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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布局与区域经济》

内容概要

《经济布局与区域经济》汇集了作者陈栋生研究区际分工理论与实践、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国大陆
区域经济演进、中国经济布局与经济发展、经济布局中的资源为你痛、区域经济布局与区域经济发展
、经济布局调整与资源利用等问题的专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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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布局与区域经济》

作者简介

陈栋生，1935年10月出生，湖北应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顾问，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部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并主持学会日常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布局与区域经济、
产业经济等。主持和参加过多项国家重点课题，出版了《陈栋生集》、《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
等多部专著，主编了《区域经济学》等十余部著作，曾获“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著作（1980
—1990）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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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编理论方法与历史演进 我的空间经济观 区际经济分工的理论与实践——扭转地区结构不合理
趋同的深层思考 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中国大陆区域经济的走势 中国区域经济——改革开放30
年回顾与前瞻 中国区域经济的演进与前瞻 第二编经济布局和区域经济战略与政策 “七五”和后十年
经济布局与区域经济 对“七五”经济布局的补充建议 对90年代经济布局与区域经济方针的建议 “十
一五”规划与区域经济的新格局 区域经济研究30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长江流域产业布局和长江
产业带的构建 老、少、边、穷地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 经济布局战略中的资源问题 推进区域合作是
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内容 东西互动、产业转移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深化区域合
作推进经济转型和协调发展 第三编西部地区经济 西部地区工业发展战略研究 长江上游经济带发展的
几个问题 大西南开发的回顾与前瞻 大西北开发的回顾与前瞻 西部地区经济现状与开发对策 论西部大
开发 西部经济崛起的重要支点：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城乡协调发展与西部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10年
回顾与前瞻 对新疆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的几点浅见 乌（鲁木齐）昌（吉）经济区的构建和新疆经济
的跨越发展 环北部湾区域合作与中国区域经济新格局 虎跃龙腾八桂兴——论建设西江亿吨“黄金水
道” 沿边战略和呼伦贝尔的崛起 第四编中部地区经济 从经济总体布局看中部地区经济发展 中部五省
跨世纪发展的定位与目标 调整经济结构，加速煤炭能源基地建设——山西省经济结构现状与远景的探
讨 制度创新是加快中西部发展的主动力 从中部崛起看新乡跨越式发展 第五编东部地区经济 海南生产
力布局战略研究 第六编城镇化、城市经济、县域经济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对
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几点思考 科学发展观与城市差别化战略 对城镇化的几点思考——
以河南等省为例 成都市的功能定位与发展对策 彩云之南新春城——建设现代新昆明的思考 论县域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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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对于三大经济地带的发展战略，我们的意见是： （一）改造、振兴老工业基地，加快东部
沿海地带的发展 东部沿海地带是我国工业基础最雄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水平较高，商品经济比较
发达，历史上就与国外有广泛联系的地区。30多年来经济有很大的发展，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总
的讲已经达到或接近“成熟型”经济。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建设中沿海与内地的关系
在过去较长期间里，都摆得不够合理，特别是忽视了运用新技术及时改造、提高老工业基地，以致在
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等多方面出现“老化”。创造条件，改造、振兴上海、辽宁等老工业
基地，使其在四化中发挥更大作用，已成为关系经济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 在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形
势下，不失时机地加强东部沿海地带的经济建设，从各方面促进其迅速发展，特别是加快4个经济特
区、14个进一步开放的港口城市和海南岛，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金三角”三个经济开放
区和辽东半岛、胶东半岛的发展，逐步形成北起大连港，南迄北海市的沿海产业带和对外开发的经济
地带，以充分发挥其经济技术和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优势，并以此为阵地，带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开
发，将对加速我国四化进程，加快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经济技术水平的差距发挥关键作用。 沿海经济
地带的发展，要按照“外引内联”的方针，走引进、改造、振兴的新路子。通过引进，采用先进技术
，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兴产业，使老工业基地重新焕发青春。 为了与封闭的内向型经济朝内向、外
向结合型经济转变相适应，沿海地带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原材料来源结构均需逐步进行调整，把
重点放在发展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上；围绕提高产品出口竞争能力，适应国际市场需要，大
力发展高、精、尖、新产品和信息，咨询等第三产业，逐步实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高度合理化。
为了克服或避开沿海地带能源和矿产资源紧缺等不利条件，今后除特有资源和利用国外资源外，不宜
再在那里摆耗能高、用料多、运量大的建设项目；对现有高耗能的企业和产品，有条件的要逐步向中
部、西部能源丰裕地区转移；在部分水源不足的老工业城市，要控制高耗水型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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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布局与区域经济》

