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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经济研究论丛（八）：新疆主体功能区划与建设研究》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为指导
，以具有民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新疆为典型，运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深入研
究全国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基本思路，并充分考虑新疆的特殊性、区域性和民族性，提出适合新疆特点
主体功能区划的原则、基本思路、功能地位及其分类政策，探讨符合各功能区主体功能定位的产业发
展、人口迁移等区域经济活动，从而推进新疆主体功能区的建设。
既着重于主体功能区建设中限制开发区和重点开发区主体定位研究，又突出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为新
疆主体功能区建设提供发展路径的探寻和切实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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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顺利开展的保证一、中国目前生态补偿机制不足二、生态补偿的重点领域三、生态补偿机制的
战略重点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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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过研究，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国土地区所课题组建议：中央和省级政府分别制定两级主体功
能区划分标准。
国家层面：“不管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均应依照国家统一标准，不能随便
制定倾斜性或者照顾性标准。
” 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课题组在科学理解和阐述国家发改委主体功能区划工作的基础上，以“开发
”的目标为导向，以全国空间尺度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及其空间集聚的状态为开发目标，依据《关
于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基本思路》，针对性地提出了指标体系的三个方面修改意见，即去掉生态重
要性指标，将开发密度指标修改为开发强度（其中的二级指标修改为人口聚集与城市化、经济密度与
工业化、资源开发强度与环境压力），将发展基础修改为发展过程。
该研究虽作出了大量修改，但综合性指标仍然过多，具体的划分标准，即三级指标仍未确定。
各试点省都在研究并提出各自的划分标准和指标体系，但总体上没有完全脱离国家提出的一、二级分
类原则，大多是在三级指标中进行选择，其指标数量由十多项至几十项。
至2007年1月12日，中国科学院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课题组提出了全国划分主体功能区的综合指标体系
，共15项，分别为：建设用地、可利用水资源、环境容量、生态敏感性、生态重要性、自然灾害、人
口密度、土地开发强度、人均GDP及其增长率、交通可达性、城镇化水平、人口流动、工业化水平或
产业结构、创新能力、战略选择或区位重要度。
二、对国内已有研究的参考借鉴 主体功能区划是国土区划的重大创新，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国家提出进行主体功能区划以来，国内学者对主体功能区划的指标体系和划分方法进行了理论探讨。
代表性的主要有：李军杰在《确立主体功能区划分依据的基本思路》（李军杰，2006）一文中，从区
域发展的现状和统筹发展的要求出发，理清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三个概念相
对于主体功能区划分的特定含义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定量化的方法设计功能区
划分指数的初步构想。
王新涛在《省域主体功能区划方法初探》（王新涛、王建军，2007）一文中，依据国家“十一五”规
划纲要提出的主体功能区划的理念，从现有开发密度和强度、资源环境承载力、发展潜力等方面入手
，设计指标评价体系，提出状态空间法、相对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发展潜力模型可作为省域功能区划的
评价方法，从而实现对主体功能区的科学功能定位。
刘传明在《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划方法探讨》（刘传明等，2007）一文中，讨论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划方
法，认为湖北省主体功能区应分为6类。
区划时选择县级行政区为基本分析单元，并遵循“复杂性系统工程-简单化假设处理-合理化分析识别
”的总体思路；采用矩阵分类、矩阵分类与标准定位相结合两种路径，基于不同路径的主体功能适宜
性评价指标体系，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区划方法采用综合集成法，包括修正的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法
、系统聚类法、矩阵判断、叠加分析和缓冲分析等；区划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县级行政区界限，
但保持乡镇行政区的相对完整性。
张广海在《山东省主体功能区划分研究》（张广海、李雪，2007）一文中，根据山东省区域发展情况
，参照“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主体功能区划分基本思路，尝试建立由资源环境承载力、开发
密度和发展潜力等因素构成的指标体系，并以山东省17个地市为基本空间单元，运用状态空间法划定
山东省主体功能区。
由于研究方法处于初始阶段，研究成果也较少，并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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