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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中国具有战略意义。
国外有许多城市在贫瘠的条件下因资源而富裕起来，却又因资源枯竭而衰落下去。
中国不能重蹈覆辙，需要现在就谋划未来几十年后可能面临的问题。
我们以陕西省榆林市为例来分析说明今后必须考虑的一些战略问题和基本对策。
　　资源型城市的“资源”主要指各种不可再生资源。
不可再生资源产业的发展由自然储量决定，其衰亡不可逆转。
一般产业的生命周期多由产业技术周期决定，其衰亡大多是由于技术落后或替代技术的出现而导致其
产品的市场需求萎缩造成的。
资源型产业的发展规律和生命周期会受到产业技术水平的影响，但主要是由所在区域的资源储量决定
。
不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开采特别是过量开采，必然会带来资源储量的迅速下降乃至枯竭，从而决定了区
域资源型产业的生命周期的长短。
技术进步可以在一定时期内降低开采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缓解环境压力，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
变资源产业的生命轨迹。
榆林目前已经成为资源型城市，自然也受到这个规律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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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研究资源型城市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资源型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人们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短期增长与
持续发展、地方企业与中央企业等诸多矛盾和困惑，亟待从根本上改变资源产业的生命轨迹。
    本书以陕西榆林为例，根据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和框架，按照能源化工产业、现代
特色农业、旅游文化产业、社会事业的顺序，就各个产业、事业的发展基础、发展目标、战略布局与
推进措施等问题进行了分层研讨，并定量分析了投资对榆林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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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代榆林就有了商业活动。
明清以前，榆林生产的产品除自足外，很少参加贸易，仅有的一些商品贸易活动带着明显的“转阜”
贸易性质。
边界贸易活动对农牧经济的刺激作用比较弱，传统手工业也一直未能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分离出
来。
明清以后，经济意义上的城镇在榆林逐渐形成，商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以生产商品为目的的传统手工
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并趋于专业化生产与经营。
到了民国时期，商业活动进一步发展，行商、坐商由分散行动进而结帮立会，从事各类商品输入输出
活动，业务量增长很快。
1922年，京包（北京一包头）铁路通车。
通往甘肃、宁夏及内蒙古的商品改由铁路运输，经马道流转的商业由盛转衰。
此后，由于战乱、灾荒等原因，榆林商业几经衰落，到1949年已陷人萧条境地。
当年的社会商品零售额只有2000多万元。
　　榆林的手工业也经历了由兴盛到衰弱的过程。
在京包铁路通车之前，由于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一些新的工艺技术传人榆林，一批手工业作坊接受
新的工艺技术，开始出现工厂化生产，如相继兴办的神木瑶镇碱厂、神府的织毯作坊、榆林的惠记_
丁厂等。
特别是“陕北公立职业中学”附设的实习工厂购置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纺织和制革机器，建成了西北五
省唯一的机器生产的毛纺织工厂。
至此，榆林的传统手工业逐渐从半耕半纺的自然经济中分离出来，成为较为发达的手工业业态，并辐
射附近的县域。
京包铁路通车后，削弱了榆林的商品经营辐射能力，加上咸榆（咸阳一榆林）、咸宋（咸阳一吴堡宋
家川）公路的修通，外来货品大量上市，许多手工业者歇业转农。
抗战时期，由于交通中断，榆林人口骤增，消费量加大，刺激了商品经营，一时手工业人员又开始增
加。
1947年两次榆林战役后，不少工商富户迁往包头，外地商人、手工业者也纷纷离榆返回原籍，使榆林
手工业再度陷入低谷。
新中国成立前夕，榆林工业除国民党政府官办的几个小厂外，其余均系私人开办的小手工业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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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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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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