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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深入中国有代表性的典型区域进行长期调研的基础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管理科学
中心、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编辑出版“区域可持续发展丛书”，探讨了若干重要问题：区域
形成与区域结构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多种模式；如何选择适合区域特征的可
持续发展战略和路径；如何发挥各区域的不同优势，实现最优的整体可持续发展：如何促进贫困地区
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反贫困开发与可持续发展>>

书籍目录

导论第1章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意义    1.2.1  新疆地区反贫困的稳定发展关系到
新疆的稳定    1.2.2  解决新疆地区的贫困问题是确保新疆稳定的基础第2章  贫困理论研究概述  2.1  贫困
的内涵及类型    2.1.1  贫困的内涵    2.1.2  贫困的类型    2.1.3  衡量贫困的标准  2.2  生态贫困    2.2.1  生态贫
困的内涵    2.2.2  本书“生态贫困”的内涵    2.2.3  新时期反贫困的新内涵上编  新疆和田地区生态贫困
问题案例研究第3章  新疆和田地区概况  3.1  地理位置及气候特征    3.1.1  地理位置    3.1.2  气候特征  3.2  
自然资源状况    3.2.1  土地资源    3.2.2  水资源    3.2.3  矿产资源    3.2.4  光热资源    3.2.5  野生动植物资源 
3.3  经济发展概况    3.3.1  农林牧渔业发展概况    3.3.2  工业和建筑业发展概况    3.3.3  第三产业发展概况  
 3.3.4  特色产业发展情况  3.4  社会发展概况    3.4.1  历史沿革与文化传统    3.4.2  行政区划和人口    3.4.3  
教育状况    3.4.4  医疗卫生和社会保健情况    3.4.5  科技发展情况  3.5  和田地区贫困现状    3.5.1  贫困人口
数量及分布情况    3.5.2  收入和支出情况第4章  新疆和田地区扶贫历程及效应分析  4.1  扶贫历程考察   
4.1.1  国家和自治区的扶贫政策    4.1.2  和田地区扶贫工作的具体措施  4.2  扶贫工作取得的成效    4.2.1  
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    4.2.2  生态环境有所改善    4.2.3  农牧业生产持续发展农牧民收入水平逐步提高   
4.2.4  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初步改善    4.2.5  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4.2.6  推进了农业产业化进程  4.3  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    4.3.1  扶贫开发运行机制成本高，资金使用效率
低    4.3.2  扶贫资金中途损失、损耗和延误第5章  新疆和田地区“生态贫困”的机理研究  5.1  客观因素
——自然生态环境制约    5.1.1  资源数量    5.1.2  资源质量    5.1.3  经济地理  5.2  主观因素——人文社会环
境制约    5.2.1  人口增长迅速    5.2.2  劳动者素质较低  5.3  主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    5.3.1  历史回顾    5.3.2  
内外因共同作用  陷入恶性循环  5.4  构成生态贫困机理的关键因素    5.4.1  三大因素    5.4.2  三因素的相
互作用第6章  和田地区生态与经济发展模式创新  6.1  生态反贫困战略    6.1.1  实施生态反贫困战略的必
要性    6.1.2  生态反贫困战略的内涵    6.1.3  生态反贫困战略的发展模式选择  6.2  和田地区的生态重建模
式    6.2.1  “生态移民＋劳务输出＋环境教育”的控制环境退化模式    6.2.2  “生物＋工程＋科技”的保
护性重建模式  6.3  和田地区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6.3.1  和田地区生态经济区划分    6.3.2  南部山区生态
经济发展模式    6.3.3  绿洲平原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    6.3.4  北部荒漠区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第7章  发展和
田地区生态经济，缓解贫困的对策建议  7.1  转变观念坚定信念  7.2  加强政府责任，以生态移民为突破
，控制生态环境退化  7.3  依靠科学技术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  7.4  加快和田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
生态经济发展  7.5  规范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程序  7.6  加强教育科技事业，保障生态经济发展的人力资
源  7.7  转变角色，变被动为主动，发展参与式基层扶贫发展模式  7.8  拓宽融资渠道，加强交通等基础
设施的建设下编  新疆哈巴河县反贫困与社会协调研究第8章  哈巴河县社会经济发展简介  8.1  哈巴河县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简介    8.1.1  自然资源    8.1.2  经济资源    8.1.3  社会资源  8.2  农十师185团社会经济发
展状况    8.2.1  185团成立的历史背景    8.2.2  185团社会经济发展简况第9章  新疆哈巴河县边境形势的历
史考察  9.1  新疆边境形势的历史回顾    9.1.1  不同时期的边境形势    9.1.2  边境问题的经验教训  9.2  新疆
边境形势的新发展    9.2.1  边境安全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9.2.2  边境安全的新动向    9.2.3  新时期边境安
全的新要求第10章  哈巴河县贫困现状及形成机理  10.1  哈巴河县贫困现状    10.1.1  财政入不敷出   
10.1.2  农牧民收入来源较为单一    10.1.3  人均负担重    10.1.4  生态环境负荷重    10.1.5  基础设施薄弱   
10.1.6  人才缺乏  10.2  哈巴河县贫困形成机理分析    10.2.1  自然条件制约    10.2.2  社会、文化、观念因素
   10.2.3  历史因素第11章  哈巴河县扶贫效应分析  11.1  哈巴河县扶贫政策及扶贫效果    11.1.1  哈巴河县
扶贫政策    11.1.2  哈巴河县扶贫效果  11.2  哈巴河县扶贫中存在的问题    11.2.1  扶贫资金使用中偏离和
渗漏现象严重    11.2.2  对人力资源开发重视不够，    11.2.3  反贫困开发模式缺乏灵活性    11.2.4  资金支
持力度不够第12章  185团反贫困与社会协调分析  12.1  185团特点及使命    12.1.1  185团区位特点    12.1.2 
185团使命特点    12.1.3  兵团的特殊制度  12.2  185团反贫困与社会协调系统创新    12.2.1  185团反贫困与
社会不协调的表现    12.2.2  185团反贫困与社会协调系统创新第13章  哈巴河县反贫困战略选择及对策建
议  13.1  哈巴河县反贫困的战略目标与战略选择    13.1.1  战略目标    13.1.2  战略选择  13.2  哈巴河县反贫
困对策建议    13.2.1  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13.2.2  进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13.2.3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13.2.4  依托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    13.2.5  以口岸为依托做强做大自由贸
易区附录Ⅰ：和田地图附录Ⅱ：哈巴河县地图参考文献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反贫困开发与可持续发展>>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反贫困开发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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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