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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专家学者  周民良 

周民良 

陕西周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

究员，西北大学兼职教授，经济学博士。承担过国家

社科基金、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科技部等有关

方面委托的诸多研究项目，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区域

创新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在各类报刊上发表文章

近400篇，主持和参与编写著作数十种。 

独著或者主编著作 

西部抉择（独著），煤炭工业出版社，2000 

重建西部发展的生态基础（独著），中国科学院

知识创新工程支持，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城镇化、新农村建设与县市科技进步（主编，第

一作者）（国家社科基金、科技部农社司课题支持），中国言实出版社，2007 

工业化、污染治理与中国区域可持续发展（主编，第一作者）（中国社科院B类支持），经济管理

出版社，2012 

中国区域创新战略研究（主编，第一作者），（国家社科基金支持），中国言实出版社，2013  

权威刊物 

经济重心、区域差距与协调发展（独著），中国社会科学，2000（2） 

广东模式的考察与思考（独著），管理世界，1994（3） 

再工业化：中国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独著），管理世界，1995（4） 

论我国的区域差异与区域政策（独著），管理世界，1997（1） 

十堰市人才资源利用现状与对策（独著），社会学研究，1990（3） 

增长极理论与西方的区域政策（独著），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4（7） 



俄罗斯经济发展历程与启示（独著），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8（7） 

广州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独著），中国工业经济研究，1995（8） 

西部地区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独著），民族研究，2000（2） 

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独著），民族研究，2008（4） 

农户采取不同属性技术行为的差异分析（第二作者），中国农村经济，2010（2） 

党报党刊 

论加强国家粮食储备库建设（独著），人民日报理论参考，1996（6） 

主体功能区战略下的地区发展新思维（独著），人民日报人民论坛，2011，6（中） 

推动沿海制造业转型升级战略构想（独著），人民日报人民论坛，2011，9（中） 

建立科学的名牌战略（独著），人民日报，1995，12，15 

多给小商小贩生存空间（独著），人民日报，2007，4，16 

居民收入，既要增长又要公平（独著），人民日报，2007，10，8 

不能成本一增就涨价（独著），人民日报，2007，1，8 

路边摊点开禁考验政府管理智慧（独著），人民日报，2007，4，16 

智利矿难救援的启示（独著），人民日报中国能源报，2010，10，28 

建立抑制矿难发生的长效机制（独著），人民日报中国能源报，2010，3，22 

采取务实举措加强煤矿安全（独著），人民日报中国能源报，2011，3，9 

县市科技工作应定位于服务三农（独著），光明日报，2005，6，23 

必须明确我国的优势定位（独著），光明日报， 2004，1，16  

应用经济与法律双重手段治理白条（独著），光明日报，1993，9，8 

政绩考核与执法业绩（独著），光明日报，1995，8，20  

依靠创新驱动改造提升制造业（独著），经济日报，2012，5，4 

Strengthen co-op to help northern cities flourish (独著），China Daily，October 19,2005 

Ending service sector monopolies ways to go（独著），China Daily，April 5, 2007 

Bring on street vendors and small businesses（独著）， China Daily，May 15, 2007  

Plan on put Northeast back on world map(独著），China Daily，August 61,2007   

核心期刊 



试论我国民族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独著），改革与战略，1991（5） 

论技术的区际流动（独著），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8） 

迁安模式初探（第一作者），经济管理，1993（5） 

利用外资嫁接改造，促进企业机制转换（独著），经济管理，1993（5） 

奥运后北京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独著），经济管理，2008（10） 

我国江河流域综合治理的基本原则（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1999（3） 

制定区域发展战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1999（26） 

推进西部大开发要处理好十大关系（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2000（6） 

陕北退耕还林状况的初步调查（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2001（56） 

关于奥运资源再利用的对策（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2008（30） 

发展创意产业，提高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2008（35） 

加强西部资源的集约性开发（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2009（11） 

努力建设好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2009（21） 

进一步推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建议（第一执笔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领导参阅，2010年2

