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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重庆，策划四川》

前言

　　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而又彼此互相联系的各经济区域之间，需要保持一
定的平衡或协调发展关系，整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才能正常健康地进行，社会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地增长
和发展。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或者说存在差别（差异），已是各国区域
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谋求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推进区域经济之间的动态平
衡，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采用的重要决策。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即东西部地区经
济发展差距，是一个历史的、长期的现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虽有好
转但仍继续存在着，尽管国家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一些不同的地区加快发展战略，但是，我国东西部地
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总体格局未能根本改变。我国西部地区约占全国人口的1／3，土地面积
的7l％。不仅人口众多，而且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大，战略位置重要。但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
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不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
的40％，迫切需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以切实有效的对策解决东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
不平衡问题。　　1999年6月，国家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2000年1月，中央下发文件明确了西部大
开发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我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正是根据我国区域
经济必须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和需要而作出的全局性、历史性的伟大战略部署。　　实施西部大开发
战略以来，西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奋发努力，国家在规划指导、政策扶持、资金投人、产业布局等方
面，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通过加大结构调整和对内对外开放力度，西部地区电力、煤炭、
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农作物、畜牧、旅游等特色优势产业，在全国市场上已占有重要位置，西部
地区经济发展加快了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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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策划重庆,策划四川:构筑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汲取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中的宏旨大纲，以中
国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新学说“江河海一新丝路体系”“经济发展反空间”“金三角”“辐射扇”和
“点切环”等系列理论为基础，以构建成渝城市群及成渝经济圈、构筑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推进大
四川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扩大西部对外开放为实例，对重庆、四川及其省会成都的资源条件、区位优
势、生态环境、经济基础、人文积淀、地缘经济与地缘人文地位等诸多发展要素予以深度解析，对重
庆、成都两大中心城市空间布局、功能分区、规模扩张、品牌铸造、文化建树、经济崛起、管理营运
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进行独特构思，对重庆市、新四川及大成都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和集聚
西部特色产业集群提出独到见解，谋划了复兴“南方丝绸之路”和“北方丝绸之路”，建设西部国际
综合交通枢纽，筑建“新天路”——“亚欧大陆桥”中欧国际高速铁路、国际高速公路，创立中西亚
自由贸易区，寻求西部开放国际新口岸新通道，力促新十年西部发展与沿海同步等，形成了一整套的
全新改革思路与一系列可操作的创新发展模式。
该书适合各级政府官员、有关领导及宏观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研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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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斌夫，中国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学者，规划、策划、咨询专家，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撰写
多篇关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专稿，著有《中国城市走向》等专著，担纲创意策划和规划、设计一系
列城市、景区、乡村开发与发展项目，提出了关于区域经济、城市营运、城乡统筹、西部开发、创意
产业等一系列命题，提出“江河海－新丝路中国经济发展新体系”、“经济发展反空间”、“金三角
－辐射扇－点切环”理论和“成渝椭圆城系”等学术观点，诠释中华文化史、巴蜀经济史，其关于中
国发展战略和中华文明源流等文章，引起海内外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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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以城市群为“增长极”①。城市群与以两三个或多个特大城市为核心和支撑点
的“省际（大城际）经济圈”和“大区域经济增长极”是孪生与对应的关系。　　城市群中，作为核
心层的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一般为首都、直辖市、省会市、国家计划单列市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
交通枢纽。城市群的城市二级体系，是分布在核心层周围，在各分支区域中具有中心地位的较大城市
，一般为地级市或直辖市的远郊城区。城市群的城市三级系统是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一般为县城、县
域重点城镇。　　城市群所关联的大区域是省域或省际区域，各区域中心城市又有大区域内各自的版
块分野，中小城市所在的更小区域版块则是县域。城市群的构成形式和本质特征，决定了城市群经济
，是以城市为主体，与区域相联结，城乡统筹发展的现代经济社会复合系统。　　欧美发达国家和日
本，经济总量的709／6主要集中于几大城市群。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渐已形成东部“京三角”（
环渤海）、“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即中国区域经济“三大增长极”。尽管以三大城市
群为骨干体系的东部，约占国土1／5面积，城市数量约占全国1／2。但东部三大城市群的经济，仅占
全国的30％左右，尚须大幅度提升城市化水平。就中国首屈一指的人口总量和大批农村人口走向城市
的大趋势，东部三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和骨干城市，仍需实现城市建成区的扩张、城市经济综合实力
的增强和城市人口的增容，继续壮大城市群规模。　　第2节城市对区域的主导功能：聚合与辐射。
　　城市对区域的主导功能是什么？聚合，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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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成渝城市群+两部国际交通枢纽——中国西部经济高地　　“江河海”+“新丝路”——中国区域
经济发展新体系　　“新天路”+亚欧大陆桥——中国西部对外开放新口岸　　大西部发展将与沿海
同步——从成都、重庆和南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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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还没有看过 只是随便翻了翻 感觉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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