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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两岸经济合作问题，涉及国内、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历史诸多方面，但是，当前对这一课题的
研究首先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必须有战略性研究。
这要把握两个全局：一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全局，二是中华民族和谐振兴的全局。
第一个全局是为了保证对两岸经济合作的研究更具有宏观思维。
对两岸经济关系的研究应该走出两岸的圈子，将两岸经济关系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视野中来考察分析；
第二个全局是为了保证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总体设计，使两岸经济真正实现高水平融合，实现“一加一
”大于二的愿景，为两岸人民创造更多更好的福祉。
    第二，必须有前瞻性研究。
对两岸经济合作问题的研究，不仅要立足于当前，而且要着眼于长远，这个长远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未
来。
当前，建立有效的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已逐渐成为两岸人民的共识，共识要变为行动需要有个过程，行
动要达到目标也需要有个过程。
因此，一方面要研究建立两岸经贸合作机制的步骤和前景，同时也必须对合作过程进行分析，特别是
要对两岸产业合作进行风险收益分析，以利于未雨绸缪，保证两岸经济合作的顺利进行。
    第三，必须有技术性研究。
两岸经济的融合是两岸人民的共同未来，这既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和具体的，研究成果所提出的建
议和措施应该是可以操作的，可以在工作中落实的。
因此，必须有技术性研究。
技术性研究应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对两岸产业的研究，找出优先领域，对准合作对象，保
证合作取得良好效果；二是加强对两岸市场的研究，在商品、服务、生产等领域寻找交汇点和融合点
；三是加强对两岸经济合作平台和支点的研究，我们不仅要有像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那样台商聚
集区的大平台，还要创建新的平台，如海峡西岸经济区、台商投资区和两岸自由贸易港区等。
同时，要对作为两岸经济合作支点的龙头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
    由于两岸的经济都具有较高的开放度，都与世界经济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两岸经济发展与世界
经济发展具有越来越大的相关性。
因此，当前对两岸经济关系的研究必须纳入世界经济研究的总体框架，才可能准确把握两岸经济发展
和两岸经济合作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趋势。
厦门大学在两岸经济关系和世界经济的研究方面都具有较强的学科优势。
本丛书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和台湾研究院的部分学者以世界经济的大视野进行两岸经济关系研究的阶
段性成果。
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拓展两岸经济关系研究的视野，使对两岸经济关系的研究更加密切地与当
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相联系，将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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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贸易投资关系加深了两岸经济之间的联系  二、两岸经贸往来有利于两岸互利双赢，为加强经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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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有望突破　六、两岸零售业合作　七、金融业：建立经贸合作机制所不可或缺的合作领域　八、
两岸应加强教育业合作　九、战略性产业电信业的适度合作　十、两岸钢铁工业合作仍需继续加强　
十一、两岸不同发展模式下石化产业的合作　十二、加强产业合作，提升两岸机械工业水平　十三、
在两岸经贸合作机制的建立中取长补短，实现两岸纺织业双赢第四章  两岸经贸合作中的平台建设：
经济区  一、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二、加强两岸经贸合作，充分发挥长三角
的区位优势  三、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扩大珠三角与台湾的经贸往来  四、加强两岸经贸合作，促进环
渤海地区经济发展  五、加强两岸经贸合作，加快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六、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改善
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第五章  两岸经贸合作中的平台建设：中心城市  一、厦门  二、福州  三、上海  四
、苏州  五、广州　⋯⋯第六章　共同建立和完善加强两岸经贸合作的政策机制第七章　在加强两岸
经贸合作中台湾大有可为第八章　共同抵御和规避两岸经贸合作的风险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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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加强两岸经贸合作，可以实现两岸优势互补，创造协同共赢的效果。
两岸经贸合作机制的建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还会存在许多困难和障碍，需要两岸人民同舟共济，有
目的、有计划地循序渐进、逐步推进。
通过两岸经贸合作机制的建立，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好方法，也是振兴中华的
最佳途径。
本书内容涉及两岸经贸合作的经济层面、政策层面、两岸产业合作、经济区、中心城市等，还论述了
台湾方面如何加强两岸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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