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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深入考察了中国区域政策的演变、评价、科学基础及体系构建，并分别对老工业基地、资源
型城市、贫困地区、大都市区、粮食主产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特殊经济区等类型区域政策和国
家主体功能区政策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未来中国区域政策的基本框架、调整完善方向和具体措施．体
现了前瞻性、综合性、创新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
本书提出，未来中国区域政策应采取“4+2”的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框架。
所谓“4”，就是在战略规划层面，按照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4大区域，对全匡经济布局和区域发
展进行统筹规划部署，进一步深化完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所谓“2”．就是在政策操作层面，按照主体功能区和关键问题区域2种类型区，实施差别化的区域调
控与国家援助政策：一是针对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实行分类管理的区域调控政策体系，科学规范空间
开发秩序；二是针刘不同的关键问题区域，实行差别化的国家区域援助政策体系．推动形成区域协调
发展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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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后凯，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生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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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内10多所大学兼职教授。
主要从事城市与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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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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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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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粮食产业的弱质性决定了国家必须建立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体系。
粮食产业具有高风险、低比较利益和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等弱质性，这必然导致粮食生产的比较利
益低。
正是由于这种弱质性，致使粮食主产区不仅吸收不了外部资金投入，甚至还难以阻止本来就稀缺的粮
食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和人才等反而流向经济更为发达的非粮食主产区。
只有借助国家公共力量，利用适度倾斜的财政、信贷政策与手段，建立弥补粮食产业弱质性的机制，
创造良好的客观环境，增加经营粮食的稳定性，才能有效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粮食主产区
的健康发展（胡向荣，2004）。
（3）粮食主产区作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中坚力量决定了国家必须建立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体系。
通过前文关于粮食主产区的现状分析，可以看出无论从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比重来看，还
是从粮食主产区的粮食商品率和粮食外调能力来看，以及从粮食主产区人均粮食占有量来看，粮食主
产区已成为维护中国粮食安全的中坚力量，也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基础。
从一定意义上说，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保护和支持，就是在维护和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
2.建立国家粮食主产区支持政策体系的紧迫性（1）粮食继续增产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一是土地和水资
源的制约日益突出；二是人口总量仍将保持惯性增长的势头；三是气候变化加剧的影响增大；四是农
民依靠种粮增收的空间有限，特别是在不少粮食主产区，青壮劳力大都选择外出打工，致使投入粮食
生产的物力、人力和技术不足。
（2）国际市场的影响日益加深。
中国自加入WTO以来，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与国际粮食市场的联系也日益紧密。
这不仅表现在国际市场的波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如玉米、稻谷等进口压力增加，而一
些大宗粮食产品已因不具备价格竞争优势导致出口压力也加大，并且跨国粮商对国内粮食产业链条渗
入的步伐也正在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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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区域政策:评价与展望》：当代中国区域发展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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