月25日 

不合理重复建设的形成机制与治理途径（独著），改革，2000（5） 

中国区域发展格局的变化与西部大开发（独著），改革，2000（6） 

黄土高原退耕还林状况的初步考察（第一作者），改革，2001（5） 

我国工业的结构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独著），改革，2002（10） 

中国主导产业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趋势（独著），经济学家，1994（3） 

二次西进论：理论的重大突破与现实的可行选择（独著），经济学家，1999（1） 

我国内地产业结构变动与产业发展（独著），经济学家，1999（6） 

西部大开发：背景、重点及政策选择（第一作者），经济学家，2000（4） 

中国各省区创新能力的动态趋势与影响因素分析（第二作者），经济学家，2008（1） 

论资源开发区的工业发展（独著），自然资源（现资源科学），1994（4） 

呼伦贝尔的资源开发与工业发展（独著），自然资源学报，1994（1） 

论资源开发区的环境保护（独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4(2) 

重建全球环境协调发展的格局（独著），中国环境科学，1995（5） 



深化企业改革，促进城市发展（独著），城市问题，1997（3） 

反贫困与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独著），中国软科学，1999（10） 

西海固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战略（第二作者），经济地理，2003（6） 

论深化垄断行业的体制改革（独著），江海学刊，2007（3） 

绿色交通体系与生态城市建设：逻辑与思路（第一作者），江海学刊，2010（2） 

我国各省区环境污染的变化趋势与特征分析（第二作者），江海学刊，2009（1） 

论劳动力的区际流动（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4） 

中国粮食供需的区域平衡与对策（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2） 

发展中西部的理论意义与现实选择（独著），社会科学战线，1997（4） 

区域增长差距与市场需求结构转变（独著），社会科学战线，1999（6) 

我国的粮食问题与对策（独著），社会科学辑刊，1995（2） 

市场经济与名牌战略（独著），社会科学辑刊，1997（5） 

科技创新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独著），社会科学辑刊，2010（5） 

主体功能区的承载能力、开发强度与环境政策（独著），甘肃社会科学，2012（1） 

日本城市垃圾处理机制研究（第二作者），城市发展研究，2010（12） 

贫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独著），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7（3） 

陕西省环境污染的地域分布规律（第二作者），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8（6） 

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与可持续发展（独著），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8（5） 

省会城市功能发挥与两型社会城市群建设（第一作者），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9（4） 

日本垃圾焚烧场所的区位决定与利益博弈（第二作者），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4） 

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战略制定（上）（独著），开发研究，1996（1） 

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战略制定（下）（独著），开发研究，1996（2） 

关于我国区域差异与区域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开发研究，1998（4） 

转轨进程中的俄罗斯区域发展（独著），开发研究，2000（1）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取向，开发研究，2007（6） 

关联产业群的识别与发展模式探析（第一`作者），开发研究，2009（3） 

中部贫困山区县产业结构问题研究（第二作者），开发研究，2009（1） 



中国地区工业发展战略的演变与前瞻（独著），开发研究，2009（5） 

以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推进兴边富民进程（第一作者），开发研究，2011（1） 

贵州产业结构演进实证研究（第二作者），开发研究，2011（4） 

全球治理、国家集群与地域战略（独著），开发研究，2011（5） 

宁夏沿黄城市带产业结构优化研究（第二作者），开发研究，2012（2） 

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问题的讨论（独著），开发研究，2012（5） 

大城市新区产业发展思路研究（第一作者），开发研究，2013（4） 

西北地区的农户技术效率分析（第二作者），经济经纬，2011（2） 

技术开发主体多元化与农户采用新技术研究（第二作者），科学管理研究，2011（6） 

县域城镇化与科技进步关系研究（独著），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7（6） 

循环型城市建设：目标、政策、效应（第三作者），西北大学学报，2013（1） 

主体功能区架构下我国限制开发区域的研究进展与展望（第三作者），生态经济，2013（10） 

中国工业发展报告，自编写以来大多数年份，约十余篇。 

一般刊物 

Dynamics of China’s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ollution（第三作者），Environment and D

evelopment Economics，2004（9） 

反不正当竞争与规范市场秩序（独著），中国改革，1994（3） 

地方党代会报告传递的信息（独著），中国改革，2012（8） 

建设工业强国建议30条（独著），中国改革，2013（2） 

2014排除干扰力推新型城镇化（独著），中国改革，2014（3） 

多方合力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独著），中国发展观察，2013（12） 

以推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兴边富民进程（独著），中国发展观察，2010（1） 

日本建设低碳社会的着力点及启示（独著），中国发展观察，2012（11） 

农业技术采用的空间效应分析（第二作者），统计与信息论坛，2011（2） 

西南地区开放的现状与思路（独著），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1） 

促进宁夏内陆型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独著），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6） 

