀教学成果奖。
长期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特别是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
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研究。
先后在《中国软科学》、《江汉论坛》、《武汉大学学报》、《经济评论》、《经济日报》等报刊杂
志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百余篇，出版学术著作（独著、主编、合著）十余部，曾连续3次获湖北省人
民政府颁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张平，1957年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
1986年获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0年在英国萨利大学进修；2000年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访问。
现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副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国际产业结构研究和能源政策研究。
曾先后在《经济评论》、《武汉大学学报一社科版》、《中国能源》、《经济日报》和《中国改革报
》等学术杂志和报刊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
代表性论文有《中国电力产业垄断与管制体制改革》、《论城市可持续发展与能源政策》、《能源效
率亟待提高》、《论中国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特征》和《论污染控制的导向和手段》。
主要编著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企业制度案例》、《能源与电力经济》、《国外电力工业体制
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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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所谓“过密环境基准”，是指应选择那些可以防止因生产布局过密而导致公害污染、能补充由于
经济高速增长而引发社会资本的短缺、能缓解生产集中带来的人口密度过大的产业优先发展。
所谓“丰富劳动的内容基准”，是指应选择那些能够提供更多安全舒适和稳定劳动岗位的产业优先发
展。
　　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在环境问题和劳动力就业问题上的巨大压力，无论在国家或者区域层次上
，这两个基准对于正确选择主导产业都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它们不单单扩大了主导产业都的选择范围，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中国产业结构系统主导产业的选择，
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和中国国情，如近7亿的劳动力就是中国最大的国情。
　　4.周振华基准　　中国学者周振华（1989）分析了传统的主导产业选择基准在部分国家特别是在
发展中国家失效的原因，认为按照这些基准选择的主导产业需要具备一些前提条件：（1）产业基础
相当完善，不存在严重的“瓶颈”制约。
（2）产业结构应具有同质结构性质，不存在二元经济的结构性矛盾。
（3）产业素质较好，具有较强的自我调整能力。
（4）产业间的要素流动比较通畅，不存在严重的阻隔。
如果一个产业结构系统不能满足这些条件，那么按传统选择基准所选出的主导产业，在政策的实践中
往往遭到失败。
　　周振华以“结构矛盾缓解来推进整个产业的发展”的战略方针为基本框架，在分析了发展中国家
经济发展的共性后，提出了增长后劲基准、短缺替代弹性基准和瓶颈效应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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