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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从纵横两个角度展现新疆区域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艰巨性。
全书以分工一聚集理论为指导，着眼于新疆区域经济格局从分散布局到到现代分工的转变，分析新疆
传统绿洲经济的主要特点和实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战略意义，阐述新疆产业集群和现代城镇发展的历
程和问题，揭示新疆经济聚集发展道路的形成机理，以此推动新疆区域经济统筹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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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鹏，汉族，山东省德州市人，1974年10月出生，200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获政治经
济学博士学位。
现任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产业经济学。
在《求是》、《人民日报》、《企业管理》、《中国经济问题》和《经济学家》等报刊发表40余篇论
文，出版专著2部，主编教材1部，参编著作5部。
　　近几年多次赴宁夏、西藏、内蒙古、新疆和广西等民族地区考察和调研；2008-2009年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挂职锻炼。
主持马克思主义基金项目《我国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和中央党校课题《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
参与中央党校重大课题《新形势下的民族、宗教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和《新疆、西藏经济社会发展
与稳定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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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果把这些生产环节集中在一个地区生产就可以产生相当大的经济效益，这是独立、分散在不同
地区生产所难以具有的优势。
一般典型的产业是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如钢铁、石油化工、各种金属的冶炼加工等等，因而，人
们往往把这些产业所在地区冠之以某某城的称号，如“钢铁城”、“石化城”“铜城”等等。
　　以钢材生产为例。
炼钢的前项生产环节依次为：采矿、选矿、烧结、炼焦、炼铁；钢炼制出来以后，还要经过轧钢，才
能生产出各种需要的钢材品种。
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其中炼焦、炼铁、炼钢、轧钢四个环节特别要求集中配置在一起，这样可以把高
温铁水直接灌入炼钢炉，省去了铸铁锭、冷却、转运、卸料、把生铁装入炼钢炉、加热熔化等一系列
过程，直接利用焦炉煤气供炼钢、轧钢之用，节省了大量劳动力、设备、运费和能源的消耗。
因此，把上述生产环节集中在一起，进行连铸、连轧成为现代钢铁生产的主要方式，这样可以大大降
低物耗，提高劳动生产率。
如果把这些生产环节分布于不同的地区生产，将是极为不经济的一种作法。
　　纵向关联的产业比较适合企业在某个地区进行一体化的经营，因而，在这种产业集聚的地区一般
会存在一个或者几个主要的核心大型联合企业。
一体化的企业是把市场组织的生产活动实行内部化，纵向一体化的程度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随着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内部的组织成本也在不断上升，当一体化带来的成本超过了可能实现的收益
时，企业就不应该再扩大一体化的规模了。
因此，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在某一产业中实现100%的一体化经营，囊括所有的产业环节。
所以，通过围绕核心企业的纵向关联，核心企业所在地区就会出现通过产业的前向关联（Forward
Linkage）和后向关联（Backward Linkage）的产业聚集。
　　这种纵向关联的产业聚集其实是企业在分享各个产业链的内部规模经济给整个产业带来的外部经
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企业外部经济被内部化了。
而企业的分化，则表示专业化分工程度的加强，单个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就可能提高，从而使关联企
业之间可以享有的外部经济增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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