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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河》

内容概要

《中国黄河:滨海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白皮书(2010)》的选题立意有高度。《中国黄河:滨海区域经济发展
合作白皮书(2010)》以天津与黄河区域九省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为研究对象，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区域
经济发展将由非均衡增长转型为均衡增长这一时代主题。这是对中央政府当前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积极响应，紧贴时代脉搏，体现了经济研究学以致用的特色。第二，《中国黄河:滨海区域经济发
展合作白皮书(2010)》的研究有新意。《中国黄河:滨海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白皮书(2010)》以天津与黄
河区域九省区的经济合作为研究对象，在国内外尚属首次。所谓的学术创新不外乎新问题、新观点、
新方法、新数据和新角度等，而《中国黄河:滨海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白皮书(2010)》研究的是新问题，
持有的是新观点，使用的是新方法，利用的是新数据，选择的是新角度，因此，《中国黄河:滨海区域
经济发展合作白皮书(2010)》的学术创新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中国黄河:滨海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白皮书(2010)》研究内容有深度。《中国黄河:滨海区域经济
发展合作白皮书(2010)》的研究内容较多，涉及天津等十个省市区，但是，《中国黄河:滨海区域经济
发展合作白皮书(2010)》采取了分省研究的体系框架，有条不紊地介绍各省与天津经济合作的现状和
问题，并据此提出了未来的合作构想。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中国黄河:滨海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白皮
书(2010)》还竭力追求学术研究的规范与深度，利用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每省的一个
典型经济合作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了颇具说服力的结论。《中国黄河:滨海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白皮
书(2010)》的研究由表及里，不断深入，由感性走向理性，在寻求通俗易懂的同时又不失深度。
总的说来，《中国黄河:滨海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白皮书(2010)》雅俗共赏，理论性与实用性并重，是一
场及时雨。但是，《中国黄河:滨海区域经济发展合作白皮书(2010)》也并非十全十美，它只是对天津
与黄河区域九省区的经济合作进行了研究，而没有涉及九省区之间的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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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天津黄河区域经济合作，大力发展节能减排空调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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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黄河—滨海区域经济合作涉及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天
津等省份。黄河—滨海区域经济合作是在我国区域经济战略发生重大转变的紧要关头提出来的，既是
深入贯彻党中央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统筹经济发展战略的生动体现，又适应了中国
黄河流域各省市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黄河—滨海区域经济合作的时代要求　　从黄河
—滨海区域在全国的地位来看，该区域是我国资源最富集和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十省市区的面积约
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人口约占三分之一，经济总量约占三分之一，煤炭产量占全国的51％，是我国重
要的能源、重化工工业基地；从地缘关系来看，黄河—滨海区域外傍渤海、内控黄河，与日本列屿和
朝鲜半岛隔海相望，北有京津唐经济发达区，南靠山东半岛沿海经济开放区，西拥广阔的内陆腹地做
支撑，具有发展跨区域经济合作的天然态势；从我国大的区域划分来看，黄河—滨海区域横穿中国的
东部、中部和西部，东部地区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较高，中部地区的能源储藏量较大，西
部地区的农林资源较为丰富；从内含的经济成长板块来看，涵盖了滨海新区、黄三角、关中—天水和
“一横两纵”（陇海线、京广线、京九线）的中部等四个国家级经济规划区，又沿环渤海辐射到了辽
宁沿海、图三角两个国家级经济规划区；从合作现状来看，滨海新区的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优化、技术
创新突飞猛进，天津市作为未来的北方经济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黄河一
滨海区域经济合作的意识不断增强、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展、合作的机制不断创新，滨海新区的引擎功
能和黄河流域的腹地支撑正在形成之中。　　以黄河—滨海广袤的区域、长阔深远的合作空间、巨大
的潜在优势，如果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势必将实质性地推动中国整个北方经济甚
至中国整体经济的快速成长。　　具体来说，黄河—滨海的区域经济合作体现了国家战略和区域内部
自身发展的要求。　　（一）黄河—滨海区域经济合作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战略
的要求　　从1949年到现在，我国在区域经济发展上曾先后选择实施了四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即1949至1978年实施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1979至1999年实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1999
至2003年实施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和2003年至今实施的区域经济统筹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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