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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东海地区是指以名古屋市为核心城市，包括爱知县、岐阜县、静冈县和三重县的地区。
东海地区总人口1500万人，约占日本全国的8.7％；面积约2.9万平方公里，约占日本全国的8.1％。
东海地区是日本制造业的三大集群地之一（另外两个为东京和大阪地区）。
中国长三角地区是指以上海市为核心城市，包括江苏省中南部8个城市、浙江省北部7个城市的地区。
长三角地区人口8100余万人，约占全国的6.3％；面.积约10.9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1％。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制造业三大集群地区之一（另外两个地区是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
　　多年来，日本东海地区的制造业走以政府推动的“产、官、学一体化”（即产业、政府、大学和
研究机关的有机联合）的产业集群发展道路，不断创新技术和产业，从而逐步优化了产业结构。
日本的东海地区自古以来制造业就比较发达，其中尤以纺织、窑业、酿造业等蜚声海内外。
二战后，东海地区的传统产业在吸纳、消化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努力开发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实现
了由传统轻工业向汽车制造、家用电器、商用机器的产业转型，创新出一批世界级企业。
丰田汽车公司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们选择了具有很强关联效应的汽车产业为主导产业，形成由主导产业为核心、中小企业为基础的产
业集群。
依靠这样的产业发展政策，日本东海地区的经济获得了巨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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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东海地区是指以名古屋市为核心城市，包括爱知县、岐阜县、静冈县和三重县的地区。
东海地区总人口1500万人，约占日本全国的8.7％；面积约2.9万平方公里，约占日本全国的8.1％。
东海地区是日本制造业的三大集群地之一（另外两个为东京和大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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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转型升级与对策思考什么因素导致了“用工荒”?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
长的关系——以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我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出口贸易的决定——以江苏省为例的实
证分析税收竞争、经济集聚与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专业化与多样化的技术外溢效应：基于苏浙两省
创新绩效的对比研究行政中心，还是经济中心?——中国沿海地区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经济增长比较
长三角经济增长中的土地利用——基于对长三角主要特征城市的实证分析长三角地区技术进步状况考
察长三角地区发展模式、经济结构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名古屋新产业创新的可能性及其对策本土化及其
对盈利能力的影响——以在日外国子公司为例东亚结构转型及新型产业集聚东海地区外国劳动者的实
况与特征——以中国人和日裔巴西人为中心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与中小企业创新的冲突——江苏省与
爱知县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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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过建立我国本土企业控制的国内价值链，带动关联产业发展，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终完
成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和对策之一。
首先，本土企业为主会使经营利润更可能留在本国，而不是汇出和外流。
同时，国内价值链包含着高附加值的环节，这使得中国可以取得更多的资本利得。
这些利润就为继续的投资和缩小地区差距提高了物质基础。
建立国内价值链后，中国不仅可以在国内不同地区间整合要素禀赋，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也可以通过
把订单外包到其他国家，利用他国的禀赋优势。
此时，产业转移就成为中国主动在全球整合资源的行为。
可以充分发挥国内外产业特别是国内循环的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改变全球价
值链在国内链条太短的缺陷。
同时，链条的延伸和完整，带来了生产的迂回和专业化的加深，不仅可以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而且可以积累高端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
　　5.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调整优化制造业结构。
生产者服务业作为独立的产业部门，以其强大的支撑功能成为制造业增长的牵引力和推进器，是制造
业起飞地“翅膀”和“聪明的脑袋”。
现代制造企业正按照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原则，充分地走向“扁平化”、“柔性化”和“精细化”。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长三角与日本东海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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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