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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

内容概要

《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2008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分为七篇，收录了38个课题研
究报告，就“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机制与模式”、“产业结构优化与先进制造业发展”、“现代服
务业的布局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城市发展与竞争力测评”、“社会保障
与新农村建设”、“区域法规冲突与协调”等重大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成果呈现出三个方
面的可喜进步：一是紧扣长三角发展目标和战略规划，作了富有前瞻性的研究，根据长三角区域发展
规划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大势，对产业结构优化、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城市群构
建和竞争力提升等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二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对生
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新农村建设等环境、社会和民生、法律法规冲突等问题给予高度
关注；三是进一步加强了实证调研、个案分析，使问题分析和对策提炼建立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数据收集基础上，具有更充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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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编　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机制与模式第一章　从行政区经济走向经济区经济第一节　“失
”在何处：行政区经济的若干弊端第二节　“行”在何时：经济区经济的可行性分析第三节　“路”
在何方：21世纪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第二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历史过程与动力第一节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起源：计划经济时代长三角内部的产业分工第二节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
的　第一阶段：上海经济区时期第三节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第二阶段：浦东开发开放时期第
四节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第三阶段第五节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力结构第三章　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问题、过程与分析框架第一节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第二节　长三角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研究：过程、话题和方法第三节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分析框架第四章　区域协调发展
的体制与机制创新第一节　法制协调是区域协调的基础第二节　行政协调在区域协调中具有独特的地
位和功能第三节　市场协调是区域协调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第四节　平台协调是区域协调中良性互动
的重要渠道第五章　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模式第一节　长三角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内涵以及
面临的丰要问题第二节　长三角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模式抉择第三节　长三角“政府统筹、市场调
节　”区域社会经济协调模式的基本内涵第六章　生产要素的区域内流动与配置第一节　转型期体制
缺陷：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障碍第二节　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对制度环境的诉求第三节　满足生产要
素跨区域流动诉求的制度环境构建第七章　行业协会的区域合作发展第一节　长三角行业协会合作发
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第二节　长三角行业协会合作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节　加强长三角
行业协会合作发展的对策建议第二编　产业结构优化与先进制造业发展第八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
下的浙江产业布局及结构优化第一节　长三角区域产业结构分析第二节　长三角区域产业布局现状第
三节　商务成本变化对区域产业布局及结构的影响第四节　浙江省产业结构优化的定位分析第五节　
浙江省产业布局及结构优化的思路第九章　创新引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苏南地区为例第一节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阶段性特征第二节　工业化初期要素、投资驱动苏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第三节　
工业化中后期苏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挑战第四节　科技创新引领苏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探索第五
节　苏南探索对加快我国其他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意义第十章　外资与产业集群作用下的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第一节　国外FDI产业集群成功案例及启示第二节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中的FDI第三节　长三角
区域FDI集群评价第四节　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中创新机制与竞争机制第五节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
中区际协调第十一章　长三角区域高科技企业国际化现状分析与对策第一节　长三角区域高科技企业
国际化概况第二节　长三角区域高科技企业国际化基本特征分析第三节　长三角区域高科技企业国际
化存在问题与障碍分析第四节　长三角区域高科技企业国际化的对策与措施第十二章　区域先进制造
业的博弈分析与对策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界定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业发展状况及
问题第三节　长三角先进制造业的博弈分析第四节　发展长三角先进制造业的政策建议第十三章　绿
色再制造产业的结构传导效应与区域互动机制第一节　长三角制造业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制约第二节
　绿色再制造——长三角制造业摆脱资源制约的手段第三节　构建长三角绿色再制造产业链的对策第
三编　现代服务业的布局与发展第十四章　区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社会服务体系构建与整合第一节
　长三角区域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意义第二节　长三角区域产业结构现状第三节　构建与整合长
三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社会服务体系第十五章　软件产业的区域分工布局第一节　长三角区域经济
一体化与软件产业布局第二节　长三角软件产业现状第三节　现有软件产业发展规划和发展政策第四
节　长三角软件产业分工布局的动态演进第十六章　区域旅游精品建设与世博会的联动机制第一节　
长三角区域旅游精品建设基本思路第二节　长三角区域旅游精品建设与世博会联动机制与途径分析第
三节　长三角区域旅游精品建设与世博会联动对策建议第四节　发挥上海世博会后“黄金效应”的思
考第十七章　浙江接轨上海世博会的发展对策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会展产业与世博会的研究综述第二
节　会展产业暨世博会对经济拉动作用分析第三节　浙江省在接轨上海世博会过程中可以开展的相关
工作第四节　浙江省接轨上海世博会需要开展的相关工作第十八章　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全景图
第一节　如何描绘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现状的全景图第二节　对长三角城市群的总体文化发展实力的
全景式描绘第三节　对长三角城市群的文化产业发展的框架式勾画第四节　案例分析：对长三角城市
群的文化产业发展的细部刻画第五节　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考察启示以及若干策略思考第十九章
　城市带媒介集群的困境与对策第一节　中国媒介产业的现状考察：加大发展力度正当其时第二节　
长三角媒介集群生成分析：有优势亦有困境第三节　长三角城市带媒介产业集群的路径探析第二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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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

