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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中国区域经济演变的历史出发，描述了当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格局。
在此基础上，本书以人的区域、多样性的区域、生存的区域、分工与合作的区域、城乡的区域、正义
的区域、秩序的区域、协调的区域、成长的区域、区域的机制、流动的区域、整体的区域、实体的区
域、发现的区域、重建的区域、实践的区域和思维的区域等视角，透视出中国区域经济格局面临的种
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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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长，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主要代表作
有：《西部开发中民族利益关系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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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形成西部地区投资基础、人文基础、生态基础逐步改善，资源发现与动员能力逐渐增强，经济开
发效率逐渐提高，投资呼唤投资，效益衍生效益的开发势态。
同时，关照到国民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处理好西部地区开发过程中人、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确
保开发过程的连续性和开发行为的可持续性。
这也是建立持续推进的时间秩序的基本内涵。
　　建立持续推进的时间秩序，必然涉及投资能力、资源配置和利益实现的时间安排。
从近期可能形成的程序看，总体上是政府行为引导企业行为，政策性投资引导商业性投资，基础性建
设带动商品性生产；从国民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看，西部大开发的力度则应与国力的增强相适应，投
资强度要与市场需求有效供给相适应，投资节奏要与资源配置能力相适应；从利害关系的轻重缓急看
，西部大开发必须协调当地居民的眼前生存利益与长期可持续利益的关系，争取两种利益实现趋势的
一致。
西部高寒山区、边疆地区，如横断山区、凉山地区、滇南山区等，迄今是我国贫困人口比较集中的地
区，部分群众的生活还十分困苦，改善这部分人口的生存条件，改变其物质生活的贫困状态是这些地
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因此，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实施应涵盖扶贫攻坚，而且把扶贫攻坚作为近期工作的重点去落实。
西部贫困地区大部分处在江河源地，传统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家庭能源消耗方式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形
成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导致生态恶化的倾向。
这就要求借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机，调整这些地区的生产方式，提供新能源替代传统家庭能源的消
耗方式。
西部大开发必然涉及开发项目的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变化的关系，虽然项目本身的经济利益可在近期
内直接取得，但环境利益更持久并涉及民族生存质量的整体利益。
因此，开发项目的经济利益必须在保证环境利益得到维护的限度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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