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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三农”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的

核心是农民收入低下，解决 “三农”问题，关键是要增加农民收入。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长期以来，农民收入低下，严重制

约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与协调发展，扩大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落实

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从长期来看，农民收入水平如不能得到切实有

效提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落实，和谐有序、安定团结

的社会局面就不可能得到巩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全国５６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主要集中在
西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在西部民族省区中，云南有２５个世居少数民族，是
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面积占

三分之二。长期以来，受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西部边疆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农民收入水平较为低下，部分农村居民

至今仍没有摆脱贫困。尤其是云南，至今还有４１个国家级贫困县，３２个省级
贫困县，贫困人口７００多万人，其中绝对贫困人口还有２００多万人，全国十分
之一的贫困人口集中在云南。全省１２９个县市区中，有１１５个县需要财政补
贴。云南是一个集边疆、民族、山区为一体的欠发达省，经济社会发展不充

分、不平衡，发展的质量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层次低下。

改革开放以来所推行的以市场化为基本目标的各项改革措施，虽然在绝对

量上大幅度提高了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但在相对量

上，却进一步拉大了他们和区域内城市居民及东、中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差

距，使之跌入了一个 “越发展越落后”的尴尬陷阱，或者说有增长无发展的

境况。尤其是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这种差距进一步扩大，似乎陷入纳克斯

贫困恶性循环的怪圈。

显然，在此背景下，要有效提高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

平，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和其自身的努力是不现实的，各级政府部门必须在其

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理论上，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说明了这一点，

即市场力作用的固有趋势是产生区域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增长在地理空间上并

不是均匀扩散，而是趋向于强化地区间的不平衡性。某些区域由于初始的优势

而比别的地区领先发展，既得的优势还将使这些地区继续超前发展，发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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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则发展更慢。改革开放以来，云南与发达省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充分说

明了这一点。

这一现象似乎具有普遍性，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２０００年８月
２４日，《南方周末》发表湖北省监利县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
信称：“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把中国的 “三农”问题提到了

极致。为什么一个有着５０００年农业文明史，有４０００多年处于世界第一强国地
位的中国，在２１世纪的今天，农村还处于 “苦”、“穷”、“险”的境地？

“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三农”问题不解

决，长期来看，不利于社会稳定；从短期来看，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

发展。

我国 “三农”问题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但其根本原因在于新中

国成立后人为形成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彻底破除二元经济

与社会结构，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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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概述

第一节　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性

一、民族性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农村人口和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国家

之一，民族性是西部边疆地区最基本的特征。

根据２００５年全国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全国总人口民族构成是：
汉族人口为１１８２９５万人，占总人口的９０５６％；各少数民族人口为１２３３３万
人，占总人口的９４４％。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增加了２３５５
万人，增长了２０３％；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了１６９０万人，增长了１５８８％。
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广西、云南、贵州、新疆４个省区的少数民族

人口之和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一半以上。中国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最多

的地区，从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看，西部六省区少数民族占该省区总人口的比

例及增长情况见下表：

表１１１ 西部六省区少数民族人口占该省区总人口的比例

省区划
总人口

（万人）

少数民族人口

（万人）

占总人口百分比

（％）
比第四次人口普查少

数民族增加数 （万人）

内蒙古 ２３７７５４ ４９３１５ ２００７ ７６５０

甘肃 ２５１２１２ ２１８４２ ８６９ ３２６７

新疆 １９２４５７ １１４３ ５９３９ １９７

西藏 ２６１６３ ２４６１０ ９４０６ ３４５８

云南 ４２３５９ １４１５３ ３３４１ １８０９

广西 ４４８９３７ １７２１１ ３８３４ ７１１

资料来源：２００２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边疆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分布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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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布地域辽阔

少数民族在全国县级行政区域都有居住，绝大多数县都有两个以上民族成

分。云南有１６个州市，其中民族自治州８个，占５０％；民族自治县２９个，占
全省１２９个县市区的２２４８％；占全省７９个县的３６７％。

（二）分布极不平衡

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分别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 ３０１％和
２９４％，而华东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只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１９％。少数民
族人口主要分布在辽宁、吉林、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西藏、云南、青

