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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城市的战略地位
宏观和微观、工业和农业、城市
和农村的重要结合点
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解决
三农问题
实现城市（镇）化
解决就业
促进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中小城市的定义：
非农业人口50万以
下的城市，以及编
制为县级的城市

“十一五”规划强调将逐步转变以大城市和大城市群

带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为主的模式，向以中小城市带

动的模式转变！



中小城市已成为我国城市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
建设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占656个城市中的80％以上

近10年来数量增加了2倍以上

还会快速增加

东部一批中小城市GDP已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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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中小城市:发展的机遇

特大城市、大城市比例偏
小，中小城市具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

西部大开发重点转向产业
结构优化调整

东部产业西移

倾斜政策：如原材料就地
加工的倾斜政策 西部大中小城市分布(个数)

特大城市, 28

大城市, 46
中等城市, 63

小城市, 29

西部中小城市存在巨大发展机遇空间!



西部中小城市：发展不足

经济总量小：GDP多集中在200亿元

以下

人均GDP过万元的城市少：只有6
个！

在2007年全国综合实力100强县市

中，东部占71％，中西部和东北占

29％

产业层次低、辐射带动作用小

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滞后

东西部发展水平的差距，越来越

表现在中小城市发展的差距上！

2007年人均GDP排名前200名的城市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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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中小城市发展不足的原因

生态环境脆弱，自然条件严酷

人才短缺

资金匮乏

产业传统，层次很低：产业链条短

能源、原材料依赖型和输出型

外向经济弱

整体城市经济发展模式单一、路径依
赖强



西部经济的发展靠什么？

靠中小城市的创新发展！
研究西部中小城市发展的模式与路径，对于制定促
进西部中小城市经济发展的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当薄弱！

本项目的选题符合我单位的创新发展战略定位：
资源环境科学与区域发展战略研究与专门知识咨询
中心！



二、研究目标和内容

目标：

通过中小城市发展的实证分析、科学
评价，研究探索西部中小城市科学发展的
模式和路径，为西部中小城市的科学发展
提供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



研究内容1：

1 中小城市创新发展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中小城市发展现状分析与趋势

东部中小城市的发展环境与成功经验分析

典型案例剖析：昆山、义乌、日照、鞍山、阜新



研究内容2：
2  西部典型中小城市发展的实证分析

选取不同类型、不同区域十四个中小城市，进行实证分析
（白银、张掖、格尔木、石河子、昌吉、乌海、吴忠、杨凌、

攀枝花、合川、白色、楚雄、遵义、日喀则）

定量评价体系研究：定量分析典型中小城市科学发展的瓶颈

研究探讨这些城市可能的模式和实现路径，对各种路径进行情景分析，
绘制其科学发展路线图

嘉峪关

攀枝花

格尔木

攀枝花遵义

日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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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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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

昆山

遵义

日照

义乌

鞍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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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内容3：

3 西部中小城市发展模式与路径研究

研究探讨西部中小城市创新发展的规律、模式和路径

研究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的科学发展战略及其带动区域经济发
展的可能选择。



三、研究思路

东部对比城市模式 西部城市发展基础

城市科学发展模式 西部城市发展瓶颈

西部城市发展模式 案例城市发展路径

战略 对策

文献研究
数据分析

实地调研
专题讨论

专家咨询
定量研究

国内外研究比较

城市发展指标评价

西部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



四、预期成果

为中央、有关省（区、市）提供决策参考价值的咨询建议（专题

研究报告）3～5份

公开发表中小城市发展的学术论文8篇以上；

研究专著1部;

形成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团队，培养硕士3名以

上。



五、申请经费

申请研究经费 38万元

研究(软件\资料)

调研差旅

研讨咨询

成果出版

协作研究经费

……



六、研究团队

兰州分馆硕士助研男27王金平

兰州分馆硕士助研女33王勤花

兰州分馆硕士助研女28熊永兰

兰州分馆在读博士副研男35郑军卫

兰州分馆在读博士副研男35曲建升

东部学
者

宏观经济研究
院

博士研究员男42史育龙

负责人兰州分馆博士研究员男43高 峰

单位学位职称性别年龄姓名



1984—1988  兰州大学大气科学系，理学学士

1988—1991  兰州大学大气科学系，理学硕士

1999—2004  中科院寒旱所，理学博士

项目负责人-学历



1991.6—至今，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工作，从事资源

环境科学与区域发展战略研究工作，现任研究员

2000.10-11       日本东京大学访问学者

2004.6-8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访问学者

项目负责人-工作简历



负责和参加研究项目19项

研究论文50余篇

撰写研究报告30余部

获得中科院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1项

入选2002年度中科院“西部之光”人才计划

2004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项目负责人-研究成果和代表项目



代表性的项目：

流域水-生态-经济系统综合水管理技术集成研究（2007.10-

2010.12），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专题，33万元，执行负责人；

资源与海洋、生态与环境创新基地战略研究与科学评价（2006.1-

2010.12），中科院方向项目，200万元，专题负责人；

甘肃省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2003.1—

2006.9），中科院“西部之光”项目，19万元，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研究项目



白银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金昌市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

乌海市乌达区中长期工业发展规划研究

嘉峪关市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

项目负责人-中小城市研究



东部合作者—史育龙博士

1984—1988   兰州大学地理科学系,理学学士

1988—199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 理学硕士

1993—1996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 理学博士

1996—2007   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

助理研究员、 副研究员、研究员

2008—现在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史博士在遵义调查
在奇瑞公司调查



东部合作者—史育龙博士

1996年以来参加和负责研究项目或课题60多项

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研究成果获得国家发改委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山东省科技进步二

等奖1项

代表性课题：
小城镇产业布局分析系统开发（2007—2010）

科技部“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专题，35万元，负责人；

我国大城市连绵区的规划与建设问题研究（2006－2008）

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项目，100万，专题负责人；



在中小城市发展战略研究上具

有较高理论素养和实践经历

可以在本项目中的宏观政策和模式研究中

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2002－2003)
国家发改委课题，180万，专题负责人；
中西部中小城市发展战略研究（2003－2006）
日本海外协力机构（JICA）对华技援项目，专题负责人

……

东部合作者—史育龙博士



请评委批评指正！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