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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江系珠江主干流，其水资源、生态、航运交通以及流域经济的发展，既事关区域发展大计，也
是国家的重大战略安全保障。
加快西江区域协调发展，是国家西部大开发的要求，也是广西党委和政府的重大战略部署。

　　本书阐述走绿色生态之路是西江区域发展的战略选择。
西江区域发展一方面应从国家层面以及跨省区域的战略高度推进西江区域水资源生态区建设，把西江
流域建成中国南方水资源战略地区和华南“绿肺”：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本区域的丰富资源，大力
发展优势产业、绿色经济，提升核心竞争力。
西江区域发展的目标应是：喝干净水，吸新鲜空气，吃绿色食品，住宜居城市，过幸福生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江区域发展的选择>>

书籍目录

引言　
简要报告
　一　认识西江：广西之地位作用与国家战略
　二　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环境共赢：发展思路、原则与目标
　三　把西江经济带打造成西南重要增长极
　四　建设西江水陆空立体交通网络，发展现代物流体系
　五　确保西江水安全，建设国家战略水资源生态区
　六　西江区域发展的对策建议
研究报告
　第一章　认识西江：广西之地位作用与国家战略
　　一　西江区域发展空间界定
　　二　西江区域发展的巨大优势和潜力
　　三　广西在西江区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四　西江区域发展应上升为国家战略
　第二章　走绿色生态之路：理论依据与实践借鉴
　　一　理论依据
　　二　实践借鉴
　　三　走绿色生态之路：西江区域发展模式选择
　第三章　人与自然和谐，经济与环境共赢：发展思路、原则与目标
　　一　总体思路
　　二　基本原则
　　三　发展目标——喝最干净的水，吸最新鲜的空气，吃最绿色的食品，住最宜居的城市，过最幸
福的生活
　第四章　构建绿色经济带，打造西南重要经济增长极
　　一　立足特色资源和优势产业，打造西江　现代特色产业带
　　二　突出区域性中心城市特色，建设西江绿色城市群
　第五章　围绕黄金水道建设，构建西江水陆空一体化立体交通运输网
　　一　大力开发西江内河航运黄金水道
　　二　构建和优化西江流域综合运输体系
　　三　构建西江流域现代物流走廊
　第六章　建设国家战略水资源生态区，打造华南绿色生态屏障
　　一　科学管理和利用西江水
　　二　保障充足干净的水资源
　　三　保证水安全
　　四　营造和谐的水文化
　　五　打造华南绿色生态屏障
　第七章　西江区域发展的对策措施
　　一　从跨区域国家战略的高度推进西江开发
　　二　全方位推进西江区域开放合作
　　三　建设文化西江、教育西江、人才西江
　　四　构建西江区域发展的保障支撑体系
　　五　开展跨省区西江开发的科学考察与研究
附表　广西西江经济带开发建设重点项目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江区域发展的选择>>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西江区域发展的选择>>

章节摘录

　　（5）国内外兴起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带来新机遇。
　　金融危机使世界范围内重新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国内外的产业转移都会给转出地、转入地带
来新的发展机遇。
富士康计划在郑州等地设立新工业园，英特尔-T关闭上海工厂并扩建成都生产基地，惠普在重庆设立
笔记本电脑出口制造基地，联合利华酝酿湖南新厂，海尔、格力、美的、TCL等家电企业计划或启动
在内地建立新的生产基地。
可以预见，本轮产业转移的推进，将带来中国区域产业布局的深远变革。
　　发达地区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和生态环境成本的快速攀升，工厂缺乏工人，平均工
资增长率超过了经济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金融危机下企业市场空间拓展的需要，使发达地区企业不
得不思考把生产环节配置到成本更低的区位。
沿海地区企业开始经济转型，产业升级成为沿海企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这为西江区域发展、承接产业转移带来了机遇。
但中西部地区承接转移产业能力不足、交易成本偏高等阻碍产业转移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缺乏专业人
才、物流成本和交易成本高也是中西部地区的影响产业转移的制约因素。
　　产业的空间转移是区域发展格局调整的必然结果，区域间相对地位以及相互间竞争优势和比较优
势变化，必然要反映到产业空间分布格局上，并引发新一轮产业转移。
西江区域的干部和企业家必须抓住这一机遇，创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发挥西江区域的资源优势、
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等，承接那些适合西江区域发展的优势产业，努力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取得发展
先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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