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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由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主办、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协办、江苏省江阴市人民政府承办的
“2006中国东西合作暨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会”上的39篇论文，主要针对东中西协调互动问题进行了探
讨和研究，具体内容包括《东西合作与产业转移研究》《东西部经济合作的理论基础、运作机制、重
点领域和区域》《新疆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及伊犁州发展调查报告》《西部民族地区的省际贸易与经
济增长关系研究》《东陇海经济带区域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初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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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东中西合作与产业转移　　东西互动、产业转移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党
的十七大报告，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中，特别强调了“增强发展的协调性”，统
筹城乡、区域发展，基本形成城乡、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被列入未来13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新要
求的重要内容。
　　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抓手”有二：一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措施，实现各地
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人口、生产要素和产业的跨区域流动；前者以政府为主导，后者以企业
和自然人为主体，政府引导、推动。
　　东中西互动发展，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它既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大力促进
中部崛起，全面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需要，亦是进一步提升东部地区，特别是作为改革开放先行
区和排头兵的经济特区产业层次，圆满实现率先发展的需要。
　　只有中西部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广大农村发展繁荣，占全国总人口一半左右的民众收入、购买力
提高，巨大潜在市场需求显现化，才能为改革开放近30年来壮大起来的东部制造业创造新的市场空间
；只有中西部的开发繁荣，使沉睡多年的水能、天然气等清洁能源、优势资源纳入国民经济的周转，
输送到东部城乡，才能有效支持东部“两个率先”顺利实现；只有中西部的科学发展，遏制住日趋严
重的水土流失、沙尘暴与洪涝、干旱等环境生态灾害，才能为地处大江大河下游与下风方向的东部地
区的发展，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安澜环境。
　　近些年来，东部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与特大城市，．随着经济总量的快速膨胀，土地、资源、环
境等难负其重，营商成本持续攀升，诸多发展瓶颈渐显，通过对内、对外两个开放，“走出去”发展
，走出去要发展的资源、要发展的新空间，就成为东部企业家出自肺腑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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