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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集结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7年度重点课题《主体功能区形成机制和分类管理政策研究》的成
果。
内容包括主体功能区的内涵、特征和功能定位，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总体思路和具体措施，相关的
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有关案例研究等。
    本书可作为政府有关方面制定主体功能区发展规划的参考资料，也可供国内外研究区域问题的专家
学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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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报告　落实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体制和政策保障　　一、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　　二、推进
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提出的背景和意义　　三、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发展要求　　四、落实推进形成
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体制和政策保障　　五、现行区域政策与主体功能区政策的协调与衔接综合研究篇
　区域战略和区域政策的演变及评价　　一、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　二、不同时期的主要区域政策和
效果评估　　三、对未来的启示　国外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和管理的经验与启示　　一、对主体功能
区规划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二、欧盟空间发展战略　　三、德国空间及相关规划　　四、荷兰空间
及相关规划　　五、日本国土综合开发规划　　六、国外对保护区的管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政策
　　七、国外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措施　　八、国外对过密区域／膨胀区域发展的相关措施　　九、
国外对重点开发区域的管理措施　　十、对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借鉴意义　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功
能定位与形成机制　　一、主体功能区提出的背景　　二、主体功能区的简要理论分析　　三、主体
功能区的内涵、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　　四、主体功能区的形成机制、模式与政策重点　落实推进形
成主体功能区战略的政策措施　　一、导言——理想的国土空间功能分工格局形成中的政府和市场　
　二、政策目标及其激励和约束结构　　三、政策工具及其功能　　四、落实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战
略的综合政策和分类政策　　五、现行区域政策与主体功能区政策的协调与衔接　关于推进主体功能
区战略总体思路的几点意见　　一、宜将主体功能区区划作为一种初始性划定，实施动态调整　　二
、主体功能区分类管理政策重点，宜放在禁止开发区域和重点开发区域上　　三、政府与市场力量相
结合，引导和带动优化开发区域和限制开发区域政策研究篇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财税政策　　一
、主体功能区规划与财税政策目标　　二、财税政策工具框架与潜在政策着力点　　三、现行区域性
财税政策与实施效果　　四、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财税政策面临的新挑战　　五、推进形成主体功
能区的财税政策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投资政策　　一、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区域投资政策的回顾与
评价　　二、促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投资政策的基本思路　　三、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需要解决的问
题与政策建议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产业政策　　一、实施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及产业政策的演变　
　二、我国产业政策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三、促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对产业政策的原则要求和思路　
　四、四大主体功能区的具体产业政策　　五、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产业政策的保障条件　推进形
成主体功能区的土地政策　　一、现行土地政策的弊端　　二、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土地政策的基本
思路　　三、主体功能区的土地政策设计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人口政策　　一、研究对象界定及
基本观点　　二、人口政策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　　三、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对人口政策的要求　
　四、促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人口政策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环境政策　　一、现行环境政策　　
二、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对环境政策的要求　　三、推进主体功能区形成的环境政策建议　推进形成
主体功能区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没计　　⋯⋯案例研究篇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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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报告　　落实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的体制和政策保障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和问题。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空间开发失序，资源和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低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遭到
一定程度的破坏。
鉴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要根据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
，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
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的战略（简称推进形
成主体功能区战略）。
它的提出是对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管理思路和战略的一个重大创新，是对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丰富和深
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为使这一战略得到切实贯彻，必须科学评估既往的区域发展战略，全面认识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
提出的背景和意义，准确把握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发展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制定落实推进形成主体
功能区战略的政策措施。
　　一、区域发展战略的演变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区的自然、人文条件差异显著，区
域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70％以上的工业和交通运输设施集中在占全国面积不到12％的东部沿海地带。
从“一五”计划开始，中央政府一直在探索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的道路，在不同的时期，实施了不同的
区域发展战略。
这些战略的实施，在缓解某些区域问题的同时，通常会加重另外一些区域问题。
客观评价既往的区域政策，是科学制定新时期区域政策的基本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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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　　主要职责：综合研究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和
政策；研究区际经济联系与分工及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与政策；建立并运用数学模型，进行科学的定
量研究和中长期预测，提出对策建议：接受委托参与或组织对有关部门、地区和单位的中长期发展规
划进行研究，提出咨询意见。
研究成果：在经济增长、产业发展、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研究积累。
近期完成的主要项目有：《中国区域科学发展研究》，《主体功能区形成机制和分类管理政策研究》
，《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研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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