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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8月30日，国务院批复《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导区
》，将图们江区域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既是我国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和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
振兴的新举措，同时也是我国探索统筹区域发展模式的新尝试。
长吉图先导区作为我国批准实施的第一个沿边开发开放区域，将在探索沿边地区扩大开放方面先行先
试，为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和示范。
　　图们江地区开发问题的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中期。
当时，国内有关学者提出利用图们江开辟吉林省对外贸易口岸的建议，就图们江通海航行权利、东北
亚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我国在日本海的合法权益等问题进行研究。
当时，关于图们江地区开发仅限于学者的探讨。
　　随着冷战的结束，东北亚地区两大阵营的对垒消失，经济合作潜力凸现。
在扩大经济合作的背景下，图们江地区潜在的区位优势受到各方的关注，相关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开始
积极推动图们江地区国际开发。
1993年8月，我国派出“向阳号考察船”对图们江出开口及环日本海地区进行了全面考察，而我作为一
名学者，有幸与时任延边州委书记的张德江同志一起参加考察，探讨这一地区的合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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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图们江自由路港区研究》图们江地区开发问题的提出，始于20世纪80年中期。
当时，国内有关学者提出利用图们江开辟吉林省对外贸易口岸的建议，就图们江通海航行权利、东北
亚政治经济形势以及我国在日本海的合法权益等问题进行研究。
当时，关于图们江地区开发仅限于学者的探讨。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们江自由路港区研究>>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世界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态势及理论问题第一节 世界区域经济合作发展态势一、区域经济合作
的概念二、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进程三、新一轮区域经济合作浪潮的主要特点四、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因
分析第二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形态三、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特点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意义和作用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理论第二章 图们江区
域经济合作的现状与前景第一节 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一、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地理范围的
界定二、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历程第二节 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一、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
取得了一定进展二、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节 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的前景一、图们
江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因素二、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前景广阔第三章 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路径的战略
选择第一节 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比较研究一、国际协定签署前若干开发模式的比较分析二、国
际协定签署后开发模式的比较分析第二节 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路径的战略选择一、图们江区域经济合
作路径的战略目标定位二、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的具体路径三、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路径选择的现实
因素第三节 自由路港区是启动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的最佳选择一、自由路港区是最适合过渡的中介形
式二、自由路港区是紧密型的经济一体化最好的起步模式三、自由路港区是切中要害，解决瓶颈制约
的最好切入点四、自由路港区是有利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和配置的良好平台第四章 建立自由路港区的
战略意义第一节 国际意义一、对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意义二、对东北亚经济合作与发展的意义三、
对大图们江区域经济合作的重大意义四、对俄、朝当事国的意义五、有利于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
安全第二节 对中国国家整体的意义一、有利于中国与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二、建立
自由路港区是发展我国经济的需要三、建立自由路港区可以提高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四、建立自由路
港区是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需要五、建立自由路港区，有利于完善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第三节 对振兴
东北内陆省区经济的意义一、对外开放程度低是制约东北内陆省区经济振兴的瓶颈二、建立自由路港
区对振兴东北内陆省区经济的意义第五章 建立自由路港区的可行性第一节 关于建立自由路港区区址
条件的可行性分析一、关于交通运输条件的分析二、关于土地及地租条件的分析三、关于劳动力供给
条件和工资条件的分析四、关于销售市场条件和原料产地条件的分析五、关于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条
件的分析第二节 关于建立自由路港区的宏观政治经济合作关系的可行性分析一、中、俄、朝三国间良
好的政治关系，有利于建立自由路港区二、中、俄、朝三国间的互补的经济关系，有利于建立自由路
港区第三节 中、俄、朝图们江区域开发的法律、政策有利于建立自由路港区一、俄罗斯力图通过远东
地区开发加强同东北亚各国的合作二、朝鲜把罗先自由经济贸易区作为对外的窗口三、珲春是中国开
放开发政策比较优惠的地区之第六章 关于建立自由路港区的构想第一节 世界自由港区的发展态势一
、自由港区的概念二、自由港区的发展过程三、自由港区的基本特征四、自由港区的发展趋势第二节 
自由路港区是对“过境区”等实践经验的借鉴与发展一、自由路港区与“过境区”的比较分析二、自
由路港区与“自由贸易区”的比较分析三、自由路港区与“跨国经济合作区”的比较分析四、自由路
港区对“过境区”等实践经验的借鉴与发展第三节 关于自由路港区的概念等问题一、图们江自由路港
区概念的内涵二、图们江自由路港区概念的空间含义三、图们江自由路港区的性质四、图们江自由路
港区的功能第四节 自由路港区的布局区划与发展时序一、布局区划二、发展时序第五节 自由路港区
的基本制度一、法律制度二、经济管理制度⋯⋯第七章 自由路港区的建区措施与中国政策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图们江自由路港区研究>>

章节摘录

　　第一轮区域经济合作浪潮仅局限在欧洲。
其中，20世纪40年代末成立的经互会和50年代成立的欧共体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第二轮区域经济合作浪潮最主要特征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
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新成立了九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中除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外，均为发展中国
家组成的区域经济组织，这些组织主要集中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区域
经济合作进程中迈步最早。
1960年2月18日，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巴拉圭、秘鲁、乌拉圭签署了《蒙得维的亚条约》，
宣告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成立，从而拉开了发展中国区域经济合作的序幕。
第三轮区域经济合作浪潮是区域经济合作走向成熟后的一次新的冲刺。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日本的迅速崛起，欧共体的充实与完善，世界经济形势已由“三足鼎立
”变为“四极并行”的新格局。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进一步下降。
这不仅为美加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供了动力，也为其他地区性经济一体组织展示了扩大效益的途径。
在20世纪80年代，又有六个区域经济组织宣告成立，且其地理分布也较广泛。
1999年1月，欧元正式启动，标志着欧洲经济一体化走向最高阶段，也标志着国际货币格局发生了根本
性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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