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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促进经济增长的成功政策都应该是因地制宜的，具体探讨不同国家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政策的特点就成
为有价值的研究所在。
《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全球化进程(1965-2010)》由郭建军著，以经济全球化理论为指导，以跨学科视角
，运用史学理论、经济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探讨新加坡政府如何把外向型经济政策置于全球化中
并与全球化引发的区域化进行一体化设计，在实践中不断推进。
论题选择外向型经济发展中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方面，即对外贸易发展战略、产业发展战略和海外投
资的区域化战略来进行论述。
《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全球化进程(1965-
2010)》的主题是运用新加坡几十年的各种经济发展数据，通过论题设定的三个专题来分析新加坡外向
型经济几十年的宏观发展历程，焦点是通过外向型经济宏观政策基于全球化的变化，探讨新加坡应对
全球化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
讨论时将侧重新加坡区域化战略目标，其中将新加坡国际经济一体化发展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关
系作为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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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建军，云南大学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经济学院外贸系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东南亚经贸商务、东南亚经济史、全球化与区域化问题。
主要学术成果有《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发展历程：全球化与区域化视角》（《思想战线》，2011），编
著《国际货物贸易实务教程》（第二版）（“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科学出版社，2009）。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全球化进程>>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的意义
  第二节  主要概念阐释
  第三节  学术史回顾
  第四节  逻辑思路与研究方法
  第五节  研究框架和主要内容
第二章  全球化引发的思考
  第一节  全球化的概念及其思考
  第二节  区域化的发展
  第三节  外向型经济与全球化
  第四节  全球化与国际经济
第三章  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从全球化到区域化
  第一节  殖民地经济遗产与独立对新加坡经济的影响
  第二节  外向型经济发展历程(1965～2010)
  第三节  外向型经济发展绩效
  第四节  外向型经济发展动力：参与全球化和区域化
第四章  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基石
  第一节  对国际贸易的依赖与经济发展的脆弱性
  第二节  对外贸易与国际市场
  第三节  新加坡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
  第四节  对外贸易发展的区域模式
  第五节  对外贸易政策的发展与区域化的努力
第五章  产业发展战略：面向全球化和区域化目标
  第一节  产业和产业政策
  第二节  产业结构演变
  第三节  宏观产业政策变迁
  第四节  人才战略与外资政策
  第五节  法定机构与政联企业
  第六节  扶持本国私营企业
  第七节  金融市场发展
第六章  海外投资的区域化战略
  第一节  新加坡的海外投资发展
  第二节  “向区域进军”战略：“第二只翅膀”
  第三节  中国战略：以苏州工业园为代表的中新战略合作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第一节  结论
  第二节  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全球化进程>>

章节摘录

　　新加坡在建国之初就积极努力地吸引外资。
很多跨国公司在新加坡投资并非因为税收和投资的优惠，而是因为新加坡政府的稳定和高效率，且在
工人培训和对人口纪律教育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就，这与新加坡采取的工业化人才培养举措和吸引外
资一体化设计是分不开的。
在这些措施中，经济发展局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
为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教育和培训成为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吸引跨国公司的一项重要职责。
工业化的早期发展阶段，技术教育成为重要的培养技术工人的措施。
1968年，新加坡教育部设立了技术教育部，启动了技术教育。
从1969年至今，所有参加中低教育的男性必须选修技术科目。
这项举措显然是为满足产业发展之需。
1年后新加坡又成立了职业与产业培训局（Vocational and Industrial Training Board，VITB），以适应中
等教育程度人员的就业需要。
与此同时，新加坡为大力发展国家高等技术教育，成立了新加坡技术学院以促进职业与产业培训局职
能的发挥，而这项努力被认为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掌握制造业的基本技术是为了加入全球价值产
业链。
　　20世纪70年代，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发展中国家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减弱，加之其他发展中
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廉价劳动力对新加坡的冲击，使得新加坡开始实施产业升
级战略，即第二次工业革命。
如前文所述，以提高产品附加值为目标的产业升级战略是从工资调整和产业教育培训开始的。
高附加值生产意味着经发局将高附加值生产商引到新加坡，同时，引导低附加值生产商脱离低附加值
生产。
为实现此目标，低附加值产业的雇员将被鼓励转型，政府出台的配套措施是对低附加值生产增加税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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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加坡奇迹”引起世人瞩目。
《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全球化进程（1965-2010）》从全球化与区域化互动关系的视角，运用史学理论、
经济学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探讨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基本过程及其经验
，对中国某些地区的外向型经济战略和实现方式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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