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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环中国圈”国家区域合作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10月15-18日在“啉城”——贵阳召开。
贵州财经学院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研究院、国际经济学院、旅游管理学院受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委托，在
贵州省商务厅、贵州财经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对会议进行了将近一年的精心准备。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与“环中国圈”国家区域合作问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合作问题；中
国大陆与台湾关系的新态势；西南地区国际经济合作的对策。
　　“环中国圈国家”这一新范畴是在2006年12月召开的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年会上首次提出的，被专
家们称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战略范畴”。
“环中国圈国家”就是指中国及与中国陆地接壤的14国和近海相望的6国。
该区域2007年GDP总量达11.58万亿美元，人口总量34.2亿，分别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和世界人口总
量的52.5％，在全球经济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出席本次会议的来自国内多所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常务理事、学会顾问以及专家学者就“
环中国圈”国家区域合作有关问题进行了积极踊跃的讨论，会议气氛活跃，自始自终洋溢着浓厚的学
术气氛。
与会代表、顾问和专家学者普遍反映这次会议形式活泼、议题新颖、内同充实、安排周到、组织有序
。
讨论结果丰富和完善了“环中国圈”国家区域合作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深化了对中国在“环中国
圈”国家区域合作中增长极作用的认识，对中国进一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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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该论文集主要分为七个版块：（1）“环中国圈”国家疆域经济合作综合研究；（2）中国与东南亚国
家区域经济合作研究；（3）中国与南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研究；（4）中国与东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
研究；（5）华人华侨经济研究；（6）经济探讨；（7）学子论坛。
论文是各位专家学者智慧的结晶，因此该论文集尽量保留了原文篇幅，并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对所
有论文的观点都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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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环中国圈疆域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环中国圈国家”的战略合作及其三大基础分析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地区合作及发展第二部分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合作研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建设与大西南的参与　论东盟与欧共体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合作　以公共外交推动福建与东南亚国家
之间文化交流　福建与东盟经贸合作的现状与前景　中国（大西南）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对策研
究　试论中国大陆学者对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研究——以学术论文为视角第三部分  中国与东亚
国家经济合作研究  　东亚地区金融合作回顾与展望　东亚一体化合作的经济圈域实现问题研究第四
部分  中国与南亚国家经济合作研究　对中印之间贸易分工及其比较优势的分析第五部分　华人华侨
经济研究    　关键时期台湾经济与“海西”的对台整合效应　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华商网络：文献评
述　第六部分经济探讨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及其适用性问题研究　GATS下的外资银行进入与中国金
融市场化进程　泛珠三角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研究——兼论两广的产业互补合作路径　开放经济条件
下贵州烟草行业出口分析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发展的影响　金融业全面开放后对外资银行监管
的构想　中国家电企业国际化品牌战略第七部分　学子论坛　国际经济合作的成因与战略竞争力构建
　环中国圈国家经济合作的可行性实证分析　中国——印度金融改革及合作浅析　“环中国圈”国家
区域合作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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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类的结果与现实的发展状况是较为符合的，中、俄、印作为新兴的发展中经济大国，经济资源
总量和发展潜力都较周边其他国家更强，三国间有较大的共性。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三个大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日、韩等小型国家，尤其在人均GDP这一指标
上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近年来，中、俄、印三国经济连续快速的增长充分显示出大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巨大潜力。
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中、俄、印三国GDP总量达到44 872亿美元，人口超过25亿，领土面
积接近三千万平方公里。
这种潜力的联合拥有改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力量，也正是“环中国圈合作”的核心。
　　其他“环中国圈国家”被称为小型国家也是比较符合现实的，但这个组合不仅同另一类国家有差
异，其内部也有巨大的差异性。
在GDP指标上，实力最强的日本的GDP是最弱的不丹GDP的5300倍；在人均GDP指标上，最发达的日
本是最欠发达的缅甸的145倍。
此外，在自然资源禀赋，领土面积、人口方面，小型国家也有很大的差异性。
而这些差异性就成为了“环中国圈国家”间进行经贸合作的基础。
　　2.“环中国圈国家”的贸易结合度　　贸易结合度是指一国对某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占该国出口总
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进口总额所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它比较直观地反映了两国在贸易方
面相互依存的程度，其数值越大，则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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