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中部经济社会竞争力报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中部经济社会竞争力报告》

13位ISBN编号：9787509731741

10位ISBN编号：7509731747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页数：26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中国中部经济社会竞争力报告》

内容概要

《中国中部经济社会竞争力报告(2011)》是一部以中部竞争力为研究主题的蓝皮书，由总报告、综合
评价篇、专题研究篇、企业发展篇和中部大事记五部分组成。此书对中国中部经济社会竞争力进行综
合评价研究，对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的引擎——《全国主体功能区划》中提出的中部六省六
大城市区域（城市群、经济带、经济区）进行研究，对中国中部经济社会竞争力的重要组成——中部
企业竞争力进行研究。综合评价篇以中部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主线、资源承载和环境保护为支撑、
科教文化创新为动力、民生保障为目标，构建了中部经济社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对
中部经济社会竞争力进行年度评价研究，科学对比分析了中部六省经济社会竞争力的发展态势及排序
，体现了报告的年度定量评价和省区对比分析特色。专题研究篇是对中部经济社会发展中重大问题进
行专题研究，2011年报告是对中部地区主体功能区进行研究，着重研究了太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中原经济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重点开发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体
现了报告的理论性和学术性。企业发展篇基于企业竞争力内涵，进行中部地区企业发展和竞争力的评
价与比较研究。中部大事记收集整理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以来国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
政策文件、中部各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全面反映了中部发展的整体态势，还推选出中部发
展2005～2011年十大事件，体现了报告的政策性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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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该理论用国与国之间生产同一产品相对劳动生产率优势来解释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不
论一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与其他国家有何不同，该国总能找到对自己而言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可以
生产和出口比较优势最大的产品，进口比较劣势最大的产品。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提出的绝对优
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对成本的
差别。因而每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具有“
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无论是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比较优势理论都属于技
术差异论的范畴。技术差异是指各国在生产同一产品时由于劳动生产率不同而造成的国际分工。这两
个理论都建立在劳动生产率差异基础上，引入劳动生产率使国际贸易的发生原因从自然要素领域转到
了生产领域。　　总之，没有差异就没有比较，差异是国际贸易的基础。但这两个理论的区别在于：
有绝对优势一定有比较优势，但有比较优势不一定有绝对优势。绝对优势是就同一产品一国对另一国
的优势，而比较优势是同一国一种产品对另一种产品的优势。绝对优势理论只能说明各国分别在某一
种或某几种产品劳动生产率高于其他国家，分工得以形成；而比较优势理论考虑相对技术优势，在假
定时只考虑生产力的投入，认为劳动生产率不变，是从静态角度考虑国际分工。　　（三）要素禀赋
理论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在赫克歇尔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揭示了比较成本产生
的原因。他认为各国或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不同，即生产要素的供给状况不同，是产生国际分工或国际
贸易的基本原因。他认为不同国家的技术大体相同，但资源禀赋不同，即所谓生产要素，如土地、劳
动、自然资源和资本的拥有量不同，产品比较成本存在地域差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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