海、四川、贵州、甘肃、湖南、湖北、河北、海南、重庆等省、自治区、直

辖市。

（三）大杂居、小聚居

中国各民族经过几千年的不断相互交往，形成了各民族既杂居又聚居，互

相交错的居住状况。有些少数民族既聚居在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又散居在其

他地区，呈现出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居特征，如云南的彝族。

（四）民族地区人口密度较小

据１９９８年人口年报数，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口为１６６１６万人 （其中少数民

族人口为７５７７５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１３７％；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２７
人，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密度１２６人的１／５。

以上情况表明，我国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而西边六省区更是少

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西部六省区中，有四个是民族自治区，云南的１６个
市州中，有８个民族自治州。

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全国５６个民族中，云南就有２５个。云
南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３８０７％，彝族、白族、哈尼族、壮族、傣族、苗族、
傈僳族、回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藏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

族、怒族、阿昌族、基诺族、蒙古族、独龙族、满族、水族、布依族等２０多
个民族的人口都超过８０００人。在云南２５个少数民族中，有１５个民族为云南
特有。这１５个民族是：白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纳西
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基诺族、怒族、德昂族、独龙族。有

１６个民族跨境而居。分别是：傣族、壮族、苗族、景颇族、瑶族、哈尼族、
德昂族、佤族、拉祜族、彝族、阿昌族、傈僳族、布依族、怒族、布朗族、独

龙族。

从西部大开发整体看，西部９０％以上的面积是民族自治地方，２０％左右
的人口是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 ３０％以上的有滇
（３３４１％）、桂 （３８３４％）、新 （５９３９％）、藏 （９４０６％）。从另一方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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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自治地方９８％以上的面积，９５％以上的县，以及全国少数民族将近８０％
以上的人口，都已纳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或可享受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措施。

西部大开发不仅要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也要加快少数民族的发展。

因此，边疆地区发展、西部大开发、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是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既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

区的发展，也就加快了边疆地区的发展；边疆地区、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发展

了，就是对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对整个国家的未来，对中华民族的复兴，

都将做出不可估量的贡献。

二、经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

由于各民族生存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等条件的不

同，决定了各少数民族生产力水平的不同。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育程度差异很大，大体可划

分为四种社会经济形态：

（１）封建地主经济社会形态，民族地区的以汉族和与汉族混杂居住的少
数民族地区为主；

（２）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西藏全部及新疆、青海一部分、滇黔川边缘
交界地域；

（３）农奴制，集中分布在发展更为滞后的少数民族地区；
（４）原始公社末期，如内蒙古、黑龙江大森林中的达斡尔族、云南西双

版纳的基诺族等。这种多层次的社会经济形态以云南少数民族为最典型。

由于云南地处横断山脉，境内峰峦叠嶂，全省３９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山区、半山区占９４％，坝区仅占６％。由于江河切割，交通闭塞，对外交流困
难，长期以来处于封闭、半封闭状况。社会、经济、文化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

自我循环，一方面加深了原本由血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

力的稳定性、落后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社会经济形态的保守性、多层次

性、低水平性和不平衡性。

在新中国成立前，云南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奴隶制阶级社会过渡的有独龙

族、怒族、基诺族、佤族、傈僳族、景颇族、布朗族及部分拉祜族；处于奴隶

制社会的有小凉山彝族；处于封建领主制或封建农奴制的有傣、藏、哈尼、拉

祜、普米及部分彝、傈僳、纳西族；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的有白、回、壮、纳西

及部分彝族。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上述不同发展阶段的少数民族先后完成了社会形态跳

跃式发展，即一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生产关系的跨越。其中，通过

生产制度结构的改造运动、互助合作化运动、建立初级社、直接过渡形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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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生产关系的有怒、傈僳、独龙、基诺、布朗、西盟的佤族和小凉山彝族；

通过和平协商缓冲式土改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确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的有傣、哈尼、瑶、拉祜、藏等民族。１９５６年后，上述所有少数民族地区又
推行 “民族补课”。强制人为拔高生产关系，确立了全国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经

