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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世庆、许英明、林彬等编写的《高原牧区发展研究——长江上游川西北例证》以总分论的形式展开
论述，不仅对畜牧业、旅游业、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等几方面协调发展进行深入分析外，还用调研和
案例方式进行说明，旨在实现长江上游川西北地区人民的全面发展和区域的现代化。

《高原牧区发展研究——长江上游川西北例证》的核心是提出运用“四个跨越、五个交换、六个化”
的发展思路及“特色一、二、三产业打通+引领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城镇和村庄建构”的新模式，使川
西北地区摘掉“贫困
”的帽子，实现真正的“富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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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原牧区发展研究：长江上游川西北例证》对长江上游川西北高原牧区进行了深入的调研，灵
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区域发展理论”与高原牧区发展实践
相结合，重点探讨了长江上游川西北高原牧区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对策。
本书的撰写，对这一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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