　区域休闲体育市场的开发战略第一节　开发长三角休闲体育市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二节　盘点长
三角休闲体育的存量资源第三节　休闲体育产业发展的战略第四节　构筑长三角休闲体育产业发展的
战略联盟第四编　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第二十一章　区域港口规划与协调发展第一节　长三
角港口协调发展的现状与存在问题第二节　长三角港口协调发展的意义第三节　长三角港口协调发展
的基本思路一第四节　长三角港口协调发展的重点第二十二章　资源约束下的区域土地综合利用第一
节　长三角区域土地利用的主要特征及变化趋势第二节　资源约束下的长三角区域土地利用主要问题
研究第三节　资源约束下的长三角地区土地利用政策建议第二十三章　环境保护一体化视野下的地方
立法问题第一节　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一体化对地方立法提出的挑战第二节　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地
方立法现状第三节　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地方法规的分歧与冲突第四节　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地方法
规协调路径第二十四章　流域跨界水污染防治的制度创新第一节　健全流域水资源管理制度第二节　
建立跨行政区河流断面交接制度第三节　创建邻域水生态双向补偿制度第四节　完善流域生态功能区
补偿制度第五节　推行有限水权交易制度第五编　城市发展与竞争力测评第二十五章　城镇密集地区
的多中心空间结构演化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第二节　长三角城镇密集地区多中心空间结构概况第
三节　长三角城镇密集地区多中心空间结构演变第二十六章　典型城市的品牌定位问题及对策第一节
　城市品牌概述第二节　长三角八个典型城市定位的现状及问题第三节　长三角八个城市品牌定位的
调查研究第四节　长三角一体化视角下八个城市品牌定位的改进建议第二十七章　城市综合竞争力的
指标评价体系第一节　城市综合竞争力的研究概况和内涵第二节　国内外现有的城市综合竞争力评价
指标体系第三节　长三角区域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设计第四节　长三角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
构成第二十八章　区域城市群分布与测评第一节　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城市布局第二节　长三
角区域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的层次与框架第三节　长三角区域城市竞争力指标体系构建的问题与建议
第六编　社会保障与新农村建设第二十九章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与对策第一节　经济高增长
背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真实状况第二节　高平均数下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第三节　城
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第四节　缩小高数字背景下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的政策建议第三十章　城镇老年消费问题与对策第一节　长三角区域城镇老年旅游消费市场研究第
二节　长三角区域城镇老年文化消费市场研究第三节　长三角区域城镇老年保健品消费市场研究第四
节　长三角区域城镇居家养老模式探讨第三十一章　浙江住房保障均等化的财政保障体制与机制第一
节　住房保障均等化的内涵第二节　住房保障均等化的目标第三节　浙江住房保障均等化现状第四节
　住房保障非均等的原因分析第五节　住房保障均等化的路径选择第三十二章　农民工权利保障制度
创新第一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农民工权利保障的新发展第二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现
行农民工权利保障制度面临的挑战第三节　建立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农民工权利保障制
度第四节　完善新形势下长三角地区农民工权利保障制度的初步构想第三十三章　农民工消费方式的
积极变化——对长三角江苏八城市农民工消费的调查研究第一节　农民工消费方式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第二节　农民工消费方式积极变化具有重要意义第三节　推动农民工消费方式进一步转变第三十四章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路与行动计划第一节　长三角新农村建设的现状第二节　长三角新农村建
设的主要问题分析第三节　长三角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态势评估第四节　推进长三角新农村建设的基本
原则和思路第五节　转移长三角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行动思路设计第六节　以长三角城市化带动新农村
建设的行动思路设计第七节　建设长三角现代农业的行动思路设计第八节　发挥政府作用，加强新农
村建设联动的行动思路设计第七编　区域法规冲突与协调第三十五章　长三角区域法规政策冲突与协
调一基于法经济学的视角第一节　法经济学理论对长三角区域立法冲突与协调的启示第二节　长三角
区域法规政策冲突现状第三节　长三角法规政策冲突产生的原因分析第四节　长三角法规冲突的协调
对策第三十六章　区域劳动人事、社会保障法规政策冲突的现状及其协调第一节　长三角区域劳动人
事、社会保障法规政策冲突的现状第二节　长三角地方法规政策差异冲突的评价第三节　长三角区域
劳动、社会保障法规政策冲突的协调对策第三十七章　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实践的调查思考第一节　长
三角地区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特点第二节　对长三角地区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规范分析第三节　长三
角政府信息公开调查一以上海、杭州、宁波、苏州为例第三十八章　区域地方立法的成本效益分析第
一节　法律成本、立法成本与立法效益的内涵第二节　影响长三角地方立法效益的因素分析第三节　
提高长三角地方立法效益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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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从行政区经济走向经济区经济　　进入新世纪以来，跨行政区划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热潮
从理论研究到实践探索各方面正持续升温。以长三角为例，仅从2007年下半年起，便先后有上海“长
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国际研讨会”、江苏“半月谈‘长三角’新经济现象观察记者论坛”、南京“长
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第11次会议”和杭州“2002西湖博览会长三角区域发展国际研讨会”等大
型学术活动相继举行，大批颇具新意的论文频频亮相，区际间政府的经济合作更是连连不断。种种迹
象表明：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已开始实现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的重大转折。　　第一节　
“失”在何处：行政区经济的若干弊端　　行政区是与一定等级政府相对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等多方面要素的综合体。行政区经济则是指在既定的行政区划范围内，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
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经济现象，是我国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以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出现的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区域经济类型。
它是以国内区域经济的分割为特征，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悖的一种区域经济。如果我们对这一概
念颇为生疏的话，那么也许对以下现象并不陌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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