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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十二五”经济发展目标：经济保持又好又快发展。区域比较优势充分发挥，资
源有效利用，特色优势产业体系初步形成，自我发展能力显著提高，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十二五”政策支撑：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中央财政均衡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和中央财政性投
资向西部地区倾斜，提高中央专项建设资金投入西部地区的比重，充分体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
取向。进一步体现项目倾斜，实行差别化的产业政策，支持在西部地区优先布局建设能源资源加工转
化利用项目，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探索利用政策性金融手段支持西部地区发展。 
——摘自《“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和《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
的目标及政策支撑 总体战略目标：经过10到15年的努力，将东北地区建设成为体制机制较为完善，产
业结构比较合理，城乡、区域发展相对协调，资源型城市良性发展，社会和谐，综合经济发展水平较
高的重要经济增长区域；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和能源保障基地，
国家重要商品粮和农牧业生产基地，国家重要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基地，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区，
实现东北地区的全面振兴。 “十二五”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和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非公有制经济进一步壮大，城镇化率走在全国前列，三次产业协调发展，服
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0％，在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东北地区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
高。 “十二五”政策支撑：落实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加大对东北发展现代农业的支持力度。继续安排
中央预算内投资，重点支持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资源型城市和国有林区经济转型。国家有关战略性
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专项资金继续对东北地区予以倾斜，支持区域创新能力建设。调整财政支出结
构，加大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方面的投入。支持东北地区文化改革发展。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扩大对
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完善投融资体系建设，拓宽融资渠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研究
制定支持东北沿边开放政策，深化东北亚区域合作。在项目布局、审批、建设等方面加大对东北重点
开发区域和老少边穷地区的扶持力度。 ——摘自《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和《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
》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目标及政策支撑 近期（到2015年）发展目标：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重
点地区开发开放取得成效，“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地位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方式明显转变，质量
和效益有较大提高，整体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进一步提高，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力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率提高到48％。 主要政策支撑：进一步细化和全面落实《关于中部
地区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的实施意见》（国办函[2008]15号）
，加大对中部地区26个比照城市和243个比照县的支持力度。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不断充实和调整“
两个比照”政策，创新支持方式，拓展支持范围和领域，进一步完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体系。
完善财税支持政策，中央财政加大对中部六省转移支付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向有利于促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领域倾斜。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和支持各类金融机构按照政策规定到中部
地区设立机构，开办业务。制定投资促进政策，对中部地区能源原材料、汽车、石油化工、装备制造
、高技术等产业发展，以及重大水利、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建设在规划编制、重大项目布局、项目审批
或核准等方面继续给予支持。实施体现中部地区特点的土地利用政策，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逐步实现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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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区域经济数字地图:东部沿海地区(2012-2013)》适用于政府官员、金融机构和企业的经营管理人
员、经济研究机构研究人员、大专院校师生，以及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制度变革及政策走向感兴趣
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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