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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何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我国区域收入不平衡问题，做好统筹区域发展工作，是落实党中央提出的科
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郑木清同志研究和撰写的《论区域共同繁荣》一书对我国区域收入不平衡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
的研究。
全书比较完整和深入地研究分析了我国四大区域之间和四大区域内部各省市之间人均收入不平衡的历
史和现状；构建了区域收入决定模型，对影响区域人均收入增长的这些解释变量逐一进行了分析解读
；运用数量统计方法，对影响区域人均收入增长的各个因素及相关因素进行了详细透视分析；运用马
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区域收入不平衡问题的
相关原则和观点，提出了实现各区域共同繁荣的政策措施建议。
郑木清同志的这一论著，具有几个鲜明的特色和特点：一是运用了哲学和经济学交融的研究方法。
如本书第十章关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区域收入不平衡、实现各区域人民的共同繁荣的对策研究中，
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科学发展观，对关于区域收入不平衡的
若干核心问题首先指出了其哲学根据和经济理论观点，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区域收入不平衡问题的
哲学指导原则和具体经济对策方案。
二是运用了经济计量模型和数理统计的深度量化分析方法。
作者在第二章的研究中构建了全国总体的人均收入决定方程和四个区域各自的区域人均收入决定方程
，得出了各个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对估计结果进行了科学的解读；作者在第一章关于区域收入不平
衡状况的研究中以及在第三章至第九章关于影响区域收入不平衡的各个原因和若干因素的研究中，运
用数理统计方法对各个原因及其相关的各个因素进行了高度精确化的指标量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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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研究的重要意义和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本书的研究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更
加科学有效地进行统筹区域发展决策，推动区域共同繁荣，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应用价值。
统筹区域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之一；而正确处理和解决区域收入不平衡问题正是统筹区域发
展的核心主题。
本书深入分析和研究了我国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省市区之间人均收入差别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产生这些
差别的各原因及其量度，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和解决区域收入不平衡问题实现区域共同繁荣的原则、
方法和路径。
因此，本书所得出的研究成果和所包含的大量分析数据，对于我们党和政府相关决策部门进一步深入
认识我国区域收入不平衡问题的历史和现实，进一步深入认识我国区域收入不平衡的形成原因和各原
因的量度，从而更加科学、更加有效地制定统筹区域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实现全国各区域人民的共同
富裕和繁荣，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现实应用价值。
    2.本书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我国区域经济学等经济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成果。
关于区域收入不平衡问题的研究是区域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和主题之一，因此本书的研究将进一步丰富
和拓展我国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内容和成果，从而有助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学等经济学科的建设
。
    3.本书的研究有助于丰富和深化科学发展观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研究的内容和成果。
如前所述，统筹区域发展作为“五个统筹”之一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之一，因此本书所研究的正确处理和解决区域收入不平衡问题作为统筹区
域发展的主题，将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深化科学发展观理论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研究的
研究内容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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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木清，国际金融学博士、法学博士后、哲学博士后，高级经济师，曾挂职担任甘肃省政府办公厅主
任助理，兼任兰州大学教授。
毕业于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获国际金融学博士学位；先后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从事第一站
博士后研究，于中共中央党校从事第二站博士后研究。
先后任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海通证券、海富通基金、东吴基金等金融机构。
    
    作者在北京和上海长期从事金融管理工作，在政府部门从事过区域经济发展工作。
在国际金融，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养老基金、利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法、区域经济等领
域积累有比较丰富和深入的研究成果。
主要代表性论著有：《证券投资资产配置决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养老基金投资监管
立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论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1995年），《积极稳健推进
人民币利率市场化改革》（2000年），《关于未来20年人民币利率趋势的预测》（1999年），《新价
值投资理念和策略》（2003年），《机构投资者稳健投资守则探讨》（2001年），《QDⅡ、QFⅡ
、CDR的制度安排和投资策略》（2001年），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RMB（1996，2001，获TOKYO
FOUNDATION研究奖励），《伟大中国的区域共同繁荣之路》（2009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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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区域人均收入不平衡状况的完整考察本章对四大区域之间和四大区域内部各省市之间在
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收人增长率、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城乡收入比值等
方面的差别情况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分析和深度考察，得出了对我国区域人均收入不平衡状况的全景
式认识。
第一节 区域之间人均收入水平的比较我们对1978～2006年期问的人均收入增长情况进行考察，选
择1978年、1990年、2000年、2006年四个年份各区域的人均收入绝对水平进行考察。
选取这四个年份的人均收入的绝对数值进行比较的理由是，1978年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始点，1990年
为本研究的完整期间即1978～2006年期间的第一个子期即1978～1990年的数据截止年份，而2000年为第
二个子期即1991～2000年的数据截止年份，2006年则为第三个子期即2001～2006年期间的数据截止年份
，2006年同时也是本研究整个完整期间即1978～2006年期间的数据截止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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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感谢中央中央党校的有关教授和同志们，他们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支持、帮助以及宝贵的
学术意见。
他们是：科研局副局长郝永平教授，哲学教研部原主任庞元正教授，马列部副主任韩庆祥教授，研究
生院副院长刘春教授，研究生院培养处孙宝升同志，哲学教研部陈中浙副教授，原校领导秘书谢煜桐
博士、王卫东博士。
感谢在海内外经济金融界和学术界的有关同志和朋友，他们对本研究的数以万计的统计数据收集与处
理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帮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他们是：国泰基金管理公司陈一含同志，法国国家通信学院王蕾博士，上海信息投资公司段秉乾博士
，中国建设银行郑靖洲同志、李晓伟同志、李锦波同志，国家开发银行李文斌同志。
感谢复旦大学的有关教师和研究生，他们为本书的研究与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帮助。
他们是：公共经济系副主任、青年女经济学家杜莉教授；潘春阳博士，李小龙博士；硕士研究生许凤
丽、张坤、张苏予、张丹、金中祎、彭先红。
感谢在金融业界和实业界的挚友多年来对我从事学术研究的重要支持、鼓励和帮助。
他们是：上海海际大和证券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首席IP0专家计静波，上海宾美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吕水兴，海富产业投资基金公司总裁吕厚军博士，东方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孙晔伟博士。
在此我衷心地祝愿上面提及的各位专家教授、同志、朋友，在工作事业上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和发展，
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共同为祖国富强和各区域共同繁荣事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区域共同繁荣>>

编辑推荐

《论区域共同繁荣》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论区域共同繁荣>>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