济形态及上层建筑，把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社会形态发展仅仅用几个月就实现

了 “质态飞跃”。但是，社会形态 （生产关系）的跳跃式发展不等于经济和生

产力的跳跃式发展，人为拔高的生产关系带来的社会 “质态飞跃”形成不了

生产力的飞跃。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滞后仍然存在，显示出其经济

社会的滞后性、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落后性。

三、区域及民族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依靠行政手段促成的社会生产关系的 “质态飞跃”虽然打破了社会发展

的顺序性，从而大大缩短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强烈显示出母体的历史痕迹

和现实不平衡性特征。但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归根结底还是由生产力水平

和生产关系所决定。

以云南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区为例，观察其经济结构形态、产业发展梯

度和技术发展水平、生产方式及生产制度结构，其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呈现

出四种基本形态：

（１）市场经济型。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与民族，如大理市周围的白
族、个旧市周围的回、哈尼、彝族和昆明、曲靖、玉溪、景洪、保山等市周围

的少数民族。

（２）商品经济型。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未完全形成市场经济结构，如各
民族自治区首府及历史上较为发达的少数民族县城、集镇。

（３）自然经济型。如交通、通信比较闭塞的贫困山区县和边远集镇地带，
基本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

（４）原始迁徙农业向传统粗放型农业过渡、商品经济属萌芽阶段。这些
区域的产业结构的基本格局是原始型农业为主体产业，其农业生产方式仍以刀

耕火种、轮歇游耕等为主，如部分少数民族聚集的一些高寒山区。

从历史纵向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原有基点低下，开发较晚，生产方式落后，虽然社会生

产关系经历了历史性的跨越，初始的劣势导致的发展劣势，这些区域总体上还

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低层次水平。

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具有以下五方面的特点：

（１）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性。在新中国成立之
初，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与汉族地区相比，尤其是与东部地区相比，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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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年的时间差距。即使是经历了６０年的发展变迁，但其生产、生活方式及
资本的积累程度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至少还有５０～１００年左右的差距。

（２）生产关系的跨越与生产力发展规律性、有序性的不平衡性。在外部
力量的作用下，生产关系完全可能实现质态的飞跃，并且也成功实现了飞跃，

但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迁及新的生产制度结构的形成及非正式的观

念、习俗的改变与升级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文化力量的作用是缓慢显现

的。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这很难像生产关系的

跨越一样实现质的飞越。正如一个彩民通过购买彩票可以实现一夜暴富，但一

个文盲绝对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博士。

（３）生产力发展与非正式制度约束的关键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作为社会形态支撑点的经济基础，以及非正式约束的社会文化、经济文化、民

族风俗习惯、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从制度经济学的

角度看，正式制度的安排可以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来实现，但非正式制度的改

变与形成却是漫长的历史过程。社会是否完成了跳跃式发展并不在于生产关系

的形式和经济制度的特点，而是决定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企图用拔高生产

关系来取代生产力发展，导致社会形态的高层次性与生产力的落后性这种反差

矛盾，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往往会失去发展机遇，延误发展时机。也就

是说，主观能动性也需要有现实的基础来支撑。

（４）民族素质与民族习俗的核心性。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素质、
民族理念、民族思维方式、民族习俗等非正式约束是随民族的发展而发展，并

被客观的民族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经济环境、生活生存环境条件

所决定。因此，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少数

民族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发展，重视发展先进生产力，以推动民族文化、民族理

念、民族思维方式、民族生产方式的发展，大力突破民族心态障碍，转变和消除

落后的民族观念，促进代表先进文化、先进文明的民族现代观念的形成与发展。

（５）西部边疆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多层性。纵观中外经济发展的历
史，具有初始优势的区域，经济社会发育较早，开发的历史久远，社会经济形

态遵循着经济演化的一般规律，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后，初始的优势往往形成既

得优势，从而经济社会能够继续保持进一步的快速发展，事实上，市场力量作

用的固有趋势也是强化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性。由此形成区域经济发展中地理

空间的 “核心区”与 “边缘区”的梯度差异。从中国经济发展史看，处于相

对边缘地带的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也被边缘化。刘易斯的 “二

元经济”理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差异形成了多层次民

族经济结构的不完整状况。云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所呈现出的不同形态与不同

层次和不同结构，就是典型的反映。以傣族为例，新中国成立前，西双版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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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较为典型地表现为封建领主经济；在德宏与缅甸接壤的傣族则开始由领主

