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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一体化研究》(崔万田等著)主要分析：一是区域一体化的相关理论及国内外区
域一体化模式的比较与借鉴；二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一体化的目标及路径分析；三是东北老工业基
地的基础设施一体化、市场一体化、资源环境治理一体化、产业结构一体化、“东北大城市群”建设
和行政体制一体化。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北老工业基地区域一体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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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5月出生，辽宁海城人，汉族。
2002年获辽宁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2004年至今任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人民大学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讲区域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企业经济学、公司治理、企业并购等科目。
先后在《经济学动态》、《当代财经》、《经济学社会体制比较》、《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当
代经济研究》及《世界经济与政治理论》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出版专著3部，承担和参与教育
部、科技部的重大课题。
社会科学基金和辽宁大学“211工程”等国家、省、市课题多项。

作者先后被评为中国首届杰出管理研究者。
第十三届辽宁省十大杰出青年，沈阳市优秀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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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地方政府干预资本流向，以区域长远利益换取行政业绩。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资本来源的重要渠道，各个地方为了吸引外资从税收、土地
价格等多方面纷纷出台各种特殊优惠政策，扰乱了正常的土地价格市场、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导致了
在资本市场中的恶性竞争。
究其原因，是长期以来对于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是以GDP和财政收入增长为主要衡量指标，因此各地
方在外资引进中的“自我中心”行为，实际上是地方政府为了保障自身的行政业绩，而没有顾及区域
内外产业布局的和理性与产业结构互补性。
这种以区域整体的长远利益换取行政业绩的方式误导了“长三角”的发展，形成低层次无序混战的恶
性竞争格局。
　　（3）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统一规划、整体布局，资源浪费严重。
基础设施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系统性特征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要求其中各要素通过相互衔接与配合来
实现其功能。
但是，“长三角”中的一些地区缺乏整体观念和协作精神，没有能够充分认识到依托区域整体优势对
壮大自己的作用。
因此在港口、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地方化倾向，导致了“港口大战”、“
机场大战”，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导致了有限资源的浪费，从某个角度讲实际上是阻碍了该区域的经
济社会发展。
　　（4）区域内生态环境恶化。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长三角”地方政府对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关注不够，由此引发的许多矛
盾冲突，威胁到了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长三角”地区人口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速度快。
环境污染、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人为破坏等生态压力超出了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生态系统主要服务
功能严重退化或丧失，短期内无法恢复。
陆源排污、过度捕捞、滩涂围垦、河口航道整治等活动均使“长三角”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安全问题日
趋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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