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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鹏，副研究员供职于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北部湾发展研究院，同济大学城市发展与管理专业博士
研究生，广西产业与技术经济研究会会长，曾任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执行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
经济、城市经济、生态经济和战略规划，独著及合著出版著作6本，先后主持和承担“泛北部湾发展
战略问题研究”、“‘两化’视角下西南民族地区经验学习及其机制研究”、“国家战略视角下广西
经济跨越式发展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赠款项目“广西应对气候变化规
划思路研究”、国家工信部部省合作课题“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等专项研究。曾获省部级
社科优秀成果、政府决策成果二等奖两项、三等奖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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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打造城市走廊
 四、建设生态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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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通道枢纽城市的要素传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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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通道经济的内涵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通道沿线地区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实行
互相开放的合作经济体系。通道中资源优化配置，技术广泛交流，信息互相流动，在工业、农业、能
源、交通、生态以及信息服务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 第二，通道沿线地区要进行职能分工，形成不同
类型、不同特色的区域经济体系。要发挥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发展特优产业，并建立起通道的产业
链。通过区域间产业的分工与合作，培育和壮大龙头企业，不断提高通道内各个行业在开放条件下自
主发展的能力和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第三，通道沿线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要实行城乡分工，建立起
密切联系的经济体系。城市应当成为通道经济的经济中心、信息中心和交通运输枢纽等，乡村则应当
成为城市的外围区域。农村负责农产品的原材料种植，城市则发挥优势加工转化升值，然后再进行流
通。通过城乡分工形成城乡结合、工农结合、产销结合的经济网络。城市之间应该自由开放，通过交
通沿线的城市经济发展，由原来的地区割据、行业封锁的封闭式系统，向社会化的、区域一体化的经
济体系转变。 第四，通道沿线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要建立起联合行动，连片开发，整体推进的经济体
系。在发展经济的情况下，建立连片发展的产业体系，整体推进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广泛进行人才、
技术、教育、文化的交流合作，推动通道经济的快速健康、可持续性发展。 二、通道经济的基本定义
通道经济是指建立在交通通道、产业链纽带基础之上的，立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选择，以经济
扩散、互补发展的完全市场化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谓通道经济，就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
一体化背景下，依托良好的（或潜在的）区位条件、自然资源和人文条件，以交通通道、产业链纽带
为基础，以接受区域核心经济区经济辐射和产业转移为途径，以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分工为手段，依
托通道的优势，并通过市场手段，构建城市走廊、产业走廊，实现产业向通道的集聚和扩散，从而实
现通道区域的跨越式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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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错的一本书，内容很充实，能学到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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