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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宾介绍

戴 宾（ 1960- ），男。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区

域经济学、城市规划与设计学位点硕士生导师。 1982 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 1988 年毕业

于四川大学经济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技术专长： 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  

主要社会兼职： 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四川省发改委“十一五 ” 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四川省经济学会副秘书长，四川省区域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城市科学会常务理事，西南民族大学客座

教授，成都市金牛区、武侯区重大行政决策咨询专家。  

主要业绩： 近五年来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3 项、省部级项目 9 项，出版专著 3 部，主编教材 4 部，发表

论文 40 多篇。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一次。  

近五年来完成的代表性成果  

科研项目：  

1 、国家 863 项目：《以成德绵为核心的区域现代集成制造业系统开发与应用》（主研），2000    

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城镇化道路及小城镇发展研究》（主研）， 2003    

3 、国家发改委“十一五”规划前期重点研究招标课题《成渝经济区发展思路研究》   子课题四：成渝经

济区空间聚集特征与城市空间布局”（主持）， 2004   子课题五：“成渝经济区交通网络与快速通道建设”

（主持）， 2004    

4 、四川省发改委“十一五”规划前期重大研究招标课题：《四川生产力布局与空间结构发展战略研究》

（主持）， 2004    

5 、成都市发展计划委员会“十一五”规划前期重大研究招标课题：《成都市城市化战略研究》（主持）， 

2004    

6 、世界银行四川城市发展项目   《攀枝花城市发展项目经济与财务评价》（主持）， 2004-2005   

《宜宾城市发展项目经济与财务评价》（主持）， 2004-2005    

7 、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川南城市群战略规划研究》（主持）， 2003    

8 、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成德绵城市带战略规划研究》（主持）， 2004    

9 、四川省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研究专题报告：《四川省城镇化与城镇可持续发展科技问题研究》

（主研）， 2004    

10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四川地区特色产业的选择与评价方法研究》（主持）， 

2003    

11 、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招标课题： 《四川推进城镇化进程 及我省大、中、小城市结合的城镇化格局研

究》（主研）， 2002    



12 、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都都市圈战略规划研究》（主持）， 2002    

13 、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都城市边缘区与城乡统筹》（主持）， 2004  

专著与教材：  

1 、《区域发展新论》，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3    

2 、《四川小城镇发展与土地资源配置》，三峡出版社， 2003 ；    

3 、《变革与选择》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1 月；    

4 、《进出口单证制作》（主编）西南交大出版社， 2001 年 6 月；    

5 、《劳动经济学》（副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4 月；    

6 、《世界贸易组织基础教程》（副主编），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9 月；  

论文：  

1 、西部经济发展与西部大开发，《西南交通大学学报》（文科版） 2000 年第 2 期  

2 、欧盟国家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欧盟的区域经济政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经济》 2000 年第 8 

期；  

3 、西部城市经济发展与城际交通运输，《铁道工程学报》 2000 年第 4 期    

4 、构筑以成都为中心的城市经济区，《四川日报》 2000 年 10 月 20 日    

5 、乡镇经济运行的区域化及其特征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文科版） 2001.1 ；    

6 、区域主导产业选择的社会标准及其应用，《社会科学研究》 2001.3 ；    

7 、欧盟中小企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启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工业经济》 2001 第 5 期    

8 、发展区域城际快速列车的必要性及其需解决的问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地理》 2001 年第 5 期；    

9 、 WTO 框架下中国农业支持与保护的可能性及其空间分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1.12    

10 、对四川城市化道路的思考，《社会科学研究》 2003.2 ；    

11 、成都都市圈的构建：必要性、现实性及亟需解决的问题，《城市改革与发展》 2003/03    

12 、城镇型建制镇是小城镇发展的重点，《社会科学研究》 2003 年经济管理专刊；    

13 、成都城市郊区化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社会科学研究》 2003 年经济管理专刊；    

15 、四川县域空间结构及其增长极的培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3 年 5 期；    

16 、地区特色产业的内涵及其特征《农村经济》， 2003 年 8 期；    

17 、大城市集群与城际快速列车的发展前景，中国科协年会论文集， 2003 年 8 月；    

18 、四川区域发展战略的新思路，《经济学家》， 2004 年 1 月；    

19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与南京的城市定位，《城市改革与发展》， 2004 年 1 期；    

20 、四川农村试点小城镇发展的现状及问题，《农村经济》 2004.4 ；    

21 、大城市集群发展中的政府协调， 2003 年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学术研讨会文集；    



22 、城市边缘区与城乡统筹协调发展， 2004 年中国区域经济学学术研讨会文集；    

23 、城市群及其相关概念辩析，《财经科学》， 2004.6；    

24 、成渝经济区的发展思路，《四川日报》， 2004.03.22 ；    

25 、成渝经济区的形成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四川日报》， 2004.2.9    

26 、城市边缘区：统筹城乡发展的切入点，《成都日报》， 2004.6.7 ；    

27 、成渝经济圈，发展大契机《成都日报》 2004.2.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