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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推进中国云南与GMS次区域全面经济合作对策研究》在通过大量调研取得第一手原始数据的基
础上，主要采用实证研究与计量分析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研究云南省与GMS次区域的经济合作。
首先，本课题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中国（云南）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相关利益主体，即来自
中央政府层面的各职能部门、云南省政府作为地方政府及各职能部门、大型国有企业与民营中小企业
、各类商会与行业协会。
这四类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涉及有关GMS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政策制定、政策实施的现行协调机制中
，其影响力、重要性和受影响程度不一致是中国（云南）参与GMS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最突出的矛
盾。
要建立合作的微观机制，必须形成内部有效的信息反馈与沟通协调渠道，解决广大中小企业参与政策
制定程度低的问题，采取各种措施将参与各方的影响力、重要性与其受影响程度相匹配。
　　其次，在云南省与GMS五国的双边贸易方面，主要运用1992-2008年云南省与GMS五国的贸易数据
，分析云南省与GMS五国双边贸易的国别情况、进出口商品结构与行业结构，通过计算显性比较优势
指数（RCA）和贸易互补指数来揭示云南与GMS次区域的贸易合作动因，并评价贸易转移效应；另外
，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分析与GDP变动的方差分解来验证云南省与GMS五国的双
边贸易对云南经济增长的贡献，并用弹性分析和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计算来评价云南省与GMS五国的双
边贸易对云南三次产业升级效应的影响。
研究表明，目前云南与GMS五国的双边贸易对云南省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贡献作用有限，同时，贸
易方式主要以基于资源禀赋的产业间贸易为主，具体表现在贸易商品结构的低层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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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中央政府层面针对GMS合作设有两个协调部门，分别负责对外和对内协调工作。
财政部国际司是外部协调部门，国家发改委的地区经济司则是内部协调部门。
具体而言，财政部国际司是中国和国际金融组织联系的窗口单位，负责与亚洲开发银行进行有关的沟
通和协调，接受亚行提供的各项贷款，向亚行提交GMS项目计划并将有关的信息传达到其他中央各部
委。
此外，该司也负责大湄公河次区域部长级会议和高官会议的各项国内工作会议的组织和协调工作。
　　就国内协调而言，国务院于1994年批准成立了“国家澜沧江一湄公河流域开发前期研究协调小组
”（简称“国家澜湄协调小组”），由国家发改委为组长单位，国家科技部、外交部、商务部、财政
部、云南省政府为副组长单位，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
国家发改委主管地区司的领导是上述合作机制的组长，地区司行使办公室职责，司主管领导为主任。
国家发改委作为协调组长，主要是组织协调综合性重大问题，召开国内各部门的会议，研究战略、规
划、参加国际会议的对策等。
各部门按照其职能各尽其责。
协调小组为内部协商机制，不设专门机构和人员，办公室设在国家发改委地区司。
按照分工，国家发改委主要负责综合协调与战略规划；外交部负责对外政策的把握；科技部负责前期
战略研究；财政部是我国与亚行业务对口部门，负责与其业务联系。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外交部每三年联合公布《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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