统一拉闸限电之过（独著），中国经济与信息化，2010（11） 

新兴产业如何因地制宜（独著），中国经济与信息化，2010（12）  



避免新产业成为幼稚产业（独著），中国经济与信息化，2011（2) 

打造区域发展新格局  实现区域发展新跨越（独著），中国经贸，2011（1） 

工业化、城镇化与中国的科学发展（独著），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0（1）  

奥运场馆资源如何有效利用（第一作者），前进论坛，2008（11） 

从沿海到内地，产业转移正当时（独著），前进论坛，2009（1） 

中国工业发展的现状与政策建议（独著），前进论坛，2009（2） 

随全国政协课题组调研纪实（独著），前进论坛，2011（12） 

继续优化结构，预警服务业能耗（独著），节能与环保，2009（1）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双赢之道（独著），当代金融家，2010（2~3） 

我国农村环境的变化趋势、成因与解决路径（独著），学习与实践，2007（4） 

省域创新能力的分析与评价（第一作者），学习与实践，2008（1） 

新时期科学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部署（独著），学习与实践，2009（2） 

跨国并购研究述要（第二作者），学习与实践，2009（7） 

全球金融危机下促进中小企业走出困境的思路（独著），学习与实践，2009（12） 

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独著），学习与实践，2010（5），新华文摘转载。 

以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推动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独著），学习与实践，2011（2） 

区域创新、结构调整与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独著），学习与实践，2011（9） 

切实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 理论与实践的若干方面（独著）， 学习与实践，2013（5） 

应对温室气体升高的挑战:全球行动与中国策略（独著），学习与实践，2013（11 ） 

在扩大内需中提高汽车工业竞争力（独著），西部论丛，2009（3） 

影响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四大矛盾（独著），西部论丛，2009（5） 

如何看待中国汽车业产销两旺（独著），西部论丛，2009（6） 

从悍马收购案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策略选择（独著），西部论丛，2009（8） 

引导汽车工业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独著），西部论丛，2009（10） 

汽车：引导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独著），西部论丛，2010（2） 

规范与完善区域规划的形成机制（独著），西部论丛，2010（4） 

西部产业发展应该寻求强省与富民的结合点（独著），西部论丛，2010（5） 



以政策扶持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扩张（独著），西部论丛，2010（7） 

以绿色交通政策引导城市交通走向（独著），西部论丛，2010（10） 

以振兴西部特色优势工业提速西部大开发（独著），西部论丛，2010（11） 

促进西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机不可失（独著）， 西部论丛，2010（12） 

金武一体化工业发展战略研究（第一作者），兰州商学院学报，2011，（1）  

日本建设低碳社会:战略先行(第一作者)， 兰州商学院学报，2013（3 ） 

推动垄断行业的改革进程（独著），创新，2007（4） 

加快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战略研究（第二作者），创新，2009（10） 

增强金融系统服务功能与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研究（独著），创新，2010（5）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独著），创新， 2011（2） 

城镇化、农民工就业与经济政策选择（独著），创新，2011（3） 

“十二五”时期的科学发展与深化多党合作（独著），创新，2012（3）  

推动我国中药现代化的战略思考（独著）， 创新，2012（4） 

坚持问题导向   建设制造强国（独著），创新，2013（1） 

对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创新模式的思考(第二作者)，创新，2013（3） 

对新时期中国区域创新战略的思考（独著），创新，2013 （4） 

大开发背景下的西部工业：进展、问题与前瞻（独著），创新，2013（6） 

发挥政府职能提升区域创新体系功能（第二作者），创新，2014（1） 

促进低碳经济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独著），创新，2011（5） 

我国县域工业发展与科技创新关系研究（独著），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7（5） 

迁安乡镇企业模式研究（第一作者），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4（3） 

西部开发的历史进程与政策选择（独著），世界科技研究与进展，2000（4） 

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几个问题（独著），特区理论和实践，2001（9） 

广州市产业结构变动与产业发展(上)（独著），广州经济，19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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