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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该书是关于中国东西部区域利益失衡和深度失衡的首次系统研

究。 该书对中国东西部生态补偿、矿产资源开发和电力资源开发的区

域利益失衡与深度失衡所涉及的广大农民、尤其是少数民族农民利益

受损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东西部区域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及对策和区

域利益深度协调的方略对策。

该书的主要特点与价值在于：一是现实性和应用性突出 ；二是以

东西部区域利益失衡和深度失衡的实际为基础，提出了国内外相关经

典理论的不足甚至缺陷 ；三是进行了富有创新性和开创性的探索。 该

书提出了全新的“区域利益深度协调”理论，提出了“东西部区域利益

表层协调”与“东西部区域利益深度协调”、“区域市场公正失灵”、“区

域利益失衡转嫁”、“补偿客体错位”、“利益还原机制”、“民族社会环

境战略影响评价”、“民族社会环境重建机制”、“人本区域经济发展理

论”等一系列新概念，在相关理论学术研究以及学科建设等方面具有

较高价值。 此外，该书提出的关于东西部区域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及对

策和区域利益深度协调的方略对策具有较强的可决策性和可操作性。

该书对区域经济利益问题的全面深入研究，可以为高等院校区域

经济学、生态经济学、产业经济学、民族学等专业的教师、研究生和高

年级学生提供参考读物 ，为相关研究提供启发性的新视角和新思路。



Abstract

The book is the first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regional interest im-

balance and the in-depth imbalance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of

China ever.Thebook analyzed theproblemof thedamagedinterestof

mass peasants,especially the peasants of the ethnicminorities,who are

involved in theregionalinterestimbalance and thein-depthimbalance

caused by the eco-compensation,mineral resources and power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of China,andfurther put forward

thecountermeasuresandtheconstruction guidelines for thecoordination

mechanisms of the regionalinterest between theEast and theWestof

China,and thestrategicprinciples for thein-depthcoordination of the

regional interest.

The book is advantageous owning to sev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mer-

its.Firstly,it is outstandingly actual and practical.Secondly,it raised

the insufficiency andeventhedeficiencyof the related classicaltheories

inside and out ofChina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regional inter-

est imbalanceand thein-depthimbalance between theEast and the

West of China.Last but not theleast,it carriedoutafullinnovative

and groundbreaking exploration.

The book put forward a brand-new theory of“the in-depth region-

al interestcoordination”and thenproposeda seriesof newconcepts of

“the superficial coordination of regional interest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and“the deepcoordinationof regional interest between theEast

and the West”，“the malfunction of justice in regional market”，“regional

interestimbalanceshifting”，“compensationof themisplacedobject”，



“interest-restore mechanism”，“evaluation of strategicimpact onethnic

social environment”，“the re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ethnic social envi-

ronment”，and the“people-centered regional economy development theo-

ry”．Therefore,itishighlyvaluablein relevantdisciplinesconstruction

and academic research.The propose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coun-

termeasures on regional interest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are highly

decidable andoperatable.

The comprehensive andin-depth researchontheissueof regional

interest made by the

bookmay serveas the reference reading forseniorundergraduates,

postgraduates and teachers in fields of regional economics,ecological eco-

nomics,industrialeconomicsandethnologyininstituteanduniversity.

Moreover,it canprovidenewandilluminativeprospectiveandideas for

releva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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