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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可持续发展问题为核心，以北京的典型实践模式为载体，从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出发，探讨
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经验与北京模式。
认为，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经验是&ldquo;实践先行、行政主导、科技促进、以点带面&rdquo;；北京市
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模式包括&ldquo;完全城区型、近郊新城型和远郊生态型&rdquo;三大类型。
书中列举了许多实践模式生动形象的案例，将模式提炼与经验总结相结合，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典
型案例的实证分析。
对深化可持续发展内涵的探讨、宣传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经验、推广可持续发展的北京模式等，具有一
定的研究价值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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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魏伟，江苏扬州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科技促进中心副主任，长期从事
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的领导管理工作，总结提出了北京市可持续发展“两个结合，多种模式”的工作思
路和“重心下移、由点到面”推进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的实验战略。
最近的研究重点是科技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模式。
　　郭兴华，山东新泰人，中国农业大学硕士，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科技促进中心主任助理，发表论
文4篇。
在新时期北京市可持续发展工作方面具有独到的见解，最近的研究重点是“北京市可持续发展实验区
的实践与创新”与“科技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王玉海，甘肃武山人，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教授，博±研究生导师，现为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经
济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专家委员。
研究方向为资源高效利用与区域可持续发展。
承担国家及省部级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课题10多项，出版著作4部，发表相关论文40多篇，最近的工作重
点是系统总结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经验，同时以实验区为平台进行低碳经济的实践探索。
　　程连升，甘肃甘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教师，研究方向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中国可持续发展史，对中国反失业政策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出版著作4部，发
表论文40余篇。
最近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历史进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验与北京模式>>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和探索历程　第一节 中国发展观的历史演变　第二节 中国可
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和意义　第三节 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机制和主要成效第二章 中国支持可
持续发展的科技行动计划　第一节 &ldquo;863计划&rdquo;：高技术引领活动　第二节　国家星火计划
　第三节　国家火炬计划第三章 中国区域科技进步中的制度创新　第一节　区域科技进步中的创新实
践　第二节 区域科技制度创新的特点与经验　第三节　科技制度创新存在的问题和进一步思考第四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的发展模式　第一节 国家可持续发展探索下的地方发展新模式　第二节 政府
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模式　第三节 各地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的方法创新中国经验与北京模式
第五章 北京市可持续发展实验模式与工作机制　第一节　北京市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历程　第二节
　北京市可持续发展实验新探索的模式分类　第三节　北京市可持续发展实践的典型模式分析　第四
节　北京市实验区建设管理的体制与机制第六章　北京市乡镇街道可持续发展的做法与经验　第一节 
中心城区街道可持续发展的做法和经验　第二节　城乡结合部乡镇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与经验　第三节
　远郊区乡镇可持续发展的探索与经验第七章　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与举措　第一节　北京市可
持续发展的现状　第二节　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的趋势　第三节　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的工作模式　第四
节　突破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瓶颈的举措第八章 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难点与出路　第一节　我国可持
续发展面临的难点　第二节　我国区域可持续发展实践的新要求　第三节 生态工业园建设亟待加强　
第四节　农业可持续发展模式的选择　第五节　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政策选择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验与北京模式>>

章节摘录

　　从1956到1957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重要讲话中，阐
述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明确把统筹兼顾作为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法提
了出来。
第三个目标是保证均衡地分配政府所提供的各项服务。
1949年，中国的广大地区几乎没有什么保健设施、教育机构和其他重要的社会服务事业。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花钱很少，人人读得起书，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
医疗制度在60年代实行合作医疗也很成功。
这两个方面起到了社会保障的作用。
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进行，也提倡节约资源，这是毛泽东发展观的特点。
四是毛泽东强调社会公平、正义，反对腐败，杜绝黄、赌、毒。
当时的社会风气、干部作风和民风都比较好，社会治安良好。
　　应该说，以追求工业化为基本导向的第一代发展观，顺应了新中国发展初期阶段通过工业化奠定
发展初步基础的要求，其中一些方面，例如加快工业化、强调重工业等理念在当时是科学的、合情合
理的。
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下，经过1949年后28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
政治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确立了大国地位；经济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教文卫事业也得到长足的进步，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
有了显著的提高。
　　但是，由于第一代发展观是在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形成的，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
义经济理论误解基础上的，是通过行政手段实施的，因此，在实践中导致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上的失
误。
具体表现在：一是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所有制结构上追求
纯而又纯，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加上受革命战争时期斗争方式和思维习惯的影响，在破除旧的生
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在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建设过程中，不少时候仍沿用革
命的手段和群众运动的方式，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相统一的原则，使中国的
发展出现了一些超越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失误。
二是经济质的发展与量的发展有所脱钩，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比较低下，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
延要素投入支撑的，经济结构长期难以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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