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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究了区域产业发展问题。
以甘肃省为例，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结合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对城市圈构建、主导产业选
择与布局优化、农业功能区划、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扶贫开发、少数民族经济等相关问题进行专题研
究。

　　本书适用于各类院所高校研究人员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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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表明，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和经济社会形态的性质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活形态的变化，是推动
城市化形态转变的动力，并决定城市化形态的性质。
当地区间要素禀赋不同时，建立相似的产业结构并不会带来相似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益。
在一国之内，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分割和区域性封闭，生产要素和商
品流通受到限制，其结果是资源的低效配置和利用，带来经济的低效发展。
区域内产业必须逐步改变趋同现象，即各城市职能必须进一步分化，形成一批初具规模的专业化市镇
，即使是综合城市也应注重培育本身的专业化特色。
综合城市与专业化市镇之间联系日益密切，产业间逐步以互补代替竞争，形成网络化、多中心化的空
间结构，即城市圈层级结构。
目前，世界上有六大城市群达到了较好的城市圈规模。
随着城市经济圈的发展和规模的不断扩大，若干城市经济圈互相重叠、渗透、融合，从而形成以城市
经济圈为中心的“城市经济带”。
我国城市圈（带）发展也大体适应了市场化、工业化的多层次发展水平，呈现为一种东、中、西部分
层递进、多样发展的特征。
合理的城市圈层级结构将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对于突破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推动城乡
均衡发展，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实现人口、资源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等具有特殊意义。
未来10~15年是甘肃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是实现两个根本性转
变、提高经济整体素质的关键时期。
强调在甘肃省城市化特殊背景下，构建与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城市圈产业布局对于促进甘肃
省城市化和城市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经济
协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实现全面小
康目标，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此背景下，本章试图从分工角度，以构建模型的方式，探讨关于城市圈层级结构的数量问题，并以
甘肃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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