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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已驶入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地区专业化是区域经济结
构调整的重要方面，既关系到本地优势的发挥和经济增长的质量，又决定着国内区域分工格局的科学
性和合理性。
但在理论界，对地区专业化形成机理以及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缺乏统一的观点，尚来形成
完整的理论体系。
《当代中国区域发展丛书：中国地区专业化与经济增长研究》在一个综合视角下，探讨了地区专业化
形成的一般机理，进而分析了地区专业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实现机制，归纳分析了地区专业化的经济增
长效应，探究不同区域在分工模式下地区专业化与地区差异之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地区专业化进行实证研究，讨论中国地区专业化的特征和决定因素、地区专业化
对中国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对地区收入差异的影响，为优化中国地区专业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提供了政策和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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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国家级开发区享有较为优惠的投资和产业政策，拥有较为优越的软硬件条件，投资环境十分
优越，吸引了外资大量涌入。
在外资各种溢出效应的综合影响下，各类国家级开发区逐渐成为各地区专业化部门发展的重要载体。
以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2007年，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5.5亿元，较2006年增
长30%；产业结构比重为3.1：57：39.9；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200亿元，较2006年增长35%。
目前，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初步形成7个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的雏形，它们分别是精品钢材产业、
矿产加工业、皮革加工业、轻纺服装产业、新能源产业、塑料产业以及粮食加工业。
　　与此同时，专业镇的发展也十分迅速。
20世纪90年代末，在我国东部沿海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浙江温台地区、江苏苏锡常地区和山东半岛地
区，陆续涌现出一大批市场占有率较高、主导产业突出、民营经济活跃、专业市场发达的专业镇。
广东的“簇群经济”、浙江的“块状经济”、江苏的“小狗经济”以及山东的“特色城镇经济”都是
其在当时炙手可热的代名词。
1998年，珠三角腹地有132个专业镇的生产总值规模达到10亿元以上，有的甚至达到百亿元，如大沥铝
材、南庄陶瓷、西樵轻纺、盐步内衣、古镇灯饰、虎门服装、大朗毛织、厚街家具、石湾陶瓷等。
　　按照产业类型，专业镇可划分为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型、工业品加工制造型、商贸流通型等。
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型专业镇主要从事优质果蔬畜禽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如珠三
角地区的优质水产、茂名高州镇的优质果品、江苏邳州港上镇和铁富镇的银杏、山东寿光的设施蔬菜
以及分布在烟台、莱阳等地的苹果、茨梨、蜜桃、小枣、冬枣专业镇等。
工业品加工制造型专业镇主要从事服装、鞋业、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生产，如广东东莞市
虎门镇的服装，南海市金沙镇的小五金业、平洲镇的制鞋业、官窑镇的玩具业、罗村镇的皮革业等；
顺德市容桂镇还集聚了科龙、华宝、格兰仕、美的等大型家电企业，并发展成为广东最大的电器机械
制造业基地；中山市古镇镇是目前亚洲最大的灯饰生产基地、世界四大灯饰专业生产基地和销售市场
之一。
商贸流通型专业镇主要依托镇主导产业，从事专业市场的经营，发展“产－供－销”一条龙模式，如
广东东莞市虎门镇的大型服装批发市场和服装交易会、顺德市乐从镇的国际家具博览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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