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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上著名的三角洲有尼罗河三角洲、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多瑙河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恒河
三角洲等，这些三角洲地区大多是该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作为我国沿海地区最发达的区域，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大区域的发展态势和未来在中国乃至世
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一直都是讨论的热点问题。
　　长江三角洲（简称长三角）和珠江三角洲（简称珠三角）①区域经济的率先发展，必定会对国内
其他地区产生示范作用，必将对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江地区产生强有力的带动作用，成为带动全国
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对中国经济产生深刻影响。
同时，对于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对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发挥重大
支撑作用。
　　包括上海、江苏和浙江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域。
2008年9月，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明
确提出了长三角的发展目标，为新形势下长三角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长三角要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努力建设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
力，统筹城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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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报告试图对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大区域经济发展的意义、发展现状、发展的产业基础、发展动力、发
展路径、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发展前景等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两大区域各自的发
展特征、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对策建议，以期对两大区域的未来发展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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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是校级重点研究基地．依托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
中心拥有雄厚的研究力量，主要研究领域为区域经济理论、区域发展战略、区域规划、区域产业布局
、区域公共政策及管理，城市群，城市经济规划、城市产业结构等。
从2003年起．该中心每年编写《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的主题是“国内及国际区域合作”
。
2004年的主题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2005年的主题是“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及统筹发展”
，2006年的主题是“长江经济带区域统筹发展及’黄金水道’建设”，2007年的主题是“中部塌陷与
中部崛起”，2007年特辑的主题是“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与城市群规划”，2008年的主题是“西部大开
发区域政策效应评估”。
该中心承担了大量国家级与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工作。
同时也为地方政府等部门提供了大量的决策咨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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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长三角与珠三角区域经济的战略地位及发展现状　　1.2 统筹发展区域协调战略中长三角
与珠三角的地位与作用分析　　1.2.1 长三角与珠三角在统筹发展区域协调国家战略中的地位　　1.统
筹发展区域协调战略思想的实质与意义　　中国政府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根据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提出了统筹发展区域协调的重要战略。
一方面，要谋求区域发展的协调性，针对目前区域发展中的不平衡，要努力寻求协调发展的方法和途
径，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以获得相对均衡的区域发展局面；另一方面，要谋求区域发展的持续
性，要把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作为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把改善生态环境作为实现持续发展的重
要环节，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实现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
做到当前与长远、现实与未来统筹兼顾，推动各区域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
之路。
统筹发展区域协调的新思维，体现了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对区域经济发展
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
　　统筹发展区域协调对于整个大区域的发展具有积极而重要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主张区域经济要走
协同发展道路的一个根本性动因。
其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统筹发展区域协调有利于获取区域发展的规模经济。
区际协同才能有统一和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区域大市场，使各种要素按技术经济与规模经济的要求自
由地互补流动与优化配置，实现区域资源与要素整合，产业和企业的重组，信息的共享。
所有这些都是区域规模经济形成　　的必要条件。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2009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