制向地主制经济过渡；盈江、元江、景谷、新平等内地傣族则已完全进入地主

经济形态，并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传统要素。

纵观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既产生了一个发展水平差异的梯度层

次结构，也时时发生着少数民族经济在此梯度结构中的不同程度的跳跃。在此

连续跳跃的发展中，新的经济因素与体制内旧存的落后生产力同时并存，使各

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表现为一种极为复杂的状态。这种极为复杂的经济发展状

态，在边疆地区普遍存在。由此观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与经济较发达

的汉族地区相比，二元经济结构更加突出。

四、自然、经济、社会、文化、民俗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地理空间，也是人类生产、生活和经

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自然地理总体概貌是

边疆、山地、盆地、大漠。复杂的地质、地貌与多民族杂居及民族文化的多样

性、经济发展的梯度性，社会经济形态的层次性等构成了民族地区的复杂性。

形成了与边疆发展的多种资源优势性、复杂的地域性和经济的滞后性的分野。

在地理空间上，西部边疆民族地区，一般是指远离政治经济文化的西部地

带，大都沿陆上边境线分布，西部边疆陆上边境线长达１７万多公里，大部分
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有不少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以云南为例，云南西部与

缅甸唇齿相依，南部和东南部分别与老挝、越南接壤，共有陆地边境线４０６１
公里，约占全国陆地边界线的六分之一。在２５个世居少数民族中，有１６个民
族跨境而居。

“山地”指我国山地与丘陵，面积约有６３０多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
的６６４％；以山区而论则包括山地区、丘陵区和以山丘占多数的高原区，占
全国国土面积的 ７１７％，边疆地区的云南山地占 ９４％、广西 ８６％、内蒙古
４８５％。我国边疆少数民族许多居住在高原主体型地理单元系统，如青藏高
原、云贵高原。 “盆地”，如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吐鲁番盆地、柴达木盆地。

“大漠”，如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内蒙古的马丹吉林沙漠和青海的柴达木

沙漠、宁夏的腾格里沙漠。这表明了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生态类型十分

复杂，并与多民族和特殊背景的社会条件相结合，构成了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经

济发展的自然地理与人文障碍。

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西部边疆民族省，云南共有１６个州市，其中８个民族
自治州位于横断山脉中南端部分，因其地形地貌、地质构造的特殊，加上过渡

气候带的作用，云南省地势北高南低，海拔相差大。南部海拔一般在１５００～
２２００米，北部在３０００～４０００米之间，全省最高点———梅里雪山的卡格博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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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６７４０米，东部为云贵高原，地形渐趋平缓，最低点———红河出境处河口海
拔７６４米。这种地质结构与多民族、多层次的社会经济形态和位居边陲的地
理位置相互结合，组合成一种特殊类型地理单元系统，深刻影响了整个云南省

社会经济的发展。

云南的地貌有五个特征：

一是高原呈波涛状。全省相对平缓的山区只占总面积的１０％左右，大面
积的土地高低参差，纵横起伏，但在一定范围内又有起伏和缓的高原面。

二是高山峡谷相间。这个特征在滇西北尤为突出。滇西北是云南主要山脉

的策源地，形成著名的滇西纵谷区。高黎贡山为缅甸伊洛瓦底江的上游恩梅开

江与缅甸萨尔温江的上游怒江的分水岭，怒山为怒江与老挝湄公河的上游澜沧

江的分水岭，云岭自德钦至大理为澜沧江与长江上游金沙江的分水岭，各江强

烈下切，形成了极其雄伟壮观的山种并列、高山峡谷相间的地貌形态。其中的

怒江峡谷、澜沧江峡谷和金沙江峡谷，气势磅礴，山岭和峡谷的相对高差超过

１０００米，怒江峡谷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峡谷之一。
在５０００米以上的高山顶部，常有永久积雪，形成奇异、雄伟的山岳冰川

地貌。金沙江 “虎跳涧”峡谷，在玉龙雪山与哈巴雪山之间，两侧山岭矗立

于江面之上，相对高差达３０００余米，也是世界著名峡谷之一。横亘于澜沧江
上的西当铁索桥，海拔已达１９８０米，从桥面上至江边的卡格博峰顶端，直线
距离大约只有１２公里，高差竟达４７６０米。在三大峡谷中，谷底是亚热带干燥
气候，酷热如蒸笼，山腰则清爽宜人，山顶却终年冰雪覆盖。因此，在垂直几

