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广西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广西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6826457

10位ISBN编号：7506826453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时间：中国书籍出版社

作者：龙裕伟

页数：49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广西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内容概要

　　所谓区域经济合作，一般是指在一定空间区域范围内，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相互开
展贸易、投资等经贸往来，促进区域内合作各方共同发展的一种区域性经济活动。
区域经济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有：欧盟（前身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
盟（即东盟）、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等。
　　与“区域经济合作”概念相近的有“区域经济一体化”概念。
两者既有区别，也有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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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龙裕伟，男，1964年6月出生，广西北流市人。
先后做过研究、编辑、会计、贸易、行政等工作，现为广西社会科学院当代广西研究所副研究员，广
西“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广西重大课题研究招投标项目2项，广西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
划项目1项，厅级科研项目10多项。
出版学术著作四部：
《集群经济》 (2005年)、 《广西区域经济合作研究》 (2011年)、
《中国一东盟博览会的机遇和策略一一广西会展业发展研究》 (2004年，第一作者)、
《飞越彼岸一一中国一东盟博览会战略发展的理论构想&gt;&gt;
(2006年，第一作者)。
荣获广西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6项、三等奖3项，厅级优秀科研成果奖10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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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实证部门，围绕双边FTA利弊的争论此起彼伏。
支持者认为，双边FTA将消除各国间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加强WTO功能、完善其
多边规则，从而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
特别是在消除壁垒、实施投资管理及市场监管等政策创新方面，双边FTA要比繁琐的WTO谈判快得多
。
反对者认为，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提出双边安排是偏离主题的危险行为，会损害多边贸易体制。
WTO总干事素帕猜在2002年的悉尼部长及峰会上，曾警告区域主义正在抬头，提醒各成员“通过歧视
第三方来创建复杂的贸易体系网络，将会增加全球贸易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美国紧急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卡尔曼·科恩认为，“自由贸易协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贸易和
投资不断扩大的前景，另一方面各协定间的差异有可能使贸易环境恶化。
”　　从非洲区域合作来看，非洲国家建立了两个重要的金融合作组织即中非货币联盟（CEMAC）
和西非货币联盟（UEMOA）。
前者成员有：喀麦隆、乍得、刚果、中非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和加蓬；后者成员有：贝宁、布基纳法
索、科特迪瓦、几内亚、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和多哥。
非洲货币联盟给中、西非法郎区带来的利益是显著的。
中、西非法郎与法国法郎之间的固定汇率排除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素，货币区采用法国银行制度，
限制政府借货融资幅度，使成员国通货膨胀率一直处于非洲最低水平，其出口商品价格稳定，货币可
兑换性的保证有力地遏制国际货币投机活动，减少汇率风险，鼓励外商投资。
因此，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中、西非货币区国家经济增长率较高。
在一些非洲国家，人们更愿意储备中非或西非法郎，而不愿储备不稳定的、又不能自由兑换的本国货
币。
这样更使货币区国家吸纳了从其他非洲国家外逃的存款。
但是，货币联盟也使其成员国付出了代价。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西非货币区国家先后陷入了深深的经济衰退之中，不仅资本流动被限制，而
且国际支付也变得十分困难。
尽管一些银行进行了资产重组或以多种形式采取了挽救措施，但还是有大量的银行破产了。
一些银行储户多年未能取回他们的存款资金。
受银行破产的拖累，中央银行损失严重，几乎不能负担成本支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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