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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协调区域发展：30年区域政策与发展回顾》是集体研究的成果。
报告的总体框架、基本思路、各章节的结构，是在项目组成员多次讨论的基础上确定的。
张军扩、侯永志、高世楫负责设计项目总体框架，确立研究的总体思路。
各章作者按照项目研究的总体要求，在项目负责人的指导下，撰写课题报告，并对相关章节的质量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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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总框架一、现行区域战略和政策的基本架构1.四大板块的区域政
策2.扶贫政策3.少数民族地区政策4.资源型城市转型政策5.各类保护区6.正在构建中的四类主体功能区
二、形成的过程1.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调整相适应2.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相协调3.区域生产力布局
三、改革开放后的主要区域政策效果评估1.促进了整体经济增长2.分工格局趋于合理化3.形成若干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增长极4.扶贫效果良好5.区域发展不平衡未能改变6.资源与生态环境压力日趋加大7.在某
些领域还存在重复建设8.地方过度竞争的问题四、区域战略和政策的未来1.树立科学发展观，制定新时
期的区域政策目标2.科学把握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框架结构3.积极推进区域政策公平4.探讨标准经济区
划分的可能性第二章 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的战略和政策一、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的背景和意义1.
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新挑战，迫切要求转变国土空间开发管理思路2.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对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的丰富和完善二、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发展要求1.主体功能区的内涵和特性2.主体功能
区的初始划分及其与未来发展的关系3.各类主体功能区的发展要求三、落实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战略
的体制和政策保障1.理想的国土空间功能分工格局形成中的政府和市场2.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演变与政策
激励和约束结构3.体制保障和政策保障第三章 针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专项扶贫政策一、1978
～1985年的中国贫困区域发展政策1.以工代赈2.“三西”农业建设3.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确定4.初
步确定扶贫方针二、1986～2000年的中国贫困区域发展政策1.建立了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为主要
机构的农村反贫困组织2.以县级行政单元为地域单元，确定扶贫标准和贫困县3.完善扶贫资金筹集和使
用的办法和政策4.东西协作扶贫5.建立对扶贫状况的动态监测6.制定了反贫困行动的纲领性文件三
、2001～2007年的中国贫困区域发展政策1.扶贫资金使用和管理政策2.以村确定扶贫区域3.扶贫途径四
、中国贫困区域发展政策的主要成就和问题1.创造了贫困人口由2.5亿下降到2148万的历史壮举2.开创
了以经济高增长、城市化为依托的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方式3.转变贫困区域发展思路，实现从“救济”
扶贫到“开发”扶贫五、中国未来扶贫政策和工作的展望第四章 资源枯竭型地区政策第五章 生态功
能区政策第六章 增长格局和经济重心的演变第七章 区域分工与合作第八章 地区发展不平衡第九章 珠
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第十章 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第十一章 京津翼区域经济发展第十二章 中国区域经济
未来发展的趋势与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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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总框架　　一、现行区域战略和政策的基本架构　　6.正在构建中
的四类主体功能区　　“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将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
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这四类主体　　功能区。
这是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
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而做出的决定。
　　其中，优化开发区域是指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这类区域
的首要责任是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继续成为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
体区域；重点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较好的区域，对这类区域应
通过统筹规划，充实基础社会设施，形成若干新城市群，尤其是要在中西部条件好的地区加强重点建
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限制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
好并关系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对这些区域，应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因地制宜
发展资源环境可承受的特色产业；禁止开发区域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世界遗产、国家风
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
　　二、形成的过程　　1.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调整相适应　　（1）国家战略的调整　　任何一项
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出台，都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区域发展战略方针的确定和实施要服从于国家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背景和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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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协调区域发展：30年区域政策与发展回顾》对改革开放30周年区域政策与发展进行了一次回顾
与展望。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从总体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显著提高
。
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区域之间发展和福利水平的不平衡。
这不仅影响了发展的质量，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
那么应当如何认识和评价改革以来中国的区域政策及其效果呢？
区域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今后完善的方向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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