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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开发论》

内容概要

《中国区域经济开发论:从政策性开发到市场化运作的国家战略推进》包括中国区域经济面向世界大开
放与大发展的理论定位、中国区域经济面向世界大开放与大发展的现实目标等内容。《中国区域经济
开发论:从政策性开发到市场化运作的国家战略推进》针对中国各大区域的实际情况，对中国民营经济
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供了极具针对性的对策创意：破解理念难题，加快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壮大；破解创新难题，提升民营经济整体发展水平；破解融资难题，拓宽民营企业筹资融资渠道
；破解环境难题，营造民营企业发展良好氛围；破解产业难题，加快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步伐；破解市
场难题，扩大民营企业国际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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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导论 中国区域经济从政策性启动到市场化运作的国家战略推进
第1章 中国区域经济面向世界大开放与大发展的理论定位
一、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区域经济开发理论
1.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开发与发展才是硬道理
2.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开发与发展是第一要务
3.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开发与科学发展观指导
二、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推出的时代背景透视
1.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现时代主题
2.经济全球化为区域开发提供机遇
3.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的需要
三、正确认识和吸收人类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
1.区域经济发展与新时代科技大革命
2.区域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进步
3.区域经济发展与加强对外文化交流
4.区域经济发展与吸收各国优秀成果
四、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现存问题分析
1.行政性资源配置，导致权力市场化
2.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技术水平低
3.体制性问题突出，影响产业上档次
4.发展方式仍粗放，要素市场较滞后
五、在改革和开放中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发展
1.在竞争合作中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2.在科学发展中促进区域经济进步
3.在改革创新中促进区域经济提升
第2章 中国区域经济面向世界大开放与大发展的现实目标
一、拓展中国区域经济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
1.区域经济发展与和谐开放观
2.区域经济发展与深度开放观
3.区域经济发展与扩大开放观
4.区域经济发展与全面开放观
二、完善中国区域经济对外开放格局
1.区域经济发展与优化特区开放
2.区域经济发展与深化沿海开放
3.区域经济发展与提升沿江开放
4.区域经济发展与加快沿边开放
5.区域经济发展与拓展内陆开放
三、健全中国开放型区域经济发展体系
1.区域经济发展与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2.区域经济发展与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
3.区域经济发展与着力培育自主创新能力
4.区域经济发展与培育国内跨国公司发展
5.区域经济发展与实施自由贸易区大战略
四、深入落实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1.全面启动与运作WTO框架
2.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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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第3章 中国区域经济面向世界大开放与大发展的操作方案
一、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1.走区域可持续发展道路
2.走区域新型工业化道路
3.促进区域金融体制改革
4.统筹区域城乡经济进步
二、在深化改革中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区域经济发展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2.区域经济发展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3.区域经济发展与实行其他方面改革
4.区域经济改革、发展和稳定相统一
三、既要坚持外开放又要兼顾两个大局
1.区域经济发展与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
2.区域经济发展与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3.区域经济发展与按照国际惯例和世界接轨
四、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大力促进区域经济
1.区域经济开发与利用国外资金加快发展
2.区域经济开发与利用国外优秀科技人才
3.区域经济开发与利用国外丰富信息资源
4.区域经济开发与利用国外潜在商品市场
五、注重在区域经济开发中规避国际风险
1.区域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差额风险
2.区域经济发展与国际资本流动风险
3.区域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失衡风险
第4章 中国区域经济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战略取向
一、 中国实施区域经济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历史演进
1.闭关锁国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阶段
2.启动对外开放进程低度推进阶段
3.扩大开放形成中度开放经济阶段
4.加入WTO进入经济全球化新阶段
二、 中国实施区域经济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背景分析
1.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国际背景分析
2.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国内背景分析
3.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区域背景分析
三、中国实施区域经济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目标取向
