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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域经济合作，是我国推进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
由于我国东西部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一
直为我国中央政府长期推行与倡导。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东西部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并形成了三种区域经济合作
模式，即计划经济时期的指令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改革以后出现的过渡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和
在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初步建立的环境下的市场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合作模式逐步从地区之间利益
的单方面转移向东西部互惠互利的合作阶段过渡，合作的内容、性质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关于东西部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我国领导人在一系列重要文献中曾有精辟论证。
我国学者在近年来讨论地区经济差距扩大、西部大开发等研究中对此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在《经济研
究》、《管理世界》、《战略与管理》等重要学术刊物上的学术争论中，都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区域经
济合作的公平与效率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参与效果等方面的问题，并对东西部之间的体制环境、投资
环境、知识发展水平差异及其对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流动产生的效应进行了很有价值的实证研究
。
　　本书研究的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推动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合作，选择符合双方或多方利益
的经济合作方式、内容和项目，逐步形成以效率为核心，以能力结构为基础，以西部资本形成、技术
转移与产业成长为目标的东西部区域经济合作的新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书稿还附有多个统计图表，直观而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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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地方政府竞争与东西部区域经济合作　　竞争往往在强者与弱者之间展开，竞争的结果是竞
争优势方获利，竞争劣势方损失；博弈双方各具竞争优势或实力相当时，竞争只会带来两败俱伤，因
此往往选择合作以求双方受益，竞争与合作随着双方竞争优势的变化而处于动态调整中；地方政府之
间的竞争与合作也是如此。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东西部区域经济合作成立的前提是双方具有平等的地位，具有需要进行合作的要素
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非均衡发展战略、东部沿海开放战略、梯度发展战略等思想和政策作用下，市
场型的东西部区域经济合作缺乏强有力的基础和内在动力，合作难以开展，即使中央政府推动的对口
帮扶也难以扩大。
　　前面已经论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地方分权思想和行动是促进中国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直接动
因，在地方分权过程中，实施步骤基本是从东部沿海获得试验、试点优先权然后在全国推开的，如早
在1981年和1984年，广东和福建就有权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经济特区土地使用管理规定》。
主要内容是外商可以在经济特区取得土地使用权，可以根据不同行业、不同项目以及资金回收期的长
短和盈利难易程度等分别规定最长使用年限，其中商品房住宅、教育、科学技术等为50年。
同时确定了不同档次的收费标准。
还对经济特区实行更加优惠的土地使用政策。
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更多。
中国人民银行1988年就批准在特区设立的外资银行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重大举措是设立上海浦东新区，国家给予了特有的放权倾斜
，如扩大上海建设浦东新区项目审批的5个方面的权限，即上海市可以自行审批在外高桥保税区内设
立中资、外资从事转口贸易的外贸企业；可以审批浦东新区内国有大中型企业自营产品的进出口经营
权；可以在中央核定的额度范围内自己发行股票和债券；可以自行审批在浦东新区内设立在2亿元以
下的生产性项目；可以自行审批在浦东新区的非生产性项目。
东部地区在税收、立项审批、资本融通等方面所获得的优先分权使其拥有了真正的竞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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