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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从区域优势理论与区域产业理论的双重视角出发，尝试构建了“以产业与市场成长
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分析框架。针对资源丰富的内陆地区包括西北民族地区为
什么会出现所谓的“富饶的贫困”，为什么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政策倾斜逐渐弱化的
背景下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仍然持续扩大，资源优势不能有效转化为经济优势等
问题，提出了市场利用能力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的假说，揭示了西北民
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众多特殊性。在对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
所提出的新型工业化路径、模式以及产业政策体系设计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结合本书的研究框架，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包括：进一步提炼、升华区域优势理
论；遵循从一般到特殊的分析路径，根据产业发展的一般理论对区域产业理论进行创新
；对书中所提出的假说进一步完善，并通过计量研究对中国区域差距进行实证检验；进
一步细化加快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政策体系；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
学、发展经济学、民族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从区域视角、产业视角、发展视角、民族
视角对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进行有机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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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区域优势理论综述
  优势理论是经济增长理论（贸易理论）的基础，在经济学说的演化过程中，先后形成
了区域比较优势理论、后发优势理论以及竞争优势理论，由此形成了经济学说中的区域
优势理论体系。其中，前者又具体包括绝对比较优势理论、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
赋学说、国际贸易新理论等。区域优势理论对分工、贸易以及经济增长战略等经济增长
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规范阐述和实证探究，对经济学的发展演化产生了基础
性推动作用。区域优势理论是本书研究西北民族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之一。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区域产业分工
  从经济学说演化的历程可以看出，经济学从萌芽到现代经济学的正式形成，学者们对
经济增长、国民财富增加原因的探究，基本上是从产业的角度出发的。如重商主义对对
外贸易以及顺差的唯一肯定，重农主义把农业一土地生产物视为各国收人及财富的唯一
来源或主要来源等。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这些学说为西欧相应国家在一定时期内
的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为经济学的正式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但由于这些理论身的局限性与时代的变迁，其消极影响也越来越突出。现代经济学
的诞生，对经济增长、国家财富增加的研究开始趋于科学与理性，视野更加开阔。但对
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研究，在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始终占有非常基础而重要的



地位。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提出的“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命题，开创了经济学界对分
工问题研究的先河。分工是产业形成的基础，分工的不断深化与发展成为产业发展、产
业分化的本原性力量。在斯密看来，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所产生的不断深化的分工，带来
了效率的提高，促进了原有产业的发展与新型产业的兴起，共同推动着经济的不断增长
。那么，区域（国家）之间，按照什么样的原则进行合理分工，进而形成双赢的区域（
国家）产业结构，实现共同经济增长呢？对于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不同的经济学家作出
了不同的但又一脉相承的理论解说，形成了丰富的优势理论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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