1.发展与大国之间的战略合作，建立有利格局
2.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周边关系，形成战略依托
3.注重加强与发展中国家联系，追求互利共赢
4.积极参与双边多边对话，构建自由贸易网络
四、中国实施区域经济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对策创意
1.坚持经济发展战略与对外开放战略相协调相结合
2.积极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3.大力发展服务贸易，进一步优化对外的贸易结构
4.注重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有序推进资本市场开放
5.要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形成大品牌的跨国公司
6.既要全面参与世界经济，更要全面参与全球治理
第5章 中国区域经济多层次对外开放的战略取向
一、中国区域经济多层次对外开放的试验基地：设立经济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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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外经济特区发展的经验借鉴
2.中国开创经济特区的综合优势
3.中国经济特区实践的推动作用
4.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前景展望
二、中国区域经济多层次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沿海开放城市
1.沿海开放政策的出台背景
2.沿海开放城市的综合优势
3.沿海开放城市的实践成果
三、中国区域经济多层次对外开放的规模效应：形成沿海经济开放带
1.沿海经济开放带的基本态势
2.沿海经济开放带的客观依据
3.沿海经济开放带的现实作用
4.沿海经济开放带的战略攀升
四、中国区域经济多层次对外开放的优势扩张：辟建“三沿”开放区
1.“三沿”开放区的现实状况
2.“三沿”开放区的历史作用
3.“三沿”开放区的成长环境
4.“三沿”开放区的发展对策
第6章 中国宽区域经济领域对外开放的战略取向
一、中国区域经济宽领域对外开放的理论依据
1.革命导师关于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思想
2.邓小平关于宽领域对外开放的主要观点
3.江泽民关于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
4.胡锦涛关于宽领域对外开放的现实导向
二、中国区域经济宽领域对外开放的现实选择
1.中国当前宽领域对外开放的区域范围
2.中国当前宽领域对外开放的区域空间
3.中国当前宽领域对外开放的区域形式
三、中国区域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障碍因素
1.中国区域经济宽领域对外开放的观念障碍
2.中国区域经济宽领域对外开放的体制障碍
3.中国区域经济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政策障碍
4.中国区域经济宽领域对外开放的素质障碍
四、中国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操作对策
1.解放思想，创造宽领域对外开放的良好环境
2.深化改革，健全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有效机制
3.完善法规，保证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顺利进行
4.培养人才，提供宽领域对外开放的人才资源
第7章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化战略定位论证
一、发展开放型经济，寻求中国区域经济国际化的新路径
1.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2.摸索中国经济发展的正确道路
3.创造良好的国内经济发展环境
4.促进中国区域经济实现国际化
5.推动中国区域经济进入快车道
二、运作WTO框架，认领中国区域经济国际化的通行证
1.WTO的功能在于推动全球经贸合作大发展
2.中国已具备运作世贸组织框架的基本条件
3.衡量利弊得失在迎接挑战中把握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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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兴利除弊面向未来努力完善区域经济格局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国际化的当务之急
1.区域经济体制转变的内容及其关系
2.区域经济体制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
3.国企改革是区域经济转变重要环节
4.促进区域经济转变要解决关键问题
四、推进东亚区域合作，确立中国区域经济国际化的战略依托
1.东亚市场态势决定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东亚经济圈
2.东亚互补性决定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东亚经济圈
3.东亚战略地位决定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东亚经济圈
4.东亚重要作用决定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东亚经济圈
5.金融危机教训决定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必须立足东亚经济圈
第8章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化战略定位论证
一、中国区域经济开发市场化战略的功能作用
1.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化战略可以推动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
2.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化战略可以推动全国经济的合理布局
3.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化战略可以推动战略目标的全面实现
4.区域经济发展的市场化战略可以推动社会生活的文明昌盛
⋯⋯
第9章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战略定位论证
第10章 中国对欧盟市场开放及双边合作对策
第11章 中国对北美市场开放及双边合作对策
第12章 中国对东亚市场开放及双边合作战略对策
第13章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对策
第14章 知识经济时代与中国区域经济开发战略对策
第15章 WTO框架与中国市场经济对外开放政策
第16章 中国东部沿海区域大开放战略升级问题探讨
第17章 关于东部区域新一轮开发开放中的民营经济发展问题探讨
第18章 中国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推进问题探讨
第19章 关于西部大开发国家战略推进中的民营经济发展问题探讨
第20章 中国东北区域开发开放战略升级问题探讨
第21章 作为国家重量级战略区域的东北民营经济发展问题探讨
第22章 中国中部区域开发开放战略升级问题探讨
第23章 关于中部崛起国家战略推进中的民营经济发展问题探讨
第24章 关于中国经济特区的市场先导功能定位论证
第25章 关于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市场先导功能定位论证