千米的距离内，其气候与自然景观竟相当于从广东至黑龙江跨过的纬度，为全

国所仅有。

三是全省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分三大阶梯递降。滇西北德钦、中甸一带是地

势最高的一级梯层，滇中高原为第二梯层，南部、东南和西南部为第三梯层，

平均每公里递降６米。在这３个大的转折地势当中，每一梯层内的地形地貌都
是十分复杂的，高原面上不仅有丘状高原面、分割高原面，以及大小不等的山

间盆地，而且还有巍然耸立的巨大山体和深切的河谷，这种分割层次同从北到

南的三级梯层相结合，纵横交织，把本来已经十分复杂的地带性分布规律，变

得更加错综复杂。

四是断陷盆地星罗棋布。这种盆地及高原台地，在我国西南俗称 “坝

子”。在云南，山坝交错的情况随处可见。它们有的成群成带分布，有的孤立

地镶嵌在重峦叠嶂的山地和高原之中；有的按一定方向排列，有的则无明显方

向。坝子地势平坦，且常有河流蜿蜒其中，是城镇所在地及农业生产发达地

区。全省面积在１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小坝子１４４２个，面积在１００平方公里以
上的坝子有４９个，最大的坝子在陆良县，面积为７７１９９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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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山川湖泊纵横。云南不仅山多，河流湖泊也多，构成了山岭纵横，水

系交织，河谷渊深，湖泊棋布的特色。天然湖泊分布滇中高原湖盆区的较多，

属高海拔的淡水湖泊，像颗颗明珠点缀在高原上，显得格外瑰丽晶莹。

总的来说，云南是一个多山的省份，但由于盆地、河谷、丘陵，低山、中

山、高山、山原、高原相间分布，各类地貌之间条件差异很大，类型多样复

杂。全省土地面积，按地形看，山地占 ８４％，高原、丘陵约占 １０％，坝子
（盆地、河谷）仅６％。全省１２９个县、市、区，除昆明市的五华、盘龙两个
城区外，山区比重都在７０％以上，没有一个纯坝区县。其中，山区面积占全
县总面积７０％～７９９％的有４个县 （市），山区面积占８０％ ～８９９％的有１３
个县 （市），占９０％～９５％的有９个县，其余的县 （市）均在９５％以上，有
１８个县９９％以上的土地全是山地。

这样的自然地理，也使得云南蕴生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矿产资源。

云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素有 “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

王国”、“药材之乡”的美誉。云南是全国植物种类最多的省份，不仅有热带、

亚热带、温带、寒温带植物种类，而且还有许多古老、衍生、特有的以及从国

外引种的植物。在全国近３万种高等植物中，云南就有１８万种，占全国总数
的一半还多。

目前已发现可用矿产１５０余种，占全国已发现矿产种类的９３％，其中保储
量的潜在价值可达３万亿元。按潜在价值计，燃料矿产约占４０％，金属矿产占
７３％，非金属矿产约占５２７％。已探明储量的矿种有９２种，矿产地２７００处。
在保有储量矿产中，有１３％的矿种居全国前列，２／３的矿种在长江流域及南部地
区占重要位置，其中居全国第一的矿种有锌、铅、锡、镉、铟、铊、蓝石棉等。

云南省雨量充沛，河流湖泊众多，多年平均产水量２２２２亿立方米，加上
过境水量１６００亿立方米，两项合计人均拥有约１万立方米，为全国人均拥有
量的４倍。丰富的水资源形成了丰富的水能资源，并且成为最大的能源优势。

云南拥有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宜人的气候、诗画般的自然风光和多姿多

彩的民风民情，构成了一幅幅美丽而动人的画卷。

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边疆与内地、边疆与沿海的经济发展差异性。

（一）总量与人均量的差距

１经济总量的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是非均衡的，即从沿海到沿江，

再到沿边地区。实际上是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板块式推进发展战略。３０年的
改革开放，三大板块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在地理空间上是不均衡

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速度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速度

·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