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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如果说平衡发展到不平衡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思想史上一次理论突破，那么，从不平衡发展到非均衡
协调发展，则是区域经济发展思想史上又一次理论认识上的飞跃，它标志着区域理论研究已经进入到
理性化、科学化的层次；区域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范围已经超越了自身所处地位的局限，站在宏观高度
和理论高度分析、考察区域经济的全局可持续发展问题。
可以预料，它将在实践中开创区域经济发展的崭新格局。
    本书是一部内容比较丰富、有创新观点和开拓性的学术著作。
作者运用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从分析均衡发展理论入手，认真梳理了均衡发展理论与非均衡发
展理论几种主要观点及其发展演进的过程，进而对这两种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中产生的影响做出了
客观评述。
本书的出版对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学这门年轻学科做出了具有相当分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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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引论　　1.2　内容结构及研究方法　　1.2.1　内容结构　　根据“区域经济理论新探与中
国西部大开发”的主题，本书的内容结构主要集中在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两个方面。
所设计的7个篇章都是沿着从理论上探讨分析到实践中探索发展思路进行论述的。
下面将本书的内容结构概述如下：　　第1章：引论。
引论包括选题的背景、意义、内容结构和研究方法。
通过引论部分，给读者提供一条把握本选题的研究目的、主要观点、研究思路及方法的“导游”主线
。
　　第2章：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理论。
本章运用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从分析均衡发展理论人手，认真梳理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形成及演
化的思想脉络。
首先，对均衡发展理论最主要代表人物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P.N.）的“大推进”理论和
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斯特里顿（P.Streeten）的“动态的平衡增长”理论进行归纳分析。
进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间里，曾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均衡发
展理论，予以客观的简要评价。
最后采用大量的历史统计资料和文献资料，对我国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长达近30年期间，区
域经济发展选择和实施均衡发展战略的实践，进行历史的和辩证的评述。
无论用国外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还是以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均衡发展战略实践
，都无一例外地说明均衡发展战略在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结果，确实不尽如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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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是被人思考过的；我们所必须做的只是试图重新加以思考而已。
　　——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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