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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实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特别是加入wm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已经显得
非常突出，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家
连续启动了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计划，来大力促进区域间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在政府校正市场失灵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产业政策的大力运用，也就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
。
因此，我们正是准备从区域发展人手，来对促进区域发展的产业政策进行研究，力图使产业政策与区
域发展形成良性整合，共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并使我国形成可持续的、具有竞争优
势的产业格局。
　　一、区域发展与产业政策的相关关系　　我国是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不同区域的经济发
展水平与特点相差很大。
我国又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在发展过程中采取一定的产业政策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而产业政策一般又指向具有一定发展特征的产业，这就必然导致我国的产业政策会因适合某类产业而
指向发展程度不同的各个地区。
　　1．区域发展的产业特征。
　　按照目前比较通用的划分法，我国30多个省市区现阶段可分为经济发展水平截然不同的三个地带
，即东部、中部和西部，并且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是依次降低的。
如果按照技术水平来衡量的话，那么东部的主导产业是具有创新特征的先进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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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实行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已经显得
非常突出，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国家
连续启动了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计划，来大力促进区域间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因此，《民族地区产业经济学》从区域发展入手，来对促进区域发展的产业政策进行研究，力图使产
业政策与区域发展形成良性整合，共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并使我国形成可持续的、
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格局。
　　在政府校正市场失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产业政策的大力运用，也就在了一种必然的选
择。
《民族地区产业经济学》正是准备从区域发展入手，从而对促进区域发展的产业政策进行研究，力图
使产业政策与区域发展形成良性整合，共同促进视察地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并使我国形成可持
续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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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民族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　　第一节　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自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与我们奉行的经济体
制改革政策分不开的。
我国民族地区也与全国一道，积极参与改革，在改革中发展，在改革中受益。
然而，摆在民族地区面前的任务还很艰巨，只有大张旗鼓地深化改革，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才能
跟上时代的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已证明，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改革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没有改革开放，
就没有现代化的中国。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其他地区，要想缩小并消除这种差距
，民族地区除走改革的道路外别无选择。
　　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机制密切相关，那么，经济体制改革自
然也就是资源配置机制的选择问题。
　　（一）资源配置与经济体制　　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历来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不少人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有效配置的科学，其原因在于，正确地配置资源
，乃是社会生产能否搞好的决定性因素。
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
①“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②问题在于，自然资源是有稀缺性的。
这样，在各种可能的用途之间最有效地配置人类掌握的有限的稀缺资源，就成为在可用资源的约束条
件下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以便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的关键。
为了达到有效配置资源的目的，社会有必要做出一定的制度安排和竞技规则设定，即建立一定的经济
体制。
所以说到底，经济体制就是由处理生产问题的需要产生的，其首要功能，便是有效地配置资源。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衡量各种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长短优劣的最终标准，乃是它们能否保证资源的有
效配置，提高经济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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