第26章 关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市场先导功能定位论证
第27章 关于中国保税区的市场先导功能定位论证
第28章 关于中国保税港区的市场先导功能定位论证
第29章 关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主体功能地位论证
第30章 关于天津滨海新区的主体功能地位论证
第31章 中国环渤海区域开放战略升级问题探讨
第32章 中国沿江区域经济开发开放战略升级问题探讨
第33章 关于黄河文明视角下的黄河沿岸经济带开发论证
第34章 中国珠江三角洲区域开放开发战略升级问题探讨
第35章 中国长江三角洲区域开发战略升级问题探讨
第36章 关于创建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的现实论证
第37章 关于成渝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主体功能地位论证
第38章 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开发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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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 中国海峡西岸经济区加大开发力度问题探讨
第40章 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的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论证
第41章 关于沈阳经济区加快发展为现代产业基地的现实论证
第42章 关于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区开发的现实论证
第43章 关于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区战略地位的现实论证
第44章 关于辽宁沿海城市群经济区开发的现实论证
第45章 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考察与论证
第46章 关于加快北黄海沿岸经济带开发开放的战略布局论证
第47章 关于中国海域经济开发的金融战略投放导向探讨
第48章 泛北部湾跨国经济区加大合作开发力度问题探讨
第49章 关于中国实施“海上屯田”战略的务实推进构想
第50章 关于中国开拓两洋出海大通道的战略构想
第51章 关于中国东北地区与俄罗斯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间的跨国战略对接论证
第52章 蒙古国矿产资源布局与中蒙两国合作开发前景论证
第53章 关于中国与朝鲜半岛两国经贸合作战略升级的现实论证
第54章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跨国区域合作前景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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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区域经济发展与扩大开放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
大幅跃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是同坚持不懈
地推进改革开放分不开的。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要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任务仍相当艰巨。科学发展观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
的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目标，为中国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矛盾和问题，顺利推进改革开放，
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明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决
不是要放慢发展步伐、否定改革开放，而是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把改革开放提
高到新水平，以改革的新突破、开放的新局面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由此可见，随着经济全球
化深入发展以及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深刻影响，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日益加深。在更加开
放的新形势下，扩大对外开放领域已成为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说明，只有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方面和环节，才能不
断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活力和动力；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才能
更加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资源，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改
变传统的发展模式，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才能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
成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社会。总之，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构筑落实科学发展观
的体制保障。 4.区域经济发展与全面开放观 必须认定，从领域范围来讲，中国的开放是全面的。除经
济上开放外，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都吸收、借鉴和利用了其他国家一切积极
的对我有益东西。关于政治领域的对外开放。邓小平同志指出：“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
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因此，“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
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里显然包括政治领域的知识、经验和文明成果。关于文化领域的对外开
放，邓小平同志指出：“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
期发展。”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已经逐渐进入高潮。先后与俄罗斯、日本和韩国等多
个国家确定“文化交流年”，还将在西班牙、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匈牙利、以色列等国举办中国
文化节。除以上领域外，中国军事领域对外开放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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