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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
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由于矿产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有限性和稀缺性的特点，从长远来看难以实现可持续开发利用。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发展时期，对矿产资源具有高度依赖性，经济增长依赖于矿
产资源消费同步增长，随着今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大量消耗矿产资源是必然趋势，资源供需矛盾将
日益突出，矿产资源能否可持续供应已成为我们面临的严峻问题。
据国家发改委对我国21世纪初期45种重要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可供储量的保障程度测算，在现有已
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到2020年后，除稀土等有限资源保障程度为100％外，其余矿产资源均大
幅度下降，有19种矿产资源将出现不同程度的短缺，其中11种为国民经济支柱性矿产资源，特别是石
油、铁、铝、硫、磷等重要矿产资源缺口将持续扩大。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将对我国的工业化建设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我国的基本矿情是，矿产资源总量大，但人均少、禀赋差，大宗支柱性矿产资源不足，尤其是在许多
资源型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着许多深层次问题，长期形成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和结构性矛盾尚
未根本改变，因资源粗放开发，低效利用，导致矿产资源供应的瓶颈约束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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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理论和文献研究、资料收集，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复杂系统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和创新理论
等多学科知识为基本指导思想，在分析我国区域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区域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的路径创新的本质及其协调的内在机理，并选取青海作为具有西部经济地带具有代表性的
资源型地区，进行案例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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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区域划分　　区域是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按照经济地理学定义，区域是地球表层被边界固定的二维或三维空间，区域面积可大可小，它们也可
以构成等级系列，范围大至全球、一个洲、一个国家，小至一个省、一个市（县）。
区域类型多样，但大致可归为自然区域和社会经济区域两大体系。
在自然区域中，有综合自然地理区、地貌区、土壤区、气候区等；经济区域是按照某种生产要素的空
间组合来划定的地域单元，在社会经济区域中，有行政区、综合经济区、部门经济区等。
区域有层次之分，区域内部各要素是按照一定秩序、一定方式和一定比例组成的有机整体。
　　区域划分是对区域进行合理划分的重要手段。
纵观国内外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区域的划分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行政区划，二是经济区划
，三是依据具有自然特征基本相似的自然地理单元进行区分的自然区划。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采用过多种不同的区划来安排地区经济布局，一是按行政区划，如省
（自治区）、直辖市（含重庆市）、和港澳台；二是按沿海和内地两大块；三是按六大经济协作区；
四是按地区性国土规划试点的“经济区”，如京津唐经济区；五是以大城市为依托的中心地；六是以
能源、矿产重点开发区为中心的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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