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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粤港澳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研究》的论文，按内容归类为粤港澳经济合作研究、区域经济运行探索和
中国经济特区发展与广东经济转型研究。
书中的《粤港澳自由贸易区设想的提出》、《从经贸、投资角度比较珠江、长江三角洲的优势及发展
前景》、《香港澳门践行CEPA的绩效对两岸经济关系影响分析》、《论新时期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粤
港经济合作问题》等数篇论文，被《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全文转载。
《关于新时期广东经济发展转型的若干思考》，被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评为广东改革开放30
年优秀论文（2008年）。
关于香港和澳门回归的两篇论文，先后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承办的香港、澳门回归十周年全球华人征
文二等奖和一等奖（2007
年，2009年）。

《粤港澳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研究》内容新颖，适合从事经济特区与开放区以及粤港澳区域经济教学、
研究人员阅读，对各级政府经济部门的公务员也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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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运源教授，广东省五华县人。
毕业于中山大学经济学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
现任中山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广东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中山大
学校友总会常务理事。
曾获大学优秀教师的表彰和奖励。
长期从事经济特区、港澳珠三角经济、区域经济等的教学和研究。
出版个人专著3部：《成长与发展——中国经济特区问题探索》（1992年）、《高新技术发展与风险投
资研究》（2000年）和《区域经济概论》（2007年）。
主编、合著21部，获省科技进步奖等多次，先后主持并完成国家级、省部级等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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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澳门回归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
 二、澳门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思考
 新时期进一步拓展粤港澳区域旅游业的思考
 一、粤港澳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旅游产业区域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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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粤港澳经济合作发展的成效
 二、粤港澳经济合作发展的主要经验
 三、粤港澳经济合作机制与模式的构建
 中编 区域经济运行的探索
 开放、合作与发展是我国区域经济运行的主旋律
 一、改革春潮涌南粤，开放新歌沐浴粤港澳
 二、以解放思想为先导，促进对外开放发展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三、解放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再论深化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改革
 一、关于观念转变的问题
 二、关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法制建设
 三、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配套改革
 从经贸和投资角度比较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优势及发展前景
 一、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综合经济实力比较
 二、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产业经济发展比较
 三、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经济开放度比较
 四、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今后发展应注意解决的若干问题
 试论新时期泛珠三角区域产业的联系与合作
 一、泛珠三角区域的产业结构状况
 二、进一步强化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中的互动作用
 澳门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中的特殊角色
 一、澳门经济发展的状况
 二、新时期赋予澳门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桥梁作用
 三、区域旅游合作对澳门其他产业发展的影响
 四、形成粤港澳核心发展圈，促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五、澳门要努力扮演好为泛珠三角内地省区中小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角色
 六、创新理念，把开发建设横琴作为区域经济整合与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引擎
 论新时期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粤港经济合作问题
 一、粤港经济合作的状况
 二、粤港经济合作面临的问题
 三、继续加强粤港经济合作的对策
 继续完善珠江三角洲投资环境之我见
 一、影响珠江三角洲投资环境变化的因素
 二、进一步完善珠江三角洲投资环境的若干思考
下编 中国经济特区发展与广东经济转型研究
 新时期、新机遇与新珠海
 一、新时期珠海承负的历史重任
 二、新时期珠海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思路
 中国“入世”，保税区如何办下去
 一、适时调整保税区的布局问题
 二、科学界定不同时期保税区的功能问题
 三、保税区的管理机构问题
 四、保税区未来发展路向的选择问题
 新时期经济特区创新发展模式的探讨
 一、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特区的发展丰富了改革开放的内容
 二、广东经济特区的发展，彰显了改革开放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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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把握发展机遇，再创经济特区发展新优势
 四、新时期谋划广东经济特区发展的建议
 新时期中国经济特区发展路向的选择——兼论构建深港珠澳自由贸易区
 一、新时期我国经济特区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二、中国经济特区未来发展的路向选择
 三、建立深港珠澳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
 四、构建深港珠澳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
 五、建立深港珠澳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和相关措施
 新时期中国经济特区分类发展的思考
 一、命题研究的简要概述
 二、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与发展
 三、新时期中国经济特区的发展前景
 试论新时期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与社会和谐
 一、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
 二、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对社会和谐的作用
 三、实现经济合作与区域社会协调发展的若干思考
 新时期广东经济转型的思考
 一、广东经济快速发展催生经济转型
 二、广东经济转型的若干思考
 产业与劳动力双转移：机遇与挑战——基于广东实施“双转移”战略的实践
 一、关于产业与劳动力双转移论点的简要评述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施“双转移”
 三、实施“双转移”彰显发展成效
 四、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五、新时期广东进一步推进“双转移”的发展路径
附录
 繁荣发展人心聚，再领风骚向未来
 以科研与教学服务于社会：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周运源教授访谈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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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构建粤港澳区域特色的自由贸易区是在CEPA基础上更高阶段的发展模式　　据中国商务
部台港澳司2007年5月24日公布了自2004年1月CEPA实施以来的有关数据：①在货物贸易方面，内地累
计进口享受零关税待遇的港澳货物总值9.9亿美元，免征关税额7.06亿元人民币。
②在服务贸易方面，共有2052家港澳服务提供者按照CEPA的优惠申请到内地投资。
③在专业人士资格互认方面，建筑领域两地共有1425人通过互认取得了对方的专业资格。
④在金融领域方面，累计在港交所主板及创业板上市的内地企业分别达185家和49家，市值分别
为64960亿港元和232亿港元。
⑤在个体工商户方面，内地共注册港澳个体工商户2746户，从业人员7006人，注册资金1.4亿元。
⑥在个人游方面，内地累计赴港“个人游”旅客达3640万人次，其中2007年1-3月，内地赴港澳“个人
游”旅客就达408万人次。
在实施CEPA不同阶段发展的成效也充分显示，其中成效最为显著、最受实惠的主要是广东省。
但从深层次考察，目前CEPA仍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较低的层次，粤港澳区域经济要进一步发展
，构建具有粤港澳区域特色的自由贸易区是CEPA发展的必然。
　　一、建立粤港澳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　　（1）自由贸易区可以增强区域优势，更好地参与国际
分工协作，推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粤港澳地区要想在新时期更好地参与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就必须进一步加强相互间的整合，
拓展具有粤港澳特色的自由贸易区。
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洪先生认为，中国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强，在内地、香港和澳门之间
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人世后更符合现实需要的一种合作模式。
它有利于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加强彼此间的贸易往来，有利于相互间密切的经济合作。
①外经贸部有关官员也指出，自由贸易区是当前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而中国实
施自由贸易区的战略，正是面对该潮流的一个选择。
　　（2）广东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正面临继续更好更快发展的机遇。
以全球的视野、以世界的眼光谋求在新时期的创新发展，必须继续加强国际性的联系与合作；而建立
粤港澳自由贸易区必然成为重中之重。
　　（3）建立粤港澳自由贸易区是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更好更快推进的要求。
自从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相关协议签署以后，特别是自2005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以
来，相关的《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等也正在商谈和进一步推动之中，如相互之间的投
资问题。
而粤港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发展，可以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方位实施提供直接的指导性重
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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