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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新疆地处亚洲大陆的中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区位条件使其与中亚国家的交通和经济联系较
为便利。
新疆面向中亚地区，向西发展其特色产业的战略选择对新疆乃至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本书主要通过与中亚五国的比较分析，研究我国新疆特色产业的选择方法和战略选择方面的问题
。
全书以区域特色产业向区域特色优势产业演化，再向区域主导产业演化发展为主线，运用数量分析理
论及方法探讨新疆特色产业的选择和发展问题。
本书第一章是对全书理论的分析和阐释，通过逻辑演绎和分析的方法，勾勒出全书的轮廓，并阐明逻
辑分析框架。
第二章从区域的视角来分析我国新疆和中亚五国的产业，比较资源禀赋的差异及相同之处，在彼此联
系中通过差异化的分析和比较，找出新疆的特色产业，并阐明特色产业的内在特征。
第三章着重研究我国新疆和中亚对外贸易中存在的种种影响因素。
运用1992～2007年共25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新疆、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三地的出口贸易额、
贸易距离及经济规模进行分析，得出新疆出口贸易额与距离的反比关系及其特殊属性。
在第四章中，本书运用归纳方法，对特色产业选择的指标体系进行总结，并阐述特色产业选择的方法
和原则。
第五章运用案例分析方法，重点对新疆化工建材、番茄酱、风能等特色产业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
第六章则提出面向中亚区域的新疆化工建材、番茄酱、新型能源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
在第七章，提出特色产业发展的战略决策方法和路线，旨在为政府的特色产业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理论
依据。
　　全书的写作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完成的。
由于中亚国家独立的时间并不长，官方语言仍然以其主要民族语言为主，即使有英文的资料也并不十
分详尽，这使得相关产业资料的查找相当困难，可以说没有基金项目的支持，这一研究很难继续下去
。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两位研究生也对本书的完成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胡文博对第二章和第三章以及全书结构的整理做了大量工作；曾子鑫对第五章和第六章的整理也做了
大量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最后，还要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的同志们对本书出版付出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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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新疆地处亚洲大陆的中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区位条件使其与中亚国家的交通和经济联系较
为便利。
新疆面向中亚地区，向西发展其特色产业的战略选择对新疆乃至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中国新疆的特色产业选择与发展战略：与中亚五国的比较研究》主要通过与中亚五国的比较分
析，研究我国新疆特色产业的选择方法和战略选择方面的问题。
全书以区域特色产业向区域特色优势产业演化，再向区域主导产业演化发展为主线，运用数量分析理
论及方法探讨新疆特色产业的选择和发展问题，为新疆重点特色产业的选择和发展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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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2新疆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门户　　从国内的地理区位来看，新疆是我国西北地区的经济大省，
也是中国向西开放的门户。
新疆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一直以来贯彻的向西开放政策关系密切，特别是新疆向中亚地区的开放，为
新疆经济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
然而，从中亚各国的经济增长态势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经历了严重的危机之后，1999年之后开
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尤其是2000年以后，有的国家经济增幅开始超过新疆。
近年来，得益于丰富的资源优势，中亚五国中面积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迅速，
其主要经济指标多数优于我国新疆。
这使得原本与哈萨克斯坦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我国新疆经济有可能出现落后的局面。
考虑到哈萨克斯坦自然资源丰富，人口少于我国新疆，特别是在国际畅销产品的产量方面明显多于新
疆，因此，哈萨克斯坦拉开与我国新疆发展差距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目前新疆发展特色产业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中亚等中国周边国家经济迅速的恢复性增长为新疆
特色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
与中亚国家相比，我国新疆处于产业链的上游地区，具有向西延伸的可能性，同时也面临来自欧盟等
发达国家对中亚及周边市场的激烈争夺。
中亚五国承接了苏联产业结构的固有格局，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居民生活消费品大多数依赖进口。
与之相比，中国新疆处于轻工业发展的上游地区，产业链和消费品市场层次相对较高，与中亚及周边
国家的经济互补性较强，产业链和消费市场向西扩张极具潜力，以上因素决定了我国新疆发展特色产
业是其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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