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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县域经济问题，在中国区域经济理论与现实中都非常重要。
这不仅是因为这一领域的理论体系还处于最初的探索、形成的阶段，而且还由于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一种广泛而令人瞩目的存在。
一些县域经济的成功发展，为新时期中国区域经济中的边缘区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崛起提供了
有效的范例。
 　　正因如此，关于县域经济研究的成果在近年来层出不穷。
大量论文、专著把目光投向县域经济问题，介绍成功的案例以及由此可以得到的经验。
以地方命名的各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如雨后春笋般诞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济源模式
、晋城模式、义乌模式、荣城模式、兖州模式、邹平模式及寿光蓬莱模式等，林林总总；因局部经验
总结出来的成功案例，也被模式化为节庆营销模式、股份合作模式、民营企业模式、自主创新模式、
复合产业模式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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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县域经济“亚核心”发展规律研究：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县域经济问题，在中国区域
经济理论与现实中都非常重要。
这不仅是因为这一领域的理论体系还处于最初的探索、形成的阶段，而且还由于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一种广泛而令人瞩目的存在。
一些县域经济的成功发展，为新时期中国区域经济中的边缘区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经济崛起提供了
有效的范例。
 　　正因如此，关于县域经济研究的成果在近年来层出不穷。
大量论文、专著把目光投向县域经济问题，介绍成功的案例以及由此可以得到的经验。
以地方命名的各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如雨后春笋般诞生，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济源模式
、晋城模式、义乌模式、荣城模式、兖州模式、邹平模式及寿光蓬莱模式等，林林总总；因局部经验
总结出来的成功案例，也被模式化为节庆营销模式、股份合作模式、民营企业模式、自主创新模式、
复合产业模式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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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研究的背景二、研究的目的及意义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四、研究的方法五、研究的内容与结
构六、可能的创新和有待研究的问题第一章 县域经济概述第一节 县域经济的概念第二节 县域经济的
特征及其本质第三节 县域经济的地位及作用一、县域经济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二、县域经
济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三、县域经济发展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选择第四节 我国
县域经济已有发展模式的归纳第二章 县域经济有关理论第一节 二元经济理论第二节 改造传统农业理
论第三节 增长极理论第四节 循环累积因果理论第五节 核心－边缘理论第六节 区域竞争力理论第三章 
县域经济的“亚核心"发展规律第一节 相关概念一、核心区与边缘区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二、“亚核心
”及其与核心、边缘的关系第二节 县域经济“亚核心”发展的前提第三节 县域经济“亚核心”发展
的规律一、资源优势培育二、资源优势向区位优势转化三、区位优势向极化优势转化第四节 县域经济
“亚核心”发展的实现途径一、特定农产品产业化二、特定工业品生产体系的构建三、特定服务产品
供给体系的构建第五节 县域经济“亚核心”发展规律的作用一、形成局域极化，抑制农村资源流失二
、缩小城乡差距，协调城乡发展”三、支持城市经济发展，增强区域经济实力第四章 县域经济“亚核
心"发展的实证分析第一节 县域经济“亚核心”发展的农业产业化道路一、山东寿光的“蔬菜产业化
”模式二、日本的“一村一品”发展模式第二节 县域经济“亚核心”发展的工业化道路一、江苏昆山
的IT工业经济二、辽宁瓦房店的轴承工业经济第三节 县域经济“亚核心”发展的服务产业化道路一、
浙江义乌的小商品流通服务经济第五章 东北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结论参考文献攻读博
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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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县域经济概述　　20世纪80年代，“县域经济”的概念在学术理论界探讨乡镇企业、农村
经济以及财税体制改革等问题时就已经开始使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由于农村返贫问题严重、国内市场需求不足，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逐渐
显现，县域经济的研究掀起热潮，研究县域经济的专著相继出版。
1998年12月，专门从事县域经济的研究和服务工作的中郡县域经济研究所成立。
1999年《经济日报》专门开设了“县域经济”专版，并成立了中国县域经济研究中心。
2002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经济日报》创办《中国县域经济报》。
各地政府和高校也开始成立区域性县域经济研究机构，县域经济的研究由此进入繁荣期。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首次在党政文件中使用“
县域经济”这一概念。
“县域经济”问题已从学术探讨的范围正式走入党和国家的政策视野，而且在党政报告、社会领域都
成为一个重要的概念。
　　第一节 县域经济的概念　　对于县域经济的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
在此，我们首先对其进行重新梳理和提炼。
　　关于县域经济的概念，国内不少学者都对之有相当的研究，纵观他们对这一概念的概括，主要观
点集中于三个方面：其一，关于县域经济的地理范围，在这方面总体上还比较统一，基本上认为县域
经济的地理范畴是包含县、乡、村在内的行政区划范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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