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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期以来，在政府投资占主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型城市的诞生只是随着矿业（或林业）开
发自然形成的结果，城市的建设仅仅从工业布局出发，缺乏系统规划；实行以资源开采为主的经济发
展模式，追求资源产量与产值的最大化，而产业升级目标、结构调整目标等则根本无暇顾及。
上述地区随着可采储量的递减，受到资源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影响，在沦为资源枯竭地区的同时，
也成为“问题区域”和“边缘地区”。
从长远发展的观点来看，城市经济必然受到资源自然递减的不可逆转性影响，它可能制约着整个城市
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而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国民生产总值等总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与之相伴的产业结构、就业结
构的不断演进，总量和结构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紧密联系的两个变量。
对绝大多数资源枯竭地区而言，随着资源开采期逐步终结，单一资源型经济的不可持续性不仅将引发
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同时也必然激发诸多历史矛盾。
因此资源枯竭地区迫切需要进行经济转型，以实现经济结构上的和谐与发展上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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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广泛借鉴多学科领域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复杂性科学理论这一新的视角出发，对资源枯
竭地区经济转型机理与扶持政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有重点的研究。
主要解决三个方面问题：一是从交叉科学视角研究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的理论基础；二是对资源枯
竭地区经济转型的政策扶持体系进行了总体设计；三是分别对资源枯竭地区经济转型的资源开发补偿
政策、衰退产业援助政策、配套扶持政策，以及区域政策的政策内容进行了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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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第2章分析可知，我国资源枯竭地区大多正处于热力学平衡态或近平衡态，经济转型的动力不
足。
在当前情况下，要使产业结构跃迁至远离平衡态，仅依靠资源枯竭地区内部缓慢的诱至性变迁，可能
永远无法克服系统内部的阻尼影响，资源枯竭地区迟早会走向熵值最大的无序状态。
因此，迫切需要一种强制性变迁手段，将众多资源型城市及早推向非平衡态，以利于经济转型的顺利
进行。
这一强大的推动力量，最重要的就是政府主导下转型资金的投入。
　　在日本九州地区的经济转型中，针对海外廉价石油大量输入造成的煤矿关闭问题，日本政府和区
内企业都将发展接续产业纳入重要的议事日程。
日本经济产业省于1961～1991年期间先后9次制定了煤炭产业政策，不但包括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选
择与扶持政策，还包括经济转型援助政策，每年补贴资金额度在240亿日元左右；在转型资金使用上，
九州地区政府和区内企业成立了九州煤管区开发协会，作为九州区最高规划机构，编制了全区第一个
具有法律效力的总体发展规划。
在政府和区内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借助国家和各级政府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的大力支持，逐渐打破了
单一、平衡的产业结构和就业格局，按照中心区、功能区、工业区的递推式布局，兴建了一批现代工
业开发区，发展化工、新材料、机电产品制造等非煤产业，顺利地完成了经济转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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