编辑推荐

《经济布局与区域经济》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
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
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
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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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对经济学感兴趣是《罗辑思维》的引导，因此经济学方面的书籍，以前都看的是国外学者的著
作，比如罗伯特·弗兰克的《牛奶可乐经济学》，还有卡尼曼的行为经济学研究成果《思考，快与慢
》。转向国内，最近读的是薛兆丰的《经济学通识》。这些书籍读起来我会用三个字来形容，很有趣
。本书读来的感觉，则像是遇着一位老教授，他上课是一板一眼的，课堂气氛相当严肃。倒不是说这
本书不好，搞研究可不就需要认真的精神，能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呈现固然极好，不过对于科学研究我
们最看重的还是认真和严肃。如陈老在序中所言，书中『有19篇成文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距今已二
三十年』，要做学问研究，自然是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用来了解经济学知识，还真的很无趣。所以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选择读这本书，难不成我想要搞中国经济研究？别说，大概读完后，我还真觉得
自己成为了『砖家』，有了虚幻的自大感。回到书中的具体内容，体会还真不大。不过因为如今时间
来到了2015年，书中的文章就成了研究过去的内容，我可以对照中国近30多年的发展来验证，做个事
后诸葛亮。作为一个成都人，细细读了几遍陈老谈论成都的文章《成都市的功能定位与发展对策》。
如今来说，谁能否认成都是大西南地区的中心呢？重庆成为直辖市后，四川和重庆两地的川渝一体化
战略，更是让成都、重庆成为西南地区最为重要的结合体，昆明、贵阳也在发展，地位相比反而有所
下降。陈老在文中对成都的肯定几乎都实现了。说我体会不大，实际是不能理解。介绍经济学，谈经
济学思维，很感性，易于接受。但是一旦应用到具体研究中，涉及到实际问题，由于知识积累不够，
阅历不足，整个就抓瞎了。你要说无法理解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对于更宏大的《国富论》又会觉得有
几分意思。亚当·斯密并没有如霍金写《时间简史》那般力求让普通人都能理解，却达到了相同的效
果。毕竟是开创了现代经济学的人和著作，作为原子层面的知识，反而更容易理解。所以学知识要从
根源学起，好比盖世武功，一招一式不重要，打通了奇经八脉就成为了绝世高手了。最后我想说一点
我对区域经济的想法。改革开发取得如此大的成果，我们常常把全球化挂在嘴边，倒忽略了一个小区
域的经济。从国土面积来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分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沿海地区等，各个地
区发展明显是不平衡的，本就发达的上海，最初的特区深圳，作为首都的北京，这些地区经济情况很
好。上海作为经济中心，辐射开来带动了周围发展；北京作为首都，竟挤占周边城市资源，阻碍了它
们的发展。产生这样不同的结果，值得深思。偏远地区，即三四线城市，虽然随着城镇化开始迎来大
发展，却是各种问题频发。依靠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发展，不会长久令地方收益，要怎么办？城市化
我们是不是想错了？重点的确是解决农民和土地的问题，但方向是建设城市，还是建设农村呢？我国
地形多丘陵，不如美国那般便于发展农业，然而我想第一产业的转型大发展才是解决农民和土地问题
的途径，是城镇化的正确方式，不是扩大城区面积，是让土地里产出更高的产值。令人欣喜的是，如
今一些互联网公司和科技企业开始涉足农业，联想是其中的代表，正如市场经济让中国经济腾飞一般
，资本进入农业将为第一产业发展带来新气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必将继续良好增长，希
望和平稳定继续保持，祝愿到了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已经建成，农村出身的我能够成为其中的受益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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