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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报告(2012)》以海峡西岸经济区为例，基于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利用各种定性
与定量的分析方法，剖析了在全球及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区域发展的总
体趋势及各种影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从综合性的视角出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发
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引入跨境贸易理论和要素分工理论，分析了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
发展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同时，研究着眼于为两岸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及两岸
关系的战略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推动“海峡西岸经济区”向“海峡经济区”的跨越，使之成
为与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媲美的重要经济区，从而实现两岸经济的一体化。《海峡西岸经济
区发展报告(2012)》由洪永森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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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海西区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一、综合运输体系发展现状　　综合运输体系是指铁路、公
路、水路、航空和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相互配套、紧密衔接形成的一体化系统
。综合运输体系是海西区发展的战略性前期工作，在国务院正式批文支持海西区发展以后，海西区以
铁路、高速公路、大型深水泊位、省际公路通道建设为重点，以加快构建“畅通、安全、高效、舒适
”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目标进行了不懈努力（伍长南，2005）。目前海西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铁路网络不断完善，内外沟通日益畅通　　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建成
并开通了温福、福厦铁路，这两条铁路在技术等级上按照I级双线电气化要求施工并通过验收，属于快
速铁路。肖厝通港铁路支线修建和峰福铁路峰南段电气化改造也在这一时期完成。以上线路的开通，
使海西区对外沟通的铁路线数目在原来3条的基础上增加到4条。温福、福厦2条高速铁路的开通，结束
了海西区只有单线、低速铁路的历史，进入双线快速运输动车时代。除了已经完工的建设项目，尚有
诸多项目正在施工。龙厦、厦深、向莆、合福高铁等4条干线铁路开工建设，南平至龙岩、福州至平
潭铁路已经部省联合批复可研，并开工建设6条港口铁路支线项目，区内在建铁路约1615公里。随着铁
路线路的完善和主要干线的优化升级，铁路运输量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2010年海西区交通运输系统
共完成客运总量17.3 9亿人次，其中选择铁路出行的人数为6178.7 2万人，占比4.3 %，相比2007年的3.1
%增长了1.2 个百分点；铁路系统货运量也从2007年的6019.5 7万吨提高到2010年的7936.04万吨，占到总
货运量的6%，所占比例逐年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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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洪永森主编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报告(2012)》是发展报告题材，由诸多课题组合成书，对海峡西
岸经济区的多个行业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在新形势下该区域的发展方向与发展策略。本书基
于事实进行论证，内容丰富，数据详实，不仅能够让读者对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发展现状有深入的了解
，而且对于推动两岸交流与合作、促进两岸关系和谐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Page 7



《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报告》

精彩短评

1、书名是发展报告2012，里面的数据却是到2010年，这个有待完善，本来就冲着2012